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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将管壳式换热器分为“板式”折流板型和“杆式”支承折流杆型，并分列成单独的两篇来编撰。
对板式折流板管壳式换热器，本书除重点介绍单壳程换热器的系统设计计算方法外，还专门分出章节
较详细地分析介绍了双壳程单管程和双壳程双管程的G分流式以及H型G双分流式结构的传热和计算；
二管程换热器多壳程设计法；弓形折流板换热器的流路对称性及其与传热对数平均温差校正因子的关
系；螺旋折流板式换热器的流路分析、传热和压降校正因子等。
而以上这些内容在国内其他书中均较少见有介绍。
对折流杆式管壳式换热器，也列入了国内对其壳程传热的某些数值模拟与分析结果。
核反应堆中“铀棒”棒柬的结构及传热原理，尽管与折流杆式相类同，但也有一定的独特性，该材料
在国外也只是在近期才首次公开发表，故一并列入以资比较和借鉴。
在第三、第四和第五篇中分别着重介绍了国内外2000年以来最新发表的各种有关单相流无相变传热强
化管、冷凝传热强化管和沸腾强化传热管的试验研究情况、结果以及有关理论分析，内容丰富。
在第三篇中突出介绍了粗糙度概念和性能，并用其来对肋槽管及贴壁内插线圈管等大粗糙度管作了详
细比较。
书中还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有关缩放管的试验研究结果。
在第四篇中，详细介绍了在各种冷凝状态下多位学者的冷凝理论方程、试验曲线比较，内微翅管及其
冷凝方程曲线、外翅管C管冷凝性能以及影响冷凝的各种因素等。
本书完稿时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和华南理工大学成立57周年暨钱颂文教授78岁高龄，仅以此作
为纪念。
参加本书部分编写工作的还有华南理工大学张亚君、孙萍、罗小平、唐新宜等。
此外，还有陈颖、王杨君、莫莉萍、赖学江、吴学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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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壳式换热器》将管壳式换热器分为“板式”折流板型和“杆式”支承折流杆型，并分列成单独的
两篇来编撰。
对板式折流板管壳式换热器，《管壳式换热器》除重点介绍单壳程换热器的系统设计计算方法外，还
专门分出章节较详细地分析介绍了双壳程单管程和双壳程双管程的G分流式以及H型G双分流式结构的
传热和计算；二管程换热器多壳程设计法；弓形折流板换热器的流路对称性及其与传热对数平均温差
校正因子的关系；螺旋折流板式换热器的流路分析、传热和压降校正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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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多孔表面的强化传热机理烧结型多孔管的表面是一种内凹穴表面，有较为理想的稳定汽化核
心，故各工业化国家都采用这种方法以制成换热表面内凹穴汽化核心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现已
研制成了一系列强化传热效果极好的多孔换热表面。
表面多孔管的结构，金属覆盖层中存在许多由金属颗粒构成的凹穴和隧道，隧道随机地将凹穴连接起
来。
如果液体对金属材料是非润湿的，则在低于饱和温度时，不凝气体和蒸汽将积聚在凹穴中。
如果液体对金属材料的作用是润湿的，则只有内凹穴才是稳定的汽化核心，因为过冷液体较难充满内
凹穴。
但不论哪种情况，由于多孔覆盖层增多了稳定的汽化核心，所以可以使汽化强度大为增加。
此外，凹穴的开口半径也比普通换热表面上孔的尺寸大，所以可以在很低的过热度下沸腾。
多孔层中的汽泡就是在内凹穴中生成的，汽泡生成后便在多孔层中吸热长大并从阻力较小的孔穴中逸
出，而液体则自排汽孔穴的周围通过隧道流人多孔层进行补充。
液体流入多孔层时被多孔层的换热面加热，因而达到汽化核心时便开始蒸发。
由于多孔层中稳定的汽化核心很多，汽化核心的开口半径以及多孔层中换热面积都很大，所以金属覆
盖层的多孔表面管能起到显著的强化传热作用。
3.表面多孔管的优越性（1）能够显著强化沸腾传热，减少所需换热面积。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采用冶金法生产的多孔表面，其沸腾传热系数是光管的9-10倍，且沸腾可在很小
的温差下进行，用约278.7m2的该多孔表面就能有效地替代2006.7m2的釜式光管重沸器。
（2）在很小的温差下维持沸腾。
在热流强度相同时表面多孔管所需的有效温差仅为普通光滑管的1／10～1／15。
（3）临界热负荷比普通管高得多。
表面多孔管的临界热负荷是光管的2倍左右。
（4）良好的抗结垢性能。
对此，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Gottzmann和日本日立公司的Watam等人用多孔覆盖层表面多孔管进行了
结垢试验。
结果表明，多孔表面管具有优良的抗结垢性能，其结垢速率明显低于光滑表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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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壳式换热器》为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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