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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化工原理和化学反应工程的基础上，结合环境工程的专业特点编写而成的，全书共分
为11章。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动量传递（流体流动）、热量传递、质量传递、吸收、吸附、沉降、过滤及其他分
离过程，以及反应动力学与反应器等。
通过对本书内容的学习，环境工程及相关专业的学生能够有效掌握环境工程中常用单元操作与单元过
程的原理、方法及应用，为后续的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等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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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使用这个关系，必须慎重限定所要研究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处理物料衡算那样
，必须限定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是一整套装置，也可以是装置的一小部分。
对于所限定的系统来说，其外部则称为环境。
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一层“屏障”（或称“包层”）；能量以热或功的形式可通过这一屏障层传递，
物料也可通过它流进系统或从系统中流出。
 0.6.1总能量衡算方程 化学反应的过程就是反应物向生成物的转化过程，同时会伴随有光、热、电、声
等各种物理现象发生及各种能量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
化学反应中能量的变化，主要是运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及所做的功。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19世纪中期在大量精确实验基础上建立的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守恒定律认为，自然界一切物质都具有能量，能量有不同形式，能够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
式，能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而在转化和传递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是不变的，能量与物质
不可分，化学热力学研究问题时，首先要确定研究对象。
研究化学反应时，通常把反应物与产物当做研究对象，确定为系统，其余的为环境。
系统与环境都是大量微观粒子组成的物质世界中的一部分。
 在讨论化学反应时，通常假定反应物与产物共同组成的系统与环境之间没有物质的交换，只有能量的
传递。
此系统即所谓的封闭系统。
这样处理便于研究一定量的物质在化学反应过程中能量转变的形式及数量关系。
 系统内部各种物质所具有的能量总和称为系统的内能。
内能除与系统内物质的种类、数量有关外，还‘与它存在的形态有关，必须考虑是纯物质，还是溶液
、混合物，是以气态、液态还是固态的形式存在，以及与整个系统的温度、压力、体积、表面张力等
宏观性质有关。
一旦系统的物质种类、数量、形态及其宏观性质确定，那么系统就处于一个热力学平衡状态，此时系
统的内能就有确定值。
它是系统中分子、原子、离子等质点的动能、势能以及质点内的核能、电子能等所右形式的能量总和
。
 对于一个封闭系统，无论是经历了物理的还是化学的过程，如果系统从一个热力学状态达到另一个热
力学状态，那么系统内能的变化量必定与过程中系统与环境间的能量交换量有关，如图0—4所示。
能量交换的形式有两种，热（Q）和功（W）。
相应的，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式中，△U表示系统由状态1到状态2引起
的内能变化量；U1、U2分别县状态1和2时系统的内能。
Q和W是系统从状态1到状态2所经历的过程中，系统与环境间分别以热和功的形式交换的能量。
由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可知，系统内能的增量等于系统从环境吸收的热量与环境做功的差值。
热用符号Q表示，规定系统从环境吸收的热量为正值，释放给环境的热量为负值。
 对于微小变化，第一定律的表达式为 因为热力学能是状态函数，所以热力学能的微小变化用微分du
表示，热和功不是状态函数，所以δQ，δW表示微小的热量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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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统编教材:环境工程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及其相
关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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