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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第一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基础上修订
而成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节能减排的形势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迫。
在工业企业节能和建筑节能这两大重点领域中，传热学的理论和知识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第一版发行至今已经五年多了。
第二版教材仍旧遵循宽专业面向和密切结合工程应用的基本宗旨，以建立清晰的物理概念，学习掌握
传热建模方法，培养正确的思维模式并最终达到切实提高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为主攻目标；继续坚持
第一版中确立的强调能量守恒原理对传热问题的指导意义，严格界定重要概念和基本定律必须遵守的
条件以及将综合换热贯穿全书等基本理念。
为了更好地达成上述目标，根据第一版的教学经验和来自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在纠正原有疏漏的基础
上，对教材进行了全面的修改、补充和删节，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更能满足工程应用的需要，
同时也能更好地反映传热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二版在基础理论方面引进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在半无限大物体的非稳态导热部分，给出了直接接触
和表面施加脉冲能量条件下的温度响应；将多维乘积解法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了半无限大物体，使求解
类型从3种增加到9种。
其他修订还包括：强调利用导热问题本身的对称性以简化求解过程；明确了线性导热问题的前提条件
；给出了恒热流外部强迫流动换热平均努塞尔数关联式的由来；对于强化传热，除了主导热阻原则以
外，还对场协同原理做了入门性的介绍，，给出了评判强化效果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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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热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第一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
基础上总结近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针对我国高等工科教育的要求修订而成的。
全书整体上仍保持第一版的体系和风格。
在10章内容中，以能量守恒原理为主线分别介绍了导热、对流和辐射传热的基本原理、计算方法以及
热交换器的热设计计算。
《传热学》把建立清晰的物理概念，学习正确的建模和求解方法以及提高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放在突
出位置。
对基本概念和工程传热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引进了若干新内容，使《传热学》的应用范围更宽，工
程实用性更强。
对传热的最新研发成果也做了简要介绍。
例题和习题总量均比第一版有所增加，并向基础概念和工程应用倾斜，习题中仍保留大约20％的参数
分析和设计型题目。
《传热学》坚持宽专业面向和学以致用的基本宗旨。
在内容编排上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在表达上准确严格、条理清楚、重点突出。
每章最后一节为本章提要。
《传热学》配有一张光盘，内容包括：全部习题的参考答案，数值计算例题的FORTRAN源程序，总
量达178道的课后复习思考题及参考答案，求解器HTSolvcer功能的全面介绍和利用求解器完成的所有
例题的计算表程序和迭代说明，全套课堂教学幻灯片(600余张，其中有国内外的各种传热应用和强化
传热元件等实物图片百余幅)。
《传热学》可作为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化工与制药类、航空航天类、机械类、环境与安全类、交通
运输类、武器类以及土建类等专业开设传热学课程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能对准备考研的学生有所
启发和帮助，也可以供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自学、进修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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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要符号表第1章 绪论1．1 传热的基本概念1．1．1 传热1．1．2 热量传递的基本方式1．1．3 传热学
与热力学的关系1．2 传热的工程应用1．2．1 在传统工业中的应用1．2．2 在高新技术中的应用1．3 
传热方式与热流速率方程1．3．1 热传导1．3．2 热对流1．3．3 热辐射1．3．4 复合换热1．3．5 传热
