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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离科学对于工农业生产及基础科学研究十分重要，是内容极其丰富的一门学科。
近年来，随着高技术产业的出现，特别是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及材料科学的发展，迫切要求提供更先
进、更优化的分离方法。
　　到目前为止，有系统专门讲述分离科学的书只有3本。
1973年出版的Karger BL等3人编写的《An Introduction to Separation Science》，虽然讲述分离科学的理论
部分不超过全书1／3的篇幅，然而他们的贡献是首次使用“分离科学”这个名字。
第二本是1991年Giddings J C写的《unified Separation Science》。
这位理论色谱学家用场和流这个各种分离方法共有的参数为纽带，将原来似乎毫无关系的、分散在各
种分离方法中的分离原理统一在一起讨论，并称其为统一的分离科学。
第三本便是1990年出版的笔者撰写的《现代分离科学理论导引》。
写这本书的原意是要给出一个从事现代分离科学理论研究、分离方法研究或工业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
所必须具备的理论基础。
　　笔者从本人从事分离科学方面研究及40年的教学经历和国外几所大学教授的讲义及笔者在过去10
年中，在国内外所教这门课中的有关内容，重新拟定了这本书的内容组成。
　　本书是从分子在空间迁移和分布规律的全过程来设计的，涉及到溶质分子在流体中的空间迁移和
分布，所以就必须了解在体系中组分的宏观性质，即第二章的“分离过程中的热力学”和第四章的“
溶质的迁移和扩散”；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组分的分离是在界面（特别是液一固界面）上完成的，这就
是第三章的“分离过程中的计量置换”；然而要从微观上深入了解物质能够被分离的实质便是第五章
的“平衡分离的分子学基础”及第六章的“疏水效应”。
在了解了物质的微观、宏观性质及迁移规律后，如何才能使分离进行得更好，这便是第八章的“分离
过程中的最优化”和选择分离方法时必须对各种分离方法的特点有所了解的第七章的“分离方法的简
介和比较”。
笔者认为上述七章的内容应当成为现代分离科学的理论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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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2000］11号文件通知精神，遴选100部本世纪各高校研究生用教材，经
国务教材，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评议组审定，本书是其中之一。
　　本书是一部论述现代分离科学基础理论和最新成果的专著。
内容包括：分离过程中的基本概念，分离过程中的热力学，质量迁移动力学，分离界面上的计量置换
，分离的分子学基础，疏水效应，各种分离方法的比较及分离过程中的最优化共计8章。
所述分离对象涉及无机及有机小分子、人工合成及天然生物大分子。
分离规模从实验分析分离至工业化生产的工程分离。
本书可作为化学、化工系高年级大学、研究生的教材，亦可作为在医药、生化、基因工程、冶金和国
防科学领域中从事分离技术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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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现代分离科学及其研究对象　1.2　分离科学中的某些基本概念　1.3　分离程度的
基本表示　1.4　分离的热力学限制　1.5　分离方法的分类　参考文献第二章　分离过程中的热力学
　2.1　化学平衡　2.2　相平衡　2.3　分配平衡　2.4　气-液平衡体系热力学　2.5　溶液行为模型　参
考文献第三章　分离过程中的计量置换　3.1　液-固界面上的溶质计量置换吸附模型　3.2　分配和吸
附等温线　3.3　在液相色谱分离中溶质的计量置换保留模型　3.4　液-固界面组分迁移过程中的热力
学　3.5　液相色谱中的计量置换参数的应用　参考文献第四章　溶质迁移与扩散　4.1  迁移与扩散的
表征　4.2　在各种介质中溶质的迁移与扩散　4.3　带的迁移规律　4.4　带的形成与扩展　4.5　板高
　4.6　带的扩展机理　4.7　分离度　4.8　双向分离　4.9　非平衡迁移　参考文献第五章  平衡分离的
分子学基础　5.1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5.2　分离过程中的定量模型　5.3　迁移与扩散的分子学基
础　5.4　反相液相色谱中的定量结构保留关系　参考文献第六章　疏水效应　6.1　引论和基本方法
　6.2　稀溶液与疏水相互作用　6.3　对式疏水相互作用　6.4　多质点间的疏水相互作用　6.5　疏水
相互作用对温度和压力的依赖性　6.6　溶剂化与疏水相互作用　6.7　在蛋白分子中疏水区分布　参考
文献第七章  分离方法的简介和比较　7.1  在外加场存在下的无流分离（sc）：电泳和沉降　7.2　在稳
态体系中的两相（Sd和Scd）分离：萃取和双水相萃取　7.3　流的辅助分离作用　7.4　平行流F（=）
分离：淘析、超过滤、区带熔融和有关方法　7.5　垂直流分离F（+）：场级分馏、色谱和毛细管电色
谱　7.6　跨类分离方法　参考文献第八章　分离过程中的最优化　8.1　概述　8.2　折合板高及最低
板高　8.3　最大分离度　8.4　静态（无流）系统分离的最优化　8.5　垂直流分离[F（+）]的最优化
　8.6　熵减小　8.7　生物大分子分离的优化　8.8　工业生产中分离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附录　参考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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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分类的基础　　分离方法的分类应反映溶质迁移和在体系空间中展现出的平衡模式。
从第四章的迁移方程将会看到，有两大类操作可被用来控制和影响溶质在空间的分离和迁移。
第一类是能够控制其迁移的选择性和最终平衡态的化学势。
当然，在实际分离时，可依据需要使化学势出现在分离体系空间中不同的相界面或膜栅栏上，亦或在
体系的适当位置上施加外力。
第二类是对流的控制。
依据相界面或化学势模式的不同使其产生了不同的流向。
　　依照上述的说法，所有分离都是在沿着流的方向，在化学势模式的控制下实现的。
而不同的相、膜和外加力就是为达到所需模式而提供最方便的介质。
当然，介质的选择还要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应符合能使溶质和体系的化学混溶性良好，质量或生物活
性回收率高，对检测无干扰，易于除去溶剂，迁移速度快等条件。
　　当沿着分离体系轴，以不同的相和不同大小的力使其以相当多的方式组合以改变化学势时，仅有
几种基本模式或分类出现。
第一类是可以改变分离速度和分离度但不改变其总的分离结构。
例如，在溶剂萃取系统中，用一种有机相代替另一种有机相使其在界面上改变某特定组分的化学势增
量，因此改变了平衡分配系数。
但是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分离的方向。
第二类是选用不同的形式，例如，使用电场来改变化学势，则以电方式所进行的分离将完全改变原有
萃取分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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