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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与动力工程基础》

前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末期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期的降低20％左右
。这个目标要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而不仅仅是能源领域工作者的任务。为此，掌握科学
用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应当是每个工程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对材料、冶金等非能源动力类专业的工科
学生进行这方面知识培养成为当务之急。从2003年起，东北大学在材料与；台金学院“尖子班”中开
设了“热能工程导论”课，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传授，效果良好，计划予以推广。本书就是为了适应这
一需要而编写的.本书试图以比较浅显易懂的语言将热能与动力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全景展示
给本领域以外的学生和科技工作者，使他们了解能源及能源利用的概况，认识和了解热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领域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了解和掌握热能利用的理论基础，了解主要能源设备与装置的原理和技
术发展状况，了解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密切关系与对策。本书共分9章。第1章简单而全面地论述了国內
外所面临的能源问题；第2章和第3章按照学科分类介绍了热能与动力工程领域內各个子学科及其发展
方向的主要內容和技术前沿，具有较强的科普性；第4章简单讲述了流体力学和传热学的最基本的原
理，即热能直接利用的理论基础；第5章介绍了主要的热能利用设备的原理、结构；第6章则针对热功
转换的热力学原理和设备进行了简述。其中比较强调能源利用的第二定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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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热能与动力工程基础》介绍了热能与动力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概况，内容包括能源及能源利
用的概况、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领域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热能利用的理论基础、主要能源设备与装置
的原理和技术发展状况、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密切关系与对策等。
《热能与动力工程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热能动力类专业的能源利用类课程的教材，也可供能源动
力类专业学生课外阅读以了解除各学校自身特色以外的本专业的全貌，也可作为相关科技工作者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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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能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而社会生产力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生产过程提供原动力的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人类社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上与人类利用能源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在从类人猿
逐渐进化到人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农耕时代人们分散地使用薪柴、人力、畜力、风力和水
力。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能源，为生产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动力，
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原来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方
式，奠定了工业化生产的牢固的物质基础。19世纪电力的使用在工业生产中也是革命性的事件，它奠
定了现代化自动化大生产的基础，改变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同时它所带来的远距离即时
通讯技术对于生产、流通、资金以及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改变也是惊人的。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则
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发展，后工业化社会或者信息社会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在不远的未来，化石
燃料必将枯竭，新能源也会随之发展，这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已经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
。目前国际上常以能源的人均占有量、人均消费量、生产和消费构成、利用率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等等
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的
需求量日益增加，如果能源的供应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会出现能源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
进展。1.2 能源的分类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能量则是运动的基本属性。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
切运动都伴随着能量的空间转换和形式转换。能量有六种主要存在形式：机械能、热能、电能、辐射
能、化学能和核能。所谓能源，就是储存有能量的物质，是人类从中获取能量的资源。煤、石油、天
然气都是我们熟知的能源，核裂变和核聚变、太阳光（辐射）都能给我们提供能量，所以是能源。此
外，各种自然过程，如风、流水、波浪、潮汐和地震等等也包含能量，所以也都是能源。地球上的能
源归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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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热能与动力工程基础》：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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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同学订的，他没什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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