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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式太阳能集热器传热模型及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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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槽式太阳能集热器一维和二维传热数学模型是一组非线性代数方程，为改进求解的稳定性

和计算精度，将槽式太阳能集热器一维和二维传热模型的求解看作有约束优化问题，建立了集热器

传热过程求解的有约束优化数学模型，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优化函数ｆｍｉｎｃｏｎ进行求解。分析了

传热流体入口温度及太阳能辐射热流密度变化对集热器性能的影响。采用ｆｍｉｎｃｏｎ函数求解集热

器传热过程，计算速度快，计算过程稳定。分析表明，传热流体温度变化对集热器效率的影响大于

太阳能辐射热流密度对集热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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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槽式聚焦太阳能集热器是一种高效的太阳能热

利用集热器，广泛用于太阳能热力发电、物料干燥，

海水淡化等领域［１５］。槽式太阳能集热器性能涉及

聚焦器、集热器的光学性质、集热器复杂的传热过

程、集热器结构等着诸多方面，就其传热模型，传热

性能来说，学者们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文

献［６］基于热平衡方法，建立了对吸热器直接加热

的实验装置，对集热器热损失进行了研究。由于对

抛物面聚焦集热器整体进行实验研究受到多方面的

限制，而基于热平衡法的实验研究缺乏对包括聚光

器、传热流体在内的集热器整体性能的认识，基于集

热器传热模型建立与求解的数值模拟分析方法受到



人们的关注［７１３］。文献［７８］对槽式太阳能集热器建

立了一维、二维稳态传热的数学模型，分别应用ＥＥＳ

工程方程求解器及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符号函数ｓｏｌｖｅ

进行了求解，文献［９１０］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非线

性方程组求解函数ｆｓｏｌｖｅ对集热器一维稳态传热模

型进行了求解。

槽式太阳能集热器一维和二维稳态传热数学模

型是一组非线性代数方程，在集热器实际工作中，集

热管和玻璃护管壁面温度存在一定依赖关系，这里

将集热器传热数学模型的求解看做优化问题，通过

集热器热平衡方程和传热方程，建立求解集热器传

热过程的有约束优化数学模型，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

件优化工具箱函数ｆｍｉｎｃｏｎ进行求解。ｆｍｉｎｃｏｎ函

数内嵌多种优化方法，可使求解过程更稳定，同时计

入集热器各部分温度的依赖关系，使计算结果更合

理。本文在求解传热方程的基础上，分析了部分因

素对集热器性能的影响。

１　集热管传热模型

１．１　集热管一维传热模型

集热管传热模型及温度分布分别如图１和图２

所示。集热管主要由外层玻璃护管、金属吸热管组

成。玻璃管和吸热管之间为真空，金属管内为传热

介质，这里以水为传热介质。设金属管内流体编号

为１；金属管内外壁编号分别为２和３；玻璃管内外

壁编号为４和５；玻璃管外空气编号为６；天空编号

为７。单位管长的传热量用狇′（Ｗ／ｍ）表示。玻璃

管吸收的太阳辐射热量为狇′５ＳｏｌＡｂｓ，吸热管吸收的太

阳辐射热量为狇′３ＳｏｌＡｂｓ。集热管正常工作时，金属管

外表面温度最高［６７］，如图２所示。因此，对于集热

管来说，以金属吸热管外表面为界，热量分别向吸热

管内和吸热管外传递，如图１所示。

１．２　集热管热平衡方程

根据能量守恒原理，传热流体、吸热管和玻璃管

的热平衡关系可用式（１）～（６）表示。

对于传热流体和吸热管，传热流体与吸热管内

表面的对流换热量等于通过吸热管的导热量。

狇′２３ｃｏｎｄ＝狇′１２ｃｏｎｖ （１）

　　对于吸热管外表面，吸热管吸收的太阳辐射热

量等于通过吸热管壁的导热量、吸热管外表面与玻

璃管内表面的对流换热量及辐射换热量之和。

狇′′３ＳｏｌＡｂｓ＝狇′２３ｃｏｎｄ＋狇′３４ｃｏｎｖ＋狇′３４ｒａｄ （２）

　　对于玻璃管内表面，玻璃管内表面与吸热管外

图１　集热管一维传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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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集热管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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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通过对流和辐射交换的热量等于通过玻璃管壁

