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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 channel model of square opening ceramic honeycomb regenerator is constructed with 
ANSYS Fluent for the unsteady conjugate heat transfer. The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on the 
complex heat transfer between the hot flue gas or cool air and solid skeleton in regenerators is 
mad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generative burners with low-caloric fuels. The thermal and hydrau-
lic performances such as the preheated air temperature, regenerator effectiveness and flow resis-
tances are predicted and the regenerator length is optimized. Besides,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
ristics at various flow rates are researched on the optimal regenerator. Moreover, the regenera-
tive heat transfer mechanism is analyzed with temperature con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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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ANSYS Fluent软件建立了方孔蜂窝陶瓷蓄热体内非稳态流固耦合传热的单元流道模型；以低热值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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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蓄热式燃烧为背景，对蓄热体内烟气、空气与骨架间复杂传热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预测了各种蓄热

体长度下空气预热温度、蓄热体效能和压力损失等热流体性能，并据此进行结构优化；在此基础上研究

蓄热体变流量条件下的传热和流动特性。此外，借助温度云图对蓄热式传热机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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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蓄热式燃烧是一项节能环保技术，在各种工业窑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 [2] [3] [4] [5]。蓄热式换热

器是这种先进燃烧装置的关键部件之一，工作时高温烟气与常温空气以逆流形式周期性依次流过蓄热骨

架，传热过程比较复杂[5]。与陶瓷小球相比，蜂窝陶瓷作为蓄热骨架能在保证传热性能基础上大幅度减

小流动阻力[6]。除了实验以外[7] [8] [9] [10]，国内外学者对蜂窝蓄热体内部流动传热性能进行了数值模

拟研究，比如，陈维汉和罗海兵从圆孔蜂窝中抽取单元结构，建立了二维轴对称的非稳态传热数值模型

[11]。Rafidi 和 Blasiak 采用钢玉和堇青石制作复合方孔蜂窝蓄热体，并在假定流动充分发展进而具有理

论抛物线形速度场的基础上建立了二维数值模型[12]。Doh 等借助商业软件 CFX 进行了整机数值模拟研

究[13]，他们采用不到 3 万网格模拟 1/4 的蓄热体，计算结果与实验值相差比较大。值得指出，上述蓄热

体研究都是针对高温空气燃烧开展的。在另一方面，工业生产产生大量低热值燃料，借助蓄热式技术，

用烟气余热加热助燃空气，可以使这些燃料的燃烧变得稳定和充分。与高温空气燃烧相比，低热值燃料

燃烧的空气过剩系数通常较大，其排烟温度较低且受到凝酸的限制，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当前商业 CFD
软件广泛用于各种换热器的数值模拟研究[14] [15] [16] [17] [18]，但蓄热式换热器由于存在冷热流体周期

性切换，使用 CFD 软件模拟的研究报道不多。为此，本文拟在对 ANSYS Fluent 二次开发的基础上，建

立方孔蜂窝蓄热体复杂传热的数值模型，并针对低热值燃料蓄热式燃烧应用开展三维数值模拟，分析蓄

热体内烟气、空气与固体骨架间的非稳态耦合传热，研究蓄热体长度等参数对传热和流动性能的影响，

并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研究蓄热体变流量条件的工作特性。 

2. 数值模型 

2.1. 物理模型 

本次数值研究采用高效堇青石方孔蜂窝蓄热体，方孔边长 2.07 mm，壁厚 0.43 mm。鉴于低热值燃料

燃烧温度较低，烟气和空气进口温度分别为 673 K 和 285 K [12]，两者切换时间为 30 s 或 60 s；空气进口

速度为 1.95 m/s，对应烟气进口速度 5.53 m/s。考虑到增加蓄热体长度，排烟温度下降，可能低于酸露点

温度，为此作者在 100 mm 到 200 mm 间选择 5 种长度进行研究。 

2.2. 控制方程 

蓄热体内部为典型的非稳态流固耦合传热。由于方孔尺寸小，内部流动为层流；由于烟气温度不高，

忽略辐射换热；由于流体速度不大，忽略动能和粘性耗散的影响；蓄热体长度适中，烟气凝酸影响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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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假设，蓄热体内工作流体和固体骨架的能量守恒方程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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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和 T 分别代表时间和温度；ρ，k 和 Cp 分别表示密度、热导率和定压比热；下标 f 和 s 分别代表流

