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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后果实表面对流换热系数测定

张　敏　卢佳华　杨　乐　陈健华　车贞花　谢　晶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　以苹果、黄瓜为实验对象，通过对采后果实热空气处理中表面对流换热系数的实验测定，得到换热实

验关联式。结果表明：在相同的热空气温度下，果实表面对流换热系数随空气流速的增大而增大；随果实径向尺寸

的增大而减小；采后果实作为生物体，由于自身的蒸腾作用，传热过程中出现了流体的相变，进而导致换热效果显

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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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采后贮前热处理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果实采后

保鲜方法之一，特别是随着农药残留问题的日益严

重，国内外学者们开始注重这种无毒、无农残的果实

保鲜方法，相关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
［１～３］

。依据处

理介质的不同，热处理可分为热蒸汽、热水和热空气

处理等，其中以热空气处理应用最为广泛。但热处

理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物理方法。热处理的温度过

低或处理时间太短，则达不到理想效果；温度过高或

处理时间太长，则造成果皮变色、异常软化、失水和

损伤等热伤害
［４～６］

。因此，有必要对采后果实在热

处理过程中与外界换热效果进行研究，采后果实表

面对流换热系数表征着果实与外界环境换热效果的

强弱
［７］
。目前，国内外对采后果实表面对流换热系

数的研究尚少，仅是借助传热学上普遍使用的经验

公式
［８］
，这一类公式没有考虑采后果实作为生物体

本身蒸腾作用对换热效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运用相似理论和量纲分析法，在传热学基

