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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干燥室内部气流场分布 CFD 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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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太阳能干燥室内气流场分布和构建气流运动模型，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技术，运用标

准 k-ε 模型对给定的不同气流速度对干燥室内气流分布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与气流速度 2 m /s 和

10 m /s相比，气流速度为 6 m /s 时干燥室内的速度分布满足要求，且气流分布更为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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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irflow Fields in Solar Drying Chamber by 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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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airflow and construct the movement model of airflow velocity in
traditional solar drying chamber，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steady-state model was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wind speeds on the airflow distribution in drying chamber by using CFD
software Fluent and the k-ε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airflow speed of 2 m /s and
10 m /s，the internal wind speed and airflow distribution were better when airflow velocity was 6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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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甘肃省全年太阳日照时数为 1 631 ～ 3 319 h，年

太阳总辐射量在 4 700 ～ 6 350 MJ /m2
之间，初步估算

每年甘肃省太阳总辐射达 70. 45 万亿 kW，其开发利

用价值很高。特别是河西地区，年太阳总辐射在

6 000 MJ /m2
以上，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该地区

降水稀少，空气干燥，晴天多，光照充足，具有得天独

厚的气候资源优势
［1］。

计算流体动力学(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简称 CFD) 是一种通过建立反映物理问题本质的物

