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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能力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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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工艺学”是全国自学考试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专升本的专

业课。该课程以产品为目标，以化工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为

化学工业提供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的工艺路线，涵盖方法、原理、

设备和流程，主要内容包括：①化工过程的基本理论；②典型化工工

艺过程的生产方法、原理、流程及工艺条件；③化工生产中的设备、

控制、安全生产、三废治理及综合利用。 

本课程的考核目的在于检验考生掌握本课程基本知识情况和运

用所学方法解决化学工程中实际工艺问题的能力。 

    学习本课程应具备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设备机

械基础、催化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等基础知识。 

    本课程要求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种能力。四

种能力层次解释为：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

并能够正确认识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够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

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规

定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自学考试·考试大纲 

Ⅱ. 考核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核形式：根据过程性考核和考试成绩综合评定。 

考核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满分 100 分）×50%+考试成绩（满

分 100 分）×50%。 

过程性考核：出勤（满分 10 分）+作业（满分 40 分）+学习报告

（满分 50 分），任课教师根据过程性考核情况打分。 

考试要求：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的时间为 150 分

钟，试卷总分为 100 分，60分为及格，考试时可以携带计算器。 

考核范围：本大纲考试内容所规定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

都属于考核范围。 

试卷分数比例：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

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4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

用占 10%~20%。 

试卷难度：试卷中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

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试卷题型：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判断题、名词解释、

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四选一）、多项选择题（五选多）、简答题、

计算题、论述题、综合分析题、案例分析题等。在命题工作中必须按

照本课程大纲中规定的题型命题，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以略少，但

不能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 

Ⅲ. 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 绪论 



                             自学考试·考试大纲 

一、考试内容 

1. 化学工业 

2. 化学工艺学 

二、考核要求 

1. 化学工业 

识记：过程工业及其特点，化学工业及其分类，化学工业的发展简史。 

领会：化学工业的地位，化学工业的发展趋势，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 

2. 化学工艺学 

识记：化工生产过程的涵义及构成。 

领会：化学工程的涵义及研究对象，化学工艺的涵义及特点。 

简单应用：化学工艺学的涵义和研究任务。 

第二部分 绿色化工 

一、考试内容 

1.绿色化学与清洁生产 

2.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 

3.绿色化工过程实例 

二、考核要求 

1.绿色化学与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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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绿色化学的定义和研究基础，绿色化学的研究内容。 

领会：绿色化学的原则，原子经济性的涵义及衡量，环境因子与环境

系数的涵义，绿色过程过程的内涵，清洁生产的涵义和内容。 

简单应用：化学品的生命周期评价。 

2.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 

识记：循环经济的涵义及分类。 

领会：生态工业的理论基础。 

简单应用：生态工业园区的涵义及形成形态。 

3.绿色化工过程实例 

简单应用：利用绿色化工基本理论分析绿色化工过程实例。 

第三部分 化学工艺学基础 

一、考试内容 

1.化工原料及其初步加工 

2.化工生产工艺及流程  

3.化工过程的效率指标及影响因素 

4.工业催化剂  

5.化工工艺计算  

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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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工原料及其初步加工 

识记：化学矿物，煤的干馏，原油的预处理，常减压蒸馏，天然气

的组成和分类。 

领会：煤的气化和液化，催化裂化，加氢裂化，催化重整，天然气

的化工利用，生物质资源初步加工。 

简单应用：石油的加工流程的分析与选择。 

2.化工生产工艺及流程 

识记：化工生产过程包含的三大步骤。 

领会：工艺流程及工艺流程图的内容 

简单应用：化工生产工艺流程的组织。  

3. 化工过程的效率指标及影响因素 

识记：生产能力的涵义、影响因素和分类，生产强度的定义，化学

反应速率的涵义。 

领会：转化率、选择性和收率的定义及计算。 

简单应用：化学平衡的定义、表达式及影响因素。 

综合应用：具体化工过程的效率指标分析。 

4. 工业催化剂 

识记：催化剂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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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催化剂的组成。 

