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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液式翅片管换热器实验

气-液式翅片管换热器是一种高效、紧凑的换热设备，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和生产领域

中。其核心原理是通过将管束插入到气液两相流体中，利用翅片增大换热面积，实现 2 种

流体之间的高效热量传递。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1. 掌握翅片管束管外放热系数和阻力的实验研究方法；

2. 掌握实验中测量温度、流量、压力等的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学习正确使用测温度、测压差、测流速等仪表；

2. 测取管外放热和阻力的有关实验数据；

3. 用威尔逊方法整理实验数据，求得管外放热系数的无因次关联式，同时，也将阻力数

据整理成无因次关联式的形式；

4. 对实验设备，实验原理，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三、实验原理

根据相似理论，流体受迫外掠物体时的管外放热系数 h与流速、物体几何形状及尺寸、

流体物性间的关系可用下列准则方程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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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表明，流体掠过翅片换热器表面时，一般可将上式整理成具体的指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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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表达式中 d 特征尺寸，近似为翅片管换热器基管外径 (0.01m)；

u 流体平均温度下，管间最大流速，m/s；

 流体空气导热系数， ）（ KmW / ；

 流体导温系数， sm /2 ；

 流体运动粘度， sm /2 ；

h 壁面平均对流放热系数， ）（ KmW 2/ ；

ℎ =
𝑄

𝐹(𝑡𝑤 − 𝑡∞)

tw—— 换热管表面平均温度，℃

t∞—— 空气来流温度，℃

鉴于实验中流体为空气， 7.0r mP ，故准则式可化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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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的任务在于确定 C 与 n的数值，首先使空气流速一定，然后测定Nu和Re准则中

有关的数据：流体流量、进出风温度、进出热水温度、空气环境温度 tf，孔板压差Δp。至

于表面平均对流放热系数 h和流体空气流过实验管外最窄面处流速μ在实验中无法直接测

得，可通过计算求得，而物性参数可在有关书中差得。得到一组数据后，可得一组Re、

Nu值，改变空气流速，又得到一组数据，再得一组 Re、Nu值，改变几次空气流速，就可

得到一系列的实验数据，从而建立准则方程式。

图 1 翅片管换热器流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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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装置

图 2 汽-液式翅片管换热器试验台

图 3 实验装置示意图

实验的翅片管束安装在一台低速风洞中——实验装置和测试仪表如图 2、图 3、图 4、

图 5、图 6 所示。试验由有机玻璃风洞，加热管件、风机、测试仪表等部分组成。



4

有机玻璃风洞由带整流隔栅的入口段，平稳段、前测量段、工作段、后测量段、收缩

段、测速段等组成。换热器内为热水，外侧为空气的换热。

翅片管为市面上常见的内部为铜管，外部串铝片类型的翅片管。测量翅片管换热器的

进、出水温度。简图如下：

图 4 翅片管换热器试件简图

空气流的进出口温度由 PT100 进行测量，实验段进出口各装一支，以考虑出口截面上

气流温度的不均匀性。空气流经翅片管束的压力降由红油压差计测量，管束前后的静压孔

都是 4 个，均布在前后测量段的壁面上。空气流的速度和流量由安装在收缩段上的孔板和

红油压差计测量。

图 5 红油压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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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箱面板示意图

装置参数信息：

换热器尺寸：20cm×17.7cm×4.2cm

换热器热水管道尺寸：外径 d=1.0cm，长度 L=21cm

管道根数：n=16 根

换热器散热面积 F=1.3m2

孔板前管道内径：D=12.8cm

孔板流量计：孔板直径：d=10cm，流出系数：C≈0.6，可膨胀性系数ε≈0.993，参考

《GB_T2624.2-2006》。

五、实验操作

1、实验前准备

（1）熟悉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和性能；

（2）将试验装置移动到合适位置，并固定好；

（3）检查墙壁继电保护器是否开启；

（4）检查墙壁 380V插头是否牢靠插在墙壁电源插座上

（5）检查红油压差计初始油标位置是否位于零点，如不在零点，请旋转 Zero SET，直

至油标位于零点。

（6）检查电热水箱内水净高是否位于大约 3/4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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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1）开启电箱旁边的继电保护器开关记录屏幕初始温度。

