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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系列教材·“十二五”化学类专业本科规划教材：化工原理》课程作为化工类及相关
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是理论与实践连接的纽带课程，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我国高等学校的扩招和本科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对化学类专业及普通高校非化工类专
业《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结合多年一线教学的经验与体会，本教材在内容编排中，以基本化工单元操作为主线，注重基础理论
的阐述，重点介绍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典型设备结构特性及工艺设计计算，考虑到内容的相关
性和适用范围，将流体输送机械的内容并人流体流动单元，作为流体流动对应设备专设一节介绍，删
除了一般《化工原理》教材中的蒸发、萃取、搅拌、流态化等内容，同时注重化学工程学科与化学、
材料、食品、环境和生物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强化该课程的工程基础学科的作用。
　　本教材可供大学本科60~90学时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选用，如化学、应用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相关专业。
本教材内容包括流体流动、非均相物系分离、传热、精馏、吸收、干燥等单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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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织物介质（又称滤布），是由棉、毛、丝、麻等天然纤维及合成纤维制成的织物，以及由
玻璃丝、金属丝等织成的网。
这类介质能截留颗粒的最小直径为5-65μm。
织物介质在工业上应用最为广泛。
　　（2）堆积介质，由各种固体颗粒（沙、木炭、石棉、硅藻土）或非编织纤维等堆积而成，多用
于深床过滤中。
　　（3）多孔固体介质，具有很多微细孔道的固体材料，如多孔陶瓷、多孔塑料及多孔金属制成的
管或板。
　　（4）多孔膜，用于膜过滤的各种有机高分子膜和无机材料膜。
广泛应用的有聚醋酸纤维素和芳香聚酰胺系两大类有机高分子膜。
　　3.助滤剂　　如果颗粒是不易变形的坚硬固体（如硅藻土、碳酸钙等），则当滤饼两侧的压强差
增大时，颗粒的形状和颗粒间的空隙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这类滤饼称为不可压缩滤饼。
相反，如果滤饼中的固体颗粒（如胶体物质）受压会发生变形，使滤饼中流动通道变小，阻力增大，
这类滤饼为可压缩滤饼。
另外，悬浮液含有很细的颗粒，它们可能进入过滤介质的孔隙，使介质的空隙减小，阻力增加。
对于这两种情况，为了降低可压缩滤饼的过滤阻力，可加入助滤剂（filteraid）以改变滤饼结构。
　　助滤剂是某种质地坚硬、能形成疏松饼层的固体颗粒或纤维状物质，将其混入悬浮液或预涂在过
滤介质上，可以改善饼层的性能，使滤液畅流。
一般只有在以获得清净滤液为目的时，才使用助滤剂。
常用的助滤剂有粒状（硅藻土、珍珠岩粉、炭粉或石棉粉等）和纤维状（纤维素、石棉等）两大类。
对助滤剂的基本要求如下：　　（1）应是能形成多孔饼层的刚性颗粒，使滤饼有良好的渗透性及较
低的流动阻力。
　　（2）应具有化学稳定性，不与悬浮液发生化学反应，也不溶于液相中。
　　（3）在过滤操作的压强差范围内，应具有不可压缩性，以保持滤饼有较高的空隙率。
3.4.2过滤操作的基本原理过滤实际上是滤液通过滤饼和过滤介质的流动过程，所以对过滤原理的研究
仍以流体力学理论为基础。
由于流体通过由大量固体颗粒装填而成的颗粒床层进行流动，颗粒的形状、堆积的疏密程度等因素都
会影响流动，因此有必要先学习颗粒床层的特性。
1.颗粒床层的特性大量固体颗粒堆积在一起便形成颗粒床层，流体流经颗粒床层时，颗粒静止不动，
此时的床层称为固定床；若流体自下而上流过颗粒床层，流速增大后，流体对颗粒的曳力将把颗粒托
起，能在一定的流速范围内使颗粒悬浮于流体中，呈流化状态，这样的床层称为流化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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