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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送式喷雾机喷筒结构优化数值模拟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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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动参考系模型，将可动风机的转速作为仿真的初始值，分段划分喷筒内计算区域中的网格，利用数值及

正交试验的方法，对风送式喷雾机的喷筒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仿真计算喷筒出口处的风速。为验证模型的正确

性，在对应风机转速下，实测了喷筒出口各采样点的风速，并将实测值与仿真结果进行了覆盖率统计及 χ２检验。结

果表明：影响喷筒压力损失及喷筒出口风速的因素依次为：出风口直径、柱形喷筒长度、锥形喷筒长度；在喷筒出口

采样点上，仿真计算出的风速区间覆盖实测风速的概率为 ９５％；χ２检验表明在水平 ００５下，喷筒出风口风速的仿

真值均服从其实际测量值的分布；因此，利用动参考系方法，以风机转速为初始条件，对喷筒出风口速度的数值模

拟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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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国内对风送式喷雾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

一类是针对轴向进风、两侧出风的果园风送式喷雾

机：祁力钧等基于 ＣＦＤ技术建立了 ＨａｒｄｉＬＢ２２５５型
果园风送式喷雾机雾滴沉积分布模型

［１］
，根据实测

的喷雾机相关参数，确定了二维流场的边界条件及

模型参数，得到了约束条件下的雾滴沉积轨迹及不

同层面上的沉积比率，设计了与模拟条件相同的验

证试验，对模拟结果进行了验证分析；吕晓兰等研究

了果园风送喷雾机喷雾技术参数对雾滴沉积分布的

影响
［２］
；郭峰等利用 ＣＦＤ技术对果园风送式喷雾机

进行三维建模与仿真研究，其模型的结构为流体

（空气）的入口为一圆管，出口是横截面为矩形的异

型管道，并且与入口圆管相垂直
［３］
。第二类是针对

炮塔式风送式喷雾机的研究：崔志华等通过假定喷

筒入口处风速为水平方向，无垂直分量，并将模型简

化为二维模型，研究了风送式喷雾机的飘移性

能
［４］
；刘青等在 ９ＷＺＣＤ ２５型风送式喷雾机喷筒

出口处安装导流器，使喷幅提高了 ２２％ ～４６％［５］
。

上述研究的假设条件为均速直线流（不论喷筒内部

结构是否不同），而实际中喷筒内部有旋转的风机

和固定的导流器与导流片，轴流风送式喷雾机的实

际工况为旋转气流（风机扇叶转动引起），因而上述

研究的假设条件与轴流风送式喷雾机的实际工况有

一定的距离。

国外利用计算机对喷雾机及其工作环境参数进

行建模，并对喷雾过程进行仿真，其喷雾效果在效率

和经济性方面均有较大的研究优势，但大多是针对

轴向进风、两侧出风的果园风送式喷雾机。Ｄｅｌｅｌｅ
等设计了计算流体力学模型以研究喷雾机在横流风

机所产生的三维气流场中的喷雾效果，Ｅｎｄａｌｅｗ等
利用 ＣＦＤ技术建立了果园两风扇混流风送式喷雾
机的三维模型，利用该模型对不同树冠密度区域的

喷雾气流速度的高低分布进行了预测，国外部分学

者还对果园风助式喷雾机的雾滴穿透及喷雾性能改

善方面进行了研究
［６～９］

。

本文利用数值模拟及正交试验的方法，对风送

式喷雾机的喷筒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利用动参考系

模型，实现计算区域中可动部件的数值模拟。在建

立喷筒力学模型的基础上，仿真分析喷筒出口处速

度，并通过试验测定评价模型的可信性，为风送式喷

雾机喷筒结构的优化提供一种更接近实际工况的仿

真方法。

１　仿真假设及计算模型

随着 Ｆｌｕｅｎｔ引入运动参考系动参考系模型

ＭＲＦ（Ｍｏｖ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和可动单元体的概念，
很多包含运动区域的问题可以在 Ｆｌｕｅｎｔ中得到解
决，使用动参考系主要解决一些静止参考系（惯性