（2）设定水箱加热温度

建议设定范围为 40℃-60℃，不得超过 80℃

（3）点击加热启动按钮（每个加热功率为 1.5kW），初始水温较低情况下，可以同时

启动 3 个加热器。

（4）点击水泵启动按钮，缓慢调节水泵出口阀门，观察热水流量变化，建议初始流量

设定在 300L/h。

（5）在风量旋钮旋至最小时开启风机，然后旋转风机调节旋钮调节空气流量，观察右

侧孔板红油压差计的读数变化，建议初始压差设定在 100Pa。

（6）观察水箱温度变化，待水箱温度接近或者达到设定温度时，可以关闭两个加热器，

只保留 1 个加热器开启状态，方便维持温度的稳定。

（7）在固定热水流量，改变空气流速的工况下，进行一组实验（5 个以上工况，推荐

固定热水流量 200L/h，空气流速设定（根据孔板压差）20Pa，40Pa，100Pa，200Pa，300Pa）。

（8）在固定空气流速，改变热水流量的工况下，进行一组实验（5 个以上工况，推荐

固定空气流速（根据孔板压差）100Pa，热水流量设定 100L/h，150L/h，200L/h，250L/h，

300L/h）

（9）每种工况温度稳定后，记录温度巡检仪数据，压差计读数和水流量计读数。

水箱实际温度

水箱设定温度

温度

温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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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记录及处理

当用气-液式翅片管换热器处理空气时，处理过程为等湿加热且只是显热的交换过程，

主要取决于传热系数的大小。气-液式翅片管换热器的传热系数由下式确定：

1）空气获热量[W]：

Q1 = cpk ∙ Gk(t2 − t1)

2）热水放热量[W]：

Q2 = cps ∙ Gs(T1 − T2)

3）平均换热量[W]：

𝑄 =
𝑄1 + 𝑄1

2

4）热平衡误差：

∆ =
𝑄1 − 𝑄2

𝑄
× 100%

5）传热温差[℃]：

∆t =
(T2 − t1) − (T1 − t2)

ln
T2 − t1
T1 − t2

6）传热系数[W/m2 ∙℃]：

K =
Q

F ∙ ∆t

式中：

cpk，cps分别为空气和水的定压比热。[J/kg·℃]

Gk，Gs分别为空气和水的质量流量。[Kg/s]

𝐺𝑘 =
𝐶

1−𝛽4
𝜀
𝜋

4
𝑑2 2∆𝑝𝜌𝑘， β=d/D

C 为孔板流量计的流出系数，为不可压缩流体确定的表示通过孔板的实际流量

与理论流量之间关系的系数。

ε为可膨胀性系数，考虑到流体的可压缩性所使用的系数。

ρk为空气密度。[kg/m3]

F为换热器的散热面积。[m2]

Δp为孔板压差。[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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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记录

室温：___________℃，初始水温：____________℃

表 1 改变风速实验数据记录表

序

号

进 风 温

度（℃）

出 风 温

度（℃）

进 水 温

度（℃）

出 水 温

度（℃）

腔 体 温

度（℃）

室 内 温

度（℃）

孔 板 压

差（Pa）

沿程阻力

压差（Pa）

热水流

量 L/h

1

2

3

4

5

表 2 改变水量实验数据记录表

序

号

进 风 温

度（℃）

出 风 温

度（℃）

进 水 温

度（℃）

出 水 温

度（℃）

腔 体 温

度（℃）

室 内 温

度（℃）

孔 板 压

差（Pa）

沿程阻力

压差（Pa）

热水流

量 L/h

1

2

3

4

5

2. 数据处理

表 3 改变风速数据处理表

序号 热水放热量

W

空气获热量

W

平均换热量

W

传热温差

℃

空气质量流

量 Kg/s

水的质量流

量 Kg/s

传热系数

W/m2 ∙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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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改变水量数据处理表

序号 热水放热量

W

空气获热量

W

平均换热量

W

传热温差

℃

空气质量

流量 Kg/s

水的质量流

量 Kg/s

传热系数

W/m2 ∙ ℃

1

2

3

4

5

3. 性能曲线绘制及分析

（1）以传热系数为纵坐标，空气流量为横坐标绘制传热性能曲线；

（2）以传热系数为纵坐标，热水流量为横坐标绘制传热性能曲线；

（3）以换热器阻力（压差）为纵坐标，空气流量为横坐标绘制换热器阻力性能曲线；

（4）根据改变空气流速实验，绘制 Nu与 Re关系曲线，通过拟合确定 C和 n，建立

准则方程式。

七、注意事项

1、停机时，先关闭全部电加热器开关；10min 后关闭水泵、风机开关，将风机调节

旋钮旋至最小，最后切断电源；

2、热水温度不能超过 80℃，否则导致水泵因气蚀而不能正常工作。

八、思考题

1、分析影响换热系数的因素。

2、对结果进行误差分析。

3、将阻力数据整理成无因次关联式形式。

4、壁面平均对流放热系数 h 与传热系数 k有什么不同？在本次实验中，是否认为两

者可互相代替？

九、心得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