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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自1989年发行初版以来，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它的第4版。
在每次改版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着这样的初衷：本书在内容的阐述上着重以原理为基础，并注意
对问题的分析；在设计方法上，以满足流动和传热为条件，进行自行设计，而不完全采用工程上的选
型方法；在取材上，不仅有原理与设计，还包括试验研究、强化技术和性能的评价；在热交换器的类
型上，则在全面介绍各种类型热交换器的同时，以通用热交换器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
实践证明，这样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本书的第1版是按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工程热物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八五”教材规划的要求
而编写的，在历次改版过程中，我们注意了突出重点、精简内容、减少篇幅、便于自学等要求，对书
中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做到与时俱进，反映新近进展，适应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
　　按照这样的思路，本版教材内容的组织是在介绍热交换器热计算基本原理（第1章）的基础上，
全面地阐述管壳式（第2章）、混合式（第4章）、蓄热式（第5章）等三种主要类型的热交换器；对螺
旋板式、板式、板翅式、翅片管式、热管式以及蒸发冷却器等，则作为典型的高效间壁式热交换器，
以单独一章（第3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讲述；对高温、低温领域使用的热交换器则作为第2章中的一节
；对共同性的问题，例如性能试验、结垢腐蚀、传热性能评价和优化问题等，则集中在第6章中作一
些探讨。
　　应该说，本书内容实际上所涵盖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它兼有常温、低温、高温环境中所使用的热
交换器，它的读者对象可以是动力工程、热能利用、化工、冶金、供热通风、制冷空调等专业的师生
以及设计、科研人员，还可以适应建筑设计、给水处理等专业的需要，因而它有着适用面广的优势，
且其系统性好，文字简练，特色明显，希望它会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本教材由史美中、王中铮合编。
史美中编写绪论，第1、2、4等章，并负责主编工作；王中铮编写第3、5、6等章。
我们要向本书各版审稿的同仁们和曾为本书指出过问题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也向为本书出版作
了大力支持并付出辛勤劳动的东南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有不少错误和缺点，热忱欢迎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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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热计算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间壁式、混合式、蓄热式热交换器为主要对象，系统阐述其工作
原理、传热计算、结构计算、流动阻力计算和设计程序，并对几种典型的高效间壁式热交换器作了集
中介绍，最后又扼要地对试验研究方法、强化传热途径、优化设计和性能评价进行探讨。
本书系统性好，文字简练，特色明显，并注意吸收最新进展。
对书中所讨论的各种热交换器，均有较多插图和详尽的例题，有利于读者掌握所学知识，书后还有习
题选编，供教学应用。

本书可用作高等学校热能与动力工程、制冷与低温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化工、供热通风与空调
工程等专业师生以及设计、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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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热交换器热计算的基本原理　　热计算或称热力计算，是热交换器设计的基础。
　　本章所述内容都以间壁式热交换器为讨论对象，但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其他类型的热交换器仍然
适用。
　　传热系数与换热系数的计算也是热计算的内容，由于它们与热交换器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因而将
它们分散于各章，结合具体类型进行叙述。
　　1.1　热计算基本方程式　　通常可能遇到设计性热计算和校核性热计算两种不同类型的热计算。
　　设计性热计算的目的在于决定热交换器的传热面积。
但是同样大小的传热面可以采用不同的构造尺寸，另外，结构尺寸也影响热计算的过程。
因此，实际上这种热计算往往要与结构计算交叉进行。
　　校核性热计算是针对现成的热交换器，其目的在于确定流体的出口温度，并了解该热交换器在非
设计工况下的性能变化，判断能否完成在非设计工况下的换热任务。
　　为了进行热交换器的热计算，最主要的是要找到热负荷（即传热量）和流体的进出口温度、传热
系数、传热面积和这些量之间的关系式。
无论是设计性热计算还是校核性热计算，所采用的基本关系式有两个，即传热方程式和热平衡方程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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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热交换器原理与设计》内容实际上所涵盖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它兼有常温、低温、高温环境中
所使用的热交换器，它的读者对象可以是动力工程、热能利用、化工、冶金、供热通风、制冷空调等
专业的师生以及设计、科研人员，还可以适应建筑设计、给水处理等专业的需要，因而它有着适用面
广的优势，且其系统性好，文字简练，特色明显，希望它会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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