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2010颗粒学学科发展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9-2010颗粒学学科发展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04650108

10位ISBN编号：7504650102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编

页数：183

字数：29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2010颗粒学学科发展报>>

前言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
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学科创立、成长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科学知识体系化的象征，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重要方面。
深入开展学科研究，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明晰学科发展方向，对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并衍生新兴学科
，继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速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自2006年开始启动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活动，连续完成了每个年度的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
编辑出版及发布工作。
2009年，中国科协组织中国气象学会等27个全国学会分别对大气科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青藏高原研究、晶体学、动力与电气工程、工程热物
理、标准化科学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烟草科学与技术、仿真科学与技术、颗粒学、惯性技术、风
景园林、畜牧兽医科学、作物学、茶学、体育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学技术史、土地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26个学科的发展研究，最终完成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和《学科发展报告
综合卷（2009-2010）》。
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2009-2010）共27卷，约800万字，回顾总结了所涉及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科研
成果和技术突破，反映了相关学科的产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集中了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
者的智慧，内容深入浅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前瞻性，有助于科技工作者、有关决策部门和社会公
众了解、把握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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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重点选择学科发展较为成熟、与当前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热点问题紧密相关的部分分支学科，
报告力求多方位展示学科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分析学科发展的战略需求，系统收集学科近几年的研究
成果，反映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成效和前景，预测学科的发展
趋势。
由于本报告是首次撰写，为了便于读者对颗粒学有更多地了解，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尽量简要地把过去
长期积累下来的部分优秀成果概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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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颗粒流体系统的数值模拟颗粒流体系统，即固体颗粒与流体组成的动态混合物系统，在自然界
和工业过程中广泛存在，与我们的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如沙尘暴和泥石流，流态化反应器，煤粉燃
烧设备，水煤浆等服务于化工和动力等重要工程领域。
同时，此类系统中显著的多尺度结构和非线性行为也使之成为流体力学和统计力学及更一般的复杂性
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
由于其复杂性，目前从理论获得的结果还比较有限，而各种实验研究虽已有大量报道，但对了解系统
行为的全貌和细节，特别是形成机理还远远不够。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方法的不断完善，数值模拟方法已成长为研究此类系统的
又一主流手段，并且还在迅速发展中。
本文将概述国内外近年来在此领域的发展动向，为此，首先简要说明颗粒流体系统的基本特征与行为
。
一、颗粒流体系统的行为特征与模拟方法概述颗粒流体系统从组成上可分为液固（如河流中的泥沙运
动）和气固系统（如炼油催化剂在油气中的运动）；主要因为颗粒的尺度差异，又呈现胶体（包括气
溶胶）、多相流动系统（颗粒直径大致在亚毫米到厘米量级，颗粒群体上有流体特征但与真实流体有
明显的分相行为或滑移运动）和块体运动（如泥石流）等典型状态；从颗粒的聚集形态上又有稀相和
密相、聚式和散式等差别；在具体的应用方式上，就重要的化工设备而言，包括移动床、鼓泡床、湍
动床、快速床、气力输送、喷动床、下行床、浆态床以至三相的鼓泡塔等；同时这些设备又有实验室
规模、中试规模、工业规模以及新兴的微系统等不同的尺度。
这种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模拟方法上的多样性。
目前其模拟方法大致有三类，主要的差别在于描述的精细程度和相应的应用规模。
其中，双流体模型将颗粒和流体分别视为充满同一空间的两种流体，完全采用连续介质的方式描述。
相应地，它可采用有限差分、有限体积和有限元等方法在适当大小的数值网格上求解。
形式上，我们可以采用较大的网格来数值求解这些方程组，从而使这种方法能应用于大型工业系统而
依然将计算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另外一类颗粒轨道模型将固相中的各个颗粒直接视为离散单元分别跟踪，而流体作为连续介质对颗粒
的运动产生相间作用，但其数值由关于颗粒和局部流动参数的关联式计算，此时流体计算用的网格一
般远大于颗粒。
在更细致的直接模拟方法中，不但颗粒被单个跟踪，颗粒与流体的界面也被直接描述，相间作用由界
面上的积分结果决定，此时流体计算用的网格或单元一般远小于颗粒。
后两类方法由于计算量与系统的规模（如颗粒数）直接相关，因此目前还很难模拟工业系统，主要用
于系统机理的探索和理论模型的建立。
由于颗粒流体系统的一些共性特征，这些方法都面f临一些共同的挑战，比较突出的是多尺度性、异构
性和尺度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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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2010颗粒学学科发展报告》是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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