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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内容根据教育部热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工程热力学（30～40学时）教学基本要求确定，
同时也适当反映科学技术的新进展。
书中主要讲述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以及气体和蒸气的性质、过程和循环，并有计算例题穿插
配合。
每章末还附有适量的思考题和习题，书后附有习题答案，便于自学和检查。
全书共分12章，第1章重点介绍系统、平衡、状态参数、可逆过程、循环、热量和功等基本概念；第2
章介绍理想气体及其混合物的性质；第3章介绍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工程应用，第4章介绍气体的热力过
程与气体压缩，这两章是全书热力过程分析及计算的理论基础；第5章重点阐述热力过程的方向性与
不可逆性，熵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第6章介绍研究物质热力性质不可缺少的基本关系式；第7章介绍
水蒸气的一般概念及各种图表的应用；第8章介绍湿空气性质；第9章讲述气体和蒸气流动；第10章介
绍动力和制冷循环；第11章介绍化学热力学基础；第12章是为拓宽学生能源科学方面的知识，介绍了
新能源的开发及建设。
本书从工程实际出发，以宏观观点来研究物质的热力性质、能量转换的规律和方法以及有效合理利用
热能的途径。
对基本概念、基本定律、过程计算、循环分析等主要内容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力求帮助读者能较好
地分析这些内容的基本原理及相互关系，掌握分析热工问题的方法，培养思考问题的灵活性以及提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某些章节的内容略超过《课程基本要求》的范围，适当作一些扩充和拓宽，一则是教师有选择的余
地，二则适应不同专业不同学时及不同层次的需要。
在保证学科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实用性和适用性，
同时也注意适当反映热工科技的新进展。
本书除满足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教学用书外，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全书均采用国际单位制。
但考虑到目前使用的仪表及参考书，仍有使用其它单位制的，因此，在本书附录中列出各种单位制的
换算表。
本书的绪论、第6章、第11章和附录由谭羽非编写；第1章、第8章由王海涛编写；第2章、第3章、第4
章由罗勇编写；第5章和第10章由张云峰编写；第7章、第12章由吕静编写；第9章由胡明江编写。
全书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谭羽非教授承担主编和统稿工作。
本书承哈尔滨工业大学廉乐明教授细致审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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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根据教育部热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工程热力学（30～40学时）教学基本要求确定，
同时也适当反映科学技术的新进展。
    本书从工程实际出发，以宏观观点来研究物质的热力性质、能量转换的规律和方法以及有效合理利
用热能的途径。
书中主要讲述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以及气体和蒸气的性质、过程和循环。
对基本概念、基本定律、过程计算、循环分析等主要内容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有计算例题穿插配
合。
每章末还附有适量的思考题和习题，并附有习题答案，便于自学和检查，力求帮助读者能较好地分析
这些内容的基本原理及相互关系，掌握分析热工问题的方法，培养思考问题的灵活性以及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对某些章节的内容略超过《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范围，适当作一些扩充和拓宽，一则是教师有选择
的余地，二则适应不同专业不同学时及不同层次的需要。
    本书除满足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教学用书外，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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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0.1工程热力学的发展简史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随着蒸汽机在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如何
充分利用热能来推动机器做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1798年，英国物理学家伦福德通过炮膛钻孔实验开始对功转换为热进行定量研究。
1824年，法国工程师卡诺发表了“关于火的动力研究”的论文，提出了卡诺定理和卡诺循环，他通过
对自己构想的理想热机的分析指出，热机必须在两个热源之间工作，同时给出了热机的最高效率。
卡诺的论文发表后，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
过了十年，法国工程师克拉佩隆把卡诺循环以解析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并用卡诺原理研究了汽液平衡
，导出了克拉佩隆方程。
1842年，德国工程师迈耶，提出了热与机械运动之间相互转化的思想。
1847年，德国的科学家赫姆霍兹发表了“论力的守恒”一文，全面论证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即热
力学第一定律。
1843～1848年间，英国物理学家焦耳以确凿无疑的定量实验结果为基础，论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
焦耳的热功实验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验基础，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功可以按当量转化，而根据卡
诺原理热却不能全部变为功，当时不少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进一步研究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和克拉佩隆转述的卡诺原理，发现二者
并不矛盾，并据此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
克劳修斯在1854：年给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达式，1865年提出“熵”的概念。
1851年，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种说法。
1853年，他把能量转化与物系的内能联系起来，给出了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数学表达式。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确立，奠定了工程热力学的理论基础，并最终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工
程热力学”这门学科。
工程热力学形成至今，在能源、动力、机械、化工、冶金、空调、制冷、超导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新能源开发、自然资源的循环
利用等一系列新课题的提出，推动了工程热力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其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已成为科技
进步不可或缺的基础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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