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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一个世纪，传热学在理论、计算和应用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她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技术基
础学科，本书第五版仍然坚持把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的教学作为第一的任务。
对全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计算，在前一版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力图精益求精，准确
地阐述最基本的内容；按“传热学”的基本要求，在紧密地联系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实际的同时
，也适当扩大知识面，兼顾一些非能源专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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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导热是指温度不同的物体各部分或温度不同的两物体之间直接接触而发生的热传递现
象。
从微观角度来看，热是一种联系到分子、原子、自由电子等的移动、转动和振动的能量。
因此，物质的导热本质或机理就必然与组成物质的微观粒子的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在气体中，导热是气体分子不规则热运动时相互作用或碰撞的结果。
在介电体中，导热是通过晶格的振动，即原子、分子在其平衡位置附近的振动来实现的。
由于晶格振动的能量是量子化的，我们把晶格振动的量子称为声子。
这样，介电物质的导热可以看成是声子相互作用和碰撞的结果。
在金属中，导热主要是通过自由电子的相互作用和碰撞来实现的，声子的相互作用和碰撞只起微小的
作用。
至于液体中的导热机理，相对于气体和固体而言，则还不十分清楚。
但研究结果表明，液体的导热机理类似于介电体，即主要依靠晶格的振动来实现。
应该指出，在液体和气体中，只有在消除热对流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纯导热过程，例如设置一个封闭
的水平夹层，上为热板，下为冷板，中间充气体或液体，当上下两板温度差不大且夹层很薄时，可实
现纯导热过程。
导热理论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现象分析的，它并不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而把物质看作是连续介质。
当研究对象的几何尺寸比分子的直径和分子间的距离大得多时，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固体、液体及气体，可以认为是连续介质。
但在某些情形下，如稀薄的气体，就不能认为是连续介质。
在许多工程实践中，包括供热、通风和空调工程在内，导热是经常遇到的现象，例如建筑物的暖气片
、墙壁和锅炉炉墙中的热量传递；热网地下埋设管道的热损失等。
导热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找出任何时刻物体中各处的温度。
为此，本章将从温度分布的基本概念出发，讨论导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及描述物体内温度分布的导热
微分方程。
此外，对求解导热微分方程所需要的条件进行简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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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热学》(第5版)可供高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等专业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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