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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8月在太原召开了“面向21世纪热工课程教学改革”的研讨会。
在会议上本人作了有关外界分析法(SAM)体系的中心发言，引起与会教师的兴趣和好评。
1998年《工程热力学》一书的出版，标志SAM理论体系的诞生。
该书出版之后，由东北电力学院及天津大学，于1998年先后承办了东北地区及京津地区部分院校参加
的“SAM体系研讨会”，对《工程热力学》一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得到与会教师的普遍欢迎和好评
。
2001年12月，“面向21世纪热工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工程热力学》教材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SAM体系是在长期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正确性及优越性也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实践证明，SAM体系在逻辑结构上的变革是成功的，实现了“起点提高、重点后移”的改革目标，它
与其他理论体系相比，有明显的优点。
《工程热力学》一书出版已经九年，虽然现在理解并接受SAM体系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由于SAM体
系是一种全新的体系，目前积极采用的还是少数。
因此，宣传及推广SAM体系仍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艰巨任务。
《工程热力学》第二版的编写工作已经纳入“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也是吉林大学“十一五”教
材规划的立项资助项目。
本书由吉林大学陈贵堂教授编著，王永珍副教授负责教学实践、制作课件及制图。
本书的出版对宣传及推广SAM体系将起重要的作用。
第二版不仅保持了原有的特色，与第一版相比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全书的逻辑结构上更加突出了SAM体系的主线由于SAM体系是一种全新的体系，在第一版中不
可避免地要对其他理论体系进行分析比较，这对SAM理论体系的成功诞生是必要的。
但对青年教师及学生来说，线索多了不易掌握主线，在教学上会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版删除了一些与SAM体系关系不大的内容，使得本书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SAM体系好教、好学
、好用的特点也更好地体现了出来。
二、在全书的内容上SAM体系的特色更加明显本书与其他教材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二版精简了
一些内容之后，使这些特色更加明显了。
譬如，基本概念的唯一确定性；基本定义的最大包容性；基本定律表达式的普遍适用性。
又如用针对性的提示来解决关键性的问题；用概念性的公式及实用性的口诀来淡化长公式。
此外，SAM体系的基本思想方法贯穿全书，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起作用，对培养素质和提高
能力有明显的效果。
细心的读者定能发现，本书的特点绝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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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外界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及逻辑结构来组织内容，以实现“起点提高，重点后移”的目标。
全书共十二章，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工质性质及工程应用等四个部分。
     本书从六个非限定定义及六个非限定概念出发，通过推理及论证，逐步形成一系列可运算定义及概
念所组成的、能反映学科全貌的网络体系；又从系统发生受化的根本原因出发，通过对作用量的性质
及效果的分析，建立热力学基本定律的普遍表达式。
外界分析法详尽地阐明了系统的状态变化、作用量的贡献以及过程的个可逆性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及联
系，充实了基本定律的内容。
     本书提供的内容，可使不同专业及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充分选择的余地。
同时，详实的内容，足够的例题、习题、思考题及各种必要的图表，便于学生自学，也可供有关专业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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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管道中稳定定熵流动的基本方程  7.2 喷管中气体的流动特性  7.3 喷管的热力计算  7.4 水蒸汽的流动第
八章 压气机及气轮机  8.1 回转式的压气机及气轮机  8.2 活塞式压气机第九章 动力循环  9.1 气体动力特
坏  9.2 蒸汽动力装置第十章 致冷循环  10.1 概说  10.2 致冷循环的热力分析第十一章 热力学微分方程及
工质的通用热力性质  11.1 特性函数  11.2 热物性参数  11.3 热力学能、焓及熵的一般关系式  11.4 有关比
热的热力学关系式  11.5 焦尔一汤姆孙系数  11.6 克拉贝龙方程  11.7 工质的通用热力性质第十二章 化学
反应过程的热力分析  12.1 质量守恒定律在化学反应过程中的应用  12.2 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化学反应过
程中的应用  12.3 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化学反应过程中的应用附录    一、附表  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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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第一节 热力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热力学是研究能量属性及其转换规律以及工质热力性质及其
变化规律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和应用这些规律，充分合理地利用能量。
对热力学的研究，有宏观的方法和微观的方法，分别称为经典热力学及统计热力学。
经典热力学把物质看作是连续体，它以宏观的物理量来描述大量粒子的群体行为，并用宏观的唯象方
法进行研究。
通过对大量的热力现象的观察和实验，从中总结归纳出热力学的基本定律，并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及数
学论证的方法，进一步演绎出热力学的一系列重要结论。
热力学基本定律不能从其他的基本定律来导得，它是直接从长期的大量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本
身就是最基本的定律。
热力学基本定律的正确性，已经被无一例外的违背实例所证实。
建立在这些基本定律基础上的热力学重要结论，同样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普遍适用性。
统计热力学则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根据有关物质内部微观结构的基本假设，利用量子力学关于微
粒运动规律的有关结论以及统计力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物质的热力性质及能量转换的客观规律。
由于统计热力学深人到物质内部的微观结构，它可以说明宏观物理量的微观机理；也能够说明热力学
基本定律及宏观热力现象的物理本质。
但是，由于对微观结构的假设条件的近似性，使统计热力学的结果有时与实际不尽相符。
经典热力学与统计热力学是关系非常密切而又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都有独
立存在的价值。
在对热力现象的研究上，它们能起到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作用。
实际上，在一定宏观条件下大量粒子的群体行为（如压力、温度、能量及熵等宏观参数），就是物质
内部粒子微观运动状态的统计平均值。
因此，如果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同一个系统，应当得出相同的结论。
经典热力学得出的普遍而可靠的结果，可以用来检验微观理论的正确性；统计热力学的分析则可以深
入热现象的本质，使宏观的理论获得更为深刻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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