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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空淹没射流吸气性能与能量耗散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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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淹没条件下喷嘴出口存在外界静压，引射管的截面和入流压力对环空射流过程中的吸气性能和能量耗散都

有显著的影响。为能更好地对淹没条件下环空射流喷嘴进行调控，采用数值模拟与试验验证的方法分析了不同截

面比和入流压力对喷头吸气量和气液比的影响，并从流场、能量耗散以及涡流强度 ３方面对这些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低截面比下，随着入流压力的提高，吸气量和气液比都随之提高；高截面比下，随着入流压力的提高，吸

气量提高而气液比则先增加后降低，这种工况下气液比存在最大值。随着截面比的提高，吸气量增加而气液比则

降低；不同入流压力下低截面比对气液比存在高可控性；不同截面比下高引射流入流压力对气液比存在高可控性。

相同的湍动能增量下，不同截面比的湍流耗散率的增量远大于不同入流压力的湍流耗散率增量，能量耗散更大。

这些特性与不同入流压力时引射流与槽内水压差以及不同截面时引射流对喷嘴的封闭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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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淹没环空射流喷头的吸气性能、能量耗散以及

射流打击力将直接影响喷头应用效果。对引射流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引射机构的流场分析和结构参数的

优化选择上。龙新平等
［１］
、曾庆龙等

［２］
采用数值模

拟与试验结合的方法对射流泵在不同结构和工况

参数下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和优化。廖达雄等
［３］
结

合引射器系统的特点，评估了较高增压比和引射

马赫数下两种喷嘴在引射器系统中的应用。刘俊

萍等
［４］
采用正交试验探讨了全射流喷头各结构和

工况因素对射程的影响规律以及影响的主次顺

序。对于淹没射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流场和水力

特性的研究。袁寿其等
［５］
通过 ＣＦＤ数值模拟研究

了全射流喷头内部流场流量、压力关系以及速度

场分布特性。黄秋君等
［６］
通过理论分析与模型试

验对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消能的水力特性以及

高程选择对流场波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王凌

等
［７］
采用五孔探针对旋流器的自由淹没气体旋转

射流速度场进行了试验研究。丁江明等
［８］
通过

ＣＦＤ数值模拟对典型混流式喷水推进器的流场进
行了数值模拟。刘超等

［９］
利用 ＰＩＶ测速技术分析

了斜向淹没射流流场的水力特性，研究了射流入

水垫塘的消能机理。目前，对环空淹没射流的研

究相对较少。

由于喷头内流场特性的不可视导致测量困难，

本文结合数值模拟和试验验证对淹没射流条件下环

空喷头的吸气性能及能量耗散特征进行分析。

１　试验装置和数值模型

图 １　环空射流试验装置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ａｎｎｕｌｕｓｊｅｔ
１．水箱　２．泵　３．分流阀　４．流量计　５．压力表　６．空气转子

流量计　７．环空射流喷嘴　８．观测槽　９．液面控制阀

１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 １所示，试验过程中液泵的出口

流量保持不变，通过流量调节阀调节环空射流装置

的入流压力，试验采用清水介质为试验液。该环空

射流装置的设计喷洒流量范围为 ３００～７００Ｌ／ｈ，
设计引射管入流压力范围为 ００８～０１４ＭＰａ。试
验采用的环空射流喷嘴如图 ２所示，其结构包括
引射管、喷嘴、吸药口、混药室、混药管和扩散管

等。

图 ２　环空射流喷嘴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ｎｎｕｌｕｓｊｅｔｎｏｚｚｌｅ
１．引射管　２．三通管　３．吸气口　４．吸气区　５．混合区　６．喷嘴
　
１２　结构参数变量

结构参数中固定参数的选取：研究对象主要集

中于吸气区和混合区，引射管采用直管且与三通管

分离。根据已有研究
［１０］
表明：余弦曲面喷嘴的总能

量损失系数最小，其值为 ００６～０１０，因此本试验
采用余弦曲面喷嘴。喷嘴出口直管段长度 Ｌ为
３ｍｍ，喷嘴余弦段长度 Ｌｔ为 ４０ｍｍ，入口直径 Ｄｔ为
２０ｍｍ，出口直径 ｄｔ为 １２ｍｍ，根据文献［１０］的定

