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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实验》

内容概要

《化工原理实验》主要介绍了化工原理实验的基本理论，典型化工设备的结构、性能、常用的测量仪
表和测量方法，涵盖了动量传递、热量传递、质量传递三大规律的基本实验及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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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实验室操作基本知识　　2　化工材料安全知识　　为了确保设备和人身安全，从事化
工原理实验的实验者必须具备以下安全知识。　　2.1　危险药品分类　　实验室常用的危险品必须合
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不能与氧化剂放在一起，以免发生着火燃烧的危险。对不同的危险药品，在为
扑救火灾选择灭火剂时，必须针对药品进行选用，否则不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引起其他的危
险。例如，着火处有金属钾、钠存放，不能用水进行灭火，因为水与金属钾、钠等剧烈反应，会发生
爆炸，十分危险；轻质油类着火时，不能用水灭火，否则会使火灾蔓延；若着火处有氰化钾，则不能
使用泡沫灭火剂，因为灭火剂中的酸与氰化钾反应生成剧毒的氰化氢。因此，了解危险品性质与分类
十分必要。危险药品大致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1）爆炸性物品　　常见的爆炸性物品有硝酸铵
（硝铵炸药的主要成分）、雷酸盐、重氮盐、三硝基甲苯（TNT）和其他含有三个硝基以上的有机化
合物等。　　这类化合物对热和机械作用（研磨、撞击等）很敏感，爆炸威力都很强，特别是干燥的
爆炸物爆炸时威力更强。　　（2）氧化剂　　氧化剂包括高氯酸盐、氯酸盐、次氯酸盐、过氧化物
、过硫酸盐、高锰酸盐、铬酸盐及重铬酸盐、硝酸盐、溴酸盐、碘酸盐、亚硝酸盐等。它本身一般不
能燃烧，但在受热、受阳光照射或与其他药品（酸、水等）作用时，能产生氧，起助燃作用并造成猛
烈燃烧。如过氧化钠与水作用，反应剧烈并能引起猛烈燃烧。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或有机药品混合后，
能因受热、摩擦、撞击发生爆炸。如氯酸钾与硫混合可因撞击而爆炸；过氯酸镁是很好的干燥剂，若
被干燥的气流中存在烃类蒸汽时，其吸附烃类后就有爆炸危险。　　通常，人们对氧化剂的危险性认
识不足，这常常是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3）自燃物品　　带油污的废
纸、废橡胶、硝化纤维、黄磷等，都属于自燃性物品。它们在空气中能因逐渐氧化而自燃，如果热量
不能及时散失，温度会逐渐升高到该物品的燃点，发生燃烧。因此，对这类自燃性废弃物，不要在实
验室内堆放，应当及时清除，以防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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