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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计算方法、典型设备和有关的化工工程实用知识。
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包括绪论、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非均相混合物的分离、传热、蒸发和附录；下册包括吸收
、蒸馏、气液传质设备、萃取、干燥和膜分离技术。
编写原则是适应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从便于自学和实际应用出发，以必需、够用为度，加强运用基
本概念和工程观点分析解决化工实际问题的训练。
每章都编入了较多的例题，章末有思考题和习题，并对习题附有参考答案。
为照顾不同类型学制和不同专业的需要，部分内容列为选学(标“*”部分)。
本书配有含单元操作过程动画演示的电子教案，课后练习详解；化工原理学习指导等。
订购本书的教师，经我们确认后，可免费赠送。
详细赠送信息可登录WWW．Cipedu．com．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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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按操作方式分 有连续干燥和间歇干燥。
工业生产中多为连续干燥，其生产能力大，产品质量较均匀，热效率较高，劳动条件也较好；间歇干
燥的投资费用较低，操作控制灵活方便，故适用于小批量、多品种或要求干燥时间较长的物料。
 （三）按热量供给方式分 有传导干燥、对流干燥、辐射干燥和介电加热干燥。
 （1）传导干燥将湿物料堆放或贴附于高温的固体壁面上，以传导方式获取热量，使其中水分汽化，
水汽由周围气流带走或用抽气装置抽出，因此它是间接加热。
常用饱和水蒸气、热烟道气或电热作为间接热源，其热利用率较高，但与传热壁面接触的物料易造成
过热，物料层不宜太厚，而且金属消耗量较大。
 （2）对流干燥将高温热气流（热空气或热烟道气等，称为干燥介质）与湿物料直接接触，以对流方
式向物料供热，汽化后生成的水汽也由干燥介质带走。
热气流的温度和湿含量调节方便，物料不易过热。
对流干燥生产能力较大，相对来说设备投资较低，操作控制方便，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干燥方式；
其缺点是热气流用量大，带走的热量较多，故热利用率比传导干燥要低。
 （3）辐射干燥 以辐射方式将热辐射波段（红外或远红外波段）能量投射到湿物料表面，被物料吸收
后转化为热能，使水分汽化并由外加气流或抽气装置排出。
辐射干燥特别适用于物料表面薄层的干燥。
辐射源可按被干燥物件的形状布置，这种情况下，辐射干燥可比传导或对流干燥的生产强度大几十倍
，产品干燥程度均匀而不受污染，干燥时间短，如汽车漆层的干燥，但电能消耗大。
 （4）介电加热干燥（包括高频干燥、微波干燥）将湿物料置于高频电场内，利用高频电场的交变作
用使液体分子发生频繁的转动，物料从内到外都同时产生热效应使其中水分汽化。
这种干燥的特点是，物料中水分含量愈高的部位获得的热量愈多，故加热特别均匀。
这是由于水分的介电常数比固体物料要大得多，而一般物料内部的含水量比表面高，因此，介电加热
干燥时物料内部的温度比表面要高，与其他加热方式不同，介电加热干燥时传热的方向与水分扩散方
向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加快水由物料内部向表面的扩散和汽化，缩短干燥时间，得到的干燥产品质量
均匀，过程自动化程度很高。
尤其适用于当加热不匀时易引起变形、表面结壳或变质的物料，或内部水分较难除去的物料。
但是，其电能消耗量大，设备和操作费用都很高，目前主要用于食品、医药、生物制品等贵重物料的
干燥。
 在工业上对湿分较高的散粒状物料，常常是先用机械分离除去湿物料中的大部分水分，然后再采用对
流干燥获得合格的干燥产品。
其他加热方式也往往同对流方式结合使用。
本章主要讨论以空气为干燥介质，除去的湿分为水的对流干燥过程。
 三、对流干燥过程 （一）对流干燥流程 图9—1是典型的对流干燥流程示意图。
空气经鼓风机在预热器中被加热至一定温度后进入干燥器，与进入干燥器的湿物料直接接触，热空气
流将热量传给湿物料使其水分汽化得到干燥产品，气流温度则逐步降低，并夹带水汽作为废气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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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化工原理(下册)(第3版)》编写原则是适应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从便于
自学和实际应用出发，以必需、够用为度，加强运用基本概念和工程观点分析解决化工实际问题的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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