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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我国南海地区常年高温高湿、雨量充沛、
太阳辐照强度大，风速大且风中包含大量水汽，
处于多强场耦合的热带海洋环境下，建筑围护结
构承受着远高于大陆地区的热湿压力。尽管我国
已开始对南海地区进行开发建设，但尚无相应的
建筑热工设计指标体系进行指导，使得热工选材
无据可依，围护结构设计有所失真。作为指标体
系建立的重要基础研究工作，探究极端热湿气候
下围护结构热湿耦合传递特点具有重要的科学价
值和实际意义。
本文针对南海地区建立了一维瞬态热湿耦合传递
模型，利用COMSOL数学模块系数型PDE接口
进行了求解，探讨了热量传递、水分传输过程中
相关参数的变化特点，为求解南海地区热湿耦合
传递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求解方法。

结果: 菲律宾气候下的砖墙结构热湿模拟

结论: 
1. 采用COMSOL数学模块PDE接口可实现针对极端热湿地区的

热湿耦合传递模型的准确求解
2. 该地区湿传递过程对于热传递具有强烈影响，墙体内部温度波

较单纯热传递衰减更快，进行围护结构热工计算时，不可忽略
湿份影响

3. 围护结构内部湿传递近似稳态传递，室外侧表面受温度影响，
周期性吸放湿，室内侧波动不大

展望: 
1. 通量/源 边界条件增加太阳辐射、降雨、长波辐射、风速项
2. 多物理场模型增加描述盐分迁移的偏微分方程及相应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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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海地区围护结构热湿耦合传递过程及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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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热湿耦合条件下的墙体温度分布

图 5.热湿耦合条件下的墙体内部湿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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