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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理念 

 

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

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

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

为最高的目的。大学教育围绕一个“育人目标”核心，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重点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课。它是在原系统工程

学和过程工程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课程借鉴了原系统工程和过程工程教材的特点

及内容，利用系统工程的知识，对大化工系统进行有效的分析，并利用工程优化的知识，

将化工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局的调优和评价。 

本课程的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是讨论化工过程系统工程设计的现代化方法和策略，即

建立过程系统的数学模型，描述出系统中每一部分及总体性能，并给以评价，应用过程

集成技术、数学规划方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对过程系统进行综合优化。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加强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和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实践性的共识，通过对原

有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整合，面向典型的化工过程系统，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化工系统

工程、化学工艺、化学反应工程和传递与分离工程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基于我校培养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课程的主

要任务，并考虑到我校学生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等基础知识

掌握一般的实际，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重点强调基本概念、课程的研究方法

和培养学生的工程观念，强调公式的适用范围，弱化公式的推导过程。课程实施主要采

用讲授、提问、讨论、练习、课堂小测验、以及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同时结合

教师自身的研究，以基于研究的学习亦作为教学方法的重要方面，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热情，使学生通过积极的思维、演练，主动地获取知识，确保学生学有所得。在上课形

式上，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尤其是动画、视频等，以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整个教学实施过程中，我将秉承以下的教学风格： 

(1)以学生为中心，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本人将对不同出身、性

别、智力、相貌、年龄、个性以及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学生尽量做到一视同仁，同等对

待，对每一位学生都关心、爱护、无偏袒、不以个人的私利和好恶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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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多举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表

达课程中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3)积极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通过案例分析、知识点对比、归纳等多种讲授方式引

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使学生深刻体会所学知识、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工程实际、

科研道路或职场工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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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描述 
 

本课程属工科科学，属于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本课程以化工系统

工程为理论基础，在学生先修完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以及化学反应工程的基

础上，着重介绍如何运用上述课程中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工程中的应用问题。课程的

主要内容包含分析和合成两个方面。其中，化工过程系统的分析中包含对化工过程系统

稳态和动态过程的模拟及分析，化工过程的优化；化工过程系统的合成包含换热网络合

成、分离塔序列合成以及化工过程系统合成三大部分。本课程中设计的知识具有鲜明的

工程实践性，是介于化工理论知识和化工工程实践的桥梁学科。 

课程的主要特点是：（1）兼有“科学”与“技术”的双重特点；（2）强调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3）实践性强，与化工过程系统设计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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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简介  

 

3.1 教师的职称、学历  

胡林谢：讲师、工学博士 

3.2 教育背景  

2014.09-2021.06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学博士；  

2010.09-2014.06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学士。 

 

3.3 研究方向（兴趣）  

多孔材料孔道结构与扩散性能构效关系研究、高选择性分子筛催化剂的设计与合成、

有机液相储氢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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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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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目标 
 

本课程教学目标如下： 

1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复杂换热过程的关键环节和

重要因素。 

2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对给定的过程系统建立合理的数

学模型，正确表达复杂化学工程问题。 

3 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多个因素对化工问题的影响并获得有效结论。 

4 了解各种调优方法和最优化技术等数学工具；能够基于社会和节能环境等方面的

考虑调整或优化设计。 

5 了解现代化工过程分析软件，能够运用模拟软件针对复杂化工工程问题实施预测

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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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内容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课程授课内容包括：第 1 章 绪论，第 2 章 化工过程系统稳态

模拟与分析，第 3 章 化工过程系统动态模拟与分析，第 4 章 化工过程系统的优化，第

5 章 换热网络合成，第 6 章 分离塔序列的综合，共 6 部分内容。各部分教学内容及教

学要求如下。 

6.1 教学内容、要求、重点和难点 

6.1.1 第 1 章 绪论 

教学内容： 

化工过程；化工过程生产操作控制；化工过程的分析与合成；化工过程模拟系统；

化工企业 CIPS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教学要求： 

了解化工过程生产操作控制； 

掌握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的基本概念及主要研究内容； 

了解化工企业 CIPS 技术； 

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的基本概念及主要研究内容 

教学难点：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的新型手段和方法。 

 

