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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储存粮堆内部自然对流
和热量传递分析

尉尧方1，王远成1，潘 钰1，魏 雷2，石天玉2，尹 君2

( 1． 山东建筑大学 热能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2．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7)

摘 要: 基于多孔介质流动和传热传质理论，建立了仓储粮堆内部自然对流、热湿耦合传递的数学

模型。采用近似分析原理和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仓储粮堆内的传热和自然对流过程及其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对于颗粒较小的谷物如小麦，储存过程中的温度主要受热传导的影响，但是对于颗粒

较大的谷物如玉米，自然对流的影响会更大。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证明了粮仓中低速的水分

迁移对储粮温度变化影响很小。在“瘦高”型的圆筒仓中，自然对流的影响作用较强，自然对流作

用会使粮仓内温度混合更加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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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atural convection and heat transfer in grain bulk during seale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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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in porous medium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nat-
ural convection and coupled heat moisture transfer in grain bulk was established． The heat transfer and
natural convection processes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were studied by the method of approximate analy-
si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heat
transfer in cereals of small kernel，such as wheat，while for cereals of larger kernel，such as corn，natu-
ral convection was the main effec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ved that the
effect of low moisture migration in grain bin on the temperature change of grain was very small，which
could be neglected． In silos，the effect of natural convection was significant，which enabled the tempera-
ture in silo more uni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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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水分是影响储粮质量的主要因素，准确

预测粮仓中粮食的温度和水分是至关重要的。由于

储粮的温度由周围的天气条件决定，所以周围天气

的变化会影响到储粮的温度。同时，由于粮仓内存

在温差引起了粮堆内部的自然对流，从而导致了粮

堆中的水分分配不均。因此，仓储粮堆内部自然对

流流动、热量传递和水分迁移是相互耦合的，而且耦

合关系也非常复杂。

Yaciuk 等人［1］，Jiang 和 Jofriet ［2］建立了在粮堆

内部以导热为主要热量传递的模型，忽略了自然对

流的影响，并对仓储粮食内部的温度变化进行了模

拟分析。该研究认为，粮食在储存过程中会发生自

然对流，但对储粮的温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Beu-

kema 等人［3］对矩形粮仓中的自然对流和传热过程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然对流会影响粮堆内部的

热量传递。自然对流作用会使传热率升高，最终使

温度达到一个稳定状态; 数学模型中不考虑自然对

流项时，计算出的温度会比考虑自然对流时得到的

温度值低 11%。Nguyen ［4］建立了描述粮堆内自然

对流传热过程的方程，分析了粮堆内部热量传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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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迁移的过程。研究发现，粮堆内部存在着自然

对流运动，但粮堆内部空气的自然对流的速度是非

常小的。

本文首先建立了仓储粮堆内部自然对流、热湿

耦合传递的数学模型，对仓储粮堆内部热湿耦合传

递过程进行了近似分析，得到了描述仓储粮堆自然

对流强度的无量纲参数—瑞利数，探究了瑞利数对

仓储粮堆内部热量传递及水分迁移的影响; 同时分

析了仓型、粮种、初始水分对仓储粮堆内部热量传递

的影响，得到了圆筒仓内部小麦和玉米储藏过程中

自然对流和热量传递的特征。

1 建立数学模型
在柱坐标系下，通过粮粒间的空气速度满足以

下两个方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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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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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量方程式( 不考虑热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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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中 γ = Cp / ( Cp ) m，是热容量的比值; 其中

粮粒的热容量是 Cp = 123 0 J / ( m3K) ［3］; 粮堆的热

容量 是 ( Cp ) m ; α = k / ( Cp ) m 是 粮 堆 的 热 扩 散 率，

m2 /s，k 是粮堆的传热系数，W/m2·k。r 是柱坐标

系中的径向坐标; h 是柱坐标系中的垂直坐标; vr 是

流体的径向速度; vz 是流体的垂直速度; κ 是渗透

率; μ 是空气的动力粘度，kg /s·m; T 是粮堆的温

度，℃ ; Ta 是周围空气的平均温度，℃ ; g 是重力加速

度，s /m2 ; p 是空气压力，Pa; ρa 是温度 Ta 时的空气

密度，kg /m3 ; β 是空气的热膨胀系数，1 /K。

在粮仓外大气的的温度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T = Ta + Asin
2π
360( td － 70[ ]) ( 4)

