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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為運用Borland的Delphi程式語言，以及可以處理巨大資料的MS-SQL Server資料庫，撰寫出一套輔助熱

交換器設計的系統。本文之系統是以分散式架構的方式建制，分別開發資料庫伺服器與應用程式伺服器以及網路伺服器，

以供網際網路大量的使用者連結使用本系統。 　　在設計參數的變化影響下，參數影響大小依次為管外徑、管間距、擋板

間距，其中殼側的擋板間距增加，會讓殼、管側壓力降下降；管側的管外徑增加，管間距也會依法規的限定而跟著增加，

所以會使的殼、管側壓力降下降；而在固定管外徑的情況下，微調增加管間距，亦會使得殼、管側壓力降下降。 　　本文

所用的方法，係將設計殼管式熱交換器所需的數據與理論及經驗公式予以程式化。為了配合結構設計與空間限制上的需求

，特依HEDH及TEMA法規之規定與設計參數的變化對空間限制的影響，以建議鈕與建議視窗告知使用者，更改修正某些

輸入參數以期符合法規規範值與空間限制的需求。設計者在設計時，可以快速地變換輸入參數，得到符合性能與空間限制

的最小壓降之最佳化熱交換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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