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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集十多年研究成果而编撰的有关多联产能源系统的一部专著，涵盖了多联产系统的概念、建模
方法、系统设计、集成和优化方法、系统特性规律、系统综合分析与评价、在我国的实施前景、
对CO2减排的影响等内容，并展示了一系列多联产系统的应用流程。
　　本书可供从事多联产能源系统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能源、化工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设计人员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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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针对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情，提出了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能源战略是实
现我国经济、环境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的观点，并在国内外大力倡导多联产战略的研究和实
施。
近10年来，对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开展了大量研究，主持“我国替代能源发展战略”以及“我国节能
发展战略”等多项国家能源战略研究课题，对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机动化并举的动态发展过程中
的多维度能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对我国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等多重约束下的
可持续发展途径和策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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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综上所述，以上几种方法均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障碍和缺陷，所以对于当前研究的多
联产仿真平台，亟须建立一个高度计算机化的完备物性计算系统，该系统应当满足以下几点要求：普
适性（针对大多数化工流程中涉及的物种及混合物）、小数据交换量、可扩展性、数据准确。
由于研究对象通常是包含多种组分的混合物，所以前两种依赖于已有物性数据库的做法不再可行，基
于以上考虑，构建计算机化的物性系统就必须放弃传统的数据插值或拟合的方法，而采用计算物性的
方法。
计算物性不再需要存储大量的物性数据，也不再拘泥于仅有物种或混合物的物性数据，理论上可以处
理任意组分的混合物，可扩展性也较好。
但是采用计算的方法也需要克服以下难点：首先是对物质的分类所需依据的原则以及针对每类物质所
要采用的最佳计算方法；其次是保证计算的速度，不能使其成为系统计算的瓶颈；最后需要保证所选
择的算法中要使用的各类参数和常数可适用于绝大多数多组分混合物或是可在计算中进行适当简化，
不需要用户过多介入物性部分的计算工作。
针对以上问题，本节将讨论如何创建一个普适而完善的计算机化物性系统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将阐述如何建立一个可以处理任意相态、任意种类纯物质混合物、高效而稳定的物性计算
系统，快速计算各类复杂混合物的各种热力学函数值。
整个物性计算系统的实现过程独立于特定平台及特定系统，可以使用在各种与动力一化工相关的仿真
平台开发中。
具体实现思路如下：①首先对物性数据的种类根据计算需要进行一定的划分；②根据不同物质的物理
性质制定一定的分类规则，诸如特殊物质、一般物质、混合物、极性非极性等；③对每一种类物质的
常见物性计算方法进行讨论，从中选择合适的算法并确定最终求解方案；④对不同种类算法和属性进
行模块封装，并制定合理的流程结构，构成完整的计算机化物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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