其中，A 是粮仓周围空气温度变化幅度，K; td 是

计算的天数。

方程( 1) 和( 2) 可以用来计算压力 p 和速度 v，

将方程式写成流函数 χ 形式如下:

νr =
1
r
χ
z

，vz = － 1
r
χ
r

( 5)

这些方程式满足方程式( 1) ，然后在方程式( 2)

中用 χ 代替 v，因为在式( 2) 中使用了 Boussinesq 近

似，所以! × !p = 0，最终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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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 是圆柱形仓的高度。方程中 Ｒa 是描述

粮堆中自然对流强弱的无量纲数—瑞利数，其表达

式如下［5］:

Ｒa = κρagβAH / ( )μα ( 7)

它是描述自然对流的一个准则数，反映了自然

对流流动强度对对流换热强度的影响。在纯粹的自

然对流中，浮升力对流动强度的影响可用瑞利数 Ｒa

来判定。

通过方程式( 3) 和( 6) 求解 χ 和 T，以及通过式

( 5) 得到速度的值。以上的计算公式可以用于计算

高度为 H，半径为 Ｒ 的圆筒形仓内粮粒的温度。这

些数学模型在二维的两坐标系( r，h) 中关于中心线

r = 0 是对称的。同时在仓底部和中心线 r( )= 0 处，

粮仓表面的温度梯度是零。固体表面或中心线处也

没有气流通过。其边界条件是:

在 r = 0 处，T
r

= 0;

在 z = 0 处，T
z

= 0;

且在 r = 0，r = Ｒ，z = 0，z = H 处，χ = 0 ( 8)

在初始条件 χ = 0，td = 0 时，通过方程式( 4 ) 可

知，此时粮仓中的空气和粮食混合的温度与周围的

温度相等。

在式( 2) 中使用了 Boussinesq 近似。在方程式

( 1) 中假定空气密度 ρa 为常数，从方程式( 2 ) 中可

以看出密度是温度的函数。

ρ = ρa 1 － β T － T( )[ ]a ( 9)

式中，ρa是温度 Ta 时的空气密度; Ta 是周围空

气的平均温度，β 是空气膨胀系数值假定为常数。

当 T － Ta ＜ 20 ℃时，方程适用。

方程( 2) 是由达西定律表达式转化而来。Bird

等人［6］的研究发现: 由于自然对流的速度非常小，

如果速度小于限制速度，达西定律就可以适用，即多

孔介质的雷诺数应满足下式:

dρaν
μ 1 －( )ε

＜ 10 ( 10)

所以限制速度通过计算可得满足条件为: v ＜
3 × 10 －2m /s

其中，d 是粮粒的颗粒直径; ν 是空气的表面速

度; ε 是孔隙率。这里采用的空气和粮食的 d = 3 ×
10 －3m，μ /ρa = 1． 5 × 10 －5m2 /以及 ε = 0． 4［6］。所以

ν ＜ 3 × 10 －2 m /s。它表明，气流速度会随压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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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线增加。

2 近似分析原理及自然对流和传热过程分

析

2． 1 近似分析原理

近似分析即数量级分析的方法，是指通过比较

方程式中各项数量级的相对大小，把数量级较大的

项保留下来，而舍去数量级较小的项，实现方程式的

合理简化。比如: 当传热对粮仓内的温度影响较大

时，可以忽略方程式中的自然对流项; 当自然对流显

著的影响粮仓内的温度时，可以忽略方程式中的瞬

变项将方程式简化处理，这样便于得到方程式中不

同量之间的关系。
2． 2 仓储粮堆内部自然对流和热量传递的近似

分析

为了使传热显著影响能量方程式( 3 ) ，根据近

似分析原理，此时可以忽略自然对流项，而且考虑导

热主要发生在径向，即垂直方向的导热远小于径向

的导热，因此方程式简化为:

T
t
～ α 1

r

r

r T
( )r

即: ΔT
δt
～ α ΔT

Ｒ2 ;

因此，δt ～ Ｒ2 /α ( 11)