6.1.2 第 2 章 化工过程系统稳态模拟与分析 

教学内容： 

典型的稳态模拟与分析问题；过程系统模拟的三类问题及三种基本方法；过程系统

模拟的序贯模块法；过程系统模拟的面向方程法；过程系统模拟的联立模块法；氨合成

工艺流程的模拟与分析；过程系统稳态模拟软件。 

教学要求： 

掌握过程系统模拟的三种基本方法； 

掌握序贯模块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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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面向方程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 

掌握联立模块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 

了解乙醇-水分离工艺流程的模拟与分析方法； 

熟悉运用回路矩阵表示不可分隔子系统问题。 

教学重点： 

过程系统模拟的三种基本方法。 

教学难点： 

乙醇-水分离工艺流程的模拟与分析方法。 

 

6.1.3 第 3 章 化工过程系统动态模拟与分析 

教学内容： 

化工过程系统的动态模型；连续搅拌罐反应器的动态特征；精馏塔的动态特征；变

压吸附过程的模拟与分析。 

教学要求： 

掌握化工过程系统动态模型的分类； 

了解确定性动态模型的数学处理； 

了解连续搅拌罐反应器动态模拟的推导过程； 

掌握精馏塔动态模拟的数学处理与应用； 

了解变压吸附过程的模拟与分析方法； 

熟悉运用多级集中参数模型对精馏塔的动态特性进行模拟与分析。 

教学重点： 

精馏塔动态模型的数学处理与应用。 

教学难点： 

动态模型的数学处理与应用 

 

6.1.4 第 4 章 化工过程系统的优化 

教学内容： 

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换热网络合成问题；换热网络合成-夹点技

术；夹点法设计能量最优的换热网络；换热网络的最优；实际工程项目的换热网络合成。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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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化工过程系统优化问题基本概念； 

掌握最优化问题的建模方法； 

掌握化工过程系统最优化问题的类型； 

了解化工过程中的线性规划及非线性规划问题； 

了解化工过程大系统的优化方法； 

熟悉运用有约束条件最优化问题的经典方法求解烃类催化反应器问题。 

教学重点： 

最优化问题的类型。 

教学难点： 

有约束条件最优化问题的经典求解方法的应用。 

 

6.1.5 第 5 章 换热网络合成 

教学内容： 

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换热网络合成问题；换热网络合成-夹点技

术：夹点法设计能量最优的换热网络；换热网络的调优；实际工程项目的换热网络合成。 

教学要求： 

了解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 

掌握换热网络合成问题的描述； 

掌握夹点的概念及夹点的特性； 

了解夹点匹配的可行性原则； 

了解实际工程项目的换热网络合成； 

熟练运用夹点匹配的可行性原则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流股分割问题。 

教学重点： 

夹点的概念及夹点的特性。 

教学难点： 

夹点匹配的可行性原则。 

 

6.1.5 第 6 章 分离塔序列的综合 

教学内容： 

精馏塔分离序列综合概况；分离塔序列综合的基本概念；动态规划法；分离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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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探试法；相对费用函数法；分离序列综合过程的评价；调优法；复杂塔的分离顺序。 

教学要求： 

了解精馏塔分离序列综合概况； 

掌握分离序列综合的基本概念； 

掌握动态规划法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最优化问题的方法； 

了解分离度系数有序试探法； 

了解分离序列综合过程的评价方法； 

熟悉运用动态规划法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最优化问题。 

教学重点： 

分离序列综合的基本概念。 

教学难点： 

动态规划法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最优化问题。 

 

