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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热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在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和社会生活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例
如热能动力、航空航天、化工、运输、建筑、环境保护、食品等均与传热传质过程密不可分。
近一个世纪，传热传质学得到迅猛发展，涉及的领域愈来愈宽广，与传统和现代科学技术相互融合交
叉形成了众多前沿热点，展现出生机勃勃、绚丽多姿的前景。
现代科学技术的相互渗透和日新月异，要求传热研究愈加深入，精细与快速；设备大型化与微型化的
趋势给学科发展以新的挑战；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测试手段的不断改进，为传热传质学的更新拓展
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崭新的手段。
　　为适应研究生培养数量迅速增长和质量要求的提高，在大学本科传热学教学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
全书阐述了导热、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可供制冷空调、热能动力
、环境、化工和能源等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选用，也可供工程热物理和环境工程等专业研究
生和有关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基于作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的特点，全书力求保持与本科教材的连贯性，按传统的导热、对流换热
和辐射换热三部分介绍。
作为本教材的重点，是在本科传热学基础上阐述传热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力求在基本概念的阐述、基本理论的概括和分析问题的物理本质等方面使学生得到加强。
学习和使用本书时，读者应已掌握了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和数学物理方法等方面的基础理
论知识。
为保持内容的科学与系统性，尽量避免与本科传热学重叠，突出基本概念、物理本质的内容，深刻描
述过程特性，强调数学模型的建立，尽量减少复杂的数学推导。
鉴于传热学的迅速发展，本书也试图包含或反映一些传热研究的最新进展，但限于篇幅只能涉及一些
皮毛，尚不能满足读者对此的更高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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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适应研究生培养需要，作者在总结近年来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为适应研究生培
养的需要编写的。
全书共13章，包括导热、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三部分，在本科传热学教材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传热
问题的基本原理、数学模型以及各种分析求解方法，强调物理概念与换热机理，突出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并力求反映当今传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可作为采暖通风及有关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有关科学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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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互接触的物体各部分之间依靠分子、原子和自由电子等微观粒子的热运动而传递热量的过程称
为导热。
在纯导热过程中物体各部分之间没有宏观运动。
　　与固体物理的理论研究方法不同，传热学研究导热问题时不是对导热过程的微观机理作深入的分
析，而是从宏观的、现象的角度出发，以实验中总结出来的基本定律为基础进行数学的推导，以得到
如温度分布、温度-时间响应和热流密度等有用的结果。
这种处理方法的物理概念简单明了，但所要求的数学知识和技能仍是复杂和困难的。
本书在材料的选取上，注意在介绍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结果的同时，也给予求解导热问题的典型数学方
法以足够的重视，以培养和发展读者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1-1-1 温度场　　由于传热学以宏观的、现象的方式来研究导热问题，因此必须引入连续介质假定
，以便用连续函数来描述温度分布。
温度场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域上的温度分布。
它可以表示为空间坐标和时间的函数。
由于温度是标量，温度场是标量场。
常用的空间坐标系有三种：直角坐标系、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
在直角坐标系中，温度场可以表示为　　t=f（x，y，z，t）　　（1-1-1）式中：t表示温度；x、y、z
为三个空间坐标；t表示时间。
　　若温度场各点的温度均不随时间变化，即αt／αr=0，则称该温度场为稳态温度场，否则为非稳
态温度场。
若温度场只是一个空间坐标的函数，则称为一维温度场；若温度场是两个或三个空间坐标的函数，则
称为二维或三维温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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