体和固体；u 指流体速度，由 Navier-Stokes 方程组确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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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和 μf 分别代表流体压力和动力粘度。 

2.3. 数值方案和后处理 

考虑到新型蜂窝蓄热体方孔通道均匀布置，本文采用一个截取的对称单元结构来代表整个蓄热体，

以减少数值计算工作量。对称单元结构由方孔通道和周围骨架组成，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ell channel structure and computation grids of honeycomb regenerator 
with square openings 
图 1. 方孔蜂窝蓄热体单元通道与计算网格 

 
单元结构的热端为质量流量边界，冷端则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流体和固体界面为耦合传热面。控制

微分方程组采用 ANSYS Fluent 数值求解。烟气和空气均为不可压缩理想流体，通过用户自定义函数来描

述其热导率、粘度与温度的函数关系，以及两种流体的切换。迭代计算收敛判据是质量和动量方程相对

残差小于 1e-04，能量方程小于 1e-07。通过 4 套网格验证网格无关性，经过综合评估计算负荷和预测精

度，最终模型约 14 万网格，时间步长为 1 s。 

3. 热流体性能 

蜂窝蓄热体工作足够长时间后，其内部传热和流动将达到周期性稳态，空气预热温度就等于此阶段

空气预热周期离开蓄热体的平均温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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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 τ表示空气预热周期初始时刻；A 代表热端(z = 0)的横截面积；uz 为流体轴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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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体效能(ε)等于其实际传热量(Q)与最大可能传热量(Qmax)之比[12]，即 

(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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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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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中 h 表示流体比焓；下标 g 和 a 分别代表烟气和空气，i 和 o 则分别代表进口和出口。 
能量回收率(ERR)表示蓄热体实际回收能量值与最多可能利用能量值之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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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V代表体积流量。 
蓄热体流阻性能由烟气周期平均压力损失和空气周期平均压力损失两部分组成，即 gp∆ 和 ap∆ 。 

4. 模型验证 

为了评价上述 CFD 模型的预测精度，本文对 Rafidi 和 Blasiak 的蓄热体[12]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并将

典型工况性能的计算值与文献中的实验值和模拟值进行比较，见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切换时间(τ)
等于 30 s 或 60 s 时，本文模型预测的温度效率( ( ) ( )T ao ai gi aiT T T Tη = − − )均与实验值非常接近，相对偏差

比文献[12]模型预测的小。另外，作者监测了蓄热体工作时冷端和热端的流体温度，发现它们均以 2 τ为
周期不断变化，具体数值与文献[12]一致。通过上述比较，可以认为本文 CFD 模型计算可靠，且有足够

精度。 
 
Table 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dicted values and the literature values 
表 1. 本文模型预测值与文献值的比较 

 蓄热体工况 
温度效率 

备注 
τ = 30 s τ = 60 s 

本文模型 
空气和烟气进口温度 380，1373 K； 

进口速度 2.6 和 10 m/s 

0.925 0.913 三维 

文献[12]模型 0.882 0.842* τ = 50 s 

实验[12] 0.913 0.902 二维 

5. 计算结果及分析 

5.1. 蓄热式换热分析 

为便于分析烟气通过蓄热骨架向空气传热的物理机制，我们提取蓄热体周期性稳定后不同时刻的温

度云图来进行讨论。图 2(a)~图 2(f)分别描绘了蓄热体(含工作流体)在 t = 5 s、15 s、25 s、35 s、45 s、55 s
时刻的温度分布情况，其中，空气–烟气切换时间等于 30 s，t = 0 s 则指烟气周期初始时刻。 

