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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833）化工原理

一、填空题（共 16题，每空 1分，共 30分）

1、圆形直管中，流量一定，若将管径减为原来的一半，则层流时能量损失为原来的 倍；安

全湍流时能量损失为原来的 倍（忽略ε/d的变化）。

2、转子流量计应安装在 段的管路上，已知某流量计的转子为不锈钢，在测量密度为 1.2 kg/m3

的空气流量时的最大量程为 400 m3/h。若测量密度为 0.8 kg/m3的氨气流量，则在流量计校正系数假设不

变的前提下，该流量计的最大量程近似为 m3/h。

3、用同一离心泵分别输送密度为ρ1及ρ2= 1.2ρ1两种液体，已知两者流量相等，则扬程 He2 = He1，

有效功率 P e2= P e1。

4、叶滤机中如果滤饼不可压缩，当过滤压差增加一倍时，过滤速率是原来的 倍。黏度增加一倍

时，过滤速率是原来的 倍。

5、球形颗粒在 20℃空气中沉降（设沉降过程符合 Stokes定律），其他条件不变，空气温度上升时，沉降

速度将 ；过滤面积增加一倍，滤液量增加至 。

6、在一维定态传热过程中，二层的热阻分别是 R1和 R2，推动力为Δt1和Δt2，若 R1 ＜R2，则推动力Δt1 Δt2，

Δt/R1 Δt/R2 (Δt1+Δt2)/(R1+ R2)。 （＞，＜，＝）。

7、多效蒸发中效数有一定限制，这是由于 。

8、含 5%（体积分数）二氧化碳的空气——二氧化碳混合气，在压力为 101.3kPa，温度为 25℃下，与浓

度为 1.1×10-3 kmol/m3的二氧化碳水溶液接触，已知相平衡常数 m为 1641，则 CO2从 相

向 相转移，以液相摩尔分数表示的传质总推动力为 。

9、某精馏塔精馏段内相邻两层理论板，离开上层板的气相露点温度为 t1，液相泡点温度为 t2；离开下层

板的气相露点温度为 t3 ，液相的泡点温度为 t4 。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将 以上 4 个温度排

列 。

10、萃取是利用原料液中各组分 的差异而实现分离的单元操作。

11、在同样干燥条件（干空气的温度、湿度一定）下，湿物料的尺寸减小，则临界水含量 ，平

衡水含量 。（填 上升，下降，不变，不确定）

12、难溶气体的吸收过程属 控制过程，传质总阻力主要集中在 侧，提高吸收效率的有效措施

是提高 相流体的流速和湍动程度。

13、一包有石棉泥保温层的蒸汽管道，当石棉泥受潮后，其保温效果应 ，原因

是 。

14、设计二元理想溶液精馏塔时，若 F、xF、xD、xW不变，在相同回流比下随加料 q值的增加，塔顶冷

凝器负荷 ；塔釜热负荷 。

15、如图 1 所示，玻璃管长 1m，充满油。从顶端每隔 1s加入 1滴水，问：油静止，当

加入 21滴水时，第一滴正好到底部，则沉降速度为 m/s。

16、恒压过滤某种悬浮液（介质阻力可忽略，滤饼不可压缩），已知 10min 过滤面积上得

滤液 0.1 m3。若 1 h得滤液 2 m3，则所需过滤面积为 m2。

二、选择题（共 10题，每题 1分，共 10分）

1、层流和湍流的本质区别是（ ）。

A. 流道截面大的为湍流，截面小的为层流 B. 湍流流速＞层流流速

C. 层流无径向脉动，而湍流有径向脉动 D. 层流的雷诺数＜湍流的雷诺数

2、在一定的管路输送系统，将两个相同的泵串联操作，工作点压头（ ）。

A. 等于单台泵工作时的两倍 B.小于单台泵工作时的两倍

C.大于单台泵工作时的两倍 D. 不确定

3、旋风分离器的分离能力取决于（ ）。

A. 气体流速和分离器的直径 B. 气体流速和分离器的高度

C. 气体流速和颗粒密度 D. 气体流速、颗粒密度、分离器直径和分离器高度

4、某低浓度逆流吸收塔在正常操作一段时间后，发现气体出口含量 y 出增大，原因可能是（ ）。

A. 入塔的吸收剂量减少 B. 吸收剂温度降低

C. 气体出口含量 y 进下降 D. 前述三个原因都有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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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常压下苯的沸点为 80.1℃，环已烷的沸点为 80.73℃，为使这两组分的混合液能得到分离，可采用