义，余弦喷嘴锥角 β (＝２ａｒｃｔａｎ １
２
Ｄｔ
Ｌ )
ｔ
＝２８°，射流嘴

出口直径为可变参数。本文以截面比 ｍ为可变结
构参数，截面比 ｍ定义为混合管截面积与射流嘴出
口截面积之比，即

ｍ＝
Ａｔ
Ａｎｚ (＝ ｄｔ

ｄ )
ｎｚ

２

式中　Ａｔ、Ａｎｚ———引射管截面积、喷嘴出口截面积，

ｍｍ２

ｄｔ、ｄｎｚ———引射管直径、喷嘴出口直径，ｍｍ
１３　吸气特性表征

环空射流装置的吸气特性可用入流压力和截

面比与气液比 ｑ和吸气量 Ｑｇ的关系曲线来评价，
气液比 ｑ定义为气体的体积流量与水的体积流量
之比，即

ｑ＝
Ｑｇ
Ｑｌ

式中　Ｑｇ、Ｑｌ———气体、水体积流量，ｍ
３／ｈ

２　数值模型方案

２１　数值模型
建立环空射流装置以及水槽的三维模型，为提

高模型的网格质量，环空射流装置在引射管、喷嘴、

混合区、槽子部分采用结构化网格，槽体与喷嘴交叉

等其余部分采用非结构化的四面体网格。设置２处
交界面，分别是空气入口和喷嘴体接触处以及喷嘴

出口和水槽接触处。网格相关性分析认为，网格较

稀松时，喷嘴内部计算时容易发散和震荡，因此对喷

嘴体网格整体加密，共 １５万个网格，水槽网格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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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些；同时为更好地模拟射流衰减情况，将喷嘴出

口和水槽接触处网格加密
［１１］
，共 １８万个网格，总共

３３万个网格。
环空射流装置数值计算采用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ｋ ε湍

流模型
［１２］
；压力速度耦合项则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Ｃ算

法
［１３－１４］

；对于多相流模型，ＶＯＦ模型可用于空气和
水不能互相融合的体系

［１５－１６］
，本文选用 ＶＯＦ模型

模拟气液两相流动。几何模型坐标原点位于喷嘴与

引射管交叉处的中心处，以引射管出流方向为 Ｘ正
方向，以垂直于 Ｘ轴向上与吸气光平行的方向为 Ｚ
轴正方向。

２２　数值模拟设计方案
参考射流混药装置研究过程中得到的有效混药

比和吸药量范围
［１７］
，以及喷射浮选设备研究过程中

有效的气液比和吸气量范围作为选取截面比和入流

压力的选取依据
［１８］
，结合试验前期探索过程中得到

相似的气液比和吸气量范围所需的截面比和入流压

力，作为本文选取截面比和入流压力的范围。以一

定淹没深度（１５０ｍｍ）以及一定嘴管距（２０ｍｍ），计
算不同压力和不同截面比下环空射流装置的吸气量

Ｑｇ与气液比 ｑ变化来考察其吸气特性，数值计算试
验设计方案及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 １　数值计算设计方案及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００８ＭＰａ ０１０ＭＰａ ０１２ＭＰａ ０１４ＭＰａ

４／１２ ６／１２ ８／１２ ４／１２ ６／１２ ８／１２ ４／１２ ６／１２ ８／１２ ４／１２ ６／１２ ８／１２

Ｑｇ／（ｍ
３·ｈ－１）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７ ０３９６ ０１７２ ０３２５ ０４７５ ０２６５ ０３５９ ０５５３ ０３２４ ０４６１ ０６０７

Ｑｌ／（ｍ
３·ｈ－１） ０４９８ １１７４ ２１４３ ０５５７ １３１３ ２４０２ ０６１３ １４４５ ２６３５ ０６６７ １５６０ ２８５０

ｑ ０２３７ ０１９３ ０１８５ ０３０８ ０２４７ ０１９８ ０４３２ ０２４９ ０２１０ ０４８７ ０２９６ ０２１３

３　数值模拟验证与结果分析

３１　数值模拟验证
为验证数值模型的可靠性，通过试验系统测量

截面比为４／１２、入流压力在００８～０１４ＭＰａ下以及
入流压力为０１０ＭＰａ、截面比在４／１２～８／１２下环空
射流装置的吸气量和气液比，并与模拟试验结果进

行对比，结果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 ３　不同入流压力下数值模型与试验验证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通过三次多项式回归分析，获得入流压力 ｐ与

