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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工原理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化工工艺类及相关专业的重要基础技术课。
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化工过程的单元操作基本原理、典型过程设备结构，进行过程工艺设计计算和设备
选型及单元过程的操作分析。
本课程在培养从事化工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
不断改进和建设本课程，结合人才培养和社会生产发展及时充实、调整教学内容，提高教材理论和技
术水平，适时编写新教材是十分必要的。
　　大连理工大学从早期的翻译、编著化工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的自编教材，从80年代参编全国统编
教材，到80年代中期再度在校内试用自编教材、90年代正式出版教材至今，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化工
原理课程的教材建设，现又在多年教材建设和教学积累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近十年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编写了《化工原理》（上册、下册）。
　　该教材在编写中努力遵循认识规律，从学科的特点出发进行编写；注意汲取国内外本学科发展的
新成果和现代技术；坚持继承发扬的原则，合理地提升理论基础，强化理论与工程实际的联系，努力
创新。
　　本教材适当地介绍了单元操作的发展和运用，较多地采用工程实例，以计算机为工具，采用现代
技术和方法完成本课程的工程设计和过程的模拟与分析，以满足现代技术人才培养的需要。
　　全套教材共十章。
上册含流体流动、流体输送设备、液体流过颗粒床层和流态化、传热、蒸发共五章；下册含蒸馏、吸
收、萃取、干燥、膜分离与吸附共五章。
上册由王世广主编。
参加各章编写的有：袁一、王世广（绪论），王世广（第1章），贺高红（第2章），潘艳秋（第3章）
，都健（第4章），赵毅（第5章）。
下册由樊希山主编。
参加各章编写的有：樊希山（第6章），匡国柱（第7章），孙力（第8章），王瑶（第9章），贺高红
（第10章），吴雪梅（各章习题）。
在本书的编写中，得到了教研室的全体同行们及多年来历次参加教材编写的教师们的关心和支持。
本书上册由清华大学蒋维钧教授审阅，下册由天津大学刘邦孚教授审阅，两位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
见，于此，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错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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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原理教研室多年的教学及科研实践，并参考国内外的教材组织编写
的。
主要介绍化学工程中常见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典型设备及其工艺设计计算和操作分析。
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包括绪论、流体流动、流体输送设备、流体相对颗粒（床层）的流动与机械分离、传热和蒸发等
章；下册包括蒸馏、吸收、萃取、干燥及膜分离和吸附分离等章。
本书注意加强理论基础，努力与工程实际结合，兼顾学科的发展。
着重培养工程观点及处理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本书可作为化工类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轻工、石油、食品等专业选用及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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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满足生产需要，干燥器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适应被干燥物料的多样性和不同产品
规格要求　　湿物料从形态上，可能是块、颗粒、粉末、纤维状，也可能是溶液、悬浮液或膏状物料
；从物性上，由于物料内部结构以及与水分结合强度的不同，机械强度、粘结性、热敏性、有无污染
、有无毒性以及减湿过程中的变形和收缩性能上的差异也很大。
此外，各种产品对质量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例如对最终含水量的高低、粉尘及产品的回收要求、能源
供应条件等等。
适应被干燥物料的外观性状是对干燥器的最基本要求，种种干燥方法和设备的发展往往是为适应物料
形态提出的特殊要求。
　　（2）设备的生产能力要高　　设备的生产能力取决于湿物料达到指定干燥程度所需的时间。
为此，应尽可能缩短降速阶段的干燥时间，因为物料在降速干燥阶段干燥速率缓慢，费时较多。
将物料尽可能地分散，即可以降低物料的临界含水量，使水分更多地在速度较高的恒速阶段除去，又
可以提高降速阶段本身的速率，无疑这对提高干燥器的生产能力是有利的。
　　（3）能耗的经济性　　前已述及，干燥是一能耗较大的过程，因此，提高干燥器的热利用率尤
其重要。
在对流干燥中，提高热效率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废气带热，为此，干燥器结构应能提供有利的气固接触
，在物料耐热允许的条件下空气的入口温度尽可能高，或在干燥器内设置加热面，这些措施均可减少
干燥空气的用量，减少废气带热损失。
此外，还有流向问题。
在相同的进、出口温度下，逆流操作可获得较大的传热（传质）推动力，设备容积较小。
换言之，设备容积相同的条件下，逆流操作可使产品的含水量更低，干燥产品温度较高，但这对热敏
性物料是不利的。
因而，应根据被干燥物料的性质确定合适的流向，以使干燥操作更为经济。
　　干燥器除满足上述条件之外，还应便于操作、控制等。
　　由于被干燥物料种类繁多、物性千差万别，决定了工业上应用的干燥器类型的多样性。
而干燥装置组成单元的差别、供热方式的差别以及干燥器内空气与物料运动状态的差别等，又决定了
干燥器的复杂性。
工业上应用的干燥器有数百种之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
常用的做法是根据不同准则对干燥器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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