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标题：电加热器的加热方式

新闻出处：

新闻内容：电加热器的加热方式有几种？下面具体来分析一下：电阻加热利用电流的焦耳效应将电

能转变成热能以加热物体。通常分为直接电阻加热和间接电阻加热。前者的电源电压直接加到被加

热物体上，当有电流流过时，被加热物体本身电加热熨平机便发热。可直接电阻加热的物体必须是

导体，但要有较高的电阻率。由于热量产生于被加热物体本身，属于内部加热，热效率很高。间接

电阻加热需由专门的合金材料或非金属材料制成发热元件，由发热元件产生热能，通过辐射、对流

和传导等方式传到被加热物体上。由于被加热物体和发热元件分成两部分，因此被加热物体的种类

一般不受限制，操作简便。间接电阻加热的发热元件所用材料，一般要求电阻率大、电阻温度系数

小，在高温下变形小且不易脆化。常用的有铁铝合金、镍铬合金等金属材料和碳化硅、二硅化钼等

非金属材料。金属发热元件的最高工作温度，根据材料种类可达1000～1500℃；非金属发热元件的

最高工作温度可达1500～1700℃。后者安装方便，可热炉更换，但它工作时需要调压装置，寿命比

合金发热元件短，一般用于高温炉、温度超过金属材料发热元件允许最高工作温度的地方和某些特

殊场合。感应加热利用导体处于交变电磁场中产生感应电流（涡流）所形成的热效应使导体本身发

热。根据不同的加热工艺要求，感应加热采用的交流电源的频率有工频(50～60赫)、中频

(60～10000赫)和高频（高于10000赫）。工频电源就是通常工业上用的交流电源，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的工频为50赫。感应加热用的工频电源加到感应装置上的电压必须是可调的。根据加热设备功

率大小和供电网容量大小,可以用高压电源(6～10千伏)通过变压器供电;也可直接将加热设备接在

380伏的低压电网上。中频电源曾在较长时间内采用中频发电机组。它由中频发电机和驱动异步电动

机组成。这种机组的输出功率一般在50～1000千瓦范围内。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现在使用的

是晶闸管变频器中频电源。这种中频电源利用晶闸管先把工频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再把直流电转

变成所需频率的交流电。由于这种变频设备体积小，重量轻，无噪声，运行可靠等，已逐渐取代了

中频发电机组。频电源通常先用变压器把三相380伏的电压升高到约2万伏左右的高电压,然后用闸流

管或高压硅整流元件把工频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再用电子振荡管把直流电转变为高频率、高电压