吸气量 Ｑｇ之间的方程表达式为
ＱｇＣＦＤ＝－２５７７８ｐ

３＋８４００４ｐ２－８４７５８ｐ＋２９６１２

（Ｒ２＝１）
ＱｇＥＸＰ＝－１１４５８ｐ

３＋３８７５ｐ２－３９２９２ｐ＋１３６５

（Ｒ２＝１）
入流压力 ｐ与气液比 ｑ之间的三次多项式回归

方程表达式为

ｑＣＦＤ＝－１５３１７ｐ
３＋５０９０９ｐ２－５１５８１ｐ＋１７７０６
（Ｒ２＝１）

图 ４　不同截面比下数值模型与试验验证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
　

ｑＥＸＰ＝－２０２４７ｐ
３＋６６００４ｐ２－６５６８５ｐ＋

２２８６１　（Ｒ２＝１）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获得截面比 ｍ与吸气量 Ｑｇ

之间的方程表达式为

ＱｇＣＦＤ＝０９０９ｍ－０１３０５　（Ｒ
２＝０９９９７）

ＱｇＥＸＰ＝０９２４ｍ－０１５３０　（Ｒ
２＝０９９６９）

截面比 ｍ与气液比 ｑ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表
达式为

ｑＣＦＤ＝０３３０ｍ－０４１６０　（Ｒ
２＝０９９６１）

ｑＥＸＰ＝０３２４ｍ－０４０２８　（Ｒ
２＝０９９２８）

下标 ＣＦＤ和 ＥＸＰ分别代表数值分析值与试验
值。采用无量纲方程获得数值计算与试验的预测误

差，即

αＱｇ＝
ＱｇＣＦＤ－ＱｇＥＸＰ
ＱｇＥＸＰ

×１００％

αｑ＝
ｑＣＦＤ－ｑＥＸＰ
ｑＥＸＰ

×１００％

６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入流压力取值范围为 ００８～０１４ＭＰａ，对应的
αＱｇ值约为 ４２％，αｑ值约为 ５３％；截面比为 ４／１２～
８／１２时，对应的 αＱｇ值约为５９％，αｑ值约为 ５０％，
可见，数值模型有较高的可信度。

３２　计算结果分析
图５、图６为不同工况下吸气量和气液比变化

对比曲线。

图 ５　不同压力下气液比和吸气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ｒａｔｉｏａｎｄ

ａｉｒｉｎｆｌｏｗ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图 ６　不同截面比下气液比和吸气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ａｉｒ

ｉｎｆｌｏｗ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
　
由图５可知，在同一截面比条件下随着入流压

力的增大，吸气量以及气液比随之增大，截面比为

８／１２时，随 着 入 流 压 力 由 ００８ＭＰａ增 加 为
０１４ＭＰａ，吸气量由 ０３９６ｍ３／ｈ增大为 ０６０７ｍ３／ｈ，
气液比则由 ０１８５增大为 ０２１３，且在低截面比条
件下气液比的增幅大于高截面比，截面比降低为

４／１２时，气液比由 ０２３７增加为 ０４８７，增幅为
１０５５％ 远大于截面比为 ８／１２时的增幅 １５１％；
由图 ６可知，在入流压力一定时，随着截面比的增
大，吸气量增大而气液比却随之降低。０１０ＭＰａ
时，截 面 比 由 ４／１２增 加 为 ８／１２，吸 气 量 由
０１７２ｍ３／ｈ增至 ０４７５ｍ３／ｈ，而气液比则由 ０３０８
降低为０１９８，且高入流压力条件下，气液比的衰减
梯度更大，在射流压力为 ０１４ＭＰａ时，气液比由
０４８７增 加 为 ０２１３，衰 减 了 ５６３％，远 大 于
０１０ＭＰａ时的衰减度３５７％。

由上分析，不同入流压力下低截面比对气液比

存在高可控性；不同截面比下高引射流入流压力对

气液比存在高可控性。

３３　内流场分析
图７为 Ｙ＝０截面、截面比为８／１２时，入流压力

在００８、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ＭＰａ条件下的速度矢量和
液相体积分数分布。

图 ７　不同压力下速度矢量和液相体积分数分布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随着压力由００８ＭＰａ增加到０１４ＭＰａ，核心流

