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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导管对飞机密闭空间传热流动的影响

施 红 蒋彦龙 钟 伟 彭 莹 蔡玉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要：在分析高温高压空气导管作用下飞机货舱三角区内的空气传热和流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数值计算方法

对舱内空气的导热辐射对流耦合换热问题进行研究，考察了空气导管布置位置、导管管径和辐射对传热流动

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舱内空气传热和流动受空气导管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变化影响较大；当导管布置位

置在水平方向上变化时，仅对温度场影响较大，而对流动强度的影响较小；随着导管直径的增加，空气导管与舱

内空气的总换热量增加，舱内各处空气的温度也随之升高，相应的自然对流强度减弱；辐射传热会减小空气导管

与货舱三角区壁面之间的换热温差，增加总的换热量，并且削弱自然对流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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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客机空气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引气、座舱压

力和温度调节、空气分配、发动机和机翼防冰等子

系统，各系统通过空气导管进行交联。高温高压空

气导管管内流动的是高温气体，并穿过机翼、发动

机吊挂、机身等多个区域，空气导管所在舱内区域

温度过高或分布不合理，不仅给导管外围设备的安

全工作带来极大隐患，也将给相邻系统增加额外的

热负荷，影响其安全性和可靠性
［１］
。故有必要在设

计阶段对高温高压空气导管管外的温度场进行数

值模拟，从而为该区域内的管路布置、探测系统布

置、其他设备布置及其性能要求提供理论依据。空

气导管内的高温气体通过对流换热将热量传递给



导管，导管通过绝热层的导热、绝热层外边界与舱

内空气的对流换热以及绝热层外边界与舱壁的辐

射换热再将热量传递给舱内空气和舱壁，最后通过

舱壁与周围环境的热交换将热量传递给环境。因此

上述传热流动现象可以抽象为密闭空腔内的导热、

自然对流换热以及辐射换热的耦合问题。该问题吸

引了许多学者进行研究［２６］
。陶文铨等

［７］提出了一

种简易可行的处理空气导热与四周壁面的辐射换

热联合作用的数值计算方法，研究表明空气间隙的

导热和辐射属于同一量级。ＥＩＳｈｅｒｂｉｎｙ等
［８］人通过

大量的实验分析，证实了壁面的导热和辐射都对自

然对流产生很大的影响。Ｌａｒｓｏｎ和Ｖｉｓｋａｎｔａ
［９］模拟

了具有高温热源的二维封闭方腔内的自然对流，证

实了辐射换热几乎占整个换热量的一半。上述研究

表明热边界和几何构型对密闭空间的自然对流和

换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工作都是针

对矩形空腔、方形空腔和圆形空腔，在定壁温和绝

热条件下进行数值模拟的［１０１３］
，然而空气导管外封

闭空间的热边界条件相对比较复杂，一般为对流和

导热耦合边界条件。同时封闭腔由于安装空间等限

制，所在区域形状并非规则的几何构型，这些都将

影响流动和换热特性。本文以实际工程背景下飞机

高温高压空气导管所在货舱三角区为研究对象，建

立流动和换热数学模型，获得导管管外温度场和流

场的分布情况，同时考察导管的布置位置、导管管

径和热辐射对流动换热特性的影响，该研究工作为

飞机空气导管布置和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基本模型和数学描述

 物理模型

本文研究的空气导管布置在货舱三角区中，由

于导管所在的货舱三角区纵向相对较长，因此文中

忽略其纵向的换热对管外温度场和流场的影响，重

点研究空气导管管外的二维温度场和流场。货舱三

角区中的导管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导管直径为７６２

ｍｍ，导管外侧壁面的温度为２６０°Ｃ；空气导管外敷

设１２７ｍｍ的绝热层，绝热层的导热系数为００４

Ｗ燉（ｍ·Ｋ）；腔体左侧为飞机蒙皮，考虑绝热以后

腔体左壁面与外界大气的等效对流换热系数为

１０５６Ｗ燉（ｍ
２
·Ｋ），舱外温度为５５°Ｃ；腔体右侧为

三角区与货舱的隔板，右壁面对货舱的等效对流换

热系数为２０Ｗ燉（ｍ
２
·Ｋ），货舱内的温度为３５°Ｃ；

腔体上方为三角区和座舱之间的地板，考虑绝热措

施以后的上壁面对座舱的等效对流换热系数为

１５６Ｗ燉（ｍ
２
·Ｋ），座舱内的温度为３５°Ｃ。因此上

图１ 货舱三角区中导管示意图

述物理问题可描述为：含定温圆管密闭腔中自然对

流、导热和辐射耦合换热的问题。

 控制方程

密闭腔内的流体为空气，假设密闭腔内的流体

为牛顿流体且不可压缩，流动为层流流动，不考虑

粘性加热的影响，二维密闭空间的控制方程组

为［１２］
：

连续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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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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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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牨
＋
（牤爴）

牪
＝ 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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牨
２＋


２
爴

牪槏 槕２ （４）

式中：牣和牤分别表示沿着牨和牪方向的速度；牘表

示流体的有效压力；犱和爴分别表示流体的密度和

温度；爴ｒ为参考温度；犩和犜分别表示流体的运动

粘度和热扩散率；牋为重力加速度；犝为热膨胀系

数；犗表示重力加速度和参考坐标系之间的夹角。

对上述方程采用“ＱＵＩＣＫ”格式对方程进行离

散，压力速度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

 辐射换热量

将舱内空气视为热辐射透明体，则对于被透热

介质隔开的多表面系统，可以采用网络法
［１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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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的辐射换热。参与辐射的表面主要有：腔体的

