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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1999年以来对多孔介质燃烧的
理论、实验研究和应用研发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多孔介质燃烧理论技术与科研成果而完成的学术专
著。
书中系统介绍了多孔介质燃烧及应用的理论、发展动态及应用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气体燃料燃
烧技术；多孔介质燃烧基本概念与方式；多孔介质材料；多孔介质燃烧测量；多孔介质预混燃烧稳定
性；单向多孔介质预混燃烧；多孔介质燃烧模型；多孔介质燃烧二维火焰面特性数值模拟；多孔介质
燃烧技术应用等。
本书可供从事能源清洁利用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参考，主要面向从事燃烧理论及燃烧流体力学的科
研人员，从事动力、煤矿瓦斯、化工、冶金、环保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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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流换热主要取决于气流掠过热电偶结点的速度及温差，辐射换热主要取决于热电
偶结点与四周多孔介质之间的温差。
另一个影响裸露热电偶结点温度测量的因素为热电偶结点材料为甲烷预混气体反应的良好催化剂，这
种催化剂对化学反应的影响程度很难估计。
一些研究者认为热电偶结点的催化作用在气体温度测量过程中可以被忽略。
Heitor和Moreira总结了热电偶测量气体温度的各种优势及存在的误差，认为影响气体温度测量准确性
的主要因素为辐射作用。
测量气体温度的热电偶除出口处外均被周围的多孔介质小球包围在狭小的孔隙内，对于裸露热电偶结
点来说，周围多孔介质材料可以作为密闭区域，因此可以用以下公式进行气体温度的校核计算。
 影响气固温度Tg校核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有3个：①在裸露热电偶结点周围的堆积小球的平均温度②气
流掠过裸露热电偶结点的速度③计算Nu数的不同的经验公式。
 尽管堆积小球能够紧紧围绕裸露热电偶结点，但其平均温度不是包覆热电偶结点所测得的温度；裸露
热电偶结点在堆积小球空隙内的不同位置能够影响气流掠过结点的速度，形成不同的对流换热系数；
不同的N乱数的经验公式也会得到不同的对流换热系数。
研究结果表明，数对气体温度校核的影响较小，在气体温度校核过程中有相反的作用，该作用可以减
小校核过程中误差的积累。
 4.1.3红外测量 红外测量是利用红外辐射测量温度的方法，属非接触温度测量方式，是辐射测温方式中
较为常用的一种测温方法。
 红外测温是通过专门的红外测温仪来实现的，主要包括红外测温仪和红外热像仪。
 4.1.3.1红外测温仪 红外测温仪主要是测量对象的一个点，即相对非常小的面积的温度，因此，通常又
称为点温仪。
按照设计原理不同，其可以分为全辐射测温仪、单色测温仪（又称亮度测温仪）和比色测温仪三大类
。
 红外测温仪主要由光学系统、红外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其测温范
围与其系统组成相关，特别是其光学系统。
光学系统可以是透射式的，也可以是反射式的。
透射式光学系统的部件主要是由红外光学材料制成的，根据红外线波长选择光学材料。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孔介质燃烧理论与技术>>

编辑推荐

《多孔介质燃烧理论与技术》可供从事能源清洁利用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参考，主要面向从事燃烧
理论及燃烧流体力学的科研人员，从事动力、煤矿瓦斯、化工、冶金、环保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及
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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