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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用 C语言编制的锅沪热力计算程序的数据结构
.

热力计算程序框图
.

热力计算

程序编制的依据
.

热力计算程序屏幕菜单及使用
,

该热力计算程序的特点等
.

该程序可更方便地应用于层

状燃烧及沸腾燃烧工业燕汽锅炉和热水锅护的热力计算
。

关键词 C 语言 锅炉 热力计算

分类号 ” 3 9 仰 3 1 1
.

1 2

1 前言

锅炉热力计算是锅炉设计中必须进行的

计算之一
。

过去
,

一般采用手工方法计算
,

既

费时间
,

又不能保证精度
,

亦不便于进行多个

方案的比较
。

为解决手工计算存在的弊端
,

近

几年
,

先后有一些单位开发 了锅炉热力计算

程序
,

实现了用计算机进行锅炉热力计算
。

这

些程序多采用 F O R T A N 或 B A S I C 语言编制
,

占用内存较多
,

不易实现人机对话及对数据

随时修改
,

不能单独计算某一受热面或从某

一受热面开始计算
,

用这样的程序设计锅炉
,

虽大大提高了计算速度
,

但仍有不便之处
。

为

此
,

作者用 C 语言编制了锅炉热力计算程序
,

本文将介绍该程序的数据结构
,

程序框图
,

程

序编制依据
,

程序屏幕菜单及使用
,

该热力计

算程序的特点等
。

2 热力计算程序的数据结构

C 语言提供的数据结构
,

除了静态数据结

构 (如变量
、

指针
、

数组
、

结构
、

联合等 )外
,

还

提供了最有利的数据结构
,

即动态数据结构
。

静态数据结构有确定的
、

在整个 生存期

内保持不变的特点
,

由于数据元素位置相对

固定
,

可根据变量名随机地存取任一元素
,

但

这同时带来三个弱点
:

( l) 插入或删除一个变量元素时
,

需要在

内存移动大量数据元素
;

( 2) 数据量难以随时随地随意扩充
。

( 3) 给数据量较大的数组预先分配空间

时
,

必须按最大空间分配
,

使内存得不到充分

利用
。

在锅炉的热力计算过程中
,

需要对大量

数据进行处理
,

如果这些数据采用外部存储
,

不仅读取困难
,

而且可能因文件受到某种损

坏导致计算无法正常进行
,

因此在编制程序

时
,

尽可能把数组 固化在程序内
。

为了节省内

存
,

提高运算和存储数据的效率需把热力计

算过桂中的变量尽可能地采用程序代码段存

储
,

这样应考虑使用动态数据结构
,

用 C 的动

态分配为程序运动中需要的变量在堆栈中分

配存储空间
,

从而节省内存
。

而且
,

程序使用

的变量通过指针相互联系
,

程序仅记住数据

头指针
,

即可对全部数据任意读写
,

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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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且操作方便
。

因此
,

这个热力计算程序采

用既能改变数值
,

又能改变大小
、

数量和结构

的动态数据结构
:

二叉树
。

即把每个数据变量

认为是树上的一个结点
,

每个结点有两个指

针
,

分别记住两个子节点的逻辑地址
,

所有数

据通过指针在堆栈中虚拟地认为是一裸树
,

树根是数据树的头指针
.

本程序以 he ad 命

名
。

只要记住头指针
,

树中任意节点能以任意

顺序读写
、

插入
、

删除
、

检索和访问
,

并且不具

有破坏性
。

在本热力计算程序中
,

使用 tr ee 承数可

以在堆栈中分配存储器给每一个变量
,

建立

树据库
,

对于键盘输入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它

的存 储 空 间
,

它 们 的操 作 由 tcr e 、

de let
。 、

eS ar hc
、

esr t or “ 、

I
Oad

、

aS ve 等函数来实现
,

从而
一

实现了数据从键盘到内存
、

到屏幕
、

到程序使

用之间的转换
,

这可用图解说明如下
:

程序通过函数 。
r hc 可把变量从堆栈中

调进来运算操作
,

然后用 er at or e
把运算结果

写进内存
,

或者用删除函数 de lat
e
将内存某

一变量删除
。

在这个热力计算程序中
,

除了以上介绍

的数据结构功能块以外
,

还有用以实现屏幕

友好界面
、

菜单的功能块函数
,

用以实现制

表
、

显示
、

打印的显示功能块函数
,

用以实现

锅炉热力计算的主 函数块
,

用以存放锅炉热

力计算图表的函数等各大功能块
,

共由 7 个

部分
、

一万多条语句
、

100 多个函数实现锅炉

的热力计算
。

3 热力计算程序框图

程程序使用用

图 l 数据树的使用

如上 图所示
:

键盘通过对话框 he l p
一

da at

和初始化数据 inj t一 da at 可 以把数据 录入内

存
,

建立数据库中的节点
。

内存的数据函数可以通过 sa
v e 函数写

到磁盘上保存以备后用
,

函数由功能键 F Z 或

菜单中的相应选项控制使用
,

实现随机存储

数据的 目的
。

磁盘文件内的数据通过 】。 a d 可

以调到内存
,

同样在堆栈中建立树
,

使程序可

以自由存储
、

检索及访间
。

内存的数据可以用打印
、

寻找
、

检索工具

显示到屏幕供检查校核
,

同时对话框要求键

盘作相应的操作
。

计算护挂抉热 t
,

存月计算给果于树上

润用臼 Ic u扭 t e 一司 k对话框循问出口

J 一一只」韧
印
料 }

图 2 炉膛热力计算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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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力计算程序中
,

为了实现键盘和主

菜单响应
、

控制
,

程序在每个热力计算步骤都

有两个以上入 口
,

四个以上出口供操作者 自

由应用
,

因此
,

程序的走 向十分复杂
,

这里只

对炉膛及对流受热面的热力计算框图作 比较

详细介绍
,

其它计算步骤的框架基本相似
。

炉 )和热水锅护
。

s 热力计算程序的菜单

...

