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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换热器导流锥筒的

设 计 与 试 验

金介荣 汤明玉 ( 哈尔滨船舶锅炉涡轮机研究所 )

〔摘要〕 针对具有特殊要求一 防止含有粘性微小颗粒的乙烯气体在换热器管程内沉积堵塞的实

际确工程问题
,

提出通过气动模拟试验的技术途径
,

按照气体动力学的理论进行模型风洞试验
,

从

而定导流锥筒的合理结构尺寸
,

排除流速迟缓区
,

确立较均匀的管程流场分布
,

以保证换热设备的

正常工作
。

本试验结果已用于设备的施工设计与加工制造
,

该设计顺利通过了国外工艺专利商的

审查
,

产生品己于 1 9 8 9年底加工完毕并交付现场安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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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某型换热器系国外引进年产六 6 吨线性

低密度聚 乙烯装置的关键设备之一
,

管程流

动的介质是由C Z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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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棍合气体
,

混合气体含有粒度小于 10

“ 的粘性颗粒
。

因此
,

该换热器除需满足必

要的换热效果之外
,

更重要的是应当具有合

理的气动结构
,

以保证管程内流场均匀
,

避

免粘性颗粒沉积于流动死区或粘着于内管壁

而导致换热管堵塞
,

使换热器不 能 正 常 工

作
。

根据换热器的工作条件和使用要求
,

需

解决如下技术间题
:

确定合理的导流锥筒结构
,

使各排

换热管流速不均匀度控制在 士 5 %

以内
;

研究进 lj 流场畸变对管程流场均匀

性的影响
,

从而确定换热器接管弯

头的技术要求
;

研究管箱内某些关键区域的气体流

动状况
,

防止形成流动死区
,

设计合理的前后管箱结构
,

使压力

损失控制在使用要求的范围之内 ,

研究导流锥筒支撑结构对流场均匀

性的影响
。

2 换热器的主要性能参数

换热器为单管程固定管板式换热器
,

其

结构见图 1 ,

产品外貌见图 2
。

换热器的主要工

作参数如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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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动模拟试验与模型设计

为解决乙烯微粒的沉积堵塞间题
,

经论

证
,

采用模拟试验的技术途径解决管程流场

合理组织
。

气动模拟试验在低速风洞上进行

的 (见图 s )
。

2 0 m m 厚的环氧树脂夹布胶板
_

! ,.按实际管束

排列钻孔
,

模拟换热器管束进出 11 边 界 条

件
。

试验模型结构如图 4
。

运动相似准则

乙烯气体在工作压力和温度
一

.l’
,

在两台

换热器的进 口
,

其马赫 数 分 别 为 0
.

例 和

0
.

例 6
,

根据参考文献 〔5〕 的研

究成果
,

当马赫数小于 0
·

6 时
,

在试验中可 以忽略其影响
,

而气

动模拟试验中马赫数的范 围为
:

M = 0
.

05 ~ 0
.

1 ,

故满足运动相似

准则的要求
。

图 3 气动模拟试脸 台
’

试验需遵循几何相似准则
、

运动相似服

则和动力相似准则
,

并考虑实际工作介质 乙

烯气体与气动试验工作介质空气两者在物理

性质上的差别
。

在计算马赫数
、

雷诺数和整

理有关数据时
,

将两者在密度
、

粘度和分子

量等方面的不同考虑进去
。

试验中对
_

!二述三

个准则的分析处理如下
:

动力相似准则

根据参考文献 〔5〕
,

当雷诺

数 R e
> ]

.

35 火 10
5

时进 入 自模

区
。

现两台换热器的雷诺数分别

为3
.

5 7 x 1 0 5

和 3
。

4 5 又 2 0巴 ,

风

洞试验的雷诺数范围为 ( 2 ~ 5 )

又 10
7 ,

均在 自模区域内
,

因此 满足 动力相

似的要求
。

4 试验结果

按如下公式整理试验结果
:

换热管中按平均流速

几何相似准则

试验模型的几何相似比取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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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为不 卜
!

l导流锥筒对 流 场 不均 匀度

彩响的试验结果
,

其中 A 为国外专利商提供

的结构尺寸的试验结果
, B和 C是经 多 方 案

试验比较后
,

提供给施 !
.

设计结构尺 寸的试

图 6 所示
。

图 7 为换热器进 口直管段相对长

度对换热器进「l流场畸变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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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管箱与管板结合 区的流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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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换热器进 口 流场 的叶变

5 分析和结论

图 5 导流锥 简衬流场 不均匀度的影响

验结果
。

为研究管箱与管板结合区域的流动

状况
,

利用线簇进行了观察
,

其流动状况如

5
.

1 对于含有小于 10 拼粘性 微粒的 乙烯 气

体
,

可 以借助气动模型的技术途径
,

运用空

气动力学的理论和试验方法
,

·

确定导流锥筒

的合理结构尺寸
,

从而使管程流场均匀
。

通

过试验所确定的结构
,

将使 乙烯气体 中粘性

微小颗粒在管程沉积乃至长大的可能性降为

最低
,

它既可保证换热器工作的可靠性
,

同



15 0
·

热 能 动

时由于各排管束中的介质流速趋于一 致
,

使

得它们换热负荷均匀
,

这将有利于保证换热

器的整体换热效果
。

5
.

