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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

1.课程性质与任务

分离工程是化学工程学科的重要分支，是研究混合物分离与提纯的工程学科。本课程以传统分

离过程为主，是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在实际化工中的应用及延伸。课程以分离过

程的特征为出发点，以多组分物系的分离能耗用于推动传质分离为主线，涉及精馏、吸收等重要化

工单元操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牢固掌握分离过程的基本原理及应用方法，熟练进行简化计算，

了解多种数值计算法；通过工程案例和习题，培养学生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案

例的学习等多种研究性学习方法，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2.课程目标

通过分离工程的理论教学和案例学习，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课程目标 1：能够运用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等科学理论识别和判断混合物分离过程的特征，

理解传质分离是各组分物性差异与环境能耗的共同作用。（支撑毕业要求 2-1）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归一法”的计算要求，对传质分离过程的设计变量进行分析，确定相平衡

状态下关键组分的设计变量，获得有效结论。（支撑毕业要求 2-4）

课程目标 3：能够运用“简捷法”的思维方法，研究和解决混合物分离的设计及问题，建立多

组分物系分离的解决方案。（支撑毕业要求 4-1）



二、课程内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章节 内 容
讲

课

实

验

小

计

支撑课程目

标

支撑的毕业要

求指标点

第 1章

1 绪论

1.1 分离工程理论的形成和特性；主要内容：分离工程的特性

1.2分离过程的特征与分类；主要内容：分离工程的特性，分离过程的分类

1.3分离过程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主要内容：研究方法

重点：分离工程的特性

难点：分离方法的比较

2 0 2 1 2-1

第 2章

2 多组分分离基础

2.1 分离过程的变量分析及设计变量的确定；主要内容：设计变量

2.2 相平衡关系的计算；主要内容：相平衡关系

2.3多组分物系的泡点和露点的计算；主要内容：泡点温度和压力的计算

2.4 单级平衡分离过程的计算；主要内容：绝热闪蒸

重点：相平衡关系

难点：泡点温度和压力的计算

12 0 14 2 2-4

第 3章

3 精馏

3.1多组分精馏；主要内容：多组分精馏过程的分析

3.2 多组分精馏的简捷计算法；主要内容：多组分精馏的简捷计算法

重点：清晰分割的物料衡算

难点：非清晰分割的物料衡算

8 0 22 3 4-1

第四章

4 多组分多级分离的严格计算

4.1平衡级的理论模型

4.2 三对角矩阵法

4.3 逐级计算法

4.4 非稳态方程计算方法和模拟计算方法的改进

重点：平衡级的理论模型

难点：对三种计算方法应用差异的区别

4 0 26 3 4-1

第五章

5 分离过程及设备的效率与节能

分离过程的最小功；主要内容：分离过程的最小功；热力学效率

重点：分离过程的最小功

4 0 30 1 2-1



难点：热力学效率

第六章

6 膜分离技术

6.1膜分离；主要内容：膜的种类；膜组件

6.2 超滤与反渗透；主要内容：反渗透

6.3电渗析；主要内容：电渗析

重点：电渗析；反渗透

难点：电渗析

2 0 32 1 2-1

合 计 32 0 32



三、达成课程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 把握教学主线，以“实例-原理-模型-应用”的教学方式进行教材内容的组织，并注意每个环

节有机衔接；通过工程案例和习题，培养学生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

等多种研究性学习方法，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2. 采用多媒体教学，配合例题的讲解和适当的思考题，保证讲课进度的同时，注意学生的掌握

程度和课堂的气氛；

3. 采用案例式教学，结合工程实际，使学生了解工程的设计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成果，实现学

生从知识课堂向能力课堂转变，从而具备相关知识和方法的实际应用能力。

四、考核方式

1. 课程考核方式包括随堂测验、课后作业情况和期末考试等。

2. 定量评价

本课程包含 3个分课程目标，有 3 个考核方式，各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占比分