从图 2(a)，图 2(b)和图 2(c)可以看到，在烟气周期，随着高温烟气不断进入，蓄热体内流体和骨架温

度不断升高，且前者温度总高于后者。这表明烟气将部分热量转移到骨架。另外，随着骨架温度上升，

烟气放热速率减慢，出口温度上升。空气预热周期温度场见图 2(d)，图 2(e)和图 2(f)，其变化规律与烟气

周期相反，即随着空气不断进入蓄热体，流体和骨架温度都在下降，且前者温度总低于后者，这表明骨

架将烟气周期蓄存的热量转移到空气中。另外，随着骨架温度降低，空气得热速率减慢，出口温度降低。 

5.2. 蓄热体长度对热流体性能的影响 

本文对 100 mm 和 200 mm 间 5 个不同长度(L)的蓄热体在 30 s 和 60 s 两个切换时间(τ)下进行了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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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mperature contours of symmetry plane at various moments 
图 2. 蓄热体对称面不同时刻温度云图 

 
数值模拟，其中空气进口温度 285 K，进口速度(ua) 1.95 m/s；烟气进口温度 673 K，进口速度 5.53 m/s。
数值计算得到了蓄热体的传热和流动阻力性能，其中不同长度的蓄热体的空气预热温度( aoT )，以及在经

过一定长度的蓄热体后的烟气出口温度( goT )见图 3(a)所示。从图 3(a)可以看出， aoT 随着 L 的增加而增加，

goT 的变化趋势相反；延长 τ， aoT 下降， goT 则上升，且 τ 的影响随 L 增加而变弱。图 3(b)给出了上述 5
种蓄热体的效能(ε)和能量回收率(ERR)。对比图 3(a)和图 3(b)，可以看出，ε 和 ERR 的变化规律与 aoT 相

同，即随 L 的增加而增加，随着 τ的增加而减小。当 τ = 30 s 时，随着 L 从 100 mm 增加到 200 mm，ε
和 ERR 分别从~76.7%，61.8%增加到~86.0%和 69.3%；蓄热体长 200 mm 时，将 τ延长到 60 s，ε和 ERR
分别减少了~1.3%和 1.04%，但在 L = 100 mm 时，两参数减少值分别为~16.15%和 13.01%。 

上图曲线变化趋势可用蓄热体非稳态传热来解释。随着长度 L 增加，相同时间内烟气传递给骨架的

热量增多，空气也因此从骨架获得更多热量。另一方面，随着流体(烟气或空气)不断流过蓄热体，流体与

骨架的温差逐渐减少，这导致热流量随切换时间(τ)的延长而减少。因此，增加 L，或者减小 τ， aoT 会升

高， goT 则降低，与图 3(a)相一致。鉴于流体温度越高，比焓越大，由式(6)和(7)可知，L 越长，或 τ越小，

蓄热体 ε和 ERR 越大，与图 3(b)中曲线一致。 
图 3(c)给出了烟气和空气压力损失( gp∆ 和 ap∆ )随蓄热体长度(L)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切换时间(τ) 

= 30 s 时，随着 L 从 100 mm 增加到 200 mm， gp∆ 和 ap∆ 分别近乎线性地从 83.9 Pa 和 59.9 Pa 增加到 155.7 
Pa 和 125.3 Pa，显然，压力损失的这种线性增长是符合粘性流体层流流动的一般规律[19]。另一方面，压

力损失与 τ的关系较复杂，将 τ从 30 s 延长到 60 s， gp∆ 增加了 3.6%，而 ap∆ 减少了 7.9%。这种变化规

律可以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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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气预热温度( aoT )和烟气出口温度( goT ) 

 
(b) 效能(ε)和能量回收率(ERR) 

 
(c) 烟气和空气压力损失( gp∆ 和 ap∆ ) 

Figure 3. Effect of regenerator length (L) on heat transfer and flow resistance 
图 3. 蓄热体长度(L)对传热及流阻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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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 τ，相同时间切换次数越少，流体换向的局部损失越少，这将使压力损失减小。另一方面，根据

