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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热力学是研究热能与其他形式的能量（尤其是机械能）之间相互转换规律的一门学科。
在现代各个生产领域中所遇到的大多数技术问题，以及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都与热能的传递与转化有
关，因此工程热力学是能源工程、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材料工程、化学工程、生物工程等领域
的重要技术基础课。
本书编者在多年教学基础上，总结了教与学的经验，通过对国内外同类教材的对比研究，吸收其精华
。
针对工程热力学逻辑严密、概念众多、结论抽象且适用范围广泛，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门难学、难
懂、更难用的课程特点，在编写过程中注意了文字的表述，使概念、定律或公式的论述和推导更加严
密、规范、容易理解；并编入了许多例题和应用实例，使学生对所讲解的概念、定律或公式获得更深
入的理解与认识，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趣味性，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编排时，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21世纪课程改革方向，通过对优秀教材的研究，除加强理论
基础外，以基本知识和热力学基本定律为主，贯穿于热力过程和热力循环。
削减了繁琐的公式推导，优化了教材内容。
同时吸收了美国教材灵活、注重实用的特点。
另外，我们在每一章后还编写了具有一定趣味性的选读材料，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及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使得教材内容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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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热力学基础》主要由热力学基础、工质的热力性质、热力过程及热力循环四部分组成。
书中除加强热力学理论基础外，更多地注重了工程应用，使读者能运用基础理论来分析工程实践中的
各种热力过程和热力循环，以达到培养读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工程热力学基础》适用于能源工程、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材料工程、建筑工程类等领域
的短学时工程热力学的教科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热力学基础>>

书籍目录

绪论0.1 热能及其利用0.2 热能转换装置的工作过程0.2.1 化学能向热能转换的装置0.2.2 热能动力装
置0.2.3 制冷装置0.3 工程热力学的研究对象0.4 热力学的研究方法0.5 法定计量单位简介0.5.1 国际单位制
的构成0.5.2 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0.5.3 国际单位制单位与其他单位制单位的换算本章小结第1
章 基本概念1.1 热力系统1.1.1 热力系统1.1.2 封闭系统和敞开系统1.1.3 简单热力系统绝热系统孤立系
统1.1.4 单组分系统与多组分系统均匀系统与非均匀系统1.1.5 热源1.2 系统的描述及其性质1.2.1 热力系
统的状态平衡状态及状态参数1.2.2 状态参数特性1.2.3 强度参数广延参数1.3 基本状态参数1.3.1 压
力1.3.2 温度1.3.3 比体积1.4 状态方程状态参数坐标图1.4.1 状态公理1.4.2 状态方程1.4.3 状态参数坐标
图1.5 热力过程1.5.1 准静态过程1.5.2 耗散效应1.5.3 可逆过程1.6 热力循环1.6.1 循环种类1.6.2 循环的经济
指标本章小结第2章 热力学基本定律2.1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2.2 能量的传递形式2.2.1 功2.2.2 热量2.2.3
储存能2.3 封闭系统的能量方程2.4 敞开系统的能量方程2.4.1 推动功和流动功2.4.2 敞开系统的能量方
程2.4.3 焓2.5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2.5.1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2.5.2 能量方程的分析2.5.3 技术功2.5.4 机械能守
恒方程2.5.5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式应用2.6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2.6.1 自发过程2.6.2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
表述与实质2.7 卡诺循环2.7.1 卡诺循环2.7.2 极限回热循环2.7.3 卡诺定理2.8 多热源的可逆循环2.9 熵与克
劳修斯不等式2.9.1 熵的导出2.9.2 克劳修斯不等式2.9.3 不可逆过程的熵变2.9.4 熵流和熵产2.9.5 熵方
程2.10 孤立系统熵增原理本章小结第3章 气体与蒸气的热力性质3.1 理解气体及其状态方程3.2 理想气体
的比热容、热力学能和焓3.2.1 实际气体的热容3.2.2 理想气体的比热容3.2.3 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和焓3.3
理想气体的熵3.4 理想气体的混合物3.4.1 理想气体混合物的性质3.4.2 分压力定律和分容积定律3.4.3 理
想气体混合物的成分3.4.4 理想气体混合物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和气体常数3.4.5 理想气体混合物的比热
容、热力学能、焓和熵3.4.6 在相同参数条件下理想气体绝热混合过程的熵增3.5 实际气体与理想气体
的偏离3.6 实际气体状态方程3.6.1 维里方程3.6.2 范德华方程3.6.3 R—K方程3.7 对应态原理与通用压缩因
子图3.7.1 范德华对应态方程3.7.2 对应态原理3.7.3 通用压缩因子图3.8 纯物质的相图与相转变3.8.1 纯物
质的相图及特点3.8.2 湿蒸气状态参数的确定3.9 蒸气的定压发生过程3.10 蒸气热力性质图、表3.10.1 蒸
气热力性质表3.10.2 蒸气热力性质图3.11 湿空气3.11.1 压力3.11.2 温度3.11.3 湿度3.11.4 湿空气的焓3.11.5 
湿空气的熵3.11.6 湿空气的比体积3.12 湿空气的焓湿图本章小结第4章 气体与蒸气的热力过程4.1 理想气
体的热力过程4.1.1 四种典型热力过程4.1.2 多变过程4.2 蒸气的基本热力过程4.2.1 定容过程4.2.2 定压过
程4.2.3 定温过程4.2.4 定熵(绝热可逆)过程4.3 湿空气的基本热力过程4.3.1 加热或冷却过程4.3.2 绝热加湿
过程4.3.3 加热加湿过程4.3.4 冷却去湿过程4.3.5 增压冷凝过程4.3.6 绝热混合过程4.4 绝热节流过程4.5 压
气机的热力过程4.5.1 单级活塞式压气机的热力过程4.5.2 多级压缩和级问冷却4.5.3 余隙容积的影响4.5.4 
压气机效率本章小结第5章 热力循环5.1 蒸气动力循环5.1.1 蒸气卡诺循环5.1.2 朗肯循环5.1.3 再热循环与
回热循环5.1.4 热电联产循环5.2 气体动力循环5.2.1 活塞式内燃机动力循环5.2.2 燃气轮机动力循环5.2.3 
燃气一蒸汽联合循环5.3 制冷循环5.3.1 空气压缩制冷循环_5.3.2 蒸气压缩式制冷循环5.3.3 吸收式制冷循
环5.3.4 蒸气喷射式制冷循环本章小结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热力学基础>>