6.2 学时安排 

本课程的总学时为 32 学时，具体分配如表 1 所示。 

表 1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课堂学时分配表 

序号 教学内容 
学时 

课堂讲授 习题课 讨论课 

1 绪论 2   

2 化工过程系统稳态模拟与分析 7  1 

3 化工过程系统动态模拟与分析 4   

4 化工过程系统的优化 6   

5 换热网络合成 6   

6 分离塔序列的综合 4   

7 复习  1 1 

 小结 29 2 1 

 比例 90.6% 6.3% 3.1% 

 合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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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课程教学实施 
 

《化工原理（下）》课程教学实施如下： 

7.1 教学单元一 

7.1.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1/2  

7.1.2 教学目标 

了解化工过程生产操作控制；掌握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的基本概念及主要研究内容；

了解化工企业 CIPS 技术；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7.1.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化工过程生产操作控制、过程分析与合成的基本概念、化工企业 CIPS 技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重点：过程分析与合成的基本概念。 

难点：无 

7.1.4 教学过程 

1、从化工过程系统学科的的历史脉络引出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的课程背景，课程

目的，即培养具备综合运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化学工程师。 

2、介绍过程、系统、以及过程系统的概念，及其与化工过程的相互关系。 

3、介绍分析与合成的概念，引出本课程中关于分析和合成的主要内容。 

4、介绍化工过程模拟技术的发展历程、稳态模拟、动态模拟，以及企业层面生产管

理的 CIPS 技术的发展情况。 

5、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化工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专家系统个人工神经网络两

大内容。 

7.1.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讲授法、图例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企业营销、库存、采购之间的相互矛盾如何营销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 

7.1.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课后作业：1、过程系统的概念是什么？与单元操作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2、《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与化工原理、化学反应课程、分离工程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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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教学单元二 

7.2.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3/6 

7.2.2 教学目标 

掌握过程系统模拟的三种基本方法；掌握序贯模块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掌握

面向方程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掌握联立模块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了解氨合

成工艺流程的模拟与分析方法；熟悉运用回路矩阵表示不可分隔子系统问题。 

7.2.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典型的稳态模拟与分析问题；过程系统模拟的三类问题及三种基本方法；

过程系统模拟的序贯模块法；过程系统模拟的面向方程法；过程系统模拟的联立模块法；

过程系统稳态模拟软件。 

重点：过程系统模拟的三种基本方法。 

难点：不可分割子系统的断裂、循环工艺的断裂、方程组的降维求解方法。 

7.2.4 教学过程 

1、过程单元的表示形式：图形表示和矩阵表示； 

2、序贯模块法 

（1）简单回路；（2）不可分割子系统；（3）断裂；（4）收敛判据 

3、面向方程法 

（1）方程组降维分解；（2）断裂降维法；（3）非线性方程的拟线性方法；（4）高斯

消元 

4、联立方程法以及三种方法的比较。 

7.2.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讲授法、图例讲授法、案例分析法、提问法、excel 示例法。 

对不可分割子系统的断裂、方程组的断裂降温、非线性方程组的拟线性方法、高斯

消元过程采用补充材料或板书辅助理解。 

7.2.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作业：涉及可分割子系统的断裂、方程组的断裂降温、非线性方程组的拟线性方法、高

斯消元过程的考察，详见教学课件。 

反思：教材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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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教学单元三 

7.3.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1/2  

7.3.2 教学目标 

了解乙醇-水合成工艺流程的模拟与分析方法；Aspen 软件的基本操作过程；第 2 章

内容答疑。 

7.3.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乙醇-水合成工艺流程的模拟与分析；闪蒸单元模块的建模过程；Aspen 软

