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热学基础试题及答案 

 

1.对于燃气加热炉，传热过程次序为复合换热、导热、对

流换热。 

2.温度对辐射换热的影响大于对流换热的影响。 

3.27℃的壁面上，温度为 77℃的水流经过的对流换热的热

流密度为 7×104W/m2. 

4.在无内热源、物性为常数且温度只沿径向变化的一维圆

筒壁的导热问题中，稳态时 dt/drr=r2，dt/dr=r=r2均成立。 

5.黑体的有效辐射等于其本身辐射，而灰体的有效辐射大

于等于其本身辐射。 

6.由四个平面组成的四边形长通道，已知角系数 X1，

2=0.4,X1，4=0.25，则 X1，3为 0.35. 

7.准则方程式 Nu=f(Gr,Pr)反映了自然对流换热的变化规律。 

8.当采用加肋片的方法增强传热时，将肋片加在换热系数

较大一侧会最有效。 

9.某热力管道采用两种导热系数不同的保温材料进行保温，

为了达到较好的保温效果，应将导热系数较大的材料放在内层。 

10.削弱传热的方法是采用导热系数较小的材料使导热热

阻增加。 



11.由炉膛火焰向水冷壁传热的主要方式是热辐射。 

12.准则方程式 Nu=f(Gr,Pr)反映了自然对流换热的变化规

律。 

13.判断管内紊流强制对流是否需要进行入口效应修正的

依据是 l/d<50. 

 

14.属于削弱传热的方法是采用导热系数较小的材料使导

热热阻增加。 

 

15.冷热流体的温度给定，换热器热流体侧结垢会使传热

壁面的温度增加。 

 

16.将保温瓶的双层玻璃中间抽成真空，其目的是减少导

热和对流与辐射换热。 

 

17.属于物性参数的是导热系数。 

 

18.对数平均温差约为 150°C。 

 

19.X1,3为 0.35. 



 

20.辐射力为 1417.5W/m2，表面氧化后，黑度变为 0.9，

辐射力将减小。 

 

21.在稳态导热中，决定物体内温度分布的是导热系数。 

 

22.XXX特数反映了流体物性对对流换热的影响。 

 

23.单位面积的导热热阻单位为 K·m2/W。 

 

24.绝大多数情况下强制对流时的对流换热系数大于自然

对流。 

 

25.对流换热系数为 100、温度为 20℃的空气流经 50℃的

壁面，其对流换热的热流密度为 5000 W/m2. 

 

26.流体分别在较长的粗管和细管内作强制紊流对流换热，

如果流速等条件相同，则细管内的对流换热系数大。 

 



27.在相同的进出口温度条件下，逆流和顺流的平均温差

的关系为逆流大于顺流。 

28.正确答案为 A。单位时间内离开单位表面积的总辐射

能为该表面的有效辐射。 

改写：单位时间内从单位表面积辐射出的总能量称为有效

辐射能。 

 

29.正确答案为 D。在相同温度条件下，黑体辐射能力最

强。 

改写：黑体在相同温度下具有最强的辐射能力。 

 

30.正确答案为 B。遮热板表面的黑度应该小一点，可以

削弱辐射换热。 

改写：为了削弱辐射换热，遮热板表面的黑度应该尽量降

低。 

 

31.正确答案为 D。过热器中高温烟气先进行复合换热，

然后通过导热和对流换热传递热量。 

改写：高温烟气在过热器中先进行复合换热，然后通过导

热和对流换热传递热量到内壁。 



 

32.正确答案为 B。温度对辐射换热的影响大于对对流换

热的影响。 

改写：在传热过程中，温度对辐射换热的影响要大于对对

流换热的影响。 

 

33.正确答案为 C。根据公式，热流密度等于对流换热系

数乘以温差，所以热流密度为 1000×(77-27)= W/m²。 

改写：对流换热系数为 1000 W/(m·K)，温度为 77℃的水

流经 27℃的壁面，其对流换热的热流密度为 W/m²。 

 

34.正确答案为 A。l/d大于 50时需要进行入口效应的修正。 

改写：当 l/d大于 50时，需要对入口效应进行修正。 

 

35.正确答案为 B。炉墙内壁到外壁的热传递过程为复合

换热。 

改写：炉墙内壁到外壁的热传递过程是通过复合换热实现

的。 

 



36.正确答案为 A。传热过程的强烈程度可以用热传导系

数 k表示。 

改写：热传导系数 k可以表示传热过程的强烈程度。 

 

37.正确答案为 XXX准则反映了惯性力和粘性力之间的对

比关系。 

改写：XXX准则反映了惯性力和粘性力之间的相对大小

关系。 

 

38.正确答案为 D。粗糙的表面法向黑度最大。 

改写：粗糙表面的法向黑度是最大的。 

 

39.正确答案为 C。在热平衡的条件下，任何物体对黑体

辐射的吸收率同温度下等于该物体的黑度。 

改写：在热平衡的条件下，任何物体对黑体辐射的吸收率

同温度下等于该物体的黑度。 

 

40.正确答案为 A。五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换热过程为导热、

对流换热、复合换热、传热过程和辐射换热。 



改写：导热、对流换热、复合换热、传热过程和辐射换热

是五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换热过程。 

 

51.正确答案为 A。炉墙中的热传递过程为辐射换热、导

热、复合换热。 

改写：炉墙中的热传递过程是通过辐射换热、导热和复合

换热实现的。 

 

52.正确答案为 C。X 1,2 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 X 2,1，

没有确定的大小关系。 

改写：X 1,2 和 X 2,1 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彼此，不存

在确定的大小关系。 

 

53.正确答案为 C。流体流过短管内进行对流换热时，需

要进行入口效应的修正，修正系数小于 1. 