章节摘录

插图：0.4 热力学的研究方法原则上，热力学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即宏观研究方法（经典热力学）
和微观研究方法（统计热力学）。
宏观研究方法是把组成物质的大量粒子作为一个整体，用宏观物理量描述物质的状态及物质问的相互
作用，也称为经典热力学。
热力学基本定律就是通过对大量宏观现象的直接观察与实验总结出来的普遍适用的规律。
热力学的一切结论也是从热力学的基本定律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到的，因而这些结论也具
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可靠性。
这些结论为工业实践提出了努力方向。
当然，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必须采用抽象、概括、简化及理想化等方法，抽出问题的共性及主要矛盾
，而略去细节及次要矛盾。
例如将高温气体视为理想气体，将高温烟气及大气环境视为恒温热源，既可使计算大为简化而又可保
证工程上必要的准确性；在分析各种循环时，把实际上都是不可逆的过程理想化为可逆过程，突出问
题的本质，而后再按实际中的不可逆程度予以校正，同时也提出了实际过程中需改进的关键及目标。
究竟哪些分析与计算可采用简化与抽象，简化到什么程度，需依所涉及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
热力学的宏观研究方法，由于不涉及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微粒的运动规律，所以建立起来的热力学理论
不能解释现象的本质及其发生的内部原因。
另外，宏观热力学给出的结果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例如，由氢和氮合成氨时，按宏观热力学，在低温下有最大的平衡产量。
但在低温下，反应速率极慢，工业中无法实现，而必须在较小平衡产量的高温下进行。
当然，这个热力学结果为人们寻求使反应在低温下进行的催化剂指出了方向。
宏观热力学中的可逆过程功也只是给出了一个功的极限值，不能给出做功的速率。
热力学的微观研究方法认为大量粒子群的运动服从统计法则和或然率法则。
这种方法的热力学称为统计热力学或分子热力学。
它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出发，从根本上观察和分析问题，预测和解释热现象的本质及其内在原因。
因而微观研究方法正好弥补宏观研究方法的不足。
热力学的微观研究方法对物质结构必须采用一些假设模型，这些假设的模型只是物质实际结构的近似
描写，因此其很多结论与实际还相差较大，这是统计热力学的局限性。
目前，在大多数工程领域，实际应用的仍是经典热力学。
因此，本书主要介绍经典热力学，仅在个别场合辅以必要的统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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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热力学基础》：高等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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