上表面，左侧壁面，右侧壁面以及绝热层的外表面，

对于参与辐射的表面系统，被流体单元网格在边界

上划分为有限多个表面单元，如图２所示，用每个

单元的中点温度表示该单元的温度。

图２ 腔体网格图

则参与表面辐射的第牏个表面的有效辐射量爥牏

可以表示为

爥牏＝ 犡牏犲爴牏
４
＋ （１－ 犡牏）∑

爫

牐＝１

爥牐牀牏，牐 （５）

式中：犡牏为第牏个面单元的发射率，假设所有参与辐

射的表面的发射率为 １；犲为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常

数；牀牏，牐为第牏个面单元到第牐个面单元的辐射角系

数；爫为参与辐射面单元的总数。

获得有效辐射换热量后，则第牏个面单元的净

辐射热流量爯ｒ牏为

爯ｒ牏＝∑
爫

牐＝１

（爥牏－ 爥牐）牀牏，牐 （６）

 耦合边界处理

对于有辐射影响的耦合换热问题，数值计算采

用附加源项的方法处理。根据产生辐射换热的固体

壁面所在的位置，辐射对对流换热的影响可以分为

两种情况：（１）固体辐射表面处于求解区域的内部，

这时固体与流体的分界面同时存在导热、对流和辐

射耦合问题；（２）固体壁面为求解区域的边界，辐射

换热为对流和辐射耦合问题。本文中在绝热层表面

的耦合边界为第一种情况，三角区的３个壁面为第

二种情况。边界面上热流密度连续性公式如下

对于绝热层外表面有

－ 犧ｓ
爴

槏 槕牨 ｓ
＝－ 犧ｆ

爴

槏 槕牨 ｆ
＋ 牚ｒ （７）

对于三角区的３个壁面则为

牚０＝－ 犧ｆ
爴

槏 槕牨 ｆ
＋ 牚ｒ＝ 牎（牠ｅ－ 牠ｗ） （８）

式中：犧ｓ为绝热层的导热系数；犧ｆ为空气的导热系

数；牚ｒ为辐射换热量；牚０为壁面的换热量；牠ｅ环境温

度；牠ｗ壁面温度。

 数值结果与分析

 程序验证

采用本文的数值计算方法对文献［３］中的含方

形障碍物方腔内热壁面的平均爫牣数随角度犗的变

化进行了计算分析（瑞利数爲牃＝１０
５
，导热系数为

０２）。结果比较如图３所示，可见使用本文中的计

算方法和计算程序可获得和文献中基本一致的计

算结果，表明此方法和程序的可靠性。

本文对网格独立性进行了考核，对壁面和绝热

层外表面进行加密，共考查了４组网格，网格数分

别为：６２２８，１０２７６，１８９９６，２５２１８。在上述网格数

下导管的总换热量分别为：１０６４４，１０９０６，１０９４３

和１０９５２Ｗ。当网格数增加到１８９９６时，与网格数

２５２１８的计算误差仅有００８％，因此本文采用的网

格数为１８９９６。

图３ 热壁面的平均爫牣数随犗的变化

 计算结果

空气导管的圆心距离密闭腔上表面２１６ｍｍ，

距离密闭腔右表面１９６ｍｍ。密闭腔内的流场和温

度场分布图见图４，５。

由图４和图５可知，货舱三角区中主要的流动

现象发生在绝热层外表面以及壁面附近。由于右壁

面跟外界的对流换热系数较大，因此右壁面处的换

