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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室内小气候的调控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室内气流分布。
实际工程中的气流分布，有射流控制及热对流主导的热力控制两种流型，前者借助紊流混合机制使空
气参数实现均匀化，后者则顺应余热散发的特点形成热力稳定的分层结构，以降低使用区的得热率，
提高能量利用效率。
　　建筑中任何形态热负荷的存在，都是产生热对流的根源，而且无论热对流是对建筑热环境目标参
数产生消极影响的干扰流动（disturbingflow），还是可利用的成形流动（formingflow），热对流总是
以其自身的规律并在室内环境的制约下而发展变化的。
因此，了解和研究无处不在的室内热对流现象，不仅对于建筑热环境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
对于某些工程技术问题的正确认知与有效解决更是不可或缺的。
　　室内热对流一般是以下部热源为源点的浮力羽流在空间受限条件下变形，而成为以上部排风口为
汇点的热分层流动结构。
它在建筑上部出现高温区，而在下部存在低温区的同时，原生状态的浮力羽流流动则在Z／d值愈小，
即在愈是近源区段保留得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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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室内热对流与通风》前四章主要阐述热对流分析基础。
此部分注意根据工程应用分析的特殊需要，在相关的理论方法上作了一些必要的填平补齐的论证，以
为工程应用提供一个比较具体有效的工具和基础。
第5章专论非等温房间的重要工程技术指标——热分布系数（或其倒数通风能量利用效率或通风温度
效率）的函数表达方法。
第6章系统阐明应用热对流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求解高余热工业建筑（热车间）自然通风的具体计算模
式与方法，并通过与系列实证材料的对比证明它是合理、简便而有效的。
自然通风及置换通风中的热对流作用的强弱程度及主从地位虽各不相同，但是两者又都是同属于下进
上排的置换式换气系统，因此《室内热对流与通风》在最后一章中讨论了置换通风的性能与效果。
　　《室内热对流与通风》是一部系统论述室内热对流分析方法、内容及应用的专著，可供高校相关
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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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输入、输出、控制方程解算器以及专司协调沟通以上主要分结构的子程序。
输入模块负责几何数组、时间序列以及物理参数等单值性条件的输入及存储；控制方程经有限元离散
为代数方程组所编制的子程序即主解算器可以反复调用以完成运算工作；从运算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
始终与解算器保持联系，以保证任务有序、正常，运算中数据传输、检验、插入、修正等工作则由辅
助模块及其子程序执行；输出模块则执行包括输出格式如图表、函数表达式等功能。
由于程序的编制调试等工作繁复，因而实际应用中常使用比较成熟的商业化程序，如CHAMPION
、PHOENICS及FLUENT等，它们一般具有功能强大、通用性强、应用简便等优点。
　　数学试验或CFD有一个缺点，就是在试验方案确定过程中，每每遇到多种选项，因而最终计算结
果与实际符合程序如何，往往难以判断，这就需要在必要时从与物理实验的比较中了解。
下面给出几个不同应用及其与实测对比的结果，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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