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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多孔结构气凝胶传热模型及绝热机理研究
陈一泊，　张光磊，　贾伟韬，　赵朋媛，　秦国强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要：气凝胶是一种具有纳米多孔结构的超级绝热材料，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热 能 传

输、节能建筑等领域。在结构单元的气固耦合传热基础上，建立了纳米多孔结构气凝胶的传热

模型，推导了有效热导率表达式，并将该传热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

验证了该模型的准确合理性。计算分析了不同含量、不同纤维增强的ＳｉＯ２ 复合气凝胶的绝热

系数，为进一步优化设计多孔结构材料垫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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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凝胶是一种具有空间网络骨架且结构可控的轻质纳米多孔隔热材料，具有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
低密度，低介电常数 和 优 异 的 隔 热 性 能［１］，在 建 筑 节 能、生 物 医 用、航 空 航 天 等 领 域 具 有 广 泛 的 应 用 前

景［２－４］。气凝胶内部热量传递的形式主要分为３种：传导传热、对流传热以及辐射传热，其孔径尺寸和固相

结构的特征尺寸都属于纳 米 级，因 此 在 传 热 方 面 具 有 显 著 的 纳 米 尺 度 效 应［５］。从 气 凝 胶 的 微 观 结 构 出

发，研究其传热特性进一步分析骨架结构内部的传热机理，可以将气凝胶材料更好地应用在各个领域。
气凝胶的三维网状骨架结构导致其传热过程相对复杂，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通过理论模型来

简化气凝胶的微观结构研究其传热过程。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６］提出了３种立方阵列结构的气凝胶理想单元模型，
分别为交叉方杆、交叉圆杆及由小球体构成的立方阵列单元模型。Ｗｅｉ　ｅｔ　ａｌ［７－８］和Ｌｕ　ｅｔ　ａｌ［９］均采用纳米

球体构成的立方单元模型来表征气凝胶基体材料的纳米多孔结构。施一长［１０］建立了四棱柱、六棱柱和八

棱柱３种纳米孔结构模型，气凝胶密度较小时，四棱柱计算结果与实际值更吻合。Ｘｉｅ　ｅｔ　ａｌ［１１］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交叉分形球杆单元模型，推导出气凝胶及掺入添加剂复合材料的整体有效热导率表达式。
建立基于气凝胶单元体结构的传热模型，综合考虑了气凝胶颗粒的气固耦合热传导、纳米颗粒堆积

所构成孔隙中的气相热传导及辐射传热，推导出有效热导率计算表达式，并进一步研究结构参数对ＳｉＯ２
气凝胶及纤维复合气凝胶等效热导率的变化关系，最终揭示了气凝胶纳米多孔结构内部的传热机理。

１　气凝胶传热模型

将气凝胶的整个骨架结构简化为具有直径ｄ的球形纳米孔在整个空间呈周期性无限规则排列，如图

１（ａ）所示。可从中抽取如图１（ｂ）的单元体模型，将其等价为边长ａ的立方体结构 单 元，孔 洞 直 径 为ｄ。
简化的单元体结构模型的固相是由具有开放性孔隙结构的气凝胶纳米颗粒组成，从而进一步将含有纳米

孔结构的气凝胶颗粒简化为球体立方阵列结构模型，如图１（ｃ），而整个骨架结构中的孔隙由空气来填充。

１．１　单元体模型的气固耦合热导率

假设结构单元体内部的传热为一维稳态传热过程，依据单元体结构模型的对称性，可将单元体结构

看作是由４个高为ａ的１／４柱体结构所组成，而每部分柱体结构包含纳米孔结构和固相结构，如图２所

示。假设通过单元体的温差为ΔＴ，通过单元体结构模型传递的总热量为Ｑ，包含２部分：Ｑ１ 为通过球形

孔内的气相及孔洞之间连接固相部分传递的气固耦合热量；Ｑ２ 为通过柱体结构的边缘固相传递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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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简化的传热模型 (b)单元体模型 (c)球棍模型

图１　气凝胶简化传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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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传热分析图

