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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本来是没有理论的，只有实践。
实践多了总结成为“理论”。
即便是“理论”，也有处在不同层面上的区别。
那些总是被证实、又根本无从证伪的实践就成了人们必须恪守的定律。
在化学工程领域，实际上也能见到一些有时精确而可用、有时粗糙则应摒弃的“理论”。
严格讲，只能称其为“学说”。
本书就是要强调在化工系统工程学科中容易被忽视的基本实践，同时质疑那些缺乏足够实践考验的“
学说”。
化工系统工程与许多传统的化工学科有所不同。
它并非以发现和认识自然为主的学问，而是以改造和驾驭自然为主的技术工具。
因此，在学习研讨、实施运用、评价与发展等方面就与某些传统化工学科有所区别。
即使对于同样的问题，化工系统工程解决问题的立场、思路、方法也往往与相关学科很不相同。
作者力图体现这些内容。
很多看来极为普通、浅显的词语、方法，深究起来其实蕴含着极其基本而又深刻的内涵，而某些时髦
的术语或许只是符号的游戏。
书中有不少篇幅讨论了关于复杂大系统建模与计算的基本概念，表现出重视基础、重视经典、重视实
践的风格。
按流行的观点，本书没有什么“创新”，只有对于经典的更多解释和延伸以及对实践的总结。
但是，相信仔细研究过本书的读者一定能够成为各类化工流程模拟系统研发和使用的高手。
书中在介绍前人的成果时，虽力图标明文献来源，但限于时间仓促，仍多有遗漏，在此对原作者一并
表示歉意并争取有机会再版时加以完善。
与某些常见著述在撰写风格方面略有差异的是，编者首先提出的许多概念与研究成果并未单独列出标
题进行集中的讨论，而是融入一般性的叙述之中，需要读者仔细地读过全文才可能发现作者来自于多
年实践的心得体会。
并且，本书还含有若干学术批评的内容，甚至包括对自己所发表文章的严厉批判，虽力图委婉，且观
点基于多年来的实践以及尽力寻求理论依据，但限于水平，想必仍存偏颇之辞。
欢迎专家学者指教。
本书共有六章。
为便于各层次读者尽快了解作者的观点，每章之后都附有“本章要点”和“思考题”，这也形成了本
书的重要特点。
建议读者先浏览本章要点和思考题，再从正文叙述中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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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深刻地、相对完整地介绍化工系统工程的理论与实践。
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初学者提供正确的入门之路、避免陷入误区；为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程师
和教师提供深入思考的机会，纠正工作中习惯性的不适当观念，明确某些方法论层面上的基本概念；
为从事流程模拟与优化核心技术工作的专业研发人员提供一些算法或理论层面上的具体帮助。
总之，完全是为研发和使用流程模拟与优化软件服务，试图辅助读者构造工程上的整体解决方案。
书中叙述的特点是从化学工程师的角度出发，研讨相关的数学方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经典和
继承经典前提下的创新，对算法的介绍尽量避免堆积罗列，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框架、思路以及具体
诀窍。
许多章节都介绍了作者及作者的老师们在多年研发实践中摸索得到的经验、体会或经过实践考验的成
果。
各章之后的“本章要点”和“思考题”相信会对读者有重大启发，而关于动态模拟和仿真工厂的介绍
也是通常化工系统工程专业著作中不常涉及的重要内容。
     本书适合化工类专业及系统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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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求解方法 第4章　流程模拟基本技术 第5章　运筹学方法 第6章　系统综合概述 部分思考题参
考答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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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计算机程序语言是描述算法的最佳方式，易于完整、准确地描述算法。
而传统的代数符号体系在表达算法时，往往难以准确全面地说明算法执行和操作的关键细节与本质。
欲真正掌握一个算法的本质和关键，必须通过其计算机软件设计才可以达到目的。
因此，作者也非常不赞成用手算例题的方式去学习算法。
手算例题是较为传统的、初学者易于接受的学习方法，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很容易给初学者设置框框
并导人误区，影响以后设计大型工程软件的能力。
在设计算法软件时，首先应注意程序的可维护性、适应性及消除隐患，程序的各个部分不应过分关联
而形成较强的交互作用，其次再讲究提高效率、加快运行速度。
源程序代码的写法风格应清楚、朴素易懂，不宜追求所谓的技巧，一味地压缩源程序的长度（程序短
并不一定执行步骤少）。
对于大型软件系统，好的程序设计应非常易于发现隐患、提高运行的效率和安全，各部分的相互牵连
影响较小。
有些在程序设计“高手”中流行的编程“技巧”常被初学者所效法，然而其中往往有许多“技巧”是
仅仅适用于小系统，而对大系统设计却是非常有害的、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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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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