的导热量。

狇′３４ｃｏｎｖ＋狇′３４ｒａｄ＝狇′４５ｃｏｎｄ （３）

　　对于玻璃管外表面，玻璃管外表面吸收的太阳

辐射热量与通过玻璃管壁的导热量之和等于玻璃管

外表面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量与玻璃管外壁与天

空的辐射换热量之和。

狇′５ＳｏｌＡｂｓ＋狇′４５ｃｏｎｄ＝狇′５６ｃｏｎｖ＋狇′５７狉犪犱 （４）

　　考虑到关系式（３），式（４）又可表示为

狇′５ＳｏｌＡｂｓ＋狇′３４ｃｏｎｖ＋狇′３４ｒａｄ＝狇′５６ｃｏｎｖ＋狇′５７ｒａｄ （５）

　　集热管热损失为

狇′ＨｅａｔＬｏｓｓ＝狇′５６ｃｏｎｖ＋狇′５７ｒａｄ （６）

　　设到达抛物面槽式集热器的太阳总辐射热量为

ΦＳｏｌａｒ，则集热器热效率为

η＝
Φ１２ｃｏｎｖ

ΦＳｏｌａｒ
（７）

１．３　集热管二维传热模型

在一维传热模型中，换热流体温度可以按两种

方式考虑，一是取流体平均温度作为流体的整体温

度，不考虑温度沿管长的变化；二是仅考虑流体进出

口温度的变化，认为沿管长流体温度呈线性变化。

在二维模型中，将集热管分成狀段，如图３所示，在

每一段的边界上温度是连续的。与一维传热模型一

样，假设辐射传热热流沿管长均匀分布，且垂直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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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表面，在每一小段上，纵向温度假设是线性的。

图３　集热管分段传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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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小段上，集热管不仅满足式（１）～（５）的