速由１２８０８ｍ／ｓ增大为１６９６０ｍ／ｓ，而气流区的气
流速度最大值也由５７６４ｍ／ｓ提高为 ８４８０ｍ／ｓ，吸
气量由０３９６ｍ３／ｈ增加为０６０７ｍ３／ｈ；由矢量图可
以看出随着压力的增大，所携带的动能增大从而与

槽内水静压的压差变大，结合液相体积分数分布可

以看到喷嘴内壁附近液相分布区逐渐减少从而对槽

内水流进入喷嘴形成了较好的封闭阻碍作用，因此

在气流区上方形成的速度矢量漩涡明显减小，吸气

量和气液比随之变大
［１９］
；由于相同截面比下水流量

增量大于气流增量，气液比增速变缓。

如图８所示为 Ｙ＝０截面、引射管进口压力为
０１０ＭＰａ时，截面比在 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２工况下的
速度矢量和液相体积分数分布。

如图８所示，在截面比为４／１２时气流区内存在
明显的双向流而在双向流中间形成了一个速度较高

的气流带，这是由于低截面比时引射流动能较低，对

喷嘴出口封闭性差，使得槽内水流向流入气流区造

成气流区的双向流，从而导致吸气量较少。由液相

体积分数看出，低截面比时液相在气流区喷嘴内壁

附近和引射管外壁附近分布比例较大；随着截面增

大到８／１２，气流区的气流速度最大值由截面比为４／１２
时的３５７１ｍ／ｓ提高到５７３３ｍ／ｓ，气流区的过流断
面随之增大；由于高截面比所携带的总动能较高，较

好地封闭了槽内流入喷嘴的水，液相在气流区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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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截面比下速度矢量和液相体积分数分布

Ｆｉｇ．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
　

内壁附近和引射管外壁附近分布比例逐渐降低，被

气相所代替，因此形成的速度矢量漩涡明显减小从

而形成较大的吸气量；由于相同的引射管入流压力

下水流量随引射管截面半径的 ２次方增大，因此造
成气液比增长变缓。

从上述流场的吸气量和气液比变化可推断出，

无论同压不同截面比还是同截面比不同压，吸气量

都在增加且气液比会随之增量变缓，大截面比下甚

至会出现降低。对截面比为 ８／１２气液比进行三次
多项式拟合，得

ｑ＝－１４３９ｐ３＋４１２６ｐ２－３２４９ｐ＋０２５４

（Ｒ２＝１）
以 ｐ＝０１８ＭＰａ为入流压力，可得气液比 ｑ为

０１６８，小于００８ＭＰａ时的气液比 ０２１３，气液比出
现降低。因此要得到高气液比，可选择低截面比时

的高入流压力或高截面比时的低入流压力，而要得

到高吸气量，则根据实际需要提高截面比或者提高

入流压力。

３４　能量耗散特性
引射吸气的过程伴随着剧烈的能量衰减和转

化；表征湍流的微观物理量有湍动能 ｋ和湍流耗散
率 ε［２０－２１］。湍流总动能随时间的变化体现湍流动
能的净收支，是衡量湍流发展或衰退的指标。湍流

耗散率 ε为单位质量流体在单位时间内的湍动能损
耗，主要表征大涡分裂为小涡、大气泡转换为小气泡

的过程中能量损耗速率。

对引射管入流压力 ０１０ＭＰａ、截面比为 ４／１２、
６／１２、８／１２时的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进行分析。图 ９
为不同截面比条件下 Ｙ＝０平面的湍动能和湍流耗
散率变化等值图。

由图 ９可知，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的极大值分

图 ９　不同截面比下湍动能及湍流耗散率分布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ｋａｎｄε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
　
布在喷嘴混合区附近，且随着截面比的增加，湍流发

生区范围向引射管区拓展，能量耗散加剧的范围增

大。喷嘴内湍动能及湍流耗散率的值也随之增加。

当截面比由 ４／１２增至 ８／１２时，湍动能极大值从
３５５０７ｍ２／ｓ２增至８０８４５ｍ２／ｓ２，湍流耗散率极大值
从２２０４３７１ｍ２／ｓ３增至 ２９２１３６２ｍ２／ｓ３，因此无论
能量耗散量还是强度都随截面比增加而增加。

图１０为截面比８／１２、引射管入流压力为 ００８、
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ＭＰａ时 Ｙ＝０平面的湍动能和湍流
耗散率变化等值图。

图 １０　不同压力下湍动能及湍流耗散率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ｋａｎｄε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由图１０所示，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极大值分布

