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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一台比转数为 ３２的低比转数离心泵作为研究模型，提出了一种在叶片工作面加障碍物的方法来抑制空化

初生及发展的方法。在不同空化数下，采用修正的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和 Ｋｕｂｏｔａ空化模型对模型泵叶片表面在有、

无障碍物条件下进行三维非定常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低比转数离心泵在有障碍物运行时扬程下降在 ５％以内，效

率下降在 ３％以内，设计点扬程下降 ３％，效率下降 １２％。障碍物可以有效增大叶片近壁湍动能，改变压力分布，

对离心泵内各个阶段空化均有抑制作用。障碍物可以优化流场结构，削弱靠近叶片背面的旋涡强度，对靠近隔舌

区域的叶片工作面和背面作用效果明显。有障碍物时离心泵叶轮内空泡体积在空化各个阶段均小于无障碍物时

叶轮内空泡体积，在空化发展阶段，障碍物使空泡体积持续衰减。空泡尺度发展到障碍物位置时，障碍物可以较大

程度减低压力脉动主频幅值，对流场优化产生最佳效果，在空化发展其他阶段，障碍物会对叶轮内压力脉动造成小

幅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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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离心泵是应用最广泛的流体机械之一，其中低

比转数离心泵一直存在效率不高、汽蚀性能较差、内

部流动不稳定等问题。空化是离心泵运行时常见的

一种物理现象，离心泵在运行时产生的回流与空化

流动相互作用，形成对叶轮内能量交换更为复杂的

干扰和破坏
［１］
。空化不仅对定常态的流体流动产

生影响，还会影响流动的非定常特性或动态响应特

性。动态响应的改变会使流动内部出现不稳定性，

对外表现为离心泵的振动和噪声特性。离心泵内部

空化表现为旋转空化
［２－３］

、空化喘振
［１，４］
、堵塞喘振

及其他一些高频流动不稳定性
［５］
。在离心泵空化

状态由空化初生工况到扬程断裂工况的发展过程

中，空泡在叶轮流道内积累并逐渐影响叶轮内正常

的能量交换。空化是包含相变、非定常、多维湍流等

多种复杂影响因素的流动现象，流体机械内部的空

化流动严重影响机器性能，其非定常脱落更是引起

机器振动、噪声和磨蚀等严重问题
［５］
。离心泵内空

化现象通常发生在叶片前缘，在低流量工况时，在叶

片吸力面发生空化，高流量时在压力面发生空化。

在工程应用中，常以净正吸头、空化数和吸入比转数

等来表征离心泵的工作条件和吸入性能
［１］
。对于

空化的数值模拟已成为目前研究的重要手段。

图 １　计算域网格与监测点

Ｆｉｇ．１　Ｇｒｉｄ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目前抑制空化的方法主要有 ３种：在叶片空化
面布置障碍物阻挡回射流、设置反向空气射流

［６］
、

使用开缝叶片优化流场结构
［７］
。ＫＡＷＡＮＡＭＩ等［８］

通过一系列水翼实验观察到片空化的破裂是由翼型

尾部向头部流动的回射流引起的，并指出在片空化

末端即翼型中部设置小的障碍物阻挡回射流，可以

预防空化的产生。戴月进等
［９］
在翼型表面施加粗

糙带，增加了近壁面流场湍动能，使转捩提前，提高

了近壁面流场压力，抑制空化初生的发生。牟介刚

等
［１０］
分析了非光滑表面离心泵叶轮的流动减阻特

性。司乔瑞等
［１１］
采用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分析了空

化条件下离心泵泵腔内不稳定流动。卢加兴等
［１２］

基于模拟和实验研究了空化条件下泵进出口的压力

频率特性。付燕霞等
［１３］
数值模拟了离心泵叶片入

口处的回流旋涡空化。ＭＥＤＶＩＴＺ等［１４］
基于 Ｋｕｎｚ

空化模型
［１５］
研究了小空化数下离心泵内空化流动。

ＴＡＮ等［１６］
基于修正的 ＲＮＧｋ ε湍流模型［１７］

模拟

了离心泵小流量工况下运行时的压力脉动特性。

本文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基于修正的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１８］
和 Ｋｕｂｏｔａ空化模型［１９］