系）中有关运动参考系的非稳态问题
［１０～１３］

。在预

试验中，用流线示踪法对风送式喷雾机喷筒内部流

场的气流方向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喷筒内的气流

为有旋流，为一个稳定的旋转参考系（旋转速度为

常数），因此可将其流动运动方程转换至旋转参考

系中，进而求解其稳态解。因此，应用 ＭＲＦ方法对
喷筒流场进行仿真比匀速均匀入流假定条件下的仿

真更加接近喷筒的实际工况。

由于选定喷筒内最大风速小于 ４０ｍ／ｓ，故可认
定喷筒内部为不可压缩气体的稳态流动，采用定常

计算（相对风机转速），并忽略重力对流场的影响。

仿真计算采用 ＲＮＧｋ ε湍流模型［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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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Ｇｋ———由层流速度梯度产生的湍流动能
Ｇｂ———由浮力而产生的湍流动能
ＹＭ———由于在可压缩湍流中过度的扩散产

生的波动

Ｃ１ε、Ｃ２ε、Ｃ３ε———经验常数
αｋ、αε———ｋ方程和 ε方程的湍流 Ｐｒａｎｄｔｌ数
Ｓｋ、Ｓε———由用户定义

在湍流工程计算中，ＲＮＧｋ ε模型来源于严格的统
计技术，与标准的 ｋ ε模型相比，仿真计算精度更
高。

２　喷筒结构优化设计

２１　喷筒结构
风送式喷雾机的喷筒主体由柱形喷筒与锥形喷

筒构成。在柱形喷筒内部，安装有轴流风机和 ５片
导流片；在锥形喷筒内部安装有半椭球形导流器和

５片导流片。喷筒结构如图１所示。
２２　网格划分

采用 Ｇａｍｂｉｔ对喷筒体进行网格划分。由于喷
筒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故将复杂的模型整体切割

成若干个相对简单的几何体，先划分面网格再划分

体网格。面网格的作用为确定体网格密度的生成方

向，方便模型的局部加密。经过多次网格预划分，确

定采用如下网格划分方法：①先将喷筒整体切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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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喷筒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ｉｒｄｕｃｔ
１．风机　２．柱形喷筒　３．导流片　４．导流器　５．锥形喷筒

　
５个段，分别为Ⅰ、Ⅱ、Ⅲ、Ⅳ、Ⅴ段（图 １）。②Ⅰ、Ⅴ
段结构简单，不需划分面网格，采用 Ｔｇｒｉｄ方法直接
生成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ｚｅ（间隔大小）为 １的四面体和金字
塔网格。③风机安装在Ⅱ段，由于风机面有较多的
曲面与弧线，该段结构较复杂，因此先将组成风机的

面全部划分面网格，面网格采用 Ｔｒｉ方法生成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ｚｅ为０１的三角形网格，Ⅱ段中除风机的
扇面外，其余的所有面划分为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ｚｅ为 ０８的
三角形网格。④在Ⅲ、Ⅳ段，先将组成导流片的面划
分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ｚｅ为０２的三角形网格，然后体网格为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ｚｅ为１的四面体和金字塔网格。在不影响
计算结果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网格数量以节省计算

机资源。通过 Ｇａｍｂｉｔ所建的喷筒、风机三维模型网
格化后的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 ２　喷筒和风机的三维模型

Ｆｉｇ．２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ｉｒｄｕｃｔａｎｄｆａｎ
　

２３　数值计算
根据前期单因素试验的结果，选择锥形喷筒长

度 Ｆ、出风口直径 Ｇ和柱形喷筒长度 Ｂ３个因素，导
流器为半椭球型的情况下，参照原喷筒的结构尺寸

及喷筒中电动机的大小，设置了５个水平，进行正交

试验，选取三因素五水平正交试验表 Ｌ２５（５
３
），如表１

所示。取风机转速 ２９２７ｒ／ｍｉｎ（工频下）进行仿真
计算。正交设计下的数值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表