的交流电。高频电源设备的输出功率有从几十千瓦到几百千瓦。感应加热的物体必须是导体。当高

频交流电流通过导体时,导体产生趋肤效应，即导体表面电流密度大,导体中心电流密度小。感应加

热可对物体进行整体均匀加热和表层加热；可熔炼金属；在高频段，改变加热线圈(又称感应器)的

形状，还可进行任意局部加热。电弧加热利用电弧产生的高温加热物体。电弧是两电极间的气体放

电现象。电弧的电压不高但电流很大，其强大的电流靠电极上蒸发的大量离子所维持，因而电弧易

受周围磁场的影响。当电极间形成电弧时，电弧柱的温度可达3000～6000K，适于金属的高温熔炼。

电弧加热有直接和间接电弧加热两种。直接电弧加热的电弧电流直接通过被加热物体，被加热物体

必须是电弧的一个电极或是媒质。间接电弧加热的电弧电流不通过被加热物体，主要靠电弧辐射的

热量加热。电弧加热的特点是：电弧温度高，能量集中，炼钢电弧炉溶池的表面功率可达

560～1200千瓦/平方米。但电弧的噪声大，其伏安特性为负阻特性（下降特性）。为了在电弧加热

时保持电弧的稳定、在电弧电流瞬时过零时电路电压的瞬时值大于起弧电压值，同时为了限制短路

电流，在电源回路中，必须串接一定数值的电阻器。电子束加热利用在电场作用下高速运动的电子

轰击物体表面，使之被加热。进行电子束加热的主要部件是电子束发生器，又称电子枪。电子枪主

要由阴极、聚束极、阳极、电磁透镜和偏转线圈等部分组成。阳极接地，阴极接负高位，聚焦束通

常和阴极同电位，阴极和阳极之间形成加速电场。由阴极发射的电子，在加速电场作用下加速到很

高速度,通过电磁透镜聚焦,再经偏转线圈控制，使电子束按一定的方向射向被加热物体。电子束加

热的优点是:①控制电子束的电流值Ie,可以方便而迅速地改变加热功率；②利用电磁透镜可以自由



地变更被加热部分或可以自由地调整电子束轰击部分的面积；③可增加功率密度，以使被轰击点的

物质在瞬间蒸发掉。红外线加热利用红外线辐射物体，物体吸收红外线后，将辐射能转变为热能而

被加热。红外线是一种电磁波。在太阳光谱中，处在可见光的红端以外，是一种看不见的辐射能。

在电磁波谱中，红外线的波长范围在0.75～1000微米之间，频率范围在3×10～4×10赫之间。在工

业应用中，常将红外光谱划分为几个波段：0.75～3.0微米为近红外线区；3.0～6.0微米为中红外线

区；6.0～15.0微米为远红外线区；15.0～1000微米为极远红外线区。不同物体对红外线吸收的能力

不同，即使同一物体，对不同波长的红外线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因此应用红外线加热，须根据被

加热物体的种类，选择合适的红外线辐射源，使其辐射能量集中在被加热物体的吸收波长范围内

，以得到良好的加热效果。电红外线加热实际上是电阻加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以钨、铁镍或镍铬

合金等材料作为辐射体，制成辐射源。通电后，由于其电阻发热而产生热辐射。常用的电红外线加

热辐射源有灯型(反射式)、管型(石英管式)和板型（平面式）三种。灯型是一种红外线灯泡，以钨

丝为辐射体,钨丝密封在充有惰性气体的玻璃壳内,如同普通照明灯泡。辐射体通电后发热（温度比

一般照明灯泡低）,从而发射出大量波长为1.2微米左右的红外线。若在玻璃壳内壁镀反射层，可将

红外线集中向一个方向辐射，所以灯型红外线辐射源也称为反射式红外线辐射器。管型红外线辐射

源的管子是用石英玻璃做成，中间是一根钨丝，故亦称石英管式红外线辐射器。灯型和管型发射的

红外线的波长在0.7～3微米范围内，工作温度较低，一般用于轻、纺工业的加热、烘烤、干燥和医

疗中的红外线理疗等。板型红外线辐射源的辐射表面是一个平面，由扁平的电阻板组成，电阻板的

正面涂有反射系数大的材料,反面则涂有反射系数小的材料,所以热能大部分由正面辐射出去。板型

的工作温度可达到1000℃以上，可用于钢铁材料和大直径管道及容器的焊缝的退火。由于红外线具

有较强的穿透能力，易于被物体吸收，并一旦为物体吸收，立即转变为热能；红外线加热前后能量

损失小，温度容易控制，加热质量高，因此，红外线加热应用发展很快。介质加热利用高频电场对

绝缘材料进行加热。主要加热对象是电介质。电介质置于交变电场中，会被反复极化（电介质在电

场作用下，其表面或内部出现等量而极性相反的电荷的现象），从而将电场中的电能转变成热能。

介质加热使用的电场频率很高。在中、短波和超短波波段内，频率为几百千赫到300兆赫,称为高频

介质加热,若高于300兆赫,达到微波波段,则称为微波介质加热。通常高频介质加热是在两极板间的

电场中进行的；而微波介质加热则是在波导、谐振腔或者在微波天线的辐射场照射下进行的。电介

质在高频电场中加热时，其单位体积内吸取的电功率为P=0.566fEεrtgδ×10（瓦/厘米如果用热量

表示，则为：H=1.33fEεrtgδ×10（卡/秒·厘米）式中f为高频电场的频率,εr为电介质的相对介

电常数，δ为电介质损耗角,E为电场强度。由公式可知，电介质从高频电场中吸取的电功率与电场

强度E的平方、电场的频率f以及电介质的损耗角δ成正比。E和f由外加电场决定，而εr则取决于电

介质本身的性质。所以介质加热的对象主要是介质损耗较大的物质。介质加热由于热量产生在电介

质（被加热物体）内部，因此与其他外部加热相比，加热速度快，热效率高，而且加热均匀。介质

加热在工业上可以加热热凝胶，烘干谷物、纸张、木材，以及其他纤维质材料；还可以对模制前塑

料进行预热，以及橡胶硫化和木材、塑料等的粘合。选择适当的电场频率和装置，可以在加热胶合

板时只加热粘合胶，而不影响胶合板本身。对于均质材料，可以进行整体加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