，通过

对比离心泵叶片工作面布置障碍物发生空化的形

式、形成过程、空化团的非对称分布及其与压力脉动

之间的关系，采用瞬态模拟方法，分析障碍物对空泡

流动的抑制作用，以期为抑制空化和离心泵的优化

设计提供参考。

１　计算模型与网格划分

计算模型为一比转数为３２的低比转数离心泵，

设计参数为：流量 Ｑ＝８６ｍ３／ｈ，扬程 Ｈ＝４２ｍ，转

速 ｎ＝５００ｒ／ｍｉｎ。叶片形状为圆柱叶片，主要几何

参数如下：泵入口直径 Ｄｓ＝９０ｍｍ，泵出口直径

Ｄｄ＝６５ｍｍ，叶轮入口直径 Ｄ１＝８０ｍｍ，叶轮出口直

径Ｄ２＝３１０ｍｍ，叶轮出口宽度ｂ２＝１２ｍｍ，叶片进口

角 β１＝３７°，叶片出口角 β２＝３７°，叶片数 Ｚ＝６。
对叶轮流道内进行六面体网格划分，以便准确

捕捉障碍物凸起对周围流场的影响，蜗壳采用适应

性较强的四面体网格，整体计算域如图１ａ所示。网
格无关性检查如表１所示，随着网格数增大，扬程逐
渐趋于稳定，最终确定网格单元数 １０１７３２１，节点
数８３８５２０。为保证数值模拟精度，常用 Ｙ＋值来保

证近壁面区域有足够的节点数来捕捉边界层内的流

动
［２０］
，文中 Ｙ＋表示离壁面最近的网格点到壁面的

距离，为无量纲变量，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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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τω
槡ρ

Δｎ

υ
式中　τω———壁面切应力，Ｐａ

ρ———流体密度，ｋｇ／ｍ３

Δｎ———离壁面最近２个网格点间距离，ｍ
υ———运动粘度，ｍ２／ｓ

表 １　网格无关性检查

Ｔａｂ．１　Ｃｈｅｃｋｏｆ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网格类型
进口

网格数

叶轮

网格数

蜗壳

网格数
总网格数

扬程／

ｍ
粗糙网格 １０４２３８ ４２６３００ １５６２７２ ６８６８１０ ４４３
中等网格 １４５２３６ ５３１８１０ １９６１６８ ８７３２１４ ４５７
优化网格 １４５２３６ ６７５９１７ １９６１６８ １０１７３２１ ４５８

　　本文所采用的 ＳＳＴｋ ω模型近壁区应用 ｋ ω
模型，考虑到边界层网格的 Ｙ＋值范围，Ｙ＋在 １００左
右基本满足 ｋ ω湍流模型对近壁网格质量要
求

［２１］
。本次模拟近壁网格 Ｙ＋值能够保证在离心泵

流场模拟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叶轮流道内及隔舌监测点位置如图 １ｂ所示，
Ｐ１、Ｐ２、Ｐ３位于叶轮流道内，Ｐ５位于流道内障碍物
前侧，流道内点 Ｐ１、Ｐ２、Ｐ３及 Ｐ５均随叶轮旋转，Ｐ４
点位于蜗壳隔舌处，不随叶轮旋转。结合前人对水