中，η＝
ｐｏｕｔ
ｐｉｎ
×１００％，正交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如

表３、４所示。

表３中第１行数据∑Ｘ１为因素 Ｆ、Ｇ、Ｂ在第 １

水平下的５个压力损失之和；表４中第１行数据∑Ｙ１

表 １　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水平

因素

锥形喷筒长度

Ｆ／ｃｍ

出风口直径

Ｇ／ｃｍ

柱形喷筒长度

Ｂ／ｃｍ
１ ４０５ ３１５ １９５

２ ４６５ ３３０ ２５５

３ ５２５ ３４５ ３１５

４ ５８５ ３６０ ３７５

５ ６４５ ３７５ ４３５

为因素 Ｆ、Ｇ、Ｂ在第 １水平下的 ５个出风口风速之

和。同理得∑Ｘ２～∑Ｘ５、∑Ｙ２～∑Ｙ５。规定

ＲΔｐ和 Ｒｖ为极差。由正交试验的结果可知：影响喷
筒压力损失及喷筒出口风速的因素大小顺序依次均

为出风口直径、柱形喷筒长度、锥形喷筒长度。若寻

求喷筒内部压力损失最小，可选 Ｆ１Ｇ５Ｂ１的喷筒结构
组合；若寻求出风口风速最大，可选 Ｆ２Ｇ１Ｂ１的喷筒
结构组合。由于因素 Ｆ与 Ｂ对喷筒压力损失及出
风口风速的影响不大，因此选取喷筒的结构时，可先

根据风送式喷雾机的整体情况（包括机架对喷筒重

心的要求，轴流风机的大小等因素）取定 Ｆ与 Ｂ的
大小，Ｇ的大小视用户对风速及压力损失的需求而
定。本文在综合考虑轴流风机大小、机架对喷筒重

心的要求及喷雾机功率等因素后，选定 Ｆ、Ｇ、Ｂ分别
为５２５ｃｍ、３４５ｃｍ和 ３７５ｃｍ。喷筒内半椭球形
导流器的半长轴和半短轴分别为９６ｃｍ和２０ｃｍ，其
他部分的尺寸为：Ａ＝４５ｃｍ、Ｃ＝２０ｃｍ、Ｄ＝５８ｃｍ、
Ｅ＝４８ｃｍ；风机结构尺寸为：轮毂直径２０ｃｍ；叶片长
１１４５ｃｍ、叶宽度 ８２５ｃｍ、叶片安装角 ３１°、叶片
数９。

３　出风口风速的数值模拟及测量试验

３１　试验验证方法
当环境风速小于 ０３ｍ／ｓ时，在室外对喷筒出

风口风速进行测量。利用变频器改变风机转速，在

不同转速下测出喷筒出风口各采样点的风速 ｖｍ；将
上述风机转速作为 ＭＲＦ仿真的初始条件，仿真计算
出在不同转速下喷筒出风口各采样点上的风速仿真

结果 ｖｓ；通过对比分析 ｖｍ与 ｖｓ间的差异，验证仿真计
算模型的正确性。出风口采样点均匀分布在喷筒出

风口处 ｒ＝Ｃ／２＋（Ｇ－Ｃ）／４＝１３５ｃｍ的圆周上（选
在风机轮毂与出风口圆周之间），如图３所示。
３２　试验仪器

ＭｉｃｒｏＭａｓｔｅｒ４４０型变频器；ＡＺ ８９０１型风速计，
量程０４～３５ｍ／ｓ，分辨率 ００１ｍ／ｓ，准确度 ±２％；
ＲＭ １０００型光电转速表，量程 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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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喷筒结构三因素五水平正交试验的数值模拟

Ｔａｂ．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ｕｃ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ｆｉｖ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试验号 ｆ ｇ ｂ
喷筒入口气流