小麦的 α = 1． 076 × 10 －7m2 /s［6］，当柱形粮仓取

Ｒ = 3 m 时，此时 δt ～ 8 × 107s( 约为两年半) ，δt 在这

里代表温度变化明显的时间长度。这表明在一年的

储存中周围的温度变化将会影响储粮的温度，但短

时间内的变化，如昼夜变化，对温度变化的影响很

小。Converse 等人［7］后来通过实验也证明了当粮仓

中储存小麦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由连续性方程式( 1) 可得 νr /Ｒ ～ νZ /H，并假设

ΔT ～ A，A 是方程( 6) 中的空气温度变化幅度，再根

据式( 11) 将( 6) 式整理化简，表明速度可以通过下

式被估测。

νz
Ｒ( )H

2

[ ]+ 1 ～ Ｒaα /H ( 12)

如果自然对流项数量级非常大或者远大于传导

项的数量级，那么由能量方程式( 3 ) 得到自然对流

项和扩散项之间的关系如下式:

γ vr
ΔT
Ｒ + vz

ΔT( )H α ΔT
Ｒ2 + ΔT

H( )2 ( 13)

根据柱坐标系下的连续性方程式( 1) 可得: νr /
Ｒ ～ νz /H，将 vr整理成关于 vz的关系式，代入上式整

理得:

2γνz /Hα
1
Ｒ2 +

1
H( )2 ( 14)

然后将上式代入方程式 ( 12 ) ，约去 vz 可以得

到:

Ｒa 2 + H( )Ｒ
2

+ Ｒ( )H[ ]
2 1
2γ

( 15)

分析上式，如果粮仓满足 H /Ｒ = 1，当 Ｒa2 /γ
时，储粮的传热过程的关系式中自然对流项就是重

要的。但是，如果 H /Ｒ 值比较大，这时 Ｒ /H ～ 0，将

( 15) 式整 理 可 得 自 然 对 流 项 重 要 的 条 件 就 变 为

Ｒa( )H /Ｒ 2 /2γ。

因此，根据以上推导可知，当自然对流在储粮过

程中占主导作用时，不仅取决于粮食种类、粮仓的尺

寸，还有一部分取决于周围温度的变化幅度。因此，

求出粮仓中谷物的 Ｒa /H 值，就可以判断自然对流

在整个储粮过程中是否重要。
Ｒa /H = κρagβA /μα，通过表达式可以看出两种

粮食的显著差异项是渗透率 κ。虽然不同粮种间的

α 值略有一些差异，但其余项的值都是固定的，A、ρa
和 β 项也会受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渗透率值可以

由 Kozeny － Carman 公式估算［8］:

κ = d2ε3

172． 8 1 －( )ε 2 ( 16)

它是根据 Bird 等人［6］ 使用的公式修改而来。

对于大多数粮种来说，孔隙率 ε 取常数值 0． 4，那么

由上式可知影响渗透率的主要项是粮粒的平均直径

d。

对于 小 麦，μ /κ = 4 × 103，g = 9． 81m /s2，α =
1． 076 × 10 －7m2 /s，β = 3． 47 × 10 －3，γ = 8． 5 × 10 －4，

ρa = 1． 23 以及 A = 15 时，Ｒa /H = 1． 4 × 103［5］。那么

对于圆筒形仓，通过计算可知: 如果 H ＞ 1． 7 m，当

H /Ｒ = 1 时，粮储过程中自然对流项起主导作用; 如

果 H /Ｒ = 10，当 H ＞ 43 m 时，才能说明粮仓中的温

度主要受自然对流的影响。因此，对于常采用的圆

筒仓的 H、Ｒ 值，自然对流对粮食温度产生的影响很

小，即自然对流对粮仓内部热量传递的作用可以

忽略。

但是当粮粒的尺寸较大时，自然对流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对于玉米，同理计算可得 Ｒa /H ～ 5 ×
103，所以，当 H /Ｒ = 1，H ＞ 0． 5 m 时; 当 H /Ｒ = 10，H
＞ 12 m 时，自然对流对粮食温度的影响就会很大。

对于玉米，土豆，桔子和苹果，Ｒa /H ～ 104 到 5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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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对 流 在 仓 储 过 程 中 对 温 度 的 影 响 也 是 很 重