简单应用：工业催化剂的制备及应用。 

5. 化工工艺计算 

识记：物性数据及其获取方法。 

领会：物料衡算基本原理，一般反应过程的物料衡算，热量衡算方

程与基本步骤。 

简单应用：具有循环过程的物料衡算，系统热量衡算。 

第四部分 无机化工产品典型生产工艺 

一、考试内容 

1.合成氨 

2.纯碱与氯碱 

二、考核要求 

1.合成氨 

识记：氨的发现及工业化，合成氨生产工艺，合成气脱硫，二氧化

碳的脱除，原料气的最终净化。 

领会：煤气化制合成气的基本原理、分类、工艺和工艺条件，烃类

转化制合成气的反应原理、工艺流程和转化炉，渣油部分氧化制合

成气的基本原理、影响因素和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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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一氧化碳变换反应的化学平衡、反应机理及动力学方程、

影响因素、催化剂、工艺流程。 

综合应用：氨合成反应原理、热力学、动力学、催化剂、工艺条件

和工艺流程。 

2.纯碱与氯碱 

识记：纯碱工业，氯碱工业。 

领会：氨碱法和侯氏制碱法的原理和工艺流程，食盐水溶液电解制

氯气和烧碱的基本原理和工艺流程。 

简单应用：氯碱的生产，盐酸的生产。 

综合应用：比较侯氏制碱法和索尔维制碱法的异同。 

第五部分 基本有机化工产品典型生产工艺 

一、考试内容 

1.烃类热裂解 

2.芳烃转化 

3.催化加氢与脱氢 

4.烃类选择性氧化 

5.氯化 

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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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烃类热裂解 

识记：烃类热裂解的理论基础，裂解气急冷，裂解炉和急冷锅炉的

结焦与清焦。 

领会：烃类热裂解的工艺条件、流程与反应器。 

简单应用：裂解气的预分馏。 

综合应用：裂解气的净化与分离。 

2.芳烃转化 

识记：芳烃的来源及生产技术。 

领会：芳烃歧化与烷基转移，芳烃的异构化，芳烃的烷基化，芳烃

的脱烷基。 

简单应用：C8 芳烃异构化的工艺条件、工艺流程、工业生产方法、

分离。 

3.催化加氢与脱氢 

识记：催化加氢和脱氢反应的特点、催化剂的选择，一氧化碳催化

加氢合成甲醇反应的工艺流程和操作条件。 

领会：乙苯催化脱氢制苯乙烯反应的基本原理、等温和绝热反应器

的工艺流程。 

简单应用：分析径向反应器在气-固相反应中的应用。 

4.烃类选择性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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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氧化过程的特点和氧化剂的选择，烃类选择性氧化过程的分

类。 

领会：均相和非均相催化氧化的分类、机理、催化剂和反应器。 

简单应用：乙烯制环氧乙烷，丙烯氨氧化制丙烯腈。 

综合应用：氧化操作的安全技术。 

5.氯化 

识记：氯代烃的种类和用途。 

领会：氯代烃的主要生产方法。 

简单应用：乙炔法生产氯乙烯，平衡氧氯化生产氯乙烯。 

第六部分 聚合物生产工艺 

一、考试内容 

1.聚合物概论 

2.聚合反应的理论基础 

3.聚合物生产工艺  

二、考核要求 

1．聚合物概论 

识记：高分子化合物的分类。 

领会：聚合物的结构、用途和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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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分析不同物质中高分子化合物的组成及合成结构。 