2 对于锥形管箱
,

应在其内加装导 流 锥

筒以使各换热管中流速均匀
,

但由导流锥筒

分隔而成的环形扩压器与锥形扩压器的进出

口面积比直接关系到流速的均匀效果
。

试验

发现
,

当按进出 口面积比相等的原则确定导

流锥筒尺寸时
,

其流场欠佳 (见 图 S A )
。 ’

这时环形扩
一

压器的出 口 有 较 大范围的低速

区
,

锥形扩压器的脱流区得不到 足 够 的 补

偿
,

不均匀 度 为
:

+(5
= 14 %

,
乙
一 = 一

30 %
,

尤其是外周三排管束流速过低
,

这时保证换

热器正常工作是极为不利的
。

调整面积比的

数值
,

虽性能有所改善
,

但仍难于达到设计

要求
。

按面积比不等原则设计
,

当入 口面积

比为
: 1

。

6 5 : 1 ,

出 口面积比为 O
。

8 4 : 1时
,

获

得较为理想的流场 分 布
,

见图 6 B和 C
。

这

是因为降低出口面积比
,

提高了外周管排的

流速
,

而锥形扩压器的脱流区在其后的混流

段区域
,

得到来自环形扩压器的流量补充
。

虽然环形扩压器和锥形扩压器的入 日面

积比为 : 1
.

6 5 : l ,

但是实测的 流 量 比 为
:

1
。

37 , 1 ,

这是因为环形扩压器阻力和入 口附

面层影响的结果
。

5
·

3 消除流动死区 以避免气体中微小 粘 性

颗粒的沉积和长大
,

这是设计者极为关注的

问题之一
。

采用线簇观察管板与管箱连接区

域的流动状况
,

正如图 6 中所示的那样
,

气

流在这些被认为最容易滞留的区域中
,

确实

存在着局部的小旋涡
,

在最外周一排管束的

周围
,

线簇在连续不停地晃动
,

略 长的线簇

被吸入管中
,

这说明此处流动状态尚好
,

可

以排除设计者对 乙烯颗粒在这些
’

区域会迅速

沉积滞留和长大的担忧
。

5
.

4 换热器入 口流场畸变将对管程流 场 的

均匀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

必须在系统配管设

计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

从图 7 中可 以看出
:

因气流拐弯所造成的流场畸变将延伸到管程

力 工 程 1 9 9 1年

而造成不均匀度的增加
。

众所周知
,

随着气

流拐弯后直 !?i 段长度的增加
,

入 日流场的畸

变将随之减小
,

不均匀度也将减小
。

试验表

明
:

当直管段长度为 1
.

45 倍直径时
,

不均匀

度为d
* = 2 2 %

,
占

一 = 一 2 6%
,

当 4 倍直径时
,

不均匀度为 占
+ = 5

.

2 %
,

d
- = 一

12 %
。

但加长

直管段长度将给管道布置带来困难
,

因此
,

合理的技术方案应当在换热器入 日设 计
一

个

特殊结构的弯头
,

以使换热器入 11流场比较

均匀
。

5
.

5 由于扩压器脱流所引起的涡流强 度 较

大
,

相对而言
,

一

导流锥简支板的尾迹涡流影

响甚小
,

虽然从合理的气动设计而言
,

导流

锥筒支板设计成机翼形截面将使尾迹涡流减

小
,

但从工艺性和制造成本角度出发
,

进 口

为圆弧
,

出口 为尖劈状的支板是可以满足使

用要求的
。

5
.

6 试验结果表明
,

在国外专利商提 供 的

导流锥筒结构 尺 寸下
,

其 流 场 不 均 匀 度

击 二 14 %
,
占

_ 二 一

30 % ; 通过气 动模拟试验

所确定的结构
,

流场不均匀度均 在 土 5 %以

内
,

因此
,

最终的施工设计应当选用气动试

验所确定的结构尺寸
。

5
.

了 管程压力损失是换热器的一项重 要 技

术指标
,

换热管中的压力损失可用成熟的公

式进行计算
,

而前后管箱的压力损失应按试

验获得的损失系数进行计算
。

试验所获得的

损失系数分别为0
.

82 和 1
.

6
,

换热器总 压 力

损失均满足小于 0
.

0 2 5 4 M aP 不1一0
.

0 2 7 5 M p a

的使用要求
。

6 结 束 语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各学科的相

互渗透现象越来越普迫
,

_

」程设备的某些特

殊使用要求
,

往往需要借助其它学科的设计

与试验使之得到满足
,

水文听述的特殊要求

换热器导流锥筒的设计与试验便 是 其 中 一

例
。

通过 20 几个方案的选择对比试验
,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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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满足使用要求的结构设计参数
,

其试验结

果也是令人满意 ((]
。

换热器的工程设计顺利

通过了国外专利商的审查
。

参加风洞 试脸 的有涛冲 元
、

吴 作 民 同

志
,

本项 目研究过程 中得 到 闻 雪 友
、

鞠世

立
、

毕成武同志的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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