翼表面障碍物的形状位置研究
［９－１０，２２］

以及离心泵

空化流场的观测，障碍物布置在叶轮半径 ４５％处，
障碍物截面形状为２ｍｍ×２ｍｍ矩形，高度取６ｍｍ，
如图２所示。

图 ２　障碍物网格划分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２　湍流模型和空化模型

汽液两相采用 ＡＮＳＹＳ ＣＦＸ中的均相模型，即
汽液两相有相同的压力场与速度场，两相间无速度

滑移，假定汽相在液相中均匀分布，混合相密度可

变，混合相控制方程如下：

连续性方程

ρｍ
ｔ
＋
（ρｍｕｉ）
ｘｉ

＝０ （１）

动量方程

（ρｍｕｉ）
ｔ

＋
（ρｍｕｉｕｊ）
ｘｊ

＝－ｐ
ｘｉ
＋
ｘ[
ｊ
（μ＋μｔ (） ｕｉ

ｘｊ
＋

ｕｊ
ｕｉ
－２
３
ｕｋ
ｘｋ
δ ) ]ｉｊ （２）

式中　ｕｉ、ｕｊ、ｕｋ———速度分量
ρｍ———混合相密度
δｉｊ———克罗内克常数
μ———层流粘度　　μｔ———湍流粘度
ｔ———时间　　ｘｉ、ｘｊ、ｘｋ———坐标分量
ｐ———压力

Ｎ Ｓ方程通过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封闭。混合
相密度可以表示为

ρｍ＝αｖρｖ＋ρｌ（１－αｖ） （３）
式中　ρｖ、ρｌ———汽相和液相密度

αｖ———汽相体积分数
２１　修正的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

由 ＭＥＮＴＥＲ［２３］发展的 ＳＳＴｋ ω模型考虑到了
湍流剪应力的传输，不但能对各种来流进行准确预

测，还能在各种压力梯度下精确地模拟分离现象，综

合了 ｋ ω模型在近壁模拟和 ｋ ε模型在外部区域
计算的优点，这是由于 ＳＳＴｋ ω模型比标准 ｋ ω
模型中多了一个混合方程，这个混合方程的作用是

在近壁区域激活了标准ｋ ω模型，在远场区域激活
使用 ｋ ε模型，而且 ＳＳＴｋ ω使用了修正的湍流
黏度来考虑湍流剪应力的传输，且较标准 ｋ ω模
型，ＳＳＴｋ ω模型的 ω方程中多了一个交叉扩散项
Ｄ，这些改进使ＳＳＴｋ ω模型比标准ｋ ω模型在广
泛的流动领域中有更高的精度和可信度。尤其适合

低比转数离心泵内高旋转、大曲率变形的流动。其

控制方程为


ｔ
（ρｋ）＋

ｔ
（ρｋｕｉ）＝


ｘ(
ｊ
Γｋ
ｋ
ｘ)
ｊ
＋Ｇｋ－Ｙｋ＋Ｓｋ

（４）

ｔ
（ρω）＋

ｘｉ
（ρωｕｉ）＝


ｘ(
ｊ
Γω
ω
ｘ)
ｊ
＋Ｇω－Ｙω＋Ｄω＋Ｓω （５）

μｔ＝ρ
ｋ
ω

（６）

式中　Ｇｋ———湍动能 ｋ的生成项
Ｇω———耗散率 ω的生成项
Γｋ、Γω———ｋ和 ω的有效扩散系数
Ｙｋ、Ｙω———由于紊流引起的 ｋ和 ω的耗散
Ｄω———交叉扩散项
Ｓｋ、Ｓω———用户自定义的源项

由于空化流具有密度可变、两相之间密度比较

大的特点，因此空化流的数值模拟主要困难在于处

理汽液相变而造成的密度变化。特别是空化区域，

密度急剧变化，采用常规的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会过
大地预测流道内近叶片表面的流体黏性，从而导致

云空化泡难以脱落，因此需要对 ＳＳＴｋ ω模型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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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度进行修正，以便更好地捕捉模拟离心泵内空泡

流的动态特性。本文仅对式（２）中的黏性项进行修
正，应用密度函数 ｆ（ρ）替代式（６）中的混合密度，故
计算湍流黏度的公式为

μｔ＝ｆ（ρ）
ｋ
ω

（７）

其中 ｆ（ρ）＝ρｖ＋
（ρｍ－ρｖ）

ｎ

（ρｌ－ρｖ）
ｎ－１　（ｎ＞１） （８）

对于式（８）中 ｎ的取值一般建议取 １０。引入
密度函数后，特别是对水蒸气含量较小的气液混

合区域，可以限制空穴尾部水气混合区过大的湍

流度，以更好地模拟离心泵内非稳态空泡脱落行

为
［２４］
。

２２　Ｋｕｂｏｔａ空化模型
Ｋｕｂｏｔａ空化模型由简化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Ｐｌｅｓｓｅｔ方程