配如下：

表 4.1 各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占比分配

课程

目标

分课程目

标权重

（本列总

和为 1）
∑Pi=1

各考核方式评价比例分配

（每行总和为 1）
∑Wik=1

各考核方式在课程目标达成中的占比

（所有行列总和为 1）∑∑Sik=1
Sik=Pi×Wik

作业 测试 期末考试 作业 测试 期末考试

1 0.30 0.10 0.30 0.60 0.03 0.09 0.18

2 0.30 0.10 0.30 0.60 0.03 0.09 0.18

3 0.40 0.10 0.30 0.60 0.04 0.12 0.24

各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贡献率 0.10 0.30 0.60

那么第 i个分课程目标的评价基于各环节 k的贡献加权求和，就是该分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Ai，

即 i ikik
A G W  4-1

而多个分课程目标再根据比例加权求和，就得到本门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度 A。

i i=A A P 4-2

其中： k 表示不同的考核环节，i 表示不同的分课程目标；



ikiik WPS  是第 k 种评价方式通过第 i 个课程目标反映在总的课程目标评分占比；

ikW 表示第 k 种评价方式对第 i 个课程目标百分占比；

iP 表示第 i 个课程目标在课程总评价中的占比；

Gik 表示第 k 种考核方式支撑第 i个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表 4.2 第 k个考核环节对分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Gik

课程目标

环节内容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 课程目标 3

分课程目标权重（P） P1 P2 Pi

考核内容覆盖率要求（%） S1k×100/∑Sik S2k×100/∑Sik S3k×100/∑Sik

考核题目 …… …… ……

各题目分数总和（∑B） ∑B1 ∑B2 ∑Bi

考核内容覆盖率实际占比（%） ∑B1×100/∑∑Bi ∑B2×100/∑∑Bi ∑Bi×100/∑∑Bi

各题目得分平均值总和（∑A） ∑A1 ∑A2 ∑Ai

考核环节支撑分课程目标的达成

度(GiK)
G1K=∑A1/∑B1 G2K=∑A2/∑B2 GiK=∑Ai /∑Bi

3.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指利用学生的调查问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按照各课程目标分项设计合适的

问卷，调查学生掌握知识及获得能力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其中成绩均采用百分制统计，五级分制

转换为百分制时，优对应 95分，良对应 85分，中对应 75分，及格对应 65分，不及格对应 55分。

综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结果，取最小量为最终评价结果。

五、评价标准

1.课堂情况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掌握分离工程的特征、

分类及方法等；掌握分

离最小功及热力学效

率；掌握膜分离的基本

原理、分类。

（支撑课程目标 1、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3）

基本概念正确、

论述逻辑清楚；

层次分明、语言

规范。

基本概念正确、

论基本清楚；语

言较规范。

基本概念基本

正确、论述基本

清楚；语言较规

范。

基本概念不

清楚甚至错

误、原理论述

不清楚。

0.30



掌握设计变量、相平衡

关系、多组分物系的泡

点与露点等基本概念。

（支撑课程目标 2、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4）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

论述逻辑清楚，

语言规范。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

论述清楚，语言

较规范。

基本能够应用

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论述基本

清楚，语言较规

范。

基本概念不

清楚甚至错

误、论述不清

楚。

0.30

掌握多组分物系的清

晰分割等概念，掌握

FUG简捷法的方程表

达式（支撑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1）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