本理论指导下，对采后果实热空气中表面对流换热

系数进行实验研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以实验数据

为基础，得到采后果实热空气处理中的换热实验关

联式，求解果实热空气中不同状态下的表面对流换

热系数，为实际果蔬贮藏业提供参考。

１　测定原理

对流换热是流体与固体表面直接接触时所发生

的换热过程，它是由热对流和导热构成的复杂的热



量传递过程。反映果实热空气处理过程的果实与空

气之间对流换热的强弱可用表面对流换热系数来衡

量，表面对流换热系数与换热过程中对流流动的起

因、流动的状态、流体的物性、物相的变化、传热表面

的形状、尺寸和相对位置以及换热表面的状态等都

有密切关系，用数学方法可定性表示为
［９］

ｈ＝ｆ（ｕ，ｌ，ρ，η，λ，ｃｐ） （１）
式中　ｕ———空气流速　　ρ———空气密度

ｌ———果实换热表面的特征尺寸
η———空气动力粘度　　λ———空气热导率
ｃｐ———空气定压比热容

由于对流换热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要测定各

种情况下的实验数据，工作量十分巨大，因此本研究

采用传热学理论中的相似原理和无量纲分析法来确

定果实热处理中不同状态下的表面对流换热系数。

相似原理是利用描述彼此相似现象的同名特征数对

应相等这一特性，以较少的实验次数确定关键物理

量的实验方法
［１０～１１］

。对果实热处理这种强制对流

换热现象进行描述的主要特征为努塞尔数（Ｎｕ）、雷
诺数（Ｒｅ）和普朗特数（Ｐｒ）

Ｎｕ＝ｈｄ
λｍ

（２）

Ｒｅ＝ｕｄ
νｍ

（３）

Ｐｒ＝
νｍ
αｍ

（４）

式中　ｄ———果实径向尺寸，ｍ
带下标 ｍ的 λｍ、νｍ、αｍ表示以空气边界的平均温度
Ｔｍ为定性温度时的空气热导率、空气运动粘度、空
气热扩散率。

Ｔｍ＝
１
２
（Ｔｗ＋Ｔｆ） （５）

式中　Ｔｍ———空气定性温度，Ｋ
Ｔｗ———果实表面温度，Ｋ
Ｔｆ———空气温度，Ｋ

根据量纲分析法，Ｎｕ、Ｒｅ、Ｐｒ存在如下关系
Ｎｕ＝ｆ（Ｒｅ，Ｐｒ） （６）

因为实验是在果实的热空气环境下，空气强制

外掠物体表面时，其中 Ｐｒ是常数［９］
，Ｐｒ≈０７，故一

般将式（６）整理成对数形式

ｌｇＮｕ＝ｌｇＣ＋ｎｌｇＲｅ （７）

式中，Ｃ、ｎ为系数，由实验确定。
联立式（２）、（３）和（７），得到

ｈ＝
Ｃｕｎｄｎ－１λｍ
νｎｍ

（８）

于是，求解对流换热系数 ｈ就转换为确定对流

换热相似准则关联式（８）中的系数 Ｃ和 ｎ。

２　测定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 １所示，主要由风洞、电加热器、
热线风速仪、电加热棒、测温热电偶、风机、温控仪、

控制箱、数据采集仪等组成。风洞是由有机玻璃制

成的矩形管道，有良好的隔热效果。风机置于一端，

进风口做成双扭线形，通过温控仪来调节进风口的

空气温度，并设导风板和金属网等整流装置，以确保

进入实验段的气流平稳。电加热棒为供热均匀的电

阻丝，其功率大小可由控制箱调节，且可由控制箱仪

表读出其电压和电流值。取若干个径向尺寸相同的

果实样品，在尺寸均匀段中部打孔，将电加热棒紧密

嵌入果实孔中，果实样品均匀整齐排列视为一圆柱

体。以热线风速仪测量果实样品侧风速，热线风速

仪与果实样品置于同一高度。以直径为 ０５ｍｍ的
Ｔ型热电偶测量果实样品表面温度，分别于果实样
品上、下、迎风面和背风面布点，取测试值的平均值

为果实样品表面温度。于果实样品两侧分别置有热

电偶测定空气温度，取平均值为空气温度。热电偶

在使用前均采用二级标准水银温度计作为标准仪表

进行标定（其误差范围为 ±０２℃），以 Ｆｌｕｋｅ数据采
集仪将采集的温度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

［１２］
。

图 １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风洞　２．电加热器　３．空气测温点　４．果实样品　５．热线风

速仪　６．电加热棒　７．Ｔ型热电偶　８．风机　９．温控仪　１０．控

制箱　１１．Ｆｌｕｋｅ数据采集仪
　

实验采用功率可调的电加热棒对果实内部进行

加热，并用风机改变空气流速，温控仪改变空气温

度，提供不同的换热效果，以改变 Ｔｗ、Ｔｆ，进而得到
不同工况下的 ｈ。

其中，电加热棒电阻丝产生的热流量 以对流
换热 Ｃ和辐射换热 Ｒ两种方式传出，因此有

＝ＵＩ （９）

Ｃ＝－Ｒ （１０）
式中　Ｕ———电加热棒电阻丝的电压，Ｖ

Ｉ———电加热棒电阻丝的电流，Ａ
由辐射换热基本定律及对流换热公式

［９］
，可得

到果实表面的 Ｒ和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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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εσＡ（Ｔ
４
ｗ－Ｔ

４
ｆ） （１１）

Ｃ＝ｈＡ（Ｔｗ－Ｔｆ） （１２）
式中　ε———果实表面黑度

σ———绝对黑体的辐射系数，σ＝５６７７×
１０－８Ｗ／（ｍ２·Ｋ４）

Ａ———果实表面积，ｍ２

由此，在不同的基本参数下，根据式（９）～
（１２），结合式（２）、（３）和（７），即可求出 Ｃ、ｎ，继而
根据式（８）得到各种工况下的果实热空气处理表面
对流换热系数。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标准样品表面对流换热系数测定
为检验上述测试装置的可行性，选用直径

３２ｍｍ、长度４５０ｍｍ的铜管作为标准样品，对空气
强制对流下铜管表面对流换热系数进行测定。在热

流量为３９０５Ｗ时，分别以空气流速 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３５和 ４０ｍ／ｓ进行实验，得到相应的 Ｒｅ
和 Ｎｕ，如表１所示。确定 Ｃ、ｎ值，并和文献计算值
比较