发展而来，忽略了空泡半径随时间的二阶导数
［２５］
，

重点考虑了空化初生和发展时空泡体积变化的影

响，适于模拟离心泵云空化的非定常特性。Ｋｕｂｏｔａ
空化模型是基于输运方程，即

（ρｍｆｖ）
ｔ

＋
（ρｍｕｉｆｖ）
ｘｉ

＝Ｒｅ－Ｒｃ

其中　Ｒｅ＝Ｃｅ
３αｎｕｃ（１－αｖ）ρｖ

Ｒｂ
２
３
ｐｖ－ｐ
ρ槡 ｌ
　（ｐ＜ｐｖ）

Ｒｃ＝Ｃｃ
３αｖρｖ
Ｒｂ

２
３
ｐ－ｐｖ
ρ槡 ｌ
　（ｐ＞ｐｖ）

式中　ｆｖ———汽相质量分数
Ｒｅ———液相蒸发速率
Ｒｃ———汽相凝结速率
Ｒｂ———简化汽泡半径
ｐｖ———饱和蒸汽压力
αｎｕｃ———气核体积分数
Ｃｅ、Ｃｃ———蒸发和凝结经验系数

前人研究经工作验证
［２６］
，上述经验系数的合理

取值为：Ｒｂ＝１×１０
－６ ｍ；αｎｕｃ＝５×１０

－４
；Ｃｅ＝５０；

Ｃｃ＝００１。

３　边界条件给定

采用商用代码 ＡＮＳＹＳＣＦＸ１５０全隐式耦合技
术对方程组进行求解，修改的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通
过 ＣＦＸ二次开发嵌入程序，计算模型边界条件为入
口设置成总压进口，出口设置成质量流量出口，系统

参考压力设置为 ０Ｐａ，空化临界压力取常温下
（２５℃）纯水饱和蒸汽压力（３１６９Ｐａ），固壁面边界
设置成无滑移壁面。

定常计算中动静交界面设置为冻结转子，将收

敛的定常计算结果作为非定常计算的初始场，非定

常计算中动静交界面设置为瞬态冻结转子，时间步

长 Δｔ取０００１ｓ，即叶轮每旋转３°为１个时间步长，
总计算步数为２４０步，即叶轮旋转２圈，并取第 ２个
旋转周期的计算结果进行非定常特性分析。求解过

程中控制方程的对流离散型采用二阶高精度格式，

时间项离散格式为二阶后向欧拉差分格式，库朗数

下限设为０５，上限设为 １以加快每一时间步数的
收敛，将最大残差作为求解收敛的判别标准，收敛精

度设置为１０－４。
本次计算通过降低进口压力使离心泵流道内

发生空化，比较有、无障碍物时的内部空化形态，

以及对流场压力脉动的影响，分析其抑制效果与

机理。

４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４１　外特性实验对比
为了验证数值模拟的准确性，在兰州理工大

学离心泵闭式实验台上进行离心泵外特性实验，

图 ３（图中 Ｑ０表示设计流量）为不同流量工况下叶
片有、无障碍物性能模拟值与实验值对比曲线。

图 ３　外特性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在流体机械领域，常用无量纲空化数 σ表述空

化发生的可能性，其定义为

σ＝
ｐ１－ｐｖ
１
２ρ
Ｕ２

其中 Ｕ＝
ｎπＤ１
６０

式中　ｐ１———基准静压力，采用泵进口压力，Ｐａ
Ｕ———基准速度，采用叶轮叶片进口边与前

盖板交点处的圆周速度，ｍ／ｓ
ｎ———轴转速，ｒ／ｍｉｎ
Ｄ１———叶轮叶片进口边与前盖板交点处的

直径，ｍ
图４为叶片在有、无障碍物条件下空化数 σ与

扬程的计算结果对比曲线。

图３可以看出无障碍物时模拟值与实验值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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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汽蚀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较好，与模拟值比较，增加障碍物后扬程下降在 ５％
　　