由于其传热过程为一维稳态传热，根据傅里叶定律，可以推导出Ｑ１、Ｑ２ 的计

算公式如下

Ｑ１ ＝∫
ｄ
２

０

ΔＴ２πｘ

２ ｄ（ ）２
２

－ｘ槡 ２

ｋｇ
＋
ａ－２ ｄ（ ）２

２

－ｘ槡 ２

ｋｎ

ｄｘ＝πΔＴｋｎ２μ
ｄ－ａ

μ
ｌｎμｄ＋ａ（ ）［ ］ａ

（１）

Ｑ２＝

ａ（ ）２
２

－π４×
ｄ（ ）２［ ］

２

×ΔＴ

ａ
ｋｎ

＝
（４ａ２－πｄ２）×ΔＴ×ｋｎ

１６ａ
（２）

式中，ｄ为孔径尺寸；ａ结构单元的边长；μ＝
ｋｎ
ｋｇ
－１，ｋｎ 为气凝胶纳米颗粒的有效热导率，ｋｇ 为气相热导

率。当δ＝ｄａ
时，联立式（１），式（２）可以得出单元体模型的气固耦合热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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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气凝胶纳米颗粒的热导率

简化的气凝胶传热计算模型的固相是由具有纳米孔结构的气凝胶颗粒组成，将气凝胶纳米颗粒简化

为小球体构成的立方阵列结构模型，则气凝胶纳米颗粒的气固耦合热导率可以表示为［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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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β＝１－
ｋｇ
ｋｓ
，ｋｓ 为固相热导率，ｋｇ 为气相热导率；ａ１＝

ｄｌ
Ｄｌ
，ｄｌ 为纳米颗粒的直径，Ｄｌ 为单元体边长尺

寸；ａ２＝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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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为纳米颗粒间的接触直径。

１．１．２　气相热导率

１９６９年Ｋａｇａｎｅｒ［１３］基于一组平行板间的气体碰撞理论，将两平行板间的距离假设为孔径尺寸，提出

了与孔径尺寸相关［１４］的气相热导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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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π槡 Ｐｄｓ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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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ｇ，０为气体在自由空间下的热导率；ε为气凝胶的孔隙率；Ｐ为气体压力；ｄｓ 为颗粒直径。

１．２　辐射传热

纯气凝胶在高温下对小于８μｍ的近红外辐射几乎透明，抑制高温 辐 射 能 力 较 弱，随 着 温 度 逐 渐 升

高，辐射传热成为热传导的主要方式，隔热性能逐渐降低［１５］。将气凝胶假设为光学厚介质，采用Ｒｏｓｓｌａｎｄ
扩散近似［１６］计算辐射热传导，进一步得出辐射热导率表达式［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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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为遮光系数，对于气凝胶约为１；σ为Ｂｏｉｔｚｍａｎ常数，σ＝５．６７×１０－８　Ｗ／（ｍ２·Ｋ４）；ｅ为平均衰减

系数，对于气凝胶约为２２．７　ｍ２／ｋｇ。

２　热导率计算与模型验证

气凝胶的等效热导率为气固耦合热导率与辐射热导率之和，将上述传热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

进行对比可知，当δ＝０．２５，固相热导率ｋｓ＝０．３６　Ｗ／（ｍ·Ｋ）时，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差值较小。在

计算模型的过程中，气凝胶球形纳米颗粒的接触参数ａ２＝０．８５［８］保持不变，球形颗粒直径在２～５　ｎｍ范

围内取值，气凝胶纳米颗粒组成的孔洞在９～１６　ｎｍ范围内取值。
图３为３００　Ｋ时不同密度下气 凝 胶 热 导 率 的 理 论 计 算 结 果 与 实 验 值 对 比 图。从 图３中 可 以 看 出，

Ｗｅｉ　ｅｔ　ａｌ［８］提出的模型计算结果值略低于实验数据，而本模型提高了计算精度。在相同温度下，随气凝胶

密度的增加热导率呈先逐渐减小后递增的趋势。当气凝胶的密度较小时，其孔洞较多，此时随密度增加

固相导热逐渐增强，但固相导热对有效导热系数所做贡献仍低于气相导热，因此单元体模型的有效热导

率随之减小；随着密度继续增大，孔隙率降低，当密度增大到某一值时，此时固相导热主导了单元体模型

的传热，则单元体模型的导热系数将随密度的增大逐渐升高。
图４为气凝胶热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关系与实验结果对比图。由图４可知，当温度低于４５０　Ｋ时，该单

元体传热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值较为接近；当温度高于４５０　Ｋ时，实验结果略高于该单元体结构模型

的计算结果。当气凝胶密度一定时，辐射热导率与温度的三次方成正比关系，对有效热导率所做贡献随

温度升高将逐渐增大。而真实气凝胶的内部结构存在部分尺寸较大的孔径，这些孔径在高温下透光性较

好，导致其隔热性能略差，因此在高温下该单元结构模型的计算值略低于实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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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密度下气凝胶热导率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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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温度下气凝胶热导率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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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气凝胶导热系数随比表面积的变化关系曲线

