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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進行多孔性介質材料燃燒室設計之前，先運用商業套裝軟體

FLUENT進行模擬的工作。將SOFC出口的廢氣條件(包括成份、流

量、壓力以及溫度)作為多孔性燃燒室的進氣邊界條件。其次，了解

廢氣的流量速度以確定是層流或是紊流。在模擬中不同的流場所選

用的模組是不一樣的，而為了能夠使模擬更接近實際狀況，因此決

定那種型式的模組是很重要的。利用模擬出來的結果作為設計的依

據，使得設計出來的多孔性介質材料之SeqB(Sequential burner)更加

完善。本研究主要目的是利用數值方法，模擬氫氣與空氣之混合物

在二維軸對稱多孔性介質燃燒室中之燃燒現象。文中針對目前使用

之多孔性介質燃燒室進行模擬，所需的入口條件和核研所之實驗配

置相同，藉此比較模擬與實驗之間的誤差。模擬時採用FLUENT 套

裝軟體進行運算；化學反應的部份則採用氫氣的單步化學反應式模

擬，並考慮輻射熱傳導方程式。在等壓絕熱過程中，計算純氫/空氣

燃燒的絕熱火焰溫度(Adiabatic Flame Temperature)。模擬結果之最

高溫將與絕熱火焰溫度作比較，以確保模擬結果之正確性。本研究

成功的完成多孔性介質燃燒室之物理模式建立，模擬的結果與實驗

數據之間的誤差5%以內。由於目前實驗條件的當量比介於0.27~0.31 

之間，模擬結果顯示出當量比對於火焰位置的影響並不明顯。文中

也探討了不同尺寸的燃燒室對火焰的溫度、火焰位置的影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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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使SeqB的燃氣混合情形達到最佳化，為先期之工作目標，在達

成多孔性介質之SeqB的最佳化設計後，接下來將進行結合SeqB與熱

交換器之設計與研究，而如何使SeqB產生之高熱可以充分被利用來

預熱SOFC進料之氣體為本年度的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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