图 3(a)，τ变大后，烟气出口温度上升，流体速度变大，这可能导致 gp∆ 增大，所以 gp∆ 随 τ的变化取决

于上述两种因素的综合效果；空气预热温度随 τ增加而降低，因而 ap∆ 随 τ的增加单调减小。 

5.3. 结构优化与变流量特性 

增加蓄热体长度，有助于提高余热回收的效率，但烟气出口温度( goT )降低。 goT 下降到限制温度时，蓄

热体出口容易出现凝酸腐蚀。金属管式空气预热器的 goT 一般不低于 140℃~150℃ [20]。本文采用的是耐高温

热腐蚀的陶瓷材料， goT 不低于 120℃。考虑到蓄热体工作流量偏离额定值后，实际 goT 可能进一步降低，为

此，作者优选长度 150 mm 的蜂窝蓄热体，并据此针对不同空气流速(烟气流速相应变化)开展变流量特性研究。 
图 4(a)示出切换时间 30s 条件下空气预热温度( aoT )和烟气出口温度( goT )随空气进口速度(ua = 1.56~2.34 

m/s，对应 80%~120%额定流量)的变化情况。从图中曲线可以看出，随着 ua从额定值的 80%增加到 120%，

aoT 从 622.7 K 降低到 590.7 K， goT 则从 396.9 上升到 424.5 K，高于前面定义的 goT 下限(120℃或 393.15 K)。
与 aoT 相似，蓄热体效能(ε)和能量回收率(ERR)随 ua的增加而减少，见图 4(b)。就本文所研究的变工况条件，

蓄热体ε和ERR的相对变化均小于~9.5%。蓄热体烟气和空气压力损失随工作流量的变化情况见图4(c)所示。

从图中曲线可以看到，随着 ua从额定值的 80%增加到 120%，两流体压力损失分别增加了 53%和 46%。 
 

 
(a) 空气预热温度( aoT )和烟气出口温度( goT ) 

 
(b) 效能(ε)和能量回收率(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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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烟气和空气压力损失( gp∆ 和 ap∆ ) 

Figure 4. Regenerator performances of heat transfer and flow resistance 
under various flow rates (air velocity ua) 
图 4. 蓄热体变流量(空气速度 ua)条件下传热和流动性能 

6. 总结和结论 

本文以低热值燃料蓄热式燃烧应用为背景，通过对 CFD 软件 ANSYS Fluent 二次开发，建立方孔蜂

窝陶瓷蓄热体复杂传热的单元流道模型，并开展相关三维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1) 随着蓄热体长度(L)的增加，空气预热温度( aoT )、蓄热体效能(ε)和能量回收率(ERR)均增大，烟气

和空气压力损失也相应增加；减小切换时间， aoT 、ε和 ERR 升高，L 越小，变化越显著。 
2) 烟气出口温度( goT )随 L 的增加而减小。在防止出口结露酸腐的前提下，150 mm 蓄热体传热和流

动综合性能最佳，此时 aoT 、ε和 ERR 分别为 606.1 K、82.7%和 66.6%，而烟气 goT 和压力损失分别为 411.2 
K 和 117.9 Pa。 

3) 在偏离额定流量~20%条件下， goT 较额定值降低~14.5 K，ε和 ERR 则分别增加了~4.2%和 3.4%。 

参考文献 
[1] Suzukawa, Y., Sugiyama, S., Hino, Y., et al. (1997) Heat Transfer Improvement and Nox Reduction by Highly Pre-

heated Air Combustion.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38, 1061-1071.  
https://doi.org/10.1016/S0196-8904(96)00136-7 

[2] Hong, S.K., Noh, D.S. and Yang, J.B. (2013) Experimental Study of Honeycomb Regenerator System for Oxy-Fuel 
Combustion.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7, 1151-1154.  
https://doi.org/10.1007/s12206-013-0222-8 

[3] Willmott, A.J. (1993) The Development of Thermal Regenerator Theory from 1931 to the Present. Energy Institute, 66, 
54-70. 