过程和总传热系数1．4 能量守恒原理1．5 传热问题的研究方法1．6 本章提要习题参考文献第2章 导热
的理论基础2．1 导热热流速率方程2．1．1 温度场与温度梯度2．1．2 傅里叶定律2．2 物质的导热特
性2．2．1 固体2．2．2 液体2．2．3 气体2．2．4 各向异性2．3 导热微分方程与单值性条件2．3．1 直
角坐标系2．3．2 径向坐标系2．3．3 单值性条件2．4 本章提要习题参考文献第3章 稳态导热分析与计
算3．1 一维稳态导热3．1．1 单层与多层平壁：热阻分析方法3．1．2 接触热阻3．1．3 径向系统中的
一维导热3．1．4 有内热源时的导热3．1．5 变导热系数3．2 扩展表面的导热与传热3．2．1 扩展表面
导热的理论分析3．2．2 肋壁的传热性能3．2．3 变截面肋及其优化3．2．4 肋壁的工程应用3．3 多维
导热问题3．4 稳态导热的数值计算方法3．4．1 求解区域的离散化3．4．2 节点方程的建立3．4．3 差
分方程的求解3．5 本章提要习题参考文献第4章 非稳态导热4．1 非稳态导热的基本概念4．1．1 非稳
态导热问题的类型4．1．2 瞬态导热过程的基本特征4．2 集总参数分析方法4．2．1 基本概念4．2．2 
集总参数分析方法4．2．3 适用条件与误差估计4．3 对流边界条件下的一维瞬态导热4．3．1 一维平壁
对称冷却(加热)4．3．2 长圆柱与球体4．3．3 正规状况阶段4．4 半无限大固体的非稳态导热4．4．1 
恒壁温边界条件4．4．2 恒热流边界条件4．4．3 对流边界条件4．4．4 脉)中加热边界条件4．5 周期性
非稳态导热4．5．1 半无限大物体内的温度响应4．5．2 周期性导热过程中的热量传递4．6 多维非稳态
导热4．7 非稳态导热数值解4．7．1 差分方程：能量平衡方法4．7．2 显式格式的稳定性条件4．7．3 
隐式差分格式4．8 本章提要习题参考文献第5章 对流换热的理论基础5．1 对流换热问题概述5．1．1 
对流换热问题的分类及求解方法5．1．2 影响对流换热的主要因素5．2 对流换热微分方程组5．2．1 连
续性方程5．2．2 动量微分方程5．2．3 能量微分方程5．3 边界层概念5．3．1 速度边界层5．3．2 热
边界层5．3．3 边界层概念的重要意义5．4 边界层对流换热微分方程组5．4．1 表面传热系数5．4．2 
对流换热方程组的简化5．4．3 解的无量纲函数形式5．4．4 层流边界层微分方程精确解5．4．5 层流
边界层积分方程近似解5．5 湍流以及动量和热量传递的类比5．5．1 湍流流动和传递特征5．5．2 动量
与热量传递的类比5．5．3 类比关系的应用5．5．4 湍流边界层厚度5．6 对流换热的实验研究方法5．6
．1 相似原理5．6．2 相似特征数5．6．3 特征数方程5．7 本章提要习题参考文献第6章 对流换热的工
程计算第7章 沸腾与凝结第8章 热辐射理论基础第9章 辐射换热计算第10 章 热交换器附录索引（中英文
对照）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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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能源动力工业。
在亚临界参数的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中，锅炉受热部件一般要承受近20MPa和上千摄氏度的火焰高
温，蒸汽透平的叶片在承受巨大拉应力的同时也要经受大致相同的压力和540℃左右的温度。
主蒸汽参数达到30MPa和600℃以上的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近年已经大批投入运行。
燃气一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的能量转换效率可以达55％～60％，近年它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呈上升
趋势。
其中地面用燃气轮机的涡轮进口温度已经达到1370～1430℃。
在这么高的温度下要保证设备能够安全稳定地运转，除了采用各种高强度耐热材料以外，还必须掌握
特殊的高效冷却手段。
此外，为了提高能量转换效率，还需要强化各换热表面与燃气或烟气间的传热。
核电的反应堆及主蒸发器除经受一定的温度、压力以外，还受到高通量的中子辐射，并需要强化燃料
棒与载热剂之间的换热。
近年来，由于化石燃料的价格飙升以及环境压力日益严峻，已停建核电站多年的国家纷纷重新启动核
电项目。
美、法、英、日、俄等核技术强国正计划联合开发新一代先进核反应堆及核废料循环利用技术。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正确运用传热学的基本原理。
2．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相关的炼油和化学、化纤工业一向是工业领域中的耗能大户，很多主要工
艺过程都涉及加热或者冷却。
在这些领域里，我国单位产量或单位产值的能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和管理水平低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其中很多问题与传热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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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热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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