件的基本操作。 

重点：闪蒸单元模块的建模过程。 

难点：乙醇-水合成工艺流程分析。 

7.3.4 教学过程 

1、闪蒸单元模块的建模过程：MESH 模型 

2、乙醇水分离过程的操作型和设计型问题 

3、采用多级闪蒸分离乙醇水系统的方法对比 

4、乙醇-水共沸精馏过程的 Aspen 示例。 

提问： 

1、乙醇水共沸精馏过程共沸剂的选择标准？ 

2、乙醇水共沸精馏过程中断裂物流的选取原则？ 

7.3.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提问法、讲授法、视频示例法。 

7.3.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反思：教材相关内容。 

7.4 教学单元四 

7.4.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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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教学目标 

掌握化工过程系统动态模型的分类；了解确定性动态模型的数学处理；了解连续搅

拌罐反应器动态模拟的推导过程；掌握精馏塔动态模拟的数学处理与应用；了解变压吸

附过程的模拟与分析方法；熟悉运用多级集中参数模型对精馏塔的动态特性进行模拟与

分析。 

7.4.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化工过程系统的动态模型；连续搅拌罐反应器的动态特征；精馏塔的动态

特征；变压吸附过程的模拟与分析。 

重点：精馏塔动态模型的数学处理与应用。 

难点：动态模型的数学处理与应用 

 

7.4.4 教学过程 

1、本章主要内容简介 

2、动态模型的分类 

1）基于参数的分布情况：集中参数模型；分布参数模型；多级集中参数模型 

2）基于建模方法：统计模型；确定性模型；半经验模型 

3、搅拌罐反应器动态特性分析 

1）建模过程示例 

示例 1：敞口连续操作搅拌罐流量的计算。 

示例 2：搅拌罐内含盐量的动态模型。 

2）动态模型的数学处理及应用：开工过程分析；动态相应仿真；定态多重性分析；

定态局部稳定性；状态空间分析； 

4、精馏塔动态特性分析 

1）采用多级集中参数模型构建精馏塔的动态模型 

2）模型的数学处理及分析：开工过程分析；输入-输出关系仿真； 

5、变压吸附过程的模拟与分析 

1）双塔式变压吸附空气分离制氮的原理介绍；数学建模；无因次分析 

2）模型的数学处理及分析：开工过程分析；操作特性模拟；操作参数对性能的影响 

7.4.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提问法、讲授法、引导法。其中公式推导部分辅助以板书或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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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学生理解。 

7.4.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反思：复习教材相关内容。 

7.5 教学单元五 

7.5.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3/6 

7.5.2 教学目标 

掌握相平衡关系在吸收中的应用，即传质的方向、限度和推动力了解化工过程系统

优化问题基本概念；掌握最优化问题的建模方法；掌握化工过程系统最优化问题的类型；

了解化工过程中的线性规划及非线性规划问题；了解化工过程大系统的优化方法；熟悉

运用有约束条件最优化问题的经典方法求解烃类催化反应器问题。 

7.5.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换热网络合成问题；换热网络合

成-夹点技术；夹点法设计能量最优的换热网络；换热网络的最优；实际工程项目的换热

网络合成。 

重点：最优化问题的类型。 

难点：有约束条件最优化问题的经典求解方法的应用。 

7.5.4 教学过程 

1、最优化问题的数学描述；建模方法；最优化方法的分类。 

1）无约束最优化和有约束最优化 

2）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 

3）单维最优化和多维最优化 

4）解析法和数值法 

5）可行路径法和不可行路径法 

2、最优化问题的类型 

1）过程参数优化 

2）过程系统管理最优化 

3、化工过程中的线性规划问题 

1）图解法 

2）单纯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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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计划 

