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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动力装置热力分析》介绍了不同堆型核电厂采用的朗肯循环、布雷顿循环以及影响循环热效率的
主要因素，介绍了定功率法、等效焓降法、循环函数法、凝汽法、矩阵法等热平衡分析方法，着重介
绍了（火用）的概念、计算方法以及（火用）分析方法在压水堆核动力装置热力分析中的应用，并通
过对压水堆核电厂热力系统的热平衡分析和炯分析，指出核电厂能量传输与转换过程中能量利用的合
理性与有效性，提出改善核电厂热力系统能量利用水平的方法和途径。
《核动力装置热力分析》还简单介绍了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本理论以及核电机组热经济性在线分析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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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高质能——无限转换能 如机械能、电能、核能以及自然界的水力能、风能等
，理论上可以全部地、没有任何限制地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在转换过程中不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
制约。
高质能的“质”与“量”是完全统一的，在技术和经济上尤其宝贵。
这类形式的能量有一共同特征，即熵等于零，换言之，它们不用熵来表示，有时也称为“有序能”。
 （2）低质能——有限转换能 如热能、热力系统的热力学能等，不能全部地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转换能力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
低质能的“质”与“量”往往并不统一，其“质”的高低取决于可转换成的高质能的多少。
这类形式的能量总是可用熵来表征，通常称为“无序能”或者“有熵能”。
 （3）僵态能——不可转换能 如大气、大地、天然水源等环境介质具有的热力学能，虽然可以具有相
当的数量，但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在环境条件下无法转换为其他形态的能量。
 由高质能变成低质能，称为能量贬质或者能量降级。
能量贬质意味着做功能力的损耗。
热力过程中普遍存在能量贬质现象，如常见的传热过程和节流过程，前者由高温热贬质为低温热，后
者由高压流体降级为低压流体，两者都有做功能力的损失。
 所谓合理用能、提高能量的有效利用率，就是要注意对能量质量的保护，尽可能地减少能量贬质，或
避免不必要的贬质。
 对能量的描述，可把能量分解为强度因素和容量因素的乘积。
例如，移动物体所消耗的能量是作用力乘以物体沿作用力的方向所移动的距离，其中作用力是强度因
素，物体移动的距离是容量因素。
两个温度不等的物体之间传热，所传递的能量等于传热温度差乘以吸热物体的热容量，传热温差是强
度因素，物体的热容量是容量因素。
 强度因素是物质运动或能量传递的关键因素，是任何宏观变化过程的推动力，而容量因素是在强度因
素作用下任何一种过程所产生的客观效果。
 热能变机械能的过程实际上是由两类过程所组成：一是能量转换的热力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由热能
经传递转变为工质的热力学能，然后由工质膨胀做功把热力学能变为机械能，转换过程中工质的热力
状态发生变化，能量的形式也发生变化；二是单纯的机械过程，在此过程中由热能转换而得的机械能
再变为动力机械回转部件的动能。
 在各种方式的能量传递过程中，只有在工质膨胀做功时，才可能实现热能变机械能的转化，而产生的
机械能就等于膨胀功。
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过程虽还可由摩擦、碰撞等来完成，但只有通过对工质压缩做功的转化过程才会
是可逆的。
所以热能和机械能的可逆转化总是和工质的膨胀和压缩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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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动力装置热力分析》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核能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和热能
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供从事核动力装置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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