改写：流体流过短管内进行对流换热时，需要进行入口效

应的修正，修正系数应该小于 1. 

5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哪种物质的导热能力最差？

选项：A。空气 B。水 C。氢气 D。油。 

 



55.下列哪种物质中不可能产生热对流？选项：A。空气 B。

水 C。油 D。钢板。 

 

56.Gr准则反映了什么对比关系？选项：A。重力和惯性

力 B。惯性力和粘性力 C。重力和粘性力 D。角系数。 

 

57.表面辐射热阻与什么无关？选项：A。表面粗糙度 B。

表面温度 C。表面积 D。角系数。 

 

58.气体的导热系数随温度的升高而什么？选项：A。减小 

B。不变 C。增加 D。无法确定。 

 

59.下列哪种设备不属于间壁式换热器？选项：A。1-2型

管壳式换热器 B。2-4型管壳式换热器 C。套管式换热器 D。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 

 

60.热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是什么？选项：A。导热、热对

流和传热过热 B。导热、热对流和辐射换热 C。导热、热对流

和热辐射 D。导热、辐射换热和对流换热。 

 



61.对流换热牛顿冷却定律式 Φ=aA△ t（W）中的热阻表

达式是什么？选项：①Aa ② ③ ④a。 

 

62.一般而言，金属比非金属（介电体）的导热系数值是

什么？选项：①较高的 ②较低的 ③相等的 ④接近的。 

 

63.当物性参数为常数且无内热源时的导热微分方程式可

写为什么？选项：① ② ③。 

 

64.如果温度场不随时间而变化，即什么？选项：④。 

 

65.在非稳态导热时，物体的温度随着什么变化？选项：

③时间变化。 

 

66.XXX准则、付立叶准则、XXX准则和普兰特准则的名

称分别是什么？ 

 

67.结束导热问题数值计算迭代过程的判据之一是什么？

选项：① ② ③ ④ ①或③。 

 



68.流体在泵、风机或水压头等作用下产生的流动称为什

么？选项：①自然对流 ②层流 ③强制对流 ④湍流。 

 

69.普朗特准则 Pr〉1时，表征什么？选项：①δ。δ1 ②δ 

< δ1 ③δ≈δ1 ④δ/δ1≈0. 

 

70.XXX准则 Gr越大，则表征什么？选项：①浮升力越

大 ②粘性力越大 ③惯性力越大 ④动量越大。 

 

71.当量直径中 U表示什么？选项：①长度 ②宽度 ③周长 

④润湿周长。 

 

72.横掠单管时的对流换热中，特性尺度取什么？选项：

①管长 L ②管内径 di ③管外径 d ④d-di。 

 

73.水平圆筒外的自然对流换热的特性尺度应取什么？选

项：①圆筒的长度 ②圆筒外径 ③圆筒内径 ④圆筒壁厚度。 

 

74.膜状凝结换热中的定性温度取什么？选项：①蒸汽温

度 ②凝结液温度 ③凝结液膜层平均温度 ④饱和温度。 



 

75.饱和沸腾时，壁温与饱和温度之差称为什么？选项：

①平均温度 ②绝对温差 ③相对温差 ④沸腾温差。 

 

76.定向辐射强度与方向无关的规律称为什么？ 

1.如果温度场随时间变化，则为瞬态传热。 

2.一般来说，紊流时的对流换热强度要比层流时大。 

3.导热微分方程式的主要作用是确定温度场的分布。 

4.研究对流换热的主要任务是求解速度场，进而确定对流

换热的热流量。 

5.物体的辐射力，其吸收率与发射率相等。 

6.对流换热求解准则关系式时，除可采用解析法外，还可

采用数值模拟和实验方法。 

7.有效辐射为对方向的辐射通量密度和表面的角系数的乘

积。 

8.物体的辐射力，其吸收率与发射率相等。 

9.辐射换热角系数除了具有完全取决于几何关系的特性外，

还具有对温度和波长的依赖性。 

10.削弱传热时，应考虑减小温度差和增加传热面积。 



11.传热系数是指单位时间内单位面积的热流量和温度差

的比值，单位是W/(m2·K)。 

12.影响对流换热的主要因素有流体性质、流动状态、流

动速度、流动方向和几何因素。 

13.凝结有珠状凝结和膜状凝结两种形式，其中膜状凝结

比珠状凝结换热有较大的换热强度，工程上常用的是膜状凝结。 

14.某换热器刚装时传热系数为 10W/(m2·K)，运行一年后

因结垢传热系数降为 8W/(m2·K)，这时，污垢热阻为 0.2

（m2·K）/W。 

15.某燃煤电站过热器中，烟气向管壁换热的辐射换热系

数为 20W/(m2·K)，对流换热系数为 40W/(m2·K)，其复合换热

系数为 16W/(m2·K)。 

16.导热的第三类边界条件是指已知导热体表面的温度或

热流密度。 

17.导热方程及其单值性条件可以完整地描述一个具体的

导热问题。 

18.复杂流型换热器的平均温差 Δtm可以通过逆流布置时

的平均温差 Δtm逆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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