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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分析动力学》

内容概要

《热分析动力学(第2版)》以热分析动力学方程为主线，汇集了近60年来国内外热分析动力学研究的最
新学术成果。《热分析动力学(第2版)》内容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热分析动力学理论、方法和
技术的回顾；两类动力学方程和三类温度积分式的数学推导。第二部分系统地总结了近60年发展起来
的用微、积分法处理热分析曲线的成果。第三部分涉及最概然机理函数的推断；非线性等转化率的微
、积分法；动力学补偿效应。第四部分阐述了一级及经验级数自催化分解反应动力学参数的数值模拟
；非定温条件下热爆炸临界温度和临界温升速率的估算方法。第五部分扼要地论述了诱导温度与诱导
时间的关系；定温热分析曲线分析法；定温和非定温结晶过程热分析曲线分析法。为了便于读者巩固
所学知识，提高解题能力，拓展视野，引发新思，书中编入了150道源自最新文献的例、习题，书末附
有简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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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热分析动力学概论　　1.1　引言　　尽管用热分析方法研究物质反应动力学的最早工作
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它的真正建立和发展主要还是在50年代。一方
面，为了满足当时应用方面的需要，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航天技术的兴起，需要有一
种有效的方法评估高分子材料的热稳定性和使用寿命等；另一方面，热分析技术的日臻成熟和热分析
仪的商品化为实验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再加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繁复的数据处理成为可能。热分析
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在变温（或等温），通常是线性升温条件下对固体物质的反应（包括物理变化
等）动力学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种“非等温动力学”（nonisothermal kinetics）的分支。由于它被认为较
之传统的等温法（iso-thermal）有许多优点：一条非等温的热分析曲线即可包含并代替多条等温曲线
的信息和作用，使分析快速简便；再加上严格的等温实验实际上也很难实现（尤其是反应开始时），
因此它已逐渐成为热分析动力学（TAK）的核心，40多年来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被广泛地应用
在各个领域之中。例如，研究无机物质的脱水、分解、降解（如氧化降解）和配合物的解离；金属的
相变和金属的玻璃晶化；石油的高温裂解和煤的热裂解；高聚物的聚合、固化、结晶、降解等诸多过
程的机理和变化速率，从而能确定如高聚物等材料的使用寿命和热稳定性、药物的稳定性；评定石油
和含能材料等易爆易燃物质的危险性等；热分析动力学获得的结果还可以作为工业生产中反应器的设
计和最佳工艺条件评定的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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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专业性比较强的书，我挺需要的，但是少了10几页，很遗憾，证办理退货
2、书还不错，感觉可以
3、在热分析里是一本好书
4、还可以吧，有基础看看，还有进步的
5、特别具体，微积分理论基础非常多，参考性有限，选择性不明确。
6、该书是作为教材出现的，每章还有习题，内容倒是还算丰富，就是实例太少太少，几乎每章都没
举一个例子，没有一点基础的人还基本可以看懂，但很难吃透。作为教材，不推荐使用。罗列了一大
对动力学模型，可能是想作为工具书或手册提供给大家，但同时作为动力学三因素的机理函数在全书
中几乎没有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只是列了个表格，让大家无法查询其机理代表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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