热平衡方程，还需引入流体本身的热平衡方程

犿
·

犮狆，ｆｌｕｉｄ（狋ｏｕｔ，犻－狋ｉｎ，犻）＝π犱２·Δ犔·犺（狋２，犻－狋ｍ，犻）

（８）

１．４　集热管传热计算

１．４．１　传热流体与吸热管之间的对流传热　由牛

顿冷却公式，从吸收管内表面到传热流体的对流传

热为

ΔΦ１２ｃｏｎｖ＝
·

π犱２·Δ犔·犺１２（狋２，犻－狋ｍ，犻） （９）

犺１２ ＝
犖狌犱２λ１
犱２

（１０）

　　吸热管内对流换热努塞尔数犖狌犱２ 的计算取决

于传热流体流动状态。

紊流和过渡流（犚犲犱２ ＞２３００）情况下，努塞尔

数计算式为［８］

犖狌犱２ ＝
犳２／８（犚犲犱２－１０００）犘狉１

１＋１２．７ 犳２／槡 ８（犘狉２
／３
１ －１）

犘狉１
犘狉（ ）２

０．１１

（１１）

　　其中，犳２ 按式（１２）计算。

犳２ ＝ （１．８２ｌｏｇ１０（犚犲犱２）－１．６４）
－２ （１２）

　　管内流体为层流（犚犲犱２ ＜２３００）时，努塞尔数

为常数，等于４．３６。

１．４．２　吸热管与玻璃护管的传热　在吸热管与玻

璃护管间通过对流和辐射进行换热。对于对流换

热，当环形腔内压力较低（压力＜１３３．３２Ｐａ）时，传

热机理是分子导热，在较高压力下（压力＞１３３．３２

Ｐａ），传热过程是自然对流。当环形区域内压力＜

１３３．３２Ｐａ时，对流换热系数按式（１３）计算
［７８）。

犺３４ ＝
λｓｔｄ

犱３
２ｌｎ（犱４／犱３）

＋犫犽（犱４／犱３＋１（ ））
（１３）

　　犫和犽的表达式分别为

犫＝
（２－犪）（９γ－５）

２犪（γ＋１）
（１４）

犽＝
２．３３１·１０－２０（狋３４＋２７３．１５）

犘犪δ
２

（１５）

　　当环形区域内压力＞１３３．３２Ｐａ时，对流换热量

按式（１６）～（２１）计算
［７８］。

ΔΦ３４ｃｏｎｖ，犻 ＝
２πλｅｆｆΔ犔

ｌｎ（犱４／犱３）
（狋３－狋４） （１６）

λｅｆｆ＝０．３８６λ３４
犘狉３４犚犪犮狔

０．８６１＋犘狉（ ）３４

１／４

（１７）

犚犪ｃｙ＝

ｌｎ
犱４
犱（ ）（ ）３

４

犔３犆 犱
－３／５
４ ＋犱

－３／５
（ ）３

５犚犪ＬＣ （１８）

犚犪ＬＣ ＝
犵β（狋３－狋４）犔

３
犆

ν
３ 犘狉３４ （１９）

犔Ｃ ＝
犱４－犱３
２

（２０）

β＝
１

狋３４＋１７３．１５
（２１）

１．４．３　玻璃护管与环境的对流换热　玻璃护管与

外界空气的对流换热，在无风时为自然对流换热，有

风时为强迫对流换热。自然对流换热时努塞尔数通

过式（２２）～（２４）计算
［７８，１４］。

犖狌犱５ ＝
０．６＋

０．３８７犚犪１
／６
犱５

１＋
０．５５９

犘狉（ ）５６

９／

（ ）
１６ ８／

烄

烆

烌

烎

２７

２

（２２）

犚犪犱５ ＝
犵β（狋５－狋６）犱

３
５

ν
２
５６

犘狉５６ （２３）

β＝
１

狋５６＋１７３．１５
（２４）

　　式（２２）～（２４）中各变量含义与式（１９）类似。

有风时，玻璃护管与空气的对流换热按流体横

掠单管时的经验公式计算。通过吸热管及玻璃管导

热计算按通过圆筒壁导热公式计算，吸热管外壁面

与玻璃管内壁面的辐射换热按两无限长环形空腔辐

射传热公式计算，玻璃护管外表面与天空辐射换热

按无限大封闭面与内包凸表面物体辐射换热

计算［１３，１５］。

２　集热管传热过程求解

集热管传热计算中，通常给定太阳总辐射热流

密度犐ｓｏｌａｒ，传热介质入口温度狋１，ｉｎ，环境温度狋６，天

空温度狋７，待定参数包括传热介质出口温度狋１，ｏｕｔ，

吸热管内外壁表面平均温度狋２ 及狋３，玻璃护管内外

壁表面平均温度狋４ 及狋５，共５个未知量，可通过式

（１）～（４）、式（８）以及相应的传热公式来进行求解。

由于辐射热流量与温度的４次方成正比，因此，引入

传热计算式后，热平衡方程是关于温度的非线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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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方程。文献［７］应用工程方程求解器（ＥＥＳ）来求

解这一组代数方程。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有丰富的数学

库函数及优化工具箱函数，给非线性代数方程组的

求解带来很大方便，文献［９１０］分别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提供的代数方程组符号求解函数ｓｏｌｖｅ及

ｆｓｏｌｖｅ 来 求 解 这 一 组 代 数 方 程。这 里 采 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提供的求解约束优化问题的函数