总压力 ｐｉｎ／Ｐａ

喷筒出口气流

总压力 ｐｏｕｔ／Ｐａ

Δｐ＝ｐｉｎ－ｐｏｕｔ

／Ｐａ

出风口气流风速

ｖ／ｍ·ｓ－１
喷筒效率

η／％

１ １ １ １ ５８１６６ ５４６６３ ３５０３ ２８２８ ９３９８

２ １ ２ ２ ５４０２６ ５０７３０ ３２９６ ２７４５ ９３９０

３ １ ３ ３ ４９５９４ ４６４９２ ３１０２ ２６３５ ９３７５

４ １ ４ ４ ４５６８１ ４２３７７ ３３０４ ２５５６ ９２７７

５ １ ５ ５ ４１９１２ ３８８１７ ３０９５ ２４５４ ９２６１

６ ２ １ ２ ５８２６１ ５３８８８ ４３７３ ２８５７ ９２５０

７ ２ ２ ３ ５４２６３ ４９９８０ ４２８３ ２７６３ ９２１１

８ ２ ３ ４ ５００５３ ４５９７７ ４０７６ ２６４７ ９１８６

９ ２ ４ ５ ４５７７２ ４２０２４ ３７４８ ２５４７ ９１８１

１０ ２ ５ １ ４１２３７ ３９０６８ ２１６９ ２４６２ ９４７４

１１ ３ １ ３ ５８５９４ ５３１２２ ５４７２ ２８４７ ９０６６

１２ ３ ２ ４ ５４０９２ ４９４６８ ４６２４ ２７５８ ９１４５

１３ ３ ３ ５ ４９７９７ ４５４６８ ４３２９ ２６３２ ９１３１

１４ ３ ４ １ ４５２５６ ４２３５６ ２９００ ２５５９ ９３５９

１５ ３ ５ ２ ４１４３３ ３８７６０ ２６７３ ２４６０ ９３５５

１６ ４ １ ４ ５８５２６ ５２２８０ ６２４６ ２８５０ ８９３３

１７ ４ ２ ５ ５４４０７ ４８８６７ ５５４０ ２７４６ ８９８２

１８ ４ ３ １ ４９３５１ ４６００８ ３３４３ ２６５７ ９３２３

１９ ４ ４ ２ ４５４２８ ４２０１７ ３４１１ ２５５４ ９２４９

２０ ４ ５ ３ ４１７４０ ３８４４３ ３２９７ ２４５７ ９２１０

２１ ５ １ ５ ５９０１１ ５１７１５ ７２９６ ２８１１ ８７６４

２２ ５ ２ １ ５４１３５ ４９６４８ ４４８７ ２７７２ ９１７１

２３ ５ ３ ２ ４９６８３ ４５６０８ ４０７５ ２６４９ ９１８０

２４ ５ ４ ３ ４５７９２ ４１６６４ ４１２８ ２５４５ ９０９８

２５ ５ ５ ４ ４１６８９ ３８１５９ ３５３０ ２４５１ ９１５３

表 ３　喷筒出入口压力差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ｕｃ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ｌｅｔａｎｄｏｕｔｌｅｔ Ｐａ

Δｐ之和 Ｆ Ｇ Ｂ

∑Ｘ１ １６３０２ ２６８８９ １６４０４

∑Ｘ２ １８６５０ ２２２３２ １７８２７

∑Ｘ３ １９９９８ １８９２５ ２０２８３

∑Ｘ４ ２１８３８ １７４９２ ２１７８１

∑Ｘ５ ２３５１６ １４７６５ ２４００９

ＲΔｐ ７２１４ １２１２４ ７６０５

ＴΔｐ＝ＲΔｐ／５ １４４３ ２４２５ １５２１

表 ４　喷筒出风口风速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ａｔｏｕｔｌｅｔ

ｍ／ｓ

ｖ之和 Ｆ Ｇ Ｂ

∑Ｙ１ １３２１８ １４１９３ １３２７７

∑Ｙ２ １３２７７ １３７８４ １３２６５

∑Ｙ３ １３２５６ １３２１９ １３２４７

∑Ｙ４ １３２６４ １２７６１ １３２６３

∑Ｙ５ １３２２８ １２２８４ １３１９０

Ｒｖ ０５９ １９０８ ０８７

Ｔｖ＝Ｒｖ／５ ０１２ ３８２ ０１７

图 ３　出风口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ｇｒａ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ａｔｏｕｔｌｅｔ
　

