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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用于计算
3L

#

超临界状态下换热和压降的关联式$与相关文献中的实验数

据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9NN9K29@

修正的换热关联式和
d?@

修正的换热关联式偏差较小$

3>GKF>?77

的压降关联式偏差最小#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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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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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制冷空调系统中大量使用的
3X3

类工质不

仅破坏臭氧层而且还会引起很严重的温室效应!为

了保护环境!实现
3X3

类工质替代已成为全世界

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替代工质中!

3L

#

以其良好

的热物性$容积制冷量高)流体密度高)黏度低)系

统压缩比小等%和对环境的友好性$

LMC:"

!

0NC

:'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空调热泵制冷

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随着对
3L

#

作为制冷工质研究的逐渐

深入!各国学者对
3L

#

在超临界状态下的流动和

换热特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一些新的经验公

式或对已有的关联式作了一定的修改"这些经验

公式都有一定的实验不确定度)适用条件和各自的

局限性"本文对
3L

#

超临界冷却计算中常用的一

些换热和阻力关联式与一些实验数据进行了分析

比较!为
3L

#

超临界流动和换热的热力设计和数

值模拟提供选择关联式的依据"

!

!

现有
:;

"

超临界冷却换热和压降关联式总结

表
'

列出了文献中常采用的
3L

#

超临界流体

换热关联式!表
#

列出了
3L

#

超临界流体压降关

联式"

各关联式具体的适用条件见相应文献"

"

!

现有换热-压降关联式与实验数据的比较

将上述关联式与相关的实验数据'

')'-

(

!以管

径)压力)质量流速及热流密度四个参量为指标!

在
#"

个不同工况下对计算值与实验值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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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给出了表面传热系数的代表性结果!图
#

给出

了压降的代表性结果"图题中的数据分别代表管

径)实验管段长度)流体压力)热流密度和质量流

速"

图
!

!

表面传热系数计算值和实验值的比较

图
"

!

压降的计算值和实验值的比较

$

!

比较结果的偏差分析

从图
'

!

#

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工况下!用各关

联式进行预测所得的结果和实验结果之间尽管都

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在趋势上是相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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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各关联式的偏差!其中采用了以下平均偏差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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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表明!现有关联式对压降预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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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换热情况预测的精度要好!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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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J0070@P

公式外!偏差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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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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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偏差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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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总结了文献中用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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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流动

和换热的关联式!通过与可得到的实验数据的比较!

发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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