2.聚合反应的理论基础 

识记：聚合原理。 

领会：聚合方法。 

简单应用：聚合方法的选择。 

3. 聚合物生产工艺 

识记：聚合物生产流程。 

领会：聚氯乙烯、涤纶聚酯、顺丁橡胶合成工艺。 

Ⅳ. 题型示例 

一、判断题 

合成气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和氢气。（   ） 

二、填空题 

合成气净化过程中的“脱碳”是指（      ）。 

三、单项选择题 

化学工业中，设备投资所占比例最大的是（      ）。 

A. 原料处理设备      B. 化学反应设备      C. 检测设备     

D. 产品提纯设备 

四、多项选择题 

生产 ABS 工程塑料的单体是（       ） 

A.苯乙烯        B.丁二烯        C.丙烯腈       D.异戊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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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词解释题 

烃类（热）裂解： 

六、简答题 

简述裂解气预分馏过程的作用。 

七、论述题 

试论述天然气水蒸汽转化过程分二段进行的原因。  

八、计算题 

某厂以燃烧乙烷提供烟道气。为使乙烷充分燃烧，供入空气需过量 

50%，空气摩尔组成以含 O2 21%，N2 79%计。问每产生 100kmol 烟 

道气（湿气）所需要的乙烷量和空气量。 

 

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 

√ 

二、填空题 

去除二氧化碳 

三、单选题 

D 

四、多选题 

ABC 

五、名词解释题 

将石油系烃类燃料（天然气、炼厂气、轻油、柴油、重油等）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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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作用，使烃类分子发生碳链断裂或脱氢反应，生成分子质量较小

的烯烃、烷烃和其他相对分子质量不同的轻质和重质烃类 

六、简答题 

答：①经预分馏处理，尽可能降低裂解气的温度，从而保证裂解气

压缩机的正常运转，并降低裂解气压缩机的功耗。  

②裂解气经预分馏处理，尽可能分馏出裂解气的重组分，减少进入

压缩分离系统的进料负荷。  

③在裂解气的预分馏过程中将裂解气中的稀释蒸汽以冷凝水的形式

分离回收，用以再产生稀释蒸汽，从而大大减少污水排放量。  

④在裂解气的预分馏过程中继续回收裂解气低能位热量。通常，可

由急冷油回收的热量发生稀释蒸汽，由急冷水回收的热量进行分离

系统的工艺加热。 

七、论述题 

答：从热力学角度看，高温下甲烷平衡浓度低，从动力学看，高温

使反应速率加快，所以出口残余甲烷含量低。因加压对平衡的不利

影响，更要提高温度来弥补。在 3MPa 的压力下，为使残余甲烷含

量降至 0.3％(干基)，必须使温度达到 1000℃。但是，在此高温下，

反应管的材质经受不了，因此，为满足残余甲烷≤0.3％的要求，需

要将转化过程分为两段进行。第一段转化在多管反应器中进行，管

间供热，反应器称为一段转化炉，最高温度(出口处)控制在 800℃左

右，出口残余甲烷 10％(干基)左右。温度在 800℃左右的一段转化

气绝热进入二段转化炉，同时补入氧气，氧与转化气中甲烷燃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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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温度升至 1000℃，转化反应继续进行，使二段出口甲烷降至

0.3％。若补入空气则有氮气带入，这对于合成氨是必要的，对于合

成甲醇或其他产品则不应有氮。 

八、计算题 

解：选择 1kmol 乙烷为计算基准，反应式为： 

C2H6+3.5O2→2CO2+3H2O 

充分燃烧 1kmol 乙烷需要供给 O2 量：1×3.5×150%=5.25(kmol) 

需要空气量：5.25/0.21=25(kmol) 

其中含 N2量：25-5.25=19.75（kmol） 

燃烧后产生的 CO2量：1×2=2（kmol） 

燃烧后产生的 H2O 量：1×3=3（kmol） 

剩余的 O2量：5.25-1×3.5=1.75（kmol） 

计算出充分燃烧 1kmol 乙烷产生的烟道气总量：19.75+2+3+1.75=26.5

（kmol）。 

则每产生 100kmol 烟道气所需乙烷量为：100/26.5=3.77（kmol） 

所需空气量为：3.77×25=94.34（km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