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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厚诚、王秋良编著的《热传导问题的有限元分析》主要介绍了有限元方法解决热传导问题的基本理
论和在各种不同传热问题中的应用，重点介绍了有限元在空间和时间坐标上的离散问题。
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强大功能，介绍了应用有限元方法解决相变、传热与对流和复杂磁体等传热问题的
分析例子。
为了提高计算精度，本书介绍了自适应网格分析技术。
另外，本书还提供了两个有限元计算程序，便于读者学习和参考。

《热传导问题的有限元分析》适合于从事传热问题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的教师
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作为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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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现在误差分析技术已在应力分析问题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这些方法可以看成对所给问题的固有特征来优化有限元分析。
这里我们将误差分析应用到热传导分析中。
误差分析技术首先是用于稳态热传导问题，然后扩展到瞬态问题。
在前面章节提到，用有限元方法求解热传导问题首先要把需要的区域分为若干个离散子域或单元。
可以用变分、伽辽金方法或者其他方法得到积分公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弱解形式。
在积分公式赋值后，可以得到计算每个单元的一个矩阵形式的代数方程组。
一旦所有单元的方程都列出来了，整体的矩阵就得到了，通过解线性或非线性方程组得到最终的结果
。
求解所用单元的大小和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问题的求解精确度。
减小单元的大小增加节点的数量通常能带来更精确的结果，但是会增加CPU时间和内存。
有效而经济地求解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节点和单元的数量，而且还关系到它们的位置。
梯度很高的区域（如奇异点、应力集中点或者高热流的区域）需要较高的网格密度，而平坦的区域相
对而言只需要较粗的网格。
在许多现实的工程情况中，有两种类型的分析都是需求的：一种是在问题大小的上限已定的情况下，
获得最大精确度的结果；另一种是在不用过多数量的单元，试着对问题的疑难点进行数值分析。
自适应程序的前提是利用误差分析的数学方法，有限元程序可确定哪些区域需要提高网格密度，并自
动调整网格以适应问题。
每个单元的误差计算后与事先限定目标作比较，对于给定的求解精确度，每个元素近似地达到同级误
差。
因此，任何单元的误差超过或低于上述水平的，都必须调整网格以便达到这个误差级别，如果需要，
为了达到每个单元包含同样的预先设定的允许误差极限目标，此过程可以重复使用，直到获得优化网
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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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热传导问题的有限元分析》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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