4、化工过程中非线性规划问题的解析求解 

5、化工过程大系统优化 

7.5.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提问法、讲授法、引导法、练习法。 

7.5.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作业：详见教学课件。 

反思：复习教材相关内容。 

7.6 教学单元六 

7.6.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2/4 

7.6.2 教学目标 

了解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掌握换热网络合成问题的描述；掌握

夹点的概念及夹点的特性；了解夹点匹配的可行性原则；了解实际工程项目的换热网络

合成；熟练运用夹点匹配的可行性原则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流股分割问题。 

7.6.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换热网络合成问题；换热网络合

成-夹点技术：夹点法设计能量最优的换热网络；换热网络的调优；实际工程项目的换热

网络合成。 

重点：夹点的概念及夹点的特性。 

难点：夹点匹配的可行性原则。 

7.6.4 教学过程 

1、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 

2、换热网络合成问题 

1）换热网络合成问题的描述：初始温度、目标温度；物流匹配；公用工程、装置成

本最低 

2）换热网路合成的研究：夹点技术的发展脉络 

3、夹点技术 

4、夹点法涉及能量最优的换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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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换热网络调优 

6、实际工程项目中的换热网络合成 

7.6.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提问法、讲授法、引导法、练习法。 

7.6.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作业：详见教学课件。 

反思：复习教材相关内容。 

7.7 教学单元七 

7.7.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2/4 

7.7.2 教学目标 

掌握吸收过程的物料衡算，操作线方程；掌握吸收剂用量的确定。了解精馏塔分离

序列综合概况；掌握分离序列综合的基本概念；掌握动态规划法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最

优化问题的方法；了解分离度系数有序试探法；了解分离序列综合过程的评价方法；熟

悉运用动态规划法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最优化问题。 

7.7.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精馏塔分离序列综合概况；分离塔序列综合的基本概念；动态规划法；分

离度系数有序探试法；相对费用函数法；分离序列综合过程的评价；调优法；复杂塔的

分离顺序。 

重点：分离序列综合的基本概念。 

难点：动态规划法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最优化问题。 

7.7.4 教学过程 

1、精馏塔分离序列综合概述 

2、分离序列综合的基本概念： 

1）简单塔； 

2）顺序表； 

3）可能的分离序列数； 

4）分离子群； 

5）可能的分离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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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标产物组； 

7）判别指标； 

8）分离序列的综合方法 

3、动态规划法 

4、分离系数的有序试探法 

5、相对费用函数法 

6、调优法 

7、复杂塔的分离顺序 

8、隔壁塔在多元混合物精馏分离中的应用 

7.7.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提问法、讲授法、引导法、举例练习法。 

7.7.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作业：详见教学课件。 

反思：复习教材相关内容。 

7.8 教学单元八 

7.8.1 教学日期  

课次/学时：1/2 

7.8.2 教学目标 

复习化工过程系统合成部分及化工过程系统的优化章节内容。 

7.8.3 教学内容（含重点、难点）  

知识点：化工过程系统的优化；换热网络的合成；分离塔序列的综合 

重点：综合课程内容，完成课后问题 

难点：无 

7.8.4 教学过程 

针对前几章内容进行答疑和复习 

7.8.5 教学方法  

本节主要采用举例练习法。 

7.8.6 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复习教材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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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课程要求 
 

8.1 课程主要要求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环节有：课堂讲授 （含讲课、习题课、讨论课）。在课堂讲授这

个教学环节中，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通过课堂讲授、讨论、启发、课后思考、

作业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与教师共同从研究工程实际问题的角度进

行探讨、互动，培养学生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化工过程系统模拟、分析、优

化和合成的基本能力，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要求学生按时独立完成课堂作业和课后作业，由教师利用课堂零碎时间讲解。另外

由于本课程的综合性强，除课堂讲授之外还有以下要求： 

8.2 学生自学要求 

课前应预习相应内容，对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及其应用有基本了解；课后认

真复习教材及教参相关内容；对教师布置的自学任务应认真完成。 

8.3 课外阅读要求 

根据自己学习情况或兴趣点阅读教辅资料或相关文献。 

8.4 课堂讨论要求 

每节课均有相关知识巩固、内容延展及扩展思维相关问题。学生应积极参与课堂提

问及课堂讨论，这是对所学知识加深理解的重要途径。 

8.5 课后复习要求 

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而且遗忘的进程并不是均匀的。最初遗忘速度很快，以

后逐渐缓慢。因此课后及时复习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巩固所学知识，还可以加深

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以及很好的锻炼自己对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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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课程考核 
 