论述逻辑清楚，

语言规范。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

论述清楚，语言

较规范。

基本能够应用

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论述基本

清楚，语言较规

范。

基本概念不

清楚甚至错

误、论述不清

楚。

0.40

2.作业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掌握分离工程的特征、

分类及方法等；掌握分

离最小功及热力学功；

掌握膜分离的基本原

理、分类。

（支撑课程目标 1、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3）

按时交作业；

基本概念正

确、论述逻辑

清楚；层次分

明、语言规范。

按时交作业；

基本概念正

确、论基本清

楚；语言较规

范。

按时交作业；

基本概念基本

正确、论述基

本清楚；语言

较规范。

不能按时交

作业，有抄袭

现象；或者基

本概念不清

楚、论述不清

楚。

0.30

结合所学相关知识，能

够对传质分离过程中

的设计变量赋值，并用

归一法验证结论有效

性。

（支撑课程目标 2、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4）

按时交作业；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

题，计算逻辑

清楚，结论合

理。

按时交作业；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

题，计算逻辑

清楚，结论较

合理。

按时交作业；

基本能够应用

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计算逻

辑清楚，结论

较合理。

不能按时交

作业，有抄袭

现象；或者计

算逻辑不清

楚，结论不合

理。

0.30

能够基于化工原理，运

用“简捷法”的思维方

法，形成对多组分物系

分离的解决方案。（支

撑课程目标 3、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4-1）

按时交作业；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

题，计算逻辑

清楚，结论合

理。

按时交作业；

能够应用相关

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工程问

题，计算逻辑

清楚，结论较

合理。

按时交作业；

基本能够应用

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计算逻

辑较清楚，结

论较合理。

不能按时交

作业，有抄袭

现象；或者计

算逻辑不清

楚，结论不合

理。

0.40

3.考试评价标准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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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分离工程的特征、

分类及方法等；掌握分

离最小功及热力学效

率；掌握膜分离的基本

原理、分类。

（支撑课程目标 1、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3）

分离工程的特

征、分类及方

法和膜分离的

基本原理、分

类等基本概念

正确，分离最

小功和热力学

效率等判断问

题正确，论述

正确，语言简

练。

分离工程的特

征、分类及方

法和膜分离的

基本原理、分

类等基本概念

正确，分离最

小功和热力学

效率等判断问

题正确，论述

正确，语言较

简练。

分离工程的特

征、分类及方

法和膜分离的

基本原理、分

类等基本概念

较正确，分离

最小功和热力

学效率等判断

问题正确，论

述基本正确，

语言较简练。

分离工程的

特征、分类及

方法和膜分

离的基本原

理、分类等基

本概念不正

确，分离最小

功和热力学

效率等判断

问题不清或

有原则性错

误。

0.30

结合所学相关知识，能

够对传质分离过程中

的设计变量赋值，并用

归一法验证结论有效

性。

（支撑课程目标 2、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4）

设计变量的选

值正确，学会

采用轻烃列线

图估计相平衡

常数，掌握多

组分物系的泡

点计算，计算

逻辑清楚，结

论合理。

设计变量的选

值正确，学会

采用轻烃列线

图估计相平衡

常数，掌握多

组分物系的泡

点计算。计算

逻辑较清楚，

结论较合理。

设计变量的选

值正确，学会

采用轻烃列线

图估计相平衡

常数，掌握多

组分物系的泡

点计算。计算

逻辑较清楚，

结论较合理。

设计变量的

选值正确，学

会采用轻烃

列线图估计

相平衡常数，

掌握多组分

物系的泡点

计算。计算逻

辑不清楚，结

论不合理。

0.30

能够基于化工原理，运

用“简捷法”的思维方

法，形成对多组分物系

分离的解决方案。（支

撑课程目标 3、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4-1）

能够根据清晰

分割对多组分

物系进行物料

衡算，掌握多

组 分 物 系 的

“简捷法”计

算，计算逻辑

清楚，方案可

行。

能够根据清晰

分割对多组分

物系进行物料

衡算，掌握多

组 分 物 系 的

“简捷法”计

算，计算逻辑

清楚，方案较

可行。

能够根据清晰

分割对多组分

物系进行物料

衡算，掌握多

组 分 物 系 的

“简捷法”计

算，计算逻辑

较清楚，方案

较可行。

能够根据清

晰分割对多

组分物系进

行物料衡算，

掌握多组分

物系的“简捷

法”计算，计

算逻辑清楚，

方案可行。

0.4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