以内，对效率影响较小，下降在 ３％以内。设计点扬
程相差３％，效率相差１２％。

由图 ４可以看出增加障碍物后对扬程的影响，
对空化初生无明显影响，扬程断裂时，无障碍物时

Ｈ＝２６０ｍ，有障碍物时 Ｈ＝３７１ｍ，提高 ２９７％，
抑制效果明显。

４２　障碍物对湍动能分布影响
图５为不同空化数下，叶轮中间截面湍动能等

值线图，上图为不加障碍物时湍动能分布，下图为加

障碍物时湍动能分布。

图 ５　湍动能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图 ６　绝对压力分布
Ｆｉｇ．６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湍流流动具有动量大且传递快的特点。叶片表
面障碍物能够增加近壁面流场湍动能，从而使转捩

提前发生，减少分离引起的压差阻力，使压力梯度变

大，从而对空化产生抑制作用。如图 ５ａ所示，障碍
物对空化初生湍动能分布无明显影响。当空化发展

到一定长度，障碍物前后壁面湍动能影响显著增大，

如图５ｂ、５ｃ所示。空化完全发展时，障碍物对湍动
能的影响趋向最大化，抑制效果最明显，如图 ５ｄ所
示。

４３　障碍物对压力分布影响
图６为不同空化数下，叶轮中间截面绝对压力

等值线图，上图为不加障碍物时压力分布，下图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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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物时压力分布。

