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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中国科协《关于开展学科发展进展研究及发布活动的通知》（科协学发[2006]27号），中国化工
学会承担了《化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06—2007）》的研究、编撰任务。
本报告由中国化工学会石油化工专业委员会和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并邀请了中国石化
股份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谢在库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
    鉴于化学工程学科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学科，本次研究选择了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工程、萃取分
离工程、化工系统工程、生物化工、煤化学工程、石油化工、聚合物工程、化学工程基础、微化学工
程与技术、过程工业作为报告的重点，将精细化工、无机化工等其他分学科作为下一次研究的内容。
由于《化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06—2007）》是中国化工学会首次承担中国科协下达的“学科发展
研究”任务，我们的研究还属于尝试性工作，因此本报告肯定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希望本报告能够
为以后的研究作一次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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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化学工程学科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一、引言　　化学工程是研究化学工业以及其他相关过
程产业中所进行的物质转化、改变物质组成、性质和状态及其所用设备的设计、操作和优化的共同规
律的一门工程学科。
它以物理学、化学、数学的原理为基础，基础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相结合，涉及产品研制、工艺开发
、过程设计、系统模拟、装备强化、操作控制、环境保护和生产管理等内容。
　　化学工程作为一门学科，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期。
至20世纪20年代，从理论上分析和归纳了化学类型过程工业生产的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提出了单元
操作的概念，将复杂的过程工业生产过程归纳为有限的单元操作，初步奠定了化学工程的科学基础。
“单元操作”被公认为化学工程学科体系第一个阶段的标志。
　　20世纪中期，在单元操作和传递过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各种反应过程中发现了若干具有共性
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及它们对反应动力学的各种效应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即化学反
应工程，从而使化学工程的内容和方法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这个时期形成的“三传一反”，即传质、传热、动量传递及反应工程，成为化学工程学科发展第二阶
段的标志，也是20世纪化学工业与化学工程学科相互促进并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单元操作和反应工程的理论基础是化工热力学。
化工热力学研究传递过程的方向和极限，为过程分析和设计提供所需的有关基础数据。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使得早先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逐渐突显出来。
由于在化工过程中各个过程单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很有必要将化工过程看作一个综合系统，
运用电子计算机和数学模型，并建立起整体优化的概念。
于是系统工程这一学科在化学工程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化工系统工程这一学科分支。
它是系统工程方法与单元操作和化学反应工程这两个学科分支相结合的产物。
为了保持操作的合理和优化，过程动态特性和控制方法也成了化学工程的重要内容。
　　20世纪末，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国内外化工界都在关注和探讨未来化学工程的发展方向，认为化
学工程在经历了单元操作和“三传一反”这两个发展阶段后，正孕育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日益严格，为同时满足市场对产品特定使用性能的要求以及社会和环境对
生产工艺的制约，必须发展一个针对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范围内多学科、非线性、非平衡过程和现象
进行集成的系统方法。
有学者认为时空多尺度是新发展阶段的本质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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