［９］
，以验证测试系统的准确性。

表 １　铜管测定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ｔｕｂ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空气流速

／ｍ·ｓ－１
空气定性

温度 Ｔｍ／Ｋ

空气热导率

λｍ／Ｗ·ｍ
－１·Ｋ－１

空气运动粘度

νｍ／ｍ
２·ｓ－１

辐射换热

量 Ｒ／Ｗ

对流换热系数

Ｃ／Ｗ·ｍ
－２·Ｋ－１

雷诺

数 Ｒｅ

努塞尔

数 Ｎｕ
ｌｇＲｅ ｌｇＮｕ

１０ ３１９７５ ００２８１ １７６×１０－５ ８２３ ２２２８ １８１６８０ ２５４０ ３２６ １４０

１５ ３１８３０ ００２８０ １７５×１０－５ ６１７ ３１２１ ２７４７５９ ３５７２ ３４４ １５５

２０ ３１６８０ ００２７９ １７３×１０－５ ５９３ ３２２７ ３６９４８６ ３７０７ ３５７ １５７

２５ ３１７３５ ００２７９ １７４×１０－５ ４９９ ３９６５ ４６０４１０ ４５４９ ３６６ １６６

３０ ３１５１５ ００２７７ １７２×１０－５ ４８３ ４０２５ ５５９５０６ ４６４４ ３７５ １６７

３５ ３１４９５ ００２７７ １７１×１０－５ ３９５ ５０４１ ６５３５１１ ５８１８ ３８２ １７６

４０ ３１３９５ ００２７７ １７０×１０－５ ４０６ ４８３６ ７５１２０９ ５５９５ ３８８ １７５

　　将表 １中 ｌｇＲｅ和 ｌｇＮｕ代入式（７），可得：Ｃ＝
０３９，ｎ＝０５６。根据文献［１１］，Ｃ、ｎ值都在要求范
围内，证明该测定系统可靠。

３２　采后果实表面对流换热系数测定
利用３１节同样的方法对实际生产中应用热处

理方式较为普遍的苹果、黄瓜进行表面对流换热系

数测定，苹果和黄瓜的直径分别为（６１±２）ｍｍ和
（３６±１）ｍｍ，其中测定苹果时加热电压和电流分别
为５５Ｖ和０７１Ａ，测定黄瓜时选用加热电压和电流
分别为 ４７Ｖ和 ０５８Ａ，空气流速分别为 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３５和４０ｍ／ｓ。实验测定值如表 ２、３
所示。

表 ２　苹果测定数据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ａｐｐ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空气流速