ｆｍｉｎｃｏｎ来求解这一组非线性代数方程
［１６］。与

ｓｏｌｖｅ及 ｆｓｏｌｖｅ 函 数 相 比，采 用 约 束 优 化 函 数

ｆｍｉｎｃｏｎ进行求解时程序设计简单，计算速度更快，

稳定性更好。

由式（１）～（４）及式（８）构造的优化问题数学模

型为

ｍｉｎ犳（狓）＝犲狇
２
１＋犲狇

２
２＋犲狇

２
３＋犲狇

２
４＋犲狇

２
５

ｓ．ｔ．　　　狋４ ＜狋３

狋５ ＜狋４

狋６ ＜狋５ （２４）

　　设计变量狓＝ ［狋２，狋３，狋４，狋５，狋１，ｏｕｔ］。

方程犲狇犻（犻＝１，２，．．．，５）通过对式（１）～（４）及

式（８）移项，使方程右端项为零得到。

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１　计算参数

算例采用文献［８］给出的集热管参数，各部分结

构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集热器结构参数 ｍ

名称

集热管

长度

犔

集热器

宽度

犠

吸热管

内经

犱２

吸热管

外经

犱３

玻璃护

管内径

犱４

玻璃护

管外径

犱５

数值 ３．６ １．２２ ０．０１５８０．０１７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０

取传热流体入口温度狋１，ｉｎ＝４５．３℃，传热流体

体积 流 量犞 ＝ ０．２２６８ｍ
３／ｈ，外 界 风 速狌５ ＝

３．８ｍ／ｓ，外界空气温度狋６ ＝２６．６℃，天空温度狋７＝

狋６－８℃。

３．２　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比较

传热计算分别按一维和二维模型进行，对于二

维传热模型，将集热管分为１２段。在太阳辐射热

流密度为均匀的情况下，一维和二维传热模型结果

相同。模拟计算结果与文献［８］实验结果如表２

所示。

表２　集热器传热计算值与实验结果比较

犜ｉｎ／℃ 犜６／℃
风速／

（ｍ·ｓ－１）

犜ｏｕｔ／℃

实测 计算

３５．８ ２１．０ ２．２ ３７．９０ ３７．２８

４０．９ ２２．２ ２．８ ４３．３０ ４２．８８

４１．３ ２５．０ ３．１ ４４．４０ ４４．５０

４５．３ ２６．６ ３．８ ４８．３５ ４８．９４

３８．７ ２５．５ ３．７ ４０．４５ ４０．９３

由表２可知，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对误差最大值

为１．６４％，说明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的优化函数

ｆｍｉｎｃｏｎ求解集热器传热过程有较好的精度。

３．３　传热流体入口温度对集热器性能的影响

传热流体体积流量犞 ＝０．２２６８ｍ
３／ｈ，环境温

度狋６＝２６．６℃，外界风速狌５＝３．８ｍ／ｓ，到达集热槽

开口面单位长度的太阳辐射热量犐′＝７５８Ｗ／ｍ时，

传热流体入口温度与集热器热效率关系曲线如图４

所示。

图４　传热流体入口温度与集热器效率关系曲线

犉犻犵．４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犎犲犪狋犜狉犪狀狊犳犲狉犉犾狌犻犱犐狀犾犲狋

犜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狑犻狋犺犎犲犪狋犆狅犾犾犲犮狋狅狉犆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从图４可以看出，随着吸热管传热流体入口温

度的增加，流体从太阳辐射吸收的热量Φｇａｉｎ 呈下降

趋势，且流体入口温度越高，下降的程度越明显，集

热器效率随传热流体温度的增加也呈下降趋势。这

是因为，随着传热流体入口温度的增加，吸热管管壁

温度增加，在外界气温和风速不变的情况下，玻璃套

管壁面温度增加有限，使得吸热管与玻璃护管间辐

射换热量Φ３４ｒａｄ增加，热损失增加，因此，集热器效率

下降。在吸热管与玻璃护管环形空腔内真空度较高

的情况下，吸热管与玻璃护管间对量换热量较少，热

损失主要由辐射散热产生。吸热管与玻璃护管间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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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换热量通过玻璃护管的导热及护管外表面与环境

的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散出。

３．４　太阳辐射热流密度对集热器性的能的影响

传热流体体积流量犞 ＝０．２２６８ｍ
３／ｈ，传热流

体入口温度狋ｉｎ ＝２００℃，环境温度狋６ ＝２６．６℃，外

界风速狌５ ＝３．８ｍ／ｓ时，太阳辐射热流密度与集热

器热效率关系曲线如图５示。

图５　太阳辐射热流密度与集热器效率关系曲线

犉犻犵．５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犛狅犾犪狉犚犪犱犻犪狋犻狅狀

犉犾狌狓狑犻狋犺犎犲犪狋犆狅犾犾犲犮狋狅狉犆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随着太阳辐射热流密度的增加，集热器效率呈