　　不同密度下气凝胶导热系数随比表面积的变化关系

曲线如图５所示，单元体结构模型的热导率随比表面积的

增大呈逐渐减小的趋势。主要是由于气凝胶纳米颗粒所

形成的孔径随比表面积的增大逐渐减小，气体分子的运动

将进一步受到约束，因此气相传热所做贡献逐渐降低。并

且随比表面积的增大固相骨架结构所做的贡献逐渐增大，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气相传热能力的降低，因此气凝胶

有效导热系数的降低速率逐渐变得缓慢。

３　纤维复合气凝胶热导率计算

对于添加纤 维 的 复 合 材 料 热 导 率 计 算 模 型，纤 维 的

引入将改变气凝胶的纳米多孔结构，进而影响各种传热方式。假设纤维随机分布在垂直于热流方向的平

面上，采用串联模型［１８］计算复合材料的气固耦合热导率，则复合材料的等效热导率整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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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ｅ 为气凝胶的气固耦合热导率；ｋｆ 为纤维的热导率；φｆ 为添加的纤维的体积分数；βｔ 为复合材料的

消光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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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纤维复合气凝胶热导率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ＳｉＯ２ 气凝胶基体材料的密度为１１０　ｋｇ／ｍ３，掺入纤

维的体积分数５％，采用ＡＤＴ辐射理论计算纤维的消光

系数，复合材料的整体消光系数为纤维消光系数与气凝

胶有效消光系数之和［１９］。纤 维—气 凝 胶 复 合 材 料 热 导

率随温度的变化规律如图６所示，在低温下ＳｉＯ２ 气凝胶

与复合材料热导率相差较小，两者隔热性能的差距随温

度升高越来越大。温度为１　３００　Ｋ时，ＳｉＯ２ 气凝胶的热

导率从０．５４１　３３　Ｗ／（ｍ·Ｋ）降到添纤维—气凝胶复合

材料的０．０３０　５６～０．０５２　５８　Ｗ／（ｍ·Ｋ）。４种复合材料

中，石英纤维—气凝胶导热系数最小。

３种不同纤维的气凝胶复合材料综合热导率随纤维

体积分数变化结果如图７所示。从图７中可以看出，两种

温度下，气凝胶复合材料的有效导热系数随纤维体积分数

的增加均明显降低，且掺入石英纤维的复合材料隔热性能最好。当纤维掺入量相同 时，由 于 辐 射 传 热 随

温度升高所占比重增大，复合材料的热导率急剧 升 高。体 积 分 数 为１０％时，钠 钙 玻 璃 纤 维 复 合 材 料 的

热导率从０．０２１　５６　Ｗ／（ｍ·Ｋ）升高到０．０４８　２３　Ｗ／（ｍ·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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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气凝胶复合材料热导率随纤维体积分数的变化关系

４　结论

基于傅里叶定律综合考虑了气凝胶颗粒的气固耦合热传导、纳米颗粒堆积所构成孔隙中的气相热传

导及辐射传热。建立了纳米多孔结构气凝胶的传热模型，并将该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验

证其合理性。计算了掺加不同体积分数的石英纤维、硼硅酸纤维、钠钙玻璃纤维复合气凝胶在不同温度

下的热导率。结果表明，纤维的加入能够有效提高复合材料的隔热性能，且在高温下的抑制效果更明显，
在不同温度下石英纤维抑制高温辐射热导率的效果最佳。

参　考　文　献

［１］Ｄｏｒｃｈｅｈ　Ａ　Ｓ，Ａｂｂａｓｉ　Ｍ　Ｈ．Ｓｉｌｉｃａ　ａｅｒｏｇｅ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９９（１／３）：１０－２６．

［２］Ｇａｏ　Ｔ，Ｊｅｌｌｅ　Ｂ　Ｐ，Ｇｕｓｔａｖｓｅｎ　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ｇｌａｚｉｎｇｓ［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１４５：７２３－７２８．

［３］Ｍａｌｅｋｉ　Ｈ，Ｄｕｒ珘ａｅｓ　Ｌ，Ｇａｒｃíａ－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Ｃ　Ａ，ｅｔ　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ｇｅｌｓ：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第４期 陈一泊等：纳米多孔结构气凝胶传热模型及绝热机理研究 ８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３６：１－２７．
［４］Ａｅｇｅｒｔｅｒ　Ｍ　Ａ，Ｌｅｖｅｎｔｉｓ　Ｎ，Ｋｏｅｂｅｌ　Ｍ　Ｍ．Ａｅｒｏｇｅｌ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１１．
［５］Ｈ　Ａ，Ａｂｅ　Ｉ，Ｋ　Ｓ，ｅｔ　ａｌ．Ｄｒｙ　ｐｏｗｄ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ｆｕｍｅｄ　ｓｉｌｉｃａ　ｃｏｍｐ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５，８８（５）：１３５９－１３６１．