／ｍ·ｓ－１
空气定性

温度 Ｔｍ／Ｋ

空气热导率

λｍ／Ｗ·ｍ
－１·Ｋ－１

空气运动粘度

νｍ／ｍ
２·ｓ－１

辐射换热

量 Ｒ／Ｗ

对流换热系数

Ｃ／Ｗ·ｍ
－２·Ｋ－１

雷诺

数 Ｒｅ

努塞尔

数 Ｎｕ

１０ ３１６１５ ００２７８ １７３×１０－５ ５８７ ３８５０ ３５３４８０ ８４４４

１５ ３１４７５ ００２７７ １７１×１０－５ ４０５ ５８００ ５３４５１３ １２７６８

２０ ３１３５０ ００２７６ １７０×１０－５ ２５８ ９４０４ ７１７８７３ ２０７６６

２５ ３１３５５ ００２７６ １７０×１０－５ ２５２ ９６３２ ８９７０８０ ２１２６８

３０ ３１３３０ ００２７６ １７０×１０－５ ２２３ １０９５４ １０７８０６５ ２４２０１

３５ ３１２９５ ００２７６ １６９×１０－５ １７１ １４４４１ １２６０３１６ ３１９３４

４０ ３１２９０ ００２７６ １６９×１０－５ １６５ １４９６２ １４４０７８２ ３３０９０

　　将表２、３中的雷诺数和努塞尔数取对数后，分
别代入关系式（７）中，可得知，苹果：Ｃ＝００３１，ｎ＝
０９７４；黄瓜：Ｃ＝００２３，ｎ＝０９５４。

即苹果表面对流换热系数实验关联式为

Ｎｕａ＝００３１Ｒｅ
０９７４
ａ （１３）

或者

ｈａ＝００３１λｍν
－０９７４
ｍ ｄ－００２６ａ ｕ０９７４ （１４）

黄瓜表面对流换热系数实验关联式为

Ｎｕｃ＝００２３Ｒｅ
０９５４
ｃ （１５）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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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黄瓜测定数据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空气流速

／ｍ·ｓ－１
空气定性

温度 Ｔｍ／Ｋ

空气热导率

λｍ／Ｗ·ｍ
－１·Ｋ－１

空气运动粘

度 νｍ／ｍ
２·ｓ－１

辐射换热

量 Ｒ／Ｗ

对流换热系数

Ｃ／Ｗ·ｍ
－２·Ｋ－１

雷诺

数 Ｒｅ

努塞尔

数 Ｎｕ

１０ ３１３２５ ００２７６ １７０×１０－５ ４９９ ２９５８ ２１２１４０ ３８５８

１５ ３１５０５ ００２７７ １７１×１０－５ ４６６ ３２６６ ３１４９０４ ４２４０

２０ ３１０７０ ００２７４ １６７×１０－５ ２８６ ５５１３ ４３０６８８ ７２３６

２５ ３１１３５ ００２７５ １６８×１０－５ ２５１ ６４０１ ５３６２９５ ８３８７

３０ ３１０７５ ００２７４ １６７×１０－５ ２２４ ７２３４ ６４５８４０ ９４９４

３５ ３０９９０ ００２７４ １６６×１０－５ １７９ ９１０２ ７５７２９１ １１９７１

４０ ３０９４５ ００２７３ １６６×１０－５ １５６ １０５２６ ８６７７９９ １３８６０

ｈｃ＝００２３λｍν
－０９５４
ｍ ｄ－００４６ｃ ｕ０９５４ （１６）

下标 ａ和 ｃ分别表示苹果和黄瓜的各参数值。
表２、３和关系式（１４）、（１６）表明，果实热处理

中 ｈ值随空气流速的增大而增加，在实际热处理生
产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空气流速来增强果实与外

界换热效果；ｈ值随着果实径向尺寸的增大而减小。
在空气温度和径向尺寸接近的情况下，苹果、黄瓜果

实的 ｈ值比铜管的大很多，在流速分别为 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３５和４０ｍ／ｓ热空气处理下，黄瓜的
ｈ值分别是铜管的 １３３％、１０５％、１７１％、１６１％、
１８０％、１８１％和 ２１８％，苹果的 ｈ值分别是铜管的
１７３％、１８６％、２９１％、２４３％、２７２％、２８６％和 ３０９％，
这可能是由于苹果、黄瓜等果实中含有大量水分，在

热空气作用下，果实自身的蒸腾作用导致其表面和

周围空气之间存在着蒸汽压差，由于出现了流体的

相变，进而导致换热效果的显著增强。

４　结束语

本文以苹果、黄瓜果实为实验对象，设计测试系

统并测量了采后果实空气热处理过程中表面对流换

热系数。结果表明：在相同的热空气温度环境下，果

实表面对流换热系数随空气流速的增大而增大；随

果实径向尺寸的增大而减小；在相同工况下，果实表

面对流换热系数明显大于铜管表面对流换热系数，

这可能是因为采后果实作为生物体，由于自身的蒸

腾作用，传热过程中出现了流体的相变，进而导致换

热效果显著增强；通过对采后果实空气热处理表面

对流换热系数的实验测定，得到了苹果、黄瓜果实热

空气过程中的换热实验关联式。研究结论可为实际

果实贮藏加工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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