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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科技大学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业务课考试大纲（初试）

科目代码：837
科目名称：化工原理

一、前言

化工原理课程研究生入学考试主要测试考生对化工生产过程单元操作的基

本原理、基本理论及典型设备的基本构造及其工艺尺寸的设计、计算与选型的掌

握应用程度。测试分两个方面：一是遵循流体动力学基本规律、热量传递基本规

律与质量传递基本规律（简称“三传”）的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

与基本理论；二是综合运用所学的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理论知识进行相应化工单

元操作设备的设计计算与操作计算，从而对考生在单元操作理论学习与单元设备

工程设计计算的处理能力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二、题型说明

化工原理考试采用闭卷考试，试卷由以下两部分构成：

（1）基本概念题：由填空题（或选择题）和问答题（包括实验设计题）构

成，包括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非均相物系分离、传热、吸收、蒸馏、气液

传质设备、干燥等单元操作过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其中实验设计题包括流体流动

综合实验、过滤实验、传热综合实验、吸收实验和精馏实验。

（2）计算题：包括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传热、吸收、蒸馏等单元操

作过程计算。

三、考试内容

3.1绪论

（1）化工单元操作与传递过程（“三传”）的概念、化工原理课程内容与性

质。

（2）四个基本关系：物料衡算、热量衡算、平衡关系及速率关系。

3.2流体流动

（1）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及其应用。

（2）流量与流速、定态与非定态流动、连续性方程式的应用。

（3）柏努利方程式及其应用。

（3）牛顿粘性定律与流体的粘度、流体流动类型、边界层。

（4）流体在管内的流动阻力，包括流在直管中的流动阻力、管路上的局部

阻力损失、管路系统中的总能量损失。

（5）串联、并联、分支管路特点和计算。

（6）流量的测量，包括测速管、孔板与文丘里流量计和转子流量计。

3.3流体输送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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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心泵结构、工作原理、气缚现象、主要性能参数与特性曲线、影响

性能的因素、气蚀现象与安装高度。

（2）泵的工作点及其流量调节。

（3）离心泵的类型与选择。

（4）容积泵的特点

（5）往复压缩机工作过程及多级压缩，往复压缩机的主要性能参数，各种

气体输送机械的工作原理、结构和主要性能参数。

3.4非均相物系的分离

（1）重力沉降，沉降速度、降尘室与沉降槽。

（2）离心沉降，旋风分离器的主要结构、操作原理、性能。

（3）过滤操作的基本概念、过滤基本方程式（恒压过滤、恒速过滤、过滤

常数的测定）、过滤设备、滤饼的洗涤、过滤机的生产能力。

3.5传热

（1）传热的基本方式。

（2）傅立叶定律、导热系数、平壁热传导、圆筒壁热传导。

（3）对流传热系数的影响因素和量纲分析、无相变时的对流传热系数、有

相变时的对流传热系数、壁温的估算。

（4）传热过程计算，包括总传热速率方程、总传热系数、平均温度差法。

（5）套管式换热器计算

（6）列管式换热器的基本型式和设计计算。

（7）间壁式换热器的比较和传热的强化途径。

（8）新型换热器特点和应用。

3.6吸收

（1）吸收过程的相平衡关系，包括气体的溶解度、亨利定律、吸收剂的选

择。

（2）传质机理与吸收速率，包括分子扩散与菲克定律、气相中的稳定分子

扩散、液相中的稳定分子扩散、扩散系数、对流传质、吸收过程的机理、吸收速

率方程式。

（3）吸收塔的计算，包括吸收塔的物料衡算与操作线方程、吸收剂用量确

定、塔径的计算、填料层高度的计算、理论板层数的计算。

（4）吸收系数的测定、吸收系数的经验公式、吸收系数的准数关联式。

（5）常用脱吸方法和特点。

（6）吸收填料塔，包括填料塔的结构性能和设计计算、填料塔的流体力学

性能、填料塔附件。

3.7蒸馏

（1）双组分理想溶液的气液平衡，包括相律和拉乌尔定律、相对挥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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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分理想溶液的气液平衡相图、两组分非理想溶液的气液平衡相图。