热较上壁面和左壁面强烈。绝热层外表面的温度大

于舱内空气的温度，因此绝热层外表面附近的空气

被绝热层外表面加热，加热后的空气由于密度减小

向上流动，受上壁面阻挡后分别向两侧壁面流动，

形成导管与左壁面的逆时针漩涡以及导管与右壁

面的顺时针漩涡；而导管的下方主要是冷气体，因

此该处的空气自然对流较弱，主要以导热为主，其

温度梯度线基本成水平往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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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角区中的流线分布图

图５ 三角区中的温度分布图

 影响因素分析

空气导管外的温度场和流场分布将受到绝热

层厚度、空气导管位置、导管直径等因素的影响。本

文以下主要考察导管布置位置和导管直径变化以

及热辐射对温度场和流场的影响。以图５中导管的

圆心为中心进行偏移，水平向右为正牀方向，垂直

向上为正牁方向。不偏移时的位置为Ｍｉｄｄｌｅ，正牀

的位置为Ｒｉｇｈｔ，负牀的位置为Ｌｅｆｔ，正牁的位置为

Ｔｏｐ，负牁的位置为Ｂｏｔｔｏｍ。

２３１ 导管布置位置

图６给出了三角区内空气导管位置变化时的温

度场和流函数分布图。由图６（ａ）可知，当导管向上布

置时，三角区上壁面附近的空气温度较其他布置形

式的高，三角区上半部分顺时针和逆时针漩涡不断

缩小，其流函数的最大值较其他几种布置方式最小，

说明其自然对流现象最弱。由图６（ｂ）可知，当导管向

下布置时，热流体向上运动过程中不断的与周围气

体发生热交换，因此温度分布较向上布置时更均匀

且发生热交换的空间更大。同时其流线图中顺时针

和逆时针漩涡都不断扩大，且其流函数的最大值较

其他几种布置方式最大，说明其自然流动现象最剧

烈。由图６（ｃ）可知，当导管向左壁面靠近时，左壁面

和导管之间的空气温度梯度变化增大，流线图中逆

时针漩涡不断缩小顺时针漩涡不断增大。由图６（ｄ）

可知，当导管向右布置时，热流体在上升过程中向右

壁面倾斜的角度越大，导管与右壁面间空气的温度

变化梯度越大，而导管与左壁面间的空气温度分布

相对较均匀。流线图中逆时针漩涡不断增大顺时针

漩涡不断缩小。同时从流函数的最大值来看，导管向

左布置和向右布置其数值变化不大，说明导管向左

和向右对自然对流强度的影响较小。

图６ 不同位置下三角区内空气温度和流函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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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为舱内总换热量及密闭腔体上壁面平均

