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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理科化学和应用化学专业的工程技术教育中，化学工程基础实验作为化学化工类创新人才培养过程
中重要的实践环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化学工程基础实验与化学工程基础课堂教学、化学工业实习等教学环节相互衔接、彼此照应，构成了
一个有机整体。
隶属工程实验范畴的化学工程基础实验因其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实践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因此，既
可用来验证各化工单元的操作过程的机理、规律，帮助学生巩固和强化在化学工程基础课程中所学基
本理论，又可用以培养学生一丝不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本书根据教育部所属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化学和应用化学专业化学工
程基础教学的基本要求编写，以培养学生在实验研究过程中所必需的能力和素质为目的，以强化创新
能力为重点，在我校自编并经多年实践的《化学工程基础实验》讲义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实验进行了
相应的组合与改革，充实了部分实验内容，并将化学工程基础实验与计算机仿真、模拟及处理结合起
来，突出“三传一反”中的最基本的单元操作实验，如：流体的流动与输送、传热、吸收、精馏、干
燥、固体流态化、超临界流体萃取，以及化学反应器基本原理中的脉冲示踪法和阶跃示踪法、测定基
本反应器的停留时间分布等。
特别是基本反应器停留时间分布测定的实验内容，包括实验装置的设计、制作等，是我校从20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完成的。
因其结构简单、组装方便、价格低廉、实验直观，深受兄弟院校好评。
此外，其他实验采用了不同厂家生产的实验设备，特别是有些装置由计算机联机控制，方便学生能够
在遵循相同的实验原理的基础上，明了实验装置的设计理念，开拓思路，同时，也可以比较好地解决
实验教材的通用性。
本书既可以和李德华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化学工程
基础》（第二版）以及其他版本的《化学工程基础》教材配套使用，又可以供单独设置化学工程基础
实验课程之用。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李德华（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基础实验部分、综合实验部分的实验四和实
验六以及附录等），吴正舜（第4章综合实验部分的实验二、实验三和实验五），陈义锋（第4章综合
实验部分的实验一）。
全书由李德华负责统稿、修订。
本书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和化学学院领导的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书中所引用文献资料的作者和单位，谨表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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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教材、新增综合性实验，并引入计算机仿真实
验内容，为增进学生的工程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原实验讲义基础上重新编写的。
本书可以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学工程基础（第二版）》（李德华编著）配
套使用，也可单独选用。
全书共分4章，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工程实验基础知识（实验误差的估算与分析、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常用数值计算方法、实验设计方法、计算机数据处理软件Excel的基本功能和科技绘图、数据分析软
件Origin）、化工基础实验参数测量技术、计算机仿真实验（7个）、化学工程基础实验［基础实验部
分（9个）、综合实验部分（6个）］等，共计22个实验。
实验内容涉及流体流动、传热、吸收、精馏、萃取、干燥等主要单元操作以及物料粒子的停留时间分
布的实验测定（脉冲示踪法、阶跃示踪法）。
借以突出工程实验的特点，强调工程观念的培养，注重化工实验的共性问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环境、食品、冶金、制药等相关专业师生的化工实验课教材，也可
供有关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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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化学工程实验基础知识1.4　常用计算方法在化学学科研究以及化学工程的技术问题当中，人
们对一些实际问题的解算方法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科研和工程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是，其中往往有不少重复性工作。
多年来，人们曾想方设法节约重复性工作时间，以便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到问题的创造性方面。
由于计算机能高速度、高精度地完成复杂性计算，因此，已逐渐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有力工具。
如同任何其他新的工艺过程开始应用时那样，计算机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伴随着计算机的高速度，也存在着计算机的失效和计算机的误用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使用计算
机而带来的许多困难并不是来自计算机本身，而是取决能否恰当地选择和应用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正
确计算方法（或算法，即指对一些数据按某种规定的顺序进行运算的一个运算序列）。
一个科技工作者在解决问题前，若能花一点儿时间在算法的选择上多下一些功夫，那么，在以后的具
体工作中就能节省不少无效劳动的时间。
1.4.1　数值计算的基本特点由于计算机是对数字进行计算的，因此，对问题的考虑一般不是通过数学
分析，而是通过数值计算去求解的。
数值方法是一种古老的数学方法，长期以来因其计算量大而限制了它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数值方法重新登上了现代数学的舞台，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
所谓数值方法，是这样一种数学逻辑，即不用求得未知数的解析式，而用级数计算方法、迭代等方法
逐步逼真，以得到精确度符合需要的解，或用级数展开的办法，把复杂函数化为简单的算术运算而求
得其精确度合适的解。
数值方法有以下特点：①数值方法不需要函数有确定的解析式，对于如列表函数等均可求解。
②数值方法所涉及的只是简单的算术运算，虽然计算次数多，但对计算而言，这是更为合理的计算方
法，计算机虽无思维能力（如不能把|f（x）的原函数解析式求出），但其运算速度极快。
③几乎所有不能用解析方法求解的超越函数，均可以找到合适的数值方法求解。
④对于虽然可用解析方法求解，但表达式过于复杂的数学问题，采用数值方法更加简单、直观。
⑤数值计算得到的是一般合乎精度要求的近似值，所以，误差问题是数值计算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算
法的优劣往往在于计算中产生误差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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