（2）平衡蒸馏、简单蒸馏、精馏原理和流程。

（3）双组分连续精馏塔的计算，包括理论板的概念及恒摩尔流假定、物料

衡算和操作线方程、进料热状况的影响、理论板层数的计算、回流比、简捷法求

理论板层数的计算、塔高和塔径的计算、连续精馏装置的热量衡算。

（4）几种特殊情况时理论板数的计算。

（5）间歇精馏和特殊精馏。

（6）板式塔的塔板类型、流体力学性能、浮阀塔设备、塔板效率及其影响

因素。

3.8干燥

（1）湿空气的性质及湿度图。

（2）干燥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湿物料中含水量的表示方法，空气

通过干燥器的状态变化。

（3）固体物料在干燥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与速率关系，干燥时间的计算，干

燥器的主要型式及设计。

四、各章节所占比例:
1. 流体流动（15~20%）

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式及其应用；流体的流动现象（牛顿粘性定律、流体的

粘性及粘度的概念、边界层的概念）；流体在管内的流动（连续性方程、柏努利

方程及应用）；流体在内的流动阻力（直管中的流动阻力、管路上的局部阻力损

失、管路系统中的总能量损失的计算）；管路计算（简单管路、并管路、分支管

路）；流量测量（皮托管、孔板流量计、文丘里流量计、转子流计）。

2. 流体输送设备（8~10%）

离心泵（结构及工作原理、性能描述、选择、安装、操作及流量调节）；气

体输送和压缩设备（以往复压缩机为主）。

3. 非均相物系的分离（5~8%）

重力沉降（基本概念及重力沉降设备—降尘室）、；离心沉降（基本概念及离

心沉降设备—旋风分离器）；过滤（基本概念、过滤计算、过滤设备）。

4. 传热（15~20%）

传热概述；热传导；热对流（包括对流传热分析及对流传热系数关联式、蒸

汽冷凝及沸腾传热）；传热过程分析及传热计算（热量衡算、传热速率计算、总

传热系数计算）；换热器（分类，列管式换热器类型、计算及设计问题）；间壁式

换热器的强化传热途径。

5. 吸收与填料塔设备（10~15%）

气－液相平衡；传质机理与吸收速率；吸收塔的计算；吸收系数的测定；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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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填料塔结构与流体力学性能。

6. 蒸馏（15~20%）

双组分溶液的汽液平衡；平衡蒸馏、简单蒸馏、精馏原理和流程；双组分连

续精馏的计算；间歇精馏和特殊精馏；板式塔流体力学性能、浮阀塔设备、塔板

效率。

7. 干燥（5~10%）

湿空气的性质及湿度图；干燥过程的基本概念，干燥过程的计算（物料衡算、

热量衡算）；湿物料中含水量的表示方法，空气通过干燥器的状态变化；干燥过

程中的平衡关系与速率关系；干燥器。

8. 实验考试内容及比例（10%）

（1）化工原理实验涉及如下实验：

① 流体流动阻力实验。

② 离心泵的性能测定实验。

③ 恒压过滤常数测定实验。

④ 套管换热器的空气-水蒸气对流传热系数与总传热吸收的测定实验。

⑤ 吸收填料塔的流体力学性能与总体积吸收传质系数测定实验。

⑥ 双组分连续精馏理论塔板数与塔效率测定实验。

（2）考试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实验设计题以问答题的形式出，会涉及到实验目的和内容、实验原理、实

验流程及装置、实验方法、实验数据处理方法、实验结果分析等方面。

五、考试的题型及比例

化工原理课程部分的题型包括基本概念题及计算题。基本概念题分为填空题

（或选择题）和问答题，其中填空题（或选择题）约占 20%，问答题（不包括实

验设计题）约占 25%。计算题约占 45%。化工原理实验设计题的题型为问答题，

约占 10%。

六、主要参考书目：

1.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化工原理》（第二版），郝晓刚等编

著，科学出版社。

2. 《化工原理》（上下册）（第三版），柴诚敬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3. 《化工原理实验》，张金利等，天津大学出版社。

4. 《化工原理实验指导》，赵晓霞等，化学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