分辨率 ０１ｒ／ｍｉｎ（１０～９９９９９ｒ／ｍｉｎ），精度
００５％ ±１ｄｇｔｓ。

３３　试验过程及试验数据

通过变频器调节风机转速，对应风机转速为

２９２６５～１３０６５ｒ／ｍｉｎ，用风速仪测量喷筒出风口
处各采样点上的风速，测量３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
的风速测量值。测量结果如表 ５所示，ｖｍ表示出风
口１０个采样点上对应风机转速下的均值。

将上述风机转速作为 ＭＲＦ仿真的初始条件，在
图３所示的采样点上经仿真计算得到测速点上风速
的仿真值，如表６所示，表６中的 ｖｓ表示对应转速下
出风口整个面上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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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转速下出风口采样点风速实测值

Ｔａｂ．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ｎｓｐｅｅｄｓ ｍ／ｓ

采样点
风机转速／ｒ·ｍｉｎ－１

１３０６５ １５４１９ １７７５３ ２００８０ ２２４０２ ２４７０９ ２６９９２ ２９２６５

１ １１１３ １２７７ １５１７ １７０４ １９４３ ２１２９ ２３５９ ２５３８

２ １０９１ １３１９ １５２４ １７０４ １９４２ ２１４３ ２３８９ ２５９７

３ １０７３ １２４２ １４７４ １７０５ １８８４ ２１０３ ２３０３ ２４９７

４ １１３６ １３２６ １５３ １７６２ １９５６ ２１５０ ２３４０ ２５４８

５ １１３５ １３０７ １５０５ １７１２ １９５９ ２１４６ ２３３４ ２５８９

６ １１４７ １３７０ １６０６ １７８６ ２０２０ ２２３８ ２４８７ ２７０８

７ １０６４ １３０４ １５０７ １７３８ １９３８ ２１７２ ２３６３ ２５６１

８ １０８４ １３０４ １５０７ １７２７ １９２６ ２１３２ ２３４２ ２５９９

９ １１１９ １２９７ １５３５ １７６７ １９８８ ２１６４ ２４５８ ２６３６

１０ １０９１ １２８９ １５０１ １７０２ １９４０ ２１００ ２３５２ ２５５３

ｖｍ １１０５ １３０４ １５２１ １７３１ １９５０ ２１４８ ２３７３ ２５８３

表 ６　不同转速下出风口各采样点的风速仿真值

Ｔａｂ．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ａ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ｎｓｐｅｅｄｓ ｍ／ｓ

采样点
风机转速／ｒ·ｍｉｎ－１

１３０６５ １５４１９ １７７５３ ２００８０ ２２４０２ ２４７０９ ２６９９２ ２９２６５

１ １１５１ １３８８ １５６６ １７８７ １９９０ ２２３４ ２４０７ ２６６７

２ １０７３ １２７０ １４６１ １６５８ １８５０ ２０４２ ２２３２ ２４５０

３ １１６８ １３８１ １５９２ １８０７ ２０２１ ２２２６ ２４４０ ２４１７

４ １０８５ １２８０ １４７４ １６７９ １８６６ ２０６０ ２２５４ ２６３５

５ １２０５ １４０８ １６３６ １８３４ ２０５８ ２２６８ ２４７６ ２４３９

６ １１０４ １２９８ １５００ １６９５ １８９４ ２０８１ ２２８３ ２６８０

７ １１５８ １３８９ １５８７ １８３６ ２０２４ ２２７７ ２３９３ ２４７０

８ １１０１ １２９１ １４９７ １６７５ １８７２ ２０６９ ２２８０ ２６９６

９ １１４６ １３９４ １５７６ １８０３ ２０４１ ２１８８ ２４３１ ２４６１

１０ １０９０ １２８９ １４８４ １６７８ １８７０ ２０６８ ２２６０ ２６３７

速度范围 １０７３～１２０５ １２７０～１４０８ １４６１～１６３６ １６５８～１９３６ １８５０～２０５８ ２０４２～２２７７ ２２３２～２４７６ ２４１７～２６９６