（ ）分离方法。

A. 恒沸精馏 B. 水蒸气直接加热精馏 C.萃取精馏 D.普通精馏

6、单级（理论）萃取中，在维持进料组成和萃取相浓度不变的条件下，若用含有少量溶质的萃取剂代替

纯溶剂所得萃余相浓度将（ ）。

A. 增加 B. 不变 C. 减少 D. 以上情况都可能

7、如图 2所示的输入水系统中，阀门 A、B、和 C半开时，各管路的流速分别为 uA、uB和 uC，现将 A

阀全开，则管路流速的变化为（ ）。

A. uA变大，uB变小，uC变大

B. uA变大，uB变小，uC不变

C. uA变大，uB变大，uC变大

D. uA变小，uB不变，uC变大

8、下面哪个是过滤操作推动力（ ）。

A. 液体经过过滤机的压强降

B. 滤饼两侧的压差

C. 过滤介质两侧的压差 D. 过滤介质两侧压差加上滤饼两侧压差

9、有人说：① “在定态传热过程中，若传热壁面两侧的温差越大，传热阻力也越大”；② “根据基尔霍夫

定律，辐射能力越强的物体，则表明壁面的共吸收能力也越大”。这两种说法（ ）。

A.①对、②错 B.①、②都对 C.①错、②对 D.①、②都错

10、在逆流吸收塔中，用清水吸收混合气体中的溶质。已知液气比 L/G为 2.7，平衡关系式可表示为 y =1.5x

（x，y为比摩尔分数），吸收率为 90%，则液气比与最小液气比的比值为（ ）。

A. 1.5 B. 1.8 C. 2.0 D. 3.0

三、简答题（共 6题，每题 10分，共 60分）

1、在萃取过程中，采用普通筛板塔、填料塔一般传质效果不是很好。为了强化液液传质过程，工业上有

时会采用脉冲萃取塔（包括脉冲筛板塔和脉冲填料塔），其工作原理是在塔的底部设置脉冲发生器，迫使

塔内液体产生附加的脉冲运动。现有一含有少量细小悬浮物的含 5%已内酰胺的废水，经有机溶剂萃取处

理后排放，萃取相经蒸溶剂塔后塔底回收已内酰胺，塔顶有机溶剂回收后重新用作萃取的溶剂，假定有

机溶剂与水互不溶。请你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等因素，分析上述萃取过程若采用脉冲筛板塔或脉冲填料

塔，哪种比较合适？请说明理由；并讨论脉冲振幅增大对萃取过程的利弊。

2、吸收剂的进塔条件有哪三个要素？操作中调节这三个要素，分别对吸收结果有何影响？

3、欲将含 NaOH 10%（质量分数）的水溶液浓缩至 70%，可用如下两种方案：① 用一个蒸发器连续操

作；②用两个蒸发器作双效连续蒸发。试比较两种方案的优缺点。

4、某离心通风机用于锅炉通风。如图 3所示，通风机放在炉子前与放在炉子后比较，在实际通风的质量

流量、电机所需功率上有何不同？为什么？

5、试分析冬季建筑室内空气与室外空气通过墙壁的换热过程，各个环节有哪些热量传递方式？

6、提高流化质量的常用措施有哪几种？何谓内生不稳定性？

四、计算题（共 5题，每题 10分，共 50分）

1、如图 4所示的输水管路，用离心泵将江水输送至常压高位槽。

已知吸入管直径Φ70mm×3mm，管长 lAB=15m，压出管直径

Φ60mm×3mm，管长 lCD=80m(管长均包括局部阻力的当量长度)，

摩擦系数λ均为 0.03，ΔZ=12m，离心泵特性曲线为 He=30-6×105qV2，

式中 He的单位为 m；qV的单位为 m3/s。试求：(1) 管路流量；(2)

旱季江面下降 3m时的管路流量。

2、在套管式油冷却器里，热油在Φ25×2.5 mm 的金属管内流动，

冷却水在套管环隙内流动，油和水的质量流量皆为 216kg/h，油的

进、出口温度分别为 150℃和 80℃，水的进口温度为 20℃。油侧对流传热系数为 1.5kW/m2K，水侧的对

流传热系数为 3.5kW/m2K ，油的比热为 2.0kJ/kgK 。（忽略污垢热阻及管壁导热热阻）。试分别计算逆流

和并流操作所需要的管长。

3、有一降尘室，长 6m，宽 3m，共 20层，每层 100mm，用以除去炉气中的矿尘，矿尘密度ρP = 3000 kg/m3，

炉气密度 0.5 kg/m3，黏度 0.035 mPa·s，现要除去炉气中 10μm以上的颗粒，试求 (1) 为完成上述任务，

可允许的最大气流速度为多少？(2) 每小时最多可送入的炉气流量？(3) 若取消隔板，为完成任务该降尘

图 2

图 4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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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最大处理量为多少？

4、欲用填料塔以清水逆流吸收混合气体中有害组分 A。已知入塔气中 A组分 y 进= 0.05（摩尔分数，下

同），要求回收率为 90%。相平衡关系 y = 2x，HOG = 0.8 m。采用液气比为最小液气比的 1.5倍。试求：

(1) 出塔液体浓度；(2)填料层高度；(3) 现改用板式塔，需要多少块理论板？（设若物系相平衡 y = mx，

可使用理论板数公式： ）

5、某二元混合液 100 kmol，其中含易挥发组分 0.40。在总压 101.3kPa 下作简单蒸馏。最终所得的液相

产物中，易挥发物为 0.30（均为摩尔分数）。试求(1) 所得汽相产物的数量和平均组成；(2) 如改为平衡

蒸馏，所得汽相产物的数量和组成。（已知物系的相对挥发度为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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