［６］Ｚｅｎｇ　Ｓ　Ｑ，Ｈｕｎｔ　Ａ，Ｇｒｅｉｆ　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ｌｉｃａ　ａｅｒｏｇｅｌ［Ｊ］．ＡＳＭＥ
Ｊ．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１９９５，１１７（４）．１０５５－１０５８．

［７］Ｗｅｉ　Ｇ，Ｚｈａｎｇ　Ｘ，Ｙｕ　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ｘｏｎｏｔｌｉｔｅ－ａｅｒｏｇｅ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１８（２）：１４２－１４９．

［８］Ｗｅｉ　Ｇ，Ｌｉｕ　Ｙ，Ｚｈ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ｉｌｉｃａ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１１，５４（１１／１２）：２３５５－２３６６．

［９］Ｌｕ　Ｇ，Ｗａｎｇ　Ｘ　Ｄ，Ｄｕａｎ　Ｙ　Ｙ，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ｉｄ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ｇｅｌ－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ｏｌｉｄｓ，２０１１，３５７（２２／２３）：３８２２－３８２９．

［１０］施一长．纳米隔热材料导热机理与特性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１０．
［１１］Ｘｉｅ　Ｔ，Ｈｅ　Ｙ　Ｌ，Ｈｕ　Ｚ　Ｊ．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１３，５８（１／２）：５４０－５５２．

［１２］Ｚｈａｎｇ　Ｘ，Ｗｅｉ　Ｇ，Ｙｕ　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ｏｒｏｕｓ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ｓｕｐｅｒ
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Ｃ］／／ＡＳＭＥ２００５　Ｓｕｍｍｅｒ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ＭＥ２００５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ＭＳ，ＮＥＭＳ，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５：７－１２．

［１３］Ｋａｇａｎｅｒ　Ｍ　Ｇ，Ｍｏｓｃｏｎａ　Ａ．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ｓｒａ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１９６９．

［１４］Ｂｉ　Ｃ，Ｔａｎｇ　Ｇ　Ｈ，Ｈｕ　Ｚ　Ｊ，ｅｔ　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１４，７９：１２６－１３６．

［１５］Ｗａｎｇ　Ｊ．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　ｓｉｌｉｃａ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Ｏ２ｐｏｗ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ｆｉｂ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ｏｌｉｄｓ，１９９５，１８６（２）：２９６－３００．

［１６］Ｓｉｅｇｅｌ　Ｒ，Ｈｏｗｅｌｌ　Ｊ　Ｒ．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２：６３１－６４８．
［１７］Ｒａｎｉ　Ｔ　Ｓ，Ｓｕｂｈａ　Ｍ　Ｃ　Ｓ，Ｒｅｄｄｙ　Ｇ　Ｖ，ｅｔ　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ｇｌａｓｓ－ｂａｓｅｄ　ｓｉｌｉｃａ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ｐｏｗｄｅｒ　ｖｉａ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ｑｕｅｅｚｉｎｇ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１１５（３）：１６７５－１６７９．

［１８］Ｗａｎｇ　Ｍ，Ｐａｎ　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８，６３（１）：１－３０．

［１９］赵俊杰，段 远 源，王 晓 东，等．纳 米 复 合 隔 热 材 料 辐 射 与 导 热 耦 合 传 热［Ｊ］．工 程 热 物 理 学 报，２０１２，３３（１２）：

２１８５－２１８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ｏｒｏｕｓ　Ａｅｒｏｇｅｌｓ

Ｃｈｅｎ　Ｙｉｂｏ，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ｌｅｉ，　Ｊｉａ　Ｗｅｉｔａｏ，　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ｙｕａｎ，　Ｑｉｎ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ｅｒｏｇｅｌ　ｉｓ　ａ　ｓｕｐｅ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ｎｏ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ｗｉｄｅ－
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ｓ－ｓｏｌｉ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ｔｓ，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ｇｅｌｓ　ｉｓ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ｔｈｅ　ａｄｉａｂ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ａｅｒｏｇｅｌ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ｓ　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ｓ　ａ　ｇｏｏ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ｅｒｏｇｅｌ；ｎａｎｏ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