要的。
Ｒa /H 还取决于环境温度 Ta 和方程( 6 ) 中的空

气温度变化幅度 A。对这些值也进行近似计算，假

定 A = 15 ℃。这是国内中部粮食产区的典型值，但

该值也取决于地理位置和粮仓吸收的太阳辐射的

热量。

3 近似分析结果的数值模拟验证

在 Converse 等人［6］进行的实验中，小麦填充在

H = 33． 528 m、Ｒ = 2． 743 m 的圆柱形仓中。实验条

件是空气温度 Ta = 14． 20 ℃，A = 15． 30 ℃。粮食的

初始温度为 6． 1 ℃，水分含量为 13． 3% 湿基。热扩

散的值是 α = 1． 076 × 10 －7m2 /s，小麦和低速空气流

的 μ /κ 值是 4 × 103，因此，Ｒa ～ 5 × 104。利用上述

近似分析可说明，自然对流不会显著影响粮仓内部

的热量传递，影响粮食温度的主要是热传导作用。

当方程( 6) 中 td = 180 d 时，在 r = ( 7 /8) Ｒ = 2． 4

m，z = H /2 = 16． 764 m 点上，速度 v = 5． 4 × 10 －5 m /
s; 在 r = ( 1 /8) Ｒ = 0． 3 m，z = H /2 点上，速度 v = 1． 0
× 10 －4 m / s。这些数据也说明了自然对流的速度是

非常小的。

图 1 是数值模拟的半径为 1． 524 m 粮仓内部粮

食的平均温度与 Converse 的计算结果的比较，从图

1 可以看出，二者吻合较好，说明本文建立的数学模

型是合理的，而且在求解温度场时，自然对流项是可

以忽略的。

图 1 半径为 1． 524 m 的圆柱形粮仓中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4 数值模拟仓储过程的结果分析
4． 1 粮堆高度与圆筒仓半径对储粮温度变化的影响

图 2 是数值模拟的两种圆筒仓内储粮平均温度

随着瑞利数变化的情况。当粮堆高度与圆筒仓半径

不变时，粮种的温度变化主要随瑞利数改变而改变，

而 Ｒa 体现了环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2 所

示，一年中的储粮平均温度的最大值，它总是出现在

在每一年的第二十八周( 夏季期间) ，恰好在环境温

度的最大值后。当 Ｒa ＞ 104 时，从图 2 可以看出，

H /Ｒ = 1 的仓的平均温度就开始随着 Ｒa 的增大而

升高。同样，对于 H /Ｒ = 10 的粮仓，当 Ｒa ＞ 105 时，

温度就开始升高。

从图 2 中还可以看出: H /Ｒ = 10 的粮仓的平

均温度低于 H /Ｒ = 1 的粮仓的值。说明柱形粮仓

的不同尺寸对储粮温度变化也是有影响的。这是

因为在 H /Ｒ = 1 的粮仓内，热传导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都发生。但是当 H /Ｒ = 10 时，只有水平方向的

热传导作用是显著的。而且，在图 2 中可以看出，

随着周围温度的增加，H /Ｒ = 10 的粮仓受周围温

度变化产生的影响将会滞后于 H /Ｒ = 1 的粮仓。

当 Ｒa 值较小时，在粮仓中心( r = 0，z = H /2 ) 处，热

传导控制着热量从周围的高温到中心低温传递。

但是，随着 Ｒa 增加到大约104，由于自然对流加速

了能量的流动，使温度分配更加均匀，这时中心温

度会接近于平均值。

图 2 不同仓型内粮堆平均温度随瑞利数的变化规律

4． 2 储粮过程中空气流速的分析

图 5 是数值模拟的圆筒仓粮堆内部空气的速度

分布。仓的尺寸是 H = Ｒ = 3 m，初始水分含量为

10%。当 Ｒa = 102 和 Ｒa = 105 时，流线形状相似，但

是当 Ｒa = 105 时，流线的梯度会更大些，说明此时粮

堆内部自然对流的速度相当较大。分析图 5 可以得

到，当 Ｒa = 102 时，r = Ｒ，z = H /2 处的空气流速是

4． 0 × 10 －6 m /s，在 r = Ｒ /8，z = H /2 处，空气流速是

2． 6 × 10 －7 m /s; 当 Ｒa = 105 时，r = Ｒ，z = H /2 处的空

气流速是 4． 0 × 10 －3 m /s，r = Ｒ /8，z = H /2 处的空气

流速是 1． 8 ×10 －4 m /s。当 Ｒa ＞106 时，对于 H/Ｒ =1

的圆筒仓，气流速度将会超过 3 ×10 －2 m /s，根据速度

计算公式( 10) ，利用 Darcy 定律方程计算，结果就不

准确了。所以当前的分析不适用于较大的 Ｒ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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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瑞利数下粮堆内部的流函数( 速度) 分布