[4] 张喜来. 蓄热式低温余热回收及其在工业窑炉上的应用[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5] 饶文涛, 郭水华, 李本文. 多孔介质燃烧技术工业应用数值模拟研究[J]. 工业加热, 2011, 40(3): 39-41. 
[6] Hausen, H. (1983) Heat Transfer in Counter Flow, Parallel Flow and Cross Flow. McGraw-Hill, New York. 
[7] Yu, J., Zhang, M., Fan, W., Zhou, Y. and Zhao, G. (2002) Study on Performance of the Ball Packed-Bed Regenerator: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2, 641-651.  
https://doi.org/10.1016/S1359-4311(01)00116-8 

[8] 靳世平, 严亮, 张喜来. 陶瓷蓄热体换热性能和阻力性能的实验研究[J]. 湖北电力, 2007, 31(2): 22-24. 

[9] 王皆腾, 祁海鹰, 李宇红, 等. 蜂窝蓄热体换热性能的实验研究[J]. 工程热物理学报, 2003, 24(5): 897-899. 

https://doi.org/10.12677/meng.2019.62018
https://doi.org/10.1016/S0196-8904(96)00136-7
https://doi.org/10.1007/s12206-013-0222-8
https://doi.org/10.1016/S1359-4311(01)00116-8


吴仲达 等 
 

 

DOI: 10.12677/meng.2019.62018 131 冶金工程 
 

[10] Li, J. and Li, J.S. (2004)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n Regenerative Heat Transfer in 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 13, 366-370. https://doi.org/10.1007/s11630-004-0056-x 

[11] 陈维汉, 罗海兵. 蓄热式换热器流动传热的数值模拟[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33(3): 17-19. 
[12] Rafidi, N. and Blasiak, W. (2009) Thermal Performance Analysis on a Two Composite Material Honeycomb Heat Re-

generators Used for HiTAC Burners.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5, 2966-2982.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05.03.004 

[13] Noh, D.S., Hong, S.K., Ryou, H.S., et al. (2001) An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n Thermal Performance of a 
Regenerator System with Ceramic Honeycomb. KS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357-365.  
https://doi.org/10.1007/BF03185219 

[14] Bhutta, M.M.A., Hayat, N., Bashir, M.H., et al. (2012) CFD Applications in Various Heat Exchangers Design: A Re-
view.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32, 1-12.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11.09.001 

[15] Fan, A.W., Deng, J.J., Guo, J., et al. (2011) A Numerical Study on Thermo-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Turbulent 
Flow in a Circular Tube Fitted with Conical Strip Inserts.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31, 2819-2828.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11.05.007 

[16] Fan, A.W., Deng, J.J., Nakayama, A., et al. (2012) Parametric Study on Turbulent Heat Transfer and Flow Characteris-
tics in a Circular Tube Fitted with Louvered Strip Inser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55, 
5205-5213. https://doi.org/10.1016/j.ijheatmasstransfer.2012.05.023 

[17] 明廷臻, 党艳辉, 刘伟, 等. 椭圆管矩形翅片空冷器流体流动与传热特性数值分析[J]. 化工学报, 2009, 60(6): 
1380-1384. 

[18] You, Y., Chen, Y.Q., Xie, M.Q., et al. (2015)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for a Small Size 
Shell-and-Tube Heat Exchanger with Trefoil-Hole Baffles.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89, 220-228.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15.06.012 

[19] 龙天渝. 流体力学[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20] 葛京鹏. 蓄热式烟气冷凝余热回收装置实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373-1478，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meng@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meng.2019.62018
https://doi.org/10.1007/s11630-004-0056-x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05.03.004
https://doi.org/10.1007/BF03185219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11.09.001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11.05.007
https://doi.org/10.1016/j.ijheatmasstransfer.2012.05.023
https://doi.org/10.1016/j.applthermaleng.2015.06.012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meng@hanspub.org

	3D CFD Study on Complex Heat Transfer in Honeycomb Regenerator with Square Openings
	Abstract
	Keywords
	方孔蜂窝蓄热体内复杂传热的三维CFD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数值模型
	2.1. 物理模型
	2.2. 控制方程
	2.3. 数值方案和后处理

	3. 热流体性能
	4. 模型验证
	5. 计算结果及分析
	5.1. 蓄热式换热分析
	5.2. 蓄热体长度对热流体性能的影响
	5.3. 结构优化与变流量特性

	6. 总结和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