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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流》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的研究成果专著。除绪论简要介绍撞
击流的缘起、基本思想和研发、应用的历史和现状外，全书分“气体连续相
撞击流”和“液体连续相撞击流”两篇，大部分以著者的研究成果为素材，
分别介绍它们的基本原理、与应用密切相关的性质及其开发应用的进展和主
要成果。气体连续相撞击流的原理和性质包括连续相的流动、颗粒的行为、
颗粒停留时间及其分布、撞击流装置的流体阻力、流体撞击对液体分散性的
影响；应用开发方面主要涉及干燥、吸收、粉煤和液体燃料的撞击流燃烧、
固体物料的研磨等单元过程。“液体连续相撞击流”部分首先论述因液体聚
集状态和性质与气体的显著差异导致其性质完全不同于气体连续相撞击流；
介绍了液体连续相撞击流有效促进微观混合和存在强烈压力波动的优异特性
及其对动力学过程的影响；液体连续相撞击流装置用于反应一沉淀法制取超
细白炭黑、纳米铜粉和纳米二氧化钛的实验研究结果；并介绍了若干种新研
发的基于应用液体连续相撞击流的技术装备。
    本书可供化学工程与工艺学科从业的高校，研究、设计单位和化工企业
的科技工作者，博士、硕士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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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因素D即进料位置的实验结果表明，加料位置以导流筒进口处为最佳。根据撞击流原理，强
化传递与混合的基本条件是一定速度的流体相向撞击。在导流筒出口或反应器中心加入的物料没有充
分加速，与其他流体的混合肯定不好；反应器中心加入的物料混合状况最差。混合不良必然导致反应
缓慢，不能产生高且均匀的过饱和度。此结果说明，SCISR进料点只能选择在导流筒进口处。　　因
素C即硫酸浓度的实验结果是，随H2SO4浓度增加产物粒径呈增大趋势。该浓度增大可以提高反应产
生的过饱和度，促进核晶；但过度核晶将助长微粒并聚的趋势。另一方面，硫酸浓度还会影响撞击区
即主要反应区内新生颗粒周围的电场环境，这也会促进并聚。看来由于追求高过饱和度，实验所选用
的最低浓度条件已足够高，再提高就反而有害了。　　因素B即螺旋桨转速的影响实际上是反映撞击
速度“。的影响。对于同一台反应器，uo为转速N的单值函数。但在此课题研究期间该速度的实验测
定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以螺旋桨转速N作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关于该因素影响的实验发现，转速
对粒径的影响呈现转折现象，这与陈建峰[179]获得的结果相类似。从流动结构看，提高转速将增强撞
击区的微观混合，应当有利于大量核晶、获得微细粒径产品。对于所研究的体系，过高转速下产物粒
径反而变粗的原因可能有三：过强的微观混合可能导致过度核晶，增加并聚趋势；新生态微细晶粒间
的碰撞概率增大，这也会增强并聚趋势；随着转速提高，螺旋桨输送流体量增大，从而撞击面附近实
际参与混合反应的物料量（体积）增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因素将导致反应区过饱和度
降低。也就是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影响。遗憾的是，依靠目前的观测手段，尚难对上述现象的原因
做出确切的判断，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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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不错，早就想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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