4． 3 储粮水分对储粮温度变化的影响

4． 3． 1 初始水分不同对储粮温度变化的影响

为了深入分析水分对粮堆内部热量传递的影

响，方程( 3) 改写成另外一种形式，对于整个传热过

程，当包括水分含量变化项时，能量方程为:

( ρbulkCbulk ) T
t

+ ρairC( )air uj
T
xj

= 
xj

kbulk
T
x[ ]

j
+

ρbulkhfg
Wg

t
( 17)

其中: kbulk = 0． 117 0 + 0． 001 3M; Cbulk = 1． 398 +
0． 040 9M; M = Wg / ( 1 + Wg ) × 100。在上述各式中，

kbulk是储粮的导热系数，W/ ( m2·K) ，Cbulk是储粮的

热容量，J / ( kg·k) ，hfg是蒸发潜热，J /kg。M 是储粮

的湿基水分，%，Wg 是储粮的干基水分，%。1 kg粮

食的水分含量数量级的变化 ΔWg = 10
－2，那么由 M

表达式可知对于 1 kg 作物粮堆水分的百分数变化

是 ΔM = 10 －2，进而由上述关系式可得 kbulk的数量级

不变，对 Cbulk的数量级也没有影响。可见，不同的初

始水分含量对储粮的热量传递影响较小，粮仓温度

的变化差异也就很小，王远成［9，10］等人的数值模拟

结果也验证了这个结论。

图 3 是近似夏季工况下两种初始水分情况下仓

内温度分布，夏季工况下，小麦初始温度为 0 ℃，外

界的平均环境温度为 20 ℃，初始水分分别为 14%

和 18%。夏季工况时，粮堆初始温度小于外界大气

温度，由于热传导的作用，使得储粮温度从外到内逐

渐升高，达到 150 d 时，粮堆右上半部的温度都超过

了 278 K( 5 ℃ ) 。比较图 3 中 a 和 b 可以看出，初始

水分不同对粮堆的温度变化产生的影响差别很小。

图 3 水分为 14%和 18%近似夏季工况 150 d 时粮堆内部温度场

4． 3． 2 粮仓内部水分迁移对储粮温度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整个储粮的过程中，由于水分的迁

移会使某点处的水分变化量较大，同时，其它地方的

储粮水分会相应减小，但是对于密封性较好的粮仓

来说，尽管粮堆内部会发生水分迁移和再分配，但总

体的水分变化量是非常小的，所以在研究粮仓温度

的年变化中可以忽略水分的变化这一项，说明储粮

的水分迁移对温度影响很小。

图 4 是发生在圆筒仓中心( Ｒ = 0，Z = H /2 ) 的

考虑和不考虑水分迁移影响时圆筒仓中心的储粮温

度。从图 4 发现，与没有水分转移情况相比，有水分

图 4 当 H /Ｒ = 1 时，TD 和 TO 分别是考虑和

不考虑水分迁移影响时圆筒仓中心的储粮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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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时圆筒仓中心的储粮温度值约高 0． 5 ℃。但随

着自然对流的增加，即瑞利数 Ｒa 的增大，两者间差

异是减少的。由此可得，平均温度不受水分迁移的

影响。

5 结论
通过对圆筒仓建立一个完整方程的近似分析和

数值 模 拟 验 证，圆 筒 仓 内 部 如 果 满 足 Ｒa 

2 + H( )Ｒ
2

+ Ｒ( )H[ ]
2

1
2γ

，那么此时储粮的温度变化主

要受空气的自然对流影响，反之，圆筒仓内的储粮温

度变化主要受热传导的影响。
对于粒径较小的谷物，比如说小麦，Ｒa 通常都是

小于这个值，所以来自自然对流的影响很小，但对于

颗粒较大的作物，如玉米，自然对流的影响就不可忽

略。而且，对于“瘦高”型的圆筒仓，其内部自然对流

作用更强，此时的储粮温度变化更容易受自然对流的

影响。同时，自然对流加快了粮堆内部的热量传递，使

粮仓内部的温度更加均匀。初始水分以及粮堆内部的

水分迁移对储粮温度变化影响也较小，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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