空化发生时，低压区向叶轮出口扩张是使离心

泵内空化发展的主因。叶片表面障碍物诱发了叶片

表面附近相对高压区和较大的逆压梯度，压力分布

的变化会导致空泡形态的改变，因此加障碍物以后

引起的压力和压力梯度的变化是产生抑制作用的重

要因素。障碍物对空化初生的压力分布无明显影

响，如图６ａ所示。空化发展时，障碍物使流道内逆
压梯度增大，在叶片工作面障碍物附近形成了相对

高压区域，有效阻止了低压区域向外扩张，如

图６ｂ～６ｄ所示。
４４　障碍物对流场结构影响

图 ７为不同空化数下，空泡在最终时刻的体积

分数（αｖ＝１０％）等值面及中间截面流线在有、无障
碍物时的比较，左侧为无障碍物时流场图，右侧为有

障碍物时流场图。

如图７ａ所示，空化初生时，障碍物可以优化流
场结构，削弱靠近叶片背面的漩涡强度，对靠近隔舌

区域的叶片工作面和背面作用效果明显，对空泡形

态并无较大影响。图７ｂ为空化发展时，空泡形态呈
现出云空化的脱落特征，障碍物梳理了空化发展时

的紊乱流场，削弱漩涡强度使流场更具流线型，无障

碍物时空泡具有脱落特征，障碍物有效抑制了空泡

的脱落。图７ｃ、７ｄ显示当空泡径向尺度发展到障碍
物位置时，由障碍物诱发的高压区和增大的湍动能

共同作用导致了空泡形态的变化。

图 ７　空泡形态及流线

Ｆｉｇ．７　Ｃａｖ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
　

４５　障碍物对空泡体积影响
叶轮内空泡体积 Ｖｃａｖ定义为

Ｖｃａｖ＝∑
Ｎ

ｉ＝１
αｖ，ｉＶｉ

空泡体积增长速度 Ｖｅ定义为

Ｖｅ＝
ｄＶｃａｖ
ｄｔ

式中　Ｎ———叶轮内总控制单元数

αｖ，ｉ———每个控制单元内汽相体积分数

Ｖｉ———每个控制单元体积，ｍｍ
３

在一个叶轮旋转周期内，空泡体积及体积增长

随时间变化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ａ可知空化数 σ＝０８２时，加障碍物后在

整个旋转周期内汽泡体积明显减小，增长和衰减交

替变化，体积增减趋势有无障碍物基本一致。由

图８ｂ可知空化数 σ＝０２４时，两种情况体积均表
现出先衰减后增长趋势，衰减阶段有障碍物流道空

泡体积均小于无障碍物时空泡体积，有障碍物空泡

体积变化速度相较无障碍物更为稳定。由图 ８ｃ可
知空化数 σ＝０１５时，加障碍物后空泡体积在整个
周期内都小于无障碍物时的空泡体积，体积均呈现

衰减趋势且有障碍物时衰减速度更快。由图 ８ｄ可
知空化数 σ＝００９时，加障碍物后空泡体积在整个
周期内都小于无障碍物时的空泡体积，无障碍物时，

空泡体积稳定增长，有障碍物时空泡体积持续衰减。

由障碍物诱发的叶片壁面附近相对高压区和增大的

湍动能共同作用抑制了叶轮内空泡体积的增长。

４６　障碍物对内部流动瞬态特性影响
障碍物的存在对流场内部造成了扰动，影响了

流动的瞬态特性，图 ９为对流道内部及隔舌处监测
点压力脉动做快速傅里叶变换，从压力频谱角度分

析障碍物对内部流动瞬态特性影响。图 １０为各个
监测点在有、无障碍物时的主频幅值比较。

图９为压力脉动时域数据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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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空泡体积与空泡体积增长速度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ａｖｉｔｙ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ｉｔｓ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得到的压力脉动频域分布图。本文中叶轮转速 ｎ＝
５００ｒ／ｍｉｎ，轴频为８３Ｈｚ，叶轮叶片数 ｚ＝６，则叶片
通过频率（即叶频）为 ５０Ｈｚ。从图 ９中可以看出，
脉动主频为５０Ｈｚ，障碍物并不改变在不同空化数下
不同位置处的压力脉动频率分布。图 １０显示障碍
物对不同空化数的主频幅值影响，如图１０ａ、１０ｂ所
示，在空化初生及发展阶段，障碍物对流场造成了扰

动，压力脉动频率有较小幅度增大；如图 １０ｃ所示，
障碍物使流道内和隔舌处的压力脉动幅值均有明显

减低作用，当空泡尺度发展到障碍 物 位 置 时

（图７ｃ），障碍物既可以起到抑制空化效果，同时降
低压力脉动主频幅值，可以对空化流诱发的振动、噪

声、磨损等产生抑制作用，对流场优化产生最佳效

果；图１０ｄ中有障碍物时的主频幅值略大于无障碍
物时主频幅值，此时空泡完全发展，如图 ７ｄ所示附
着整个流道，空泡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区域，空泡径向

尺度远大于障碍物径向位置，障碍物的存在会使高压

区向流道内部区域扩张，使空泡溃灭，起到抑制空化的

效果，但是压力脉动变得较为剧烈。

５　结论

（１）叶片表面加障碍物后，会使离心泵在各个
工况下扬程有所降低，降低在 ５％以内，效率降低在
３％以内，在设计点扬程下降 ３％，效率下降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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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压力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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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压力主频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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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空化时，对空化初生扬程无较大影响，相同空化

数下，对断裂点扬程影响较大，提高近 ３０％，对于在
空化状态下运行的离心泵具有重要意义。

（２）对于空化初生及发展阶段，障碍物对靠近
叶片背面的漩涡强度削弱作用明显，可以对云空泡

脱落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空泡径向发展到障碍物

位置后，障碍物引起的周围流场高压区和增大的湍

动能抑制了空泡增长。

（３）在一个旋转周期内，对于空化初生阶段，障
碍物使空泡体积明显减小，空泡发展阶段，障碍物减

小空泡体积的同时使空泡体积以更快的速度衰减，

空泡完全发展阶段，无障碍物时，空泡体积稳定增

长，有障碍物时，空泡体积持续衰减。

（４）空化初生阶段，障碍物抑制空化的同时，会
对流场造成扰动，增强流道内及隔舌处压力脉动主

频幅值，增幅较小；当空泡径向发展到障碍物位置

时，抑制空化的同时减低压力脉动主频幅值，可以有

效抑制空化流动诱发的流场非定常特性，效果最优；

空泡完全发展时，障碍物抑制效果明显，对流场的扰

动使压力脉动主频幅值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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