9.1 出勤（迟到、早退等）、作业、报告等的要求 

9.1.1 出勤 

本课程的学习中，选课同学应该主动遵守四川轻化工大学学生管理条例中关于出勤

的相关政策规定。对无故缺席的同学，每缺席 1 次考勤分扣 15 分（满分 100 分），直

至扣完。 

9.1.2 迟到与早退 

上课铃后进入教室的同学算迟到，下课铃前擅自离开教室的同学按早退处理。5 次

无故迟到的同学算缺席 1 次；1 次无故早退的同学算缺席 1 次。 

平时成绩按 100 分计算时。作业按 5 级制，即 A、B、C、D、E 计算，其中 A90~100

分，B80~89 分，C70~79 分，D65 分，E 不及格。平时作业成绩取应交作业的平均值，

不交作业，则该次作业的成绩为 0。半期考试记为一次平时作业成绩。 

9.2 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 

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其比例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平时成绩由考勤、作业及课堂提问成绩构成。课堂提问成绩属奖励性质，积极主动

回答问题者可获平时成绩奖励，被动抽问作答者按考勤处理。 

 

9.3 考试形式及说明 

考试形式由教研室统一规定。相同性质班级原则统考、流水阅卷，教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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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学术诚信 
 

10.1 考试违规与作弊处理 

考试违规与作弊处理依据《四川轻化工大学学生考试违纪和作弊处理办法》执行 

 

10.2 杜撰数据、信息处理等 

作业抄袭按最低等级记载。 

 

10.3 学术剽窃处理等 

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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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堂规范 
 

11.1 课堂纪律 

1、上课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至振动模式。不要玩手机；  

2、上课期间请不要说话或大声喧哗，干扰其他同学听课与思考；  

3、课堂讲授过程中若需表达自己的观点前，请举手示意，得到允许后发言；   

4、课堂提问过程中请不要随意提醒或帮答，若想阐述自己的观点，需在答题同学言

毕后，举手示意，得到允许后发言；  

5、上课期间不得随意进出教室。 

11.2 课堂礼仪 

1、进入课堂，不得穿拖鞋、背心； 

2、教室内不得吸烟； 

3、不在教室吃东西； 

4、爱护公物，不得随意在课桌椅、墙壁上乱写乱画； 

4、离开教室时随手带走自己的垃圾。 

5、课堂讨论过程中请注意聆听别人的观点，发表自己观点时不许涉及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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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课程资源 
 

12.1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 

1、张卫东等主编.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 

主要参考书： 

1、杨友麟等. 化工过程模拟与优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2、姚平经. 过程系统工程.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弘轼. 化工过程系统工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孙兰义. 化工流程模拟实训.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12.2 专业刊物 

CNKI、万方各类期刊均可。 

 

12.3 网络课程资源 

1、中国大学慕课 

2、http://emuch.net/bbs 小木虫论坛 

3、http://bbs.hcbbs.com 海川化工论坛 

4、学校图书馆的超星数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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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学合约 
 

13.1 教师作出师德师风承诺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认真履行教师职责，严格遵守《高等

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承诺如下：  

一、爱国守法； 

二、敬业爱生； 

三、教书育人； 

四、严谨治学； 

五、端正教风、为人师表。 

13.2 阅读课程实施大纲，理解其内容 

13.2 同意遵守课程实施大纲中阐述的标准和期望 

 



 

25 

 

14．其他说明 
 

本学期上课具体时间按教务处统一安排执行，如遇节假日或教师因公

出差，临时调课，按四川轻化工大学临时调停课相关规定执行。 

如果同学们对本课程实施有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提出，我会在今后的

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完善课程实施大纲，以便更进一步的提高教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