温度随牁轴偏移距离的变化图。由图７可知，导管

越往上布置三角区上壁面平均温度会增加，由于上

壁面是三角区与座舱的隔板，上壁面温度越高，因

而会增加对座舱的热负荷。同时，导管越往下布置，

舱内总的换热量会增加，因此在导管布置设计时，

应充分考虑导管周围设备与导管的距离、对温度的

敏感度、三角区上壁面的温度、总换热量等因素优

化设计。对于本文中给出的结构，在距离图５中管

道圆心正上方１８ｍｍ处能获得换热量和上表面温

度的交叉点，即为优化位置。

图７ 总换热量和密闭腔体上壁面平均温度随着牁轴

偏移距离的变化

２３２ 导管直径

为了进一步考察导管的管径变化对三角区管

外舱内空气传热流动特性的影响，分别计算导管直

径为５０８，６３６，７６２和８８８ｍｍ时三角区内舱内

空气的温度场和流场分布，计算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８为在导管位置不变而管径变化时三角区

内温度场和流场的分布图。由图可知，随着管道半

径的增加，导管与舱内空气的换热面积增大，导管

传递到舱内空气的总热量也增大，三角区内各处流

体的温度也逐渐升高。同时由流函数的最大值可

知，随着导管半径的增加，发生自然对流的空间相

对减小，自然对流的强度减弱。

由图９可知，随着导管直径的增加，货舱三角区

左舱壁（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ｏｕｔ）、右舱壁（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ｉｎｎｅｒ）

的平均温度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货舱三角区上壁面

（Ｆｌｏｏｒｗａｌｌ）的平均温度和舱内空气的平均（Ａｉ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温度变化趋势一致，随着导管管径的增加

温度逐渐升高，温度变化约为１０Ｋ左右。绝热层外

表面（Ｉｎｓｕｌｗａｌｌ）的平均温度随着导管管径的增加

变化不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导管管径的增大虽然增

加了高温空气导管与绝热层的换热表面积，但是由

于三角区空间有限，当导管管径变化时会使得导管

外自然对流空间减小，故对导管绝热层外表面的换

热能力并非随着管径增大而线性增强。

２３３ 热辐射

密闭空间内壁面温度分布的不均匀必然会导

致空间内的辐射换热，当密闭空间内的自然对流不

是很强烈时，辐射换热所占据的份额是不能忽视

的。以下为不考虑辐射换热和考虑辐射换热的计算

结果。

图８ 不同导管直径下三角区内空气温度和流函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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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温度参数随导管管径变化曲线