ｖｓ １１２８ １３３９ １５３７ １７４５ １９４９ ２１５１ ２３４６ ２５５５

图 ４　不同风机转速下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ｎｓｐｅｅｄｓ
（ａ）ｎ＝１３０６５ｒ／ｍｉｎ　（ｂ）ｎ＝１５４１９ｒ／ｍｉｎ　（ｃ）ｎ＝１７７５３ｒ／ｍｉｎ　（ｄ）ｎ＝２００８０ｒ／ｍｉｎ

（ｅ）ｎ＝２２４０２ｒ／ｍｉｎ　（ｆ）ｎ＝２４７０９ｒ／ｍｉｎ　（ｇ）ｎ＝２６９９２ｒ／ｍｉｎ　（ｈ）ｎ＝２９２６５ｒ／ｍｉｎ
　

４　仿真与实测结果分析

４１　出风口风速仿真结果对实测值的覆盖率
图４为不同风机转速时，喷筒出风口处采样点

风速实测值与仿真数据的对比。其中，折线上的点

为实测值，两平行线为仿真计算得出的风速的上、下

范围值。由图４可知，风速实测值大都落在仿真计
算的范围内，只有 ４个点（图 ４ａ中的第 ７点、图 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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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３点、图４ｇ和图４ｈ的第６点）的测量值没有被
仿真计算出风速的区间覆盖。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

原因为：在仿真模型中导流片之间所划分的区域是

均匀理想的，而喷筒的安装制作过程中却可能有误

差。以各个转速下的所有采样点（８０）作为整体，则
仿真计算结果对实测风速覆盖的概率为［（８０－４）／
８０］×１００％ ＝９５％；说明采用动参考系模型，仿真的
结果能正确预知喷筒出风口的实际风速范围。

４２　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的 χ２检验
图５为各个转速下喷筒出风口风速实测均值与

仿真均值的对比。由于实测均值与仿真均值两组数

据均是在相同的给定风机转速（８个转速）下分别进
行实测及仿真计算所得，可对两组数据进行 χ２检
验

［１５］
，检验仿真计算结果是否符合实际测量值的分

图 ５　不同转速下出风口风速实测均值与仿真均值对比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

ａｔａｉｒｄｕｃｔｏｕｔｌｅ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ｎｓｐｅｅｄｓ
　

布。χ２的计算公式为

χ２＝∑
ｎ

ｉ＝１

（Ｎｉ－Ｎｏｉ）
２

Ｎｏｉ
（３）

式中　Ｎｏｉ———不同风机转速下测得的风速
Ｎｉ———对应风机转速下仿真风速
ｎ———数据个数，ｎ＝８

利用式（３）计算 χ２ ＝００２３，查 χ２检验表得：
χ２００５（ｎ－１）＝１６９２，因为 χ

２＝００２３＜１５５１，表明
在水平００５下，喷筒出风口风速的仿真值均服从其
样本信号（实际测量值）的分布。

５　结论

（１）影响喷筒压力损失及喷筒出口风速的因素
依次均为出风口直径、柱形喷筒长度、锥形喷筒长

度。锥形喷筒长度与柱形喷筒长度的因素效应明显

小于出风口直径的因素效应，因此选取喷筒的结构

时，可先取定锥形喷筒长度与柱形喷筒长度，出风口直

径可根据用户对风速及压力损失的综合需求而定。

（２）将风机的转速作为仿真的初始值，用 ＭＲＦ
模型对风送式喷雾机喷筒出口的风速进行仿真计

算，在喷筒出口采样点上仿真计算出的风速区间覆

盖实测风速的概率为９５％；χ２检验表明在水平 ００５
下，喷筒出风口风速的仿真值均服从其实际测量值

的分布，说明利用动参考系方法，采用风机转速为初

始条件下的 ＲＮＧｋ ε模型，对喷筒出风口速度的
数值模拟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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