卜F阴子菜单单

对对话根
:
暇设出口烟 ttt

对对话枉
:
烟气冲剧方式式

对对话桩 : 管束布 l 旦式式

对对话扭: 始构彼翻翻

对对话袱
:

热有效系橄橄

对对话祖
:
其它系效效

传传热 t 压压

坟坟热系盆盆

返返回主某单单

传传热 t 误整整

存们计其绪果
、

结钩效据

调用伪 cI ul at -e 刁 K询问下一步去同

! 、

匕进行下一步计算

—
,

—
寻找计算结泉 }

尸蔽函丽一卜
一

一上一一 , 丽而丽门

图 3 对流受热面热力计葬程序框图

4 编制热力计算程序的依据

本热力计算程 序依据 JB /D Q」0 60 一 83

《层状燃烧及沸腾燃烧工业锅炉热力计算标

准 》编制
,

适用于层状燃烧及沸腾燃烧工业用

蒸汽锅炉 (包括饱和蒸汽锅炉及过热蒸汽锅

热力计算程序含有锅炉热力计算所需的

数据处理
,

计算步骤控制
,

屏幕显示
,

数据和

结果列表打印
,

进程控制等九大功能块
,

为了

方便使用者
,

让使用者在根本不了解计算程

序内核的情况下也能方便地使用程序
,

程序

采用了菜单形式
。

本热力计算程序的主要功

能由菜单条逐一完成
,

系统提供的菜单使程

序的使用者在热力计算过程中可以很方便地

完成各种各样的数据处理
,

更主要使使用者

在热力计算过程中可以方便地在数据输入
、

计算
、

显示
、

打印
、

更改
、

检索之间十分方便地

切换
,

从而占有计算过程的绝对主动权
。

本程序共有 5 个主菜单条
,

每个功能菜

单均有自己的下拉式子菜单
,

许多子菜单有

自 己的次级子菜单 (弹出式 ) 或弹出式对话

框
。

主菜单及下拉式子菜单含义如下
:

〔D〕一 aD at 一 t
car ds

:

数据精入
、

更改

〔1〕一 IOa d 锅炉类型选择

〔2〕一 sa ve 把计算数据以任意文名写到

任意磁盘的任意路径存储备用
。

〔3〕一 sn i t 数据初始化

〔们一。 cr h 数据检索

〔5〕一
c
.an

n ge 数据更改

〔C 〕一 aC l e u la t e :

计算

〔 1〕一 rF om eB 口
n
计算从头开始

〔2〕一 rF o m 调用计算步骤分级子菜单
,

使热力计算可从任意受热面开始计算
。

〔3〕一 tS r

ess 中断热力计算
,

把 c P u 的运

行控制权转交给强度计算程序
。

〔4〕一
u * n e w d a t 同时进行两台锅炉的

热力计算时
,

用于操作者从 A 台锅炉切换到

B 台锅炉的计算

〔5〕一w he er m e
了解已经完成的计算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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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

确定该进行的下一步计算
。

山〕一 D i a P a l l :

数据显示

〔1〕一 iD印 eM m or y 全部或有选择性地显

示内存变量

〔2〕一 o n l y o n 。
显示某一变量

〔3〕一 nI it 血 at 显示过量空气系数和漏

风系数

〔们一 A cc ess 显示锅炉初始参数和燃料

特性

〔5〕一 s atn d ar
e
显示和修改标准数据

〔P〕一 P r i n t :

制表打印

〔1〕一 rP int 将全部计算结果或部分计算

结果列表显示于屏幕

〔2〕一 T o

PR N 将全部计算结果或部分计

算结果输往打印机列表输出
:

〔3〕一决
e H BA 显示 比烙值

〔们一H A N W E N B 屏幕打印焙温表

〔5〕一G A S ia r
屏幕打印烟气特性表

印〕一 E x i t :

出口

〔1〕一N o tsa v e d a t 存盘退出

〔2〕一w i小 o u t 不存盘退出

〔3〕一eR sct 清理计算机内存
,

然后从磁

盘调用另一文件

〔们一No
t 返回主菜单

该程序还设置了功能键 ( lF 一 F g )
、

快捷

键和对话框
,

方便使用者的操作
,

篇幅所限
,

本文对该部分内容不作介绍
。

该热力计算程序中
,

计算机的显示屏幕

被有效地用于计算过程的人机对话
,

避免了

程序使用者陷入无法与机器沟通的困境
,

程

序使用者在计算过程中不必作大而繁重的数

据输入工作
,

只需响应对话框的提问即可
,

程

序的最初设计思想就是从为用户着想的角度

出发的
。

S 该热力计算程序的特点

( 1) 用 C 语言编制
,

采用动态数据结构
,

节省大量计算机内存
。

( 2) 热力计算程序的主要功能 由菜单条

逐一完成
,

使用者在热力计算过程中可以在

数据输入
、

计算
、

显示
、

打印
、

更改
、

检索之间

十分方便地切换
.

( 3) 可进行人机对话
,

程序使用者与机器

可随时沟通
。

(钓操作简单
,

程序使用者在计算过程中

不必作大而繁重的数据输入工作
,

只需移动

光标
,

回车
,

响应对话框的提间即可
。

(5 )可同时进行两台锅炉的热力计算
,

也

可单独计算某一受热面或从某一受热面开始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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