图１０为不考虑辐射和考虑辐射换热影响时的

温度分布和流函数分布图。由图１０中空气温度分

布图对比可知，在考虑辐射换热时，三角区上半部

分的空气温度相对降低，而三角区下半部分的空气

温度相对升高。由图１０中流函数分布图对比可知，

辐射换热削弱了自然对流的强度。

图１０ 无辐射模型和辐射模型下三角区内空气温度和

流函数分布图

由表１可知，考虑辐射换热时，绝热层外表面

和三角区的上壁面温度降低，而三角区左右两侧的

温度变化不大。由于辐射换热，导管对舱内空气的

换热量增加，并且从换热量的值可以看出辐射所占

据的换热量的比例相对较大。从计算误差的数值来

看，不考虑辐射换热可使得绝热层外表面温度的计

算 误 差 达 到 １１８８％，而 换 热 量 的 误 差 达 到

２５５４％。

表 考虑辐射和不考虑辐射时传热特性参数变化

传热特性参数 不考虑辐射 考虑辐射 误差燉％

爴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ｉｎｎｅｒ燉Ｋ ３１４２ ３１７５ －１０４

爴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ｏｕｔ燉Ｋ ３２９７ ３２９６ ００４

爴ｆｌｏｏｒｗａｌｌ燉Ｋ ３４８５ ３３５８ ３７９

爴ｉｎｓｕｌｗａｌｌ燉Ｋ ４０７１ ３６３８ １１８８

爯燉Ｗ １０９４ １４６９ －２５５４

由表２和表３所知，辐射换热不仅降低了绝热

层外表面的温度，同时还减少了表面之间的温差以

及不同布置方式所带来的传热特性的差异。因此，

在本文所述的工程背景下，空气导管外绝热层与壁

面的辐射换热是不能忽略的。

表 不考虑辐射换热时不同导管布置方式下传热特性参

数变化

传热特性参数 Ｔｏｐ Ｂｏｔｔｏ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ｆｔ Ｒｉｇｈｔ

爴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ｉｎｎｅｒ燉Ｋ ３１３４ ３１４７ ３１４３ ３１４１ ３１４１

爴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ｏｕｔ燉Ｋ ３２８９ ３３１７ ３２９８ ３３１４ ３２９７

爴ｆｌｏｏｒｗａｌｌ燉Ｋ ３５７２ ３４５６ ３４８６ ３５１９ ３４３１

爴ｉｎｓｕｌｗａｌｌ燉Ｋ ４１４７ ４００１ ４０７１ ４０５３ ４１２．０

爯燉Ｗ １０２８ １１５５ １０９４ １１１１ １０４１

表 考虑辐射换热时不同导管布置方式下传热特性参数

变化

传热特性参数 Ｔｏｐ Ｂｏｔｔｏ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ｆｔ Ｒｉｇｈｔ

爴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ｉｎｎｅｒ燉Ｋ ３１７３ ３１７６ ３１７５ ３１７５ ３１７５

爴ｃａｂｉｎｗａｌｌｏｕｔ燉Ｋ ３２９３ ３３０２ ３２９６ ３２８９ ３２９０

爴ｆｌｏｏｒｗａｌｌ燉Ｋ ３３９１ ３３３８ ３３５８ ３３７１ ３３４６

爴ｉｎｓｕｌｗａｌｌ燉Ｋ ３６５６ ３６３１ ３６３８ ３６４３ ３６３４

爯燉Ｗ １４５５ １４７６ １４６９ １４６６ １４５９

 结 论

本文在分析飞机货舱三角区高温高压空气导

管外舱内空气传热和流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有限

体积法建立其传热和流动计算数学模型，并通过

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对其进行稳态计算，考察了空气导管

布置位置、导管管径和热辐射对流动换热特性的影

响。计算结果表明：

（１）导管的布置方式对舱内空气的流场和温度

场影响程度不一致。当导管向上布置时，三角区上

壁面附近的空气温度较其他布置形式的高，其上壁

面的平均温度比向右布置时高出约 １４Ｋ，且其自

然对流强度最弱。当导管向下布置时，其换热空间

增大，对流强度增强，换热量增加，且此布置方式下

的换热量是所有布置形式中最大的。导管向左布置

和向右布置时，尽管其温度分布发生较大的变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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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动强度变化不大。

（２）随着导管直径的增加，导管与舱内空气的

换热面积增大，导管传递到舱内空气的总热量也增

大，三角区内各处流体的温度也逐渐升高。导管直

径从５０８ｍｍ增加到８８８ｍｍ时，舱内空气的平

均温度增加约为１０Ｋ左右。同时随着导管直径的

增加发生自然对流的空间相对减小，自然对流的强

度减弱。

（３）当壁面间温差较大时，辐射换热所占据总

的换热份额较大。对于本文的计算实例，不考虑辐

射换热可使得绝热层外表面温度的计算误差达到

１１８８％，而换热量的误差达到２５５４％，因此辐射

换热不能忽略。同时辐射换热会减小壁面间的换热

温差，增加总的换热量，并且削弱自然对流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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