增加的趋势，由于散热损失（如玻璃护管外壁与环境

的对流换热量Φ５６ｃｏｎｖ）也呈增加的趋势，因此，集热器

效率随太阳辐射热流密度的增加其增加的幅度较平

缓。传热流体温度变化对集热器效率的影响大于太

阳辐射对集热器效率的影响。

４　结　论

在建立槽式集热器一维和二维稳态传热模型的

基础上，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优化工具箱函数

ｆｍｉｎｃｏｎ对热平衡方程和传热方程进行了求解，并

对部分因素对集热管性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

模拟计算和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将集热器传热模型按优化问题进行求解可以

加快求解速度，提高求解的稳定性。

２）随传热流体入口温度的增加，集热器效率显

著下降；随太阳辐射热流密度的增加，集热器效率呈

平稳增加的趋势。

３）在吸热管与玻璃护管环形空腔内真空度较高

的情况下，吸热管的散热主要是辐射换热；集热管热

效率对传热流体温度变化的影响要高于太阳辐射热

流密度变化对集热器效率的影响。

附：符号说明

犿为传热流体质量流量，ｋｇ／ｓ；狋ｉｎ，ｉ，狋ｏｕｔ，ｉ为第犻

段吸热管进出口温度，℃；犮ｐ，ｆｌｕｉｄ 为按传热流体平均

温度计算的定压比热容，Ｊ／（ｋｇ·℃）；犺为吸热管内

表面与传热流体对流换热系数，Ｗ／ｍ２；狋２，ｉ为第犻段

吸热管内壁温度，℃；狋ｍ，ｉ为第犻段传热流体平均温

度，℃；犖狌ｄ２为基于吸收管内径计算的努塞尔数；λ１

为传热流体在温度狋ｍ，ｉ时的导热系数；犳２ 为管内流

动摩擦系数；犘狉１为按流体平均温度计算的传热流体

普朗特数；犘狉２ 为按管内壁温度计算的传热流体普

朗特数；λｓｔｄ 为标态下，环形区域内气体导热系数，

Ｗ／（ｍ·℃）；犫为分子作用系数；犽为分子平均自由

程，ｃｍ；犪为调节系数；γ为气体比热比；犘ａ 为气体

压力，ｍｍＨｇ；δ为气体分子直径，ｃｍ；λｅｆｆ为等效导

热系数；犚犪ＬＣ 为按定型尺寸犔Ｃ 计算的瑞利数；β为

气体膨胀系数；ν为气体运动粘度。

参考文献：

［１］黄素逸，黄树红，许国良．太阳能热发电原理及技术

［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２．

ＨＵＡＮＧＳＹ，ＨＨＵＡＮＧＳＨ，ＸＵ Ｇ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ｌａ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王金平，王军，张耀明，等．槽式太阳能聚光集热器传热

特性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７）：１８５１９２．

ＷＡＮＧＪＰ，ＷＡ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ＹＭ，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ａ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１（７）：１８５１９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徐伟，杨帆，刘静静，等．槽式抛物面太阳能热发电系

统发展现状与探讨［Ｊ］．发电设备，２０１５，２１（１）：７４７８．

ＸＵ Ｗ，ＹＡＮＧ Ｆ，ＬＩＵ ＪＪ，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ａｒ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Ｐｏｗｅ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２１（１）：７４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杨敏林，杨晓西，林汝谋，等．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与系

统［Ｊ］．热能动力工程，２００８，２３（３）：２２１２２８．

ＹＡＮＧＭ Ｌ，ＹＡＮＧＸＸ，ＬＩＮＲ Ｍ．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８，２３（３）：２２１２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ＧＡＲＣＡ，ＺＡＲＺＡＥ，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

Ｌ，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４：１６９５１７２１．

［６］熊亚选，吴玉庭，马重芳，等．槽式太阳能聚光集热器

光热性能初步实验研究［Ｊ］．太阳能学报，２０１２，３３

（１２）：２０８７２０９２．

７５第４期　　　 　　　　　　　　　陈玉英：槽式太阳能集热器传热模型及性能分析



ＸＩＯＮＧＹＸ，ＷＵ ＹＴ ，ＭＡＣＦ，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Ｊ］．ＡｃｔａＥｎｅｒｇｉａｅＳｏ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３（１２）：２０８７２０９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ＦＯＲＲＩＳＴＡＬＲ．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ａ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ａ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ｖｅｒ［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２００３．

［８］ＡＬＦＥＬＬＡＧ， ＭＯＨＡＮＡＤ ＡＢＤＵＬＡＺＥＥＺ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ＥＥ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Ｄ］．

Ｆｌｏｒｉｄａ：ＥｍｂｒｙＲｉｄｄｌｅ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

［９］杨润，李斌．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抛物槽式太阳能集热器

集热管一维稳态模型［Ｊ］．可再生能源，２００８，２６（４）：６９．

ＹＡＮＧＲ，ＬＩＢ．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Ｄ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ａｒ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ｐｉｐ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ＴＬＡＢ ［Ｊ］．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８，２６（４）：６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韦彪，朱天宇，刘德有．槽式ＤＳＧ太阳能集热系统模

拟分析［Ｊ］．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３）：４７３４７６．

ＷＥＩＢ，ＺＨＵ Ｔ Ｙ，ＬＩＵ Ｄ 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ｏｒ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ＤＳＧ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３（３）：

４７３４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ＷＡＮＧＫ，ＨＥＹＬ，ＣＨＥＮＧＺＤ．Ａ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

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ｏｌａｒｆｌｕ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５７（３）：

５３１５４０．

［１２］ＭＣ．ＥＬＪＡＩ，ＦＺ．ＣＨＡＬＱＩ．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ｓｏｌａ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２（５）：２００２１１．

［１３］周传文．槽式太阳集热器热性能研究［Ｄ］．北京：华北

电力大学，２０１３．

ＺＨＯＵＣ Ｗ．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ｏｕｇｈ

ｓｏｌａ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ＷＵ Ｚ Ｙ，ＬＩＳ Ｄ，ＹＵＡＮ Ｇ Ｆ，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ｔｒｏｕｇｈ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４，１１３：９０２９１１．

［１５］杨世铭，陶文铨．传热学［Ｍ］．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６．

ＹＡＮＧＳ Ｍ，ＴＡＯ Ｗ Ｑ．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张永恒．工程优化设计与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Ｍ］．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ＺＨＡＮＧＹ Ｈ．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ｗｉｔｈ

ＭＡＴＬＡＢ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　胡玲）

８５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第３８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