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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传热计算中的烟气辐射放热系数 必

龚三省 (海军工程学院 )

〔提要〕 本文提出锅炉对流传热计算中用到的烟气辐射放热系数
。 了袭用炉内辐射传热的计算

公式有误差
,

因为所对应的温压不同
,

应予改正
。

主题词 锅炉 辐纲传热 传热系数

通常水管锅炉管间烟气中的灰粒和三原

子气体 ( C O Z 、
5 0 。 、

H : 0 ) 在高温 下 具 有

一定的辐射能力
。

因此
,

不仅要计算由于烟

气流动所放热 的系数 a J ,

还应计入烟气高温

辐射放热
。

在锅炉热计算中是项放热的热流

量系数
,

即以 al 来表示
。

在计算总的对流放

热流量时用下列传热公式

g d = K 刀 t , `
班 / m

Z

( 1 )

式中

K — 总对流传热 系 数
,

研 /m
“ K .

有两种表达方式

l 用式

计算

不管上面哪种表达总传热系 数 K 的 方

式
,

但都明确K 所对应的温压应是平均温压

刀 t , I
。

我们在计算辐射放热系数 af 时往往袭用

炉内传热计算时所用的计算辐射热流量 ql 的

公式亡幻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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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a , 、
a :

— 受热面两侧的流体放热系

数
,

其中
a :

往往指烟气而言
,

而 a :

为管内工

质的放热系数
,

平 /m
“ ·

K ;

s

— 烟灰沾污系数 K
· ,? : “

/W

烟气的放热系数 a ;

又可表示为

a , = 。 a J + a ,
,

( 3 )

这里。指烟气冲刷系数
。

上式中

伪
、 a 。

— 烟气和沽灰外壁表面层的 黑

度
,

后者在计算中往往取为
a 。 = 0

.

82
。

a 。

—
绝对黑休的辐射常数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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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4 ;

T
, ·

T 、 。

— 烟气和沽灰 外 壁 表 面 温

度
,

K
。

根据辐射放热系数 aj 的定义似乎应是

q z “ a z ( T
, 一 T* 。 ) ( 6 )

于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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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油时考虑到烟气中儿乎不含灰粒
。

因而
_

七式被改写成
。

2
。

用式

K = 宜a : = 互( a , + a j )

a / = a )

( 4 )
少誉上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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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占— 由于烟灰沾污系数
。
和烟气冲刷系

数。 均不易确定
,

凭经验选用的受热面利 用

系数
。

关于占和
“ 及。 之间的又系见文献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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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表达方式用之于对流传热计算中在物理

意义上难于被理解
。

如果认为管壁外表沾污

严重时
￡ 必然增加

,

而 T * 。
由下式可知 同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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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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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相应的公式 ( 7 ) 和 ( 8 ) 应该

T
几。 一 T 十 。 (。 +

李
)

“ 2

(9 ) 写成

a l = 口少 -

这里

q

— 总传热流量
,

W n/
: 2

T

— 管内工质的平均温度
,

K
。

那末
,

户{式 ( 7 ) 展开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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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会使辐射放热系数 al 反有所增加
。

当然

针对原来温压 ( T
, 一 T 。户 来讲

,

辐射 传 热

热流量

q r = a r ( T y 一 T
* 。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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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 T 。。 4〕

仍是要使 g ,
有所下降的

,

但是用之于这里计

算对流热流量时就会出现 q , 二 a ,刀 t 户 , ; 而平

均温压才 t , j并不涉及管外壁沽污程度如何
。

关于沾污的影响要在确定总对流传热系数 K

的公式 中去解决
,

即反映在
￡ 的变化上

。

所

以
,

对照式 ( 1 。) 和 ( 6 )
,

似乎沾污严重

反而会使辐射热放热系数有所增加
,

而相应

的热流量 q ,也将增多
。

这样针对一管束刀 t , ,
是一样的

。

若由于

管外壁严重沾污时可以使
a *
有所下降

,

这在

物理意义上可以被接受
,

而且在计算总对流

传热系数 K 时也不会引起误差
。

尽管 a ,
在一

般情况下近炉管束中用式 ( 7) 或 ( 8) 计算

结果不过 15 ~ 20 kw /m
, ·

K 左右
。

但用式

( 7
’
) 或 ( 8

尹
) 计算实际

a f才 1 0~ 12 kw /m
么

·

K 而己
。

从 al 本身数值来看误差 ( 25 ~ 40 )

%
。

这在一般低热负荷锅炉中总传热系数 K

不过 40 一 5 k0 w /m
“ ·

K
,

其误差就相当可观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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