理和数学模型，并用计算机技术求得其数值解，用计

算机可视化技术呈现流体的速度场、温度场、压力场

等参数分布的研究方法。其中速度场的分布直接影

响着其他各场的分布，是室内空气气流组织研究的

基础
［2 ～ 4］。近年来，研究者已将 CFD 方法应用到木

材、苜蓿、肉类干燥等工艺优化和喷雾干燥等设备的

设计开发中
［5 ～ 10］，但 CFD 在中药材和粮食等干燥装

置设计方面的应用尚未见报道。本文在太阳能干燥

中药材和粮食装置的设计中引入 CFD 方法，用计算

机模拟干燥室内气流场分布情况，构建室内循环风

速的运动模型。通过对干燥室内气流场的 CFD 模

拟，以期为合理制定干燥工艺和优化干燥装置设计

提供理论依据。



1 太阳能干燥系统工作原理与构成

1. 1 工作原理

室外冷空气经初效过滤器后，在风机作用下进

入中效过滤器，然后通过太阳能集热器被加热，热空

气经亚高效过滤系统净化后，由干燥室侧部的气流

分配系统流向干燥室内。通过温度和压力继电器控

制湿热空气出口阀门的开度，使热空气与被干燥物

料间产生温度差与相对湿度差，从而加速物料水分

扩散蒸发，达到干燥的目的。
1. 2 构成

1. 2. 1 空气集热器

空气集热器结构从上到下依次布置为双层玻

璃、多孔“V”形集热板、保温层和冷空气通道，集热

器整体与分布两侧的空气过滤器组成密闭系统。双

层玻璃间隔距离为 1 cm 且为真空。“V”形集热板

上下表面均喷涂无光黑漆，小孔孔径为 0. 3 cm，并

呈正三角形排列分布，集热板最高点距玻璃盖板

3 cm，最低点距底部背板 2 cm。集热器四周及底板

采用丁腈橡胶和聚苯乙烯保温层( 3 cm 厚) 保温，并

用玻璃胶密封。集热器采光面与水平面呈 41°角朝

正南方向倾斜安装，最大限度地接收太阳能辐照。
1. 2. 2 通风管道

干燥系统进风口设计成喇叭形，同时进风口安

装有初效空气过滤器，目的是过滤空气中的浮尘颗

粒，提高空气的洁净度，避免污染被干燥药材。净化

空气经集热板的不同风道( 根据干燥室内温湿度选

择) 进入干燥室，对中药材进行除湿加热，湿热空气

经出风口排出。通风管道用 2 cm 厚的保温石棉包

裹后再贴上锡箔纸，以减少管道热损失。
1. 2. 3 干燥室

图 1 干燥室结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olar drying chamber

1． 出风口 2． 通气孔 3． 干燥

盘 4． 进风口

长方体结构的干燥室

( 图 1 ) 外 壁 用 彩 钢 板 夹

5 cm 厚的聚苯乙烯泡沫板

制成，保证干燥室的机械

强 度。干 燥 室 的 长 度 为

2 m，宽 度 为 2 m，高 度 为

2. 5 m，干燥室 4 个侧面的

中央位置各分布一矩形进

气口 ( 0. 2 m × 0. 4 m ) ，顶

部设一圆柱形出风口，直

径为 0. 4 m，高度为 0. 2 m。
被干燥的物料均匀平铺在

干燥盘上，每层干燥盘上开有若干个通气孔，以使下

部的热空气向上运动干燥上层物料。由于每层干燥

盘上所开通气孔数量较多且孔径较大，可忽略热空

气向上运动的阻力，因而在进行干燥室内气流场分

布的数值模拟时不考虑干燥盘对气流场分布的影

响。出风口处安装的风阀( 温度和压力继电器反馈

控制) 调节室内温度和湿度。室内设有间距和高度

可调的物料架，可根据干燥物料的数量、堆放密度进

行调整，控制干燥生产率，优化干燥过程。

2 干燥室内气流场的数值模拟

2. 1 控制方程

本文研究中药材干燥初期，等温等湿条件下干

燥室内空气的流动情况。假设太阳能光照充足和太

阳能集热器工作状况良好，从集热器流出的干燥热

空气的温度在干燥物料所允许的温度范围内，热空

气的流量也能满足干燥物料所需。根据室内空气的

流动特性，将室内空气的流动视为不可压缩的湍流，

密度为常数。其控制方程
［5，11］

表述如下:

连续性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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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μ———动力粘度 t———时间

ρ———流体密度

能量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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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p( ρ，T) ( 6)

式中 p———流体微元上的压力

cp———比热容

k———流体的传热系数

T———温度

2. 2 湍流模型

湍流模型采用标准的 k-ε 两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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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动能 k 的输运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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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 1，2，3; j 为求和下标。

湍流动能耗散率 ε 的输运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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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湍流动能 μt———湍流粘性系数

CD、Cμ、C1ε、C2ε、σk、σε———湍流模型常数

CD 取 0. 08 ～ 0. 38，Cμ 取 0. 09，C1ε 取 1. 44，C2ε 取

1. 92，σk 取 1. 0，σε 取 1. 3［12 ～ 13］。

2. 3 网格划分

本文采用网格划分的工具是 GAMBIT 前处理软

件，它是具有很强组合构建模型能力的前处理器，

主要负责对所研究的流场模型进行建模和网格划分，

并将导出的网格文件导入 Fluent 中进行后处理计算。
划分采用六面体网格，其网格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干燥室网格模型

Fig． 2 Mesh model of solar drying chamber

2. 4 边界条件设置

进气口采用速度入口边界条件，需要输入风速

大小，排气口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模拟干燥室

外部环境为标准大气压，室内墙体采用无滑移绝热

壁面边界条件，模拟时设定进、出气口为全开状态。

3 模拟结果及分析

不同风速时干燥室内部沿纵向剖面 yz 平面的

气液分布云图如图 3 所示，风机给定风速分别为 2、
6、10 m /s。

( 1) 通过比较不同入口风速时干燥室内的气流

图 3 干燥室内的气流速度分布云图

Fig． 3 Air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nephogram
of drying chamber

( a) 入口速度 2 m/s ( b) 入口速度 6 m/s ( c) 入口速度 10 m/s

分布云图可以看出，在风速为 2 m /s 时，气流从侧面

进入后由于气流速度很小，喷射距离较短，干燥室中

间绝大部分部位没有热气流流过，这样使得靠近墙

壁的药材干燥所需时间比中间部分的时间短; 在风

速为 6 m /s 时，随着气流速度增大，喷射距离增加，

从两侧吹入的热气流都能以一定的速度流到干燥室

中部，最后以较小的速度( 1 m /s) 通过出气口流出，

使得干燥室内的药材能得到均匀的干燥; 在入口风

速为 10 m /s 时，由于气流流入速度较大，气流以比

入口速度略小的速度流到干燥室中间部分后又迅速

从顶部出口流出，大小约为 8 m /s，热量未得到有效

利用即被排出，造成热量损失和热效率降低。因此，

选用入口速度 6 m /s 为最佳。
( 2) 从流线图中可以看出气体干燥室内的流动

比较复杂( 如图 4 所示) ，气流流动过程中会产生漩

涡，这样可以使热空气在整个干燥室的分布趋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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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加速物料的干燥过程。

图 4 干燥室内的气流流线图

Fig． 4 Airflow streamline diagram of drying chamber

4 结束语

采用 CFD 软件 Fluent 对太阳能干燥室内气流

场的分布进行数值模拟，通过模拟得到不同入口速

度对干燥室内部气流的分布的影响。模拟仿真结果

显示: 流入速度为 2 m /s 时气流不能吹到干燥室中

部，造成药材干燥过程不均匀和耗时长等缺点; 流入

速度为 6 m /s 时气流能吹到干燥室中部后以很小速

度流出; 流入速度为 10 m /s 时虽可使气流分布的面

积更广，但容易造成热量利用效率低和资源浪费等

现象。因此选用入口速度 6 m /s 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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