在喷嘴混合区，当引射管入流压力由００８ＭＰａ增至
０１４ＭＰａ时，湍动能极大值从 ５９０８５ｍ２／ｓ２增至
１００３９２ｍ２／ｓ２，湍流耗散率极大值从１８４８３８１ｍ２／ｓ３增
至４０６７５３１ｍ２／ｓ３。湍流发生区范围在接近引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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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方向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而在喷嘴出口方向扩

展明显，这主要是压力的增加使引射管出口流量和

流速变大从而具有的总动能变大，喷嘴内气、液与槽

内的水在喷嘴出口处进行激烈的碰撞伴随着速度大

小和方向的变化以及气液之间激烈的能量的交换和

损耗，因此形成的平均值湍动能也较大，此时的能量

损耗也达到最大。

由于同样的湍动能增量下，不同截面比的湍流

耗散率值的增量远大于不同入流压力的湍流耗散率

增量，能量耗散更大，因此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要得

到高气液比和吸气量时，建议优先选择低截面比高

入流压力的工况条件。

３５　涡流强度的影响
涡流强度以及涡流分布影响引射吸气以及气液

混合效果。为此可通过分析涡流强度和涡流分布了

解流场发生和能量耗散发生的内部原因。图 １１为
０１０ＭＰａ时不同截面比（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２）下的涡
流强度分布。

图 １１　不同截面比条件下旋涡强度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
　

如图１１所示，涡流强度的极大值分布在混合区
喷嘴出口附近，在低截面比４／１２时喷嘴处核心水束
截面较小。由于喷嘴出口处存在两相三流混合此时

的涡流强度最大，极大值为 ２８０８７１ｓ－１，且涡流区

范围向喷嘴轴心方向发展，涡流在气流区分布较小；

随着截面比的增大，涡流区分布范围向气流区方向

拓展达到喷嘴的内壁边缘，与空气充分得进行混合。

当截面比达到 ８／１２时，由于核心水束携带的动能
大，较好地对喷嘴进行封闭，此时涡流不存在两相三

流混合，极大值降为 ２２３７９９ｓ－１，强度有所降低但

涡流强度沿径向朝喷嘴内壁方向逐渐增大。同时在

靠近喷嘴内壁处引射气流对槽内水流进入喷嘴内进

行很好地截留从而保持引射流带动气体在气流区整

个径向截面区域内流动，而避免形成如４／１２和６／１２截
面比下的气液双向流通道，有利于吸气，同时也伴随

着更大的湍流能量耗散。

图１２为截面比为 ８／１２、不同入流压力（００８、
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ＭＰａ）下的涡流强度分布。

图 １２　不同压力条件下涡流强度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一定的引射流入流压力下，喷嘴混合区的涡流

强度沿着径向先增大后减小。由于淹没射流下核心

水束克服槽内水压，在气液交界的地方与气体进行

强烈混合，涡流强度达到最大；而沿着径向到喷嘴内

壁处气体含量增大，水流减少，涡流强度也随之降

低。入流压力的增大，涡流区范围向引射管出口上

方拓展至喷嘴内壁；随着压力继续变大涡流区变化

不再明显，涡流强度极大值也由 ００８ＭＰａ时的
１９８８４９ｓ－１增加到 ０１２ＭＰａ时的 ２３３９４０ｓ－１后
缓慢增大到０１４ＭＰａ时的２５１５５８ｓ－１。涡流强度
的增加伴随着气液的激烈混合，这是导致能量的转

换与耗散加剧的原因；图１２为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４ＭＰａ
３种工况下相同位置处（图中红色的椭圆边界线内

所在区域）涡流分布对比。当入流压力为 ００８ＭＰａ
时，ａ所在区域涡流强度为零但压力为 ０１２ＭＰａ时
同区域 ｂ处被涡流强度较大值域覆盖，涡流强度增
大；这主要是由于气流速度的增大，速度梯度增大，

碰撞混合程度随之加大从而导致的涡流强度增大；

而压力增大到０１４ＭＰａ时，同区域 ｃ处涡流强度范
围相较于区域 ｂ未发生较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在
０１２ＭＰａ时引射流已经对槽内水流进入喷嘴进行
很好地截留，发生碰撞混合主要发生在引射流与气

流之间，同向流碰撞混合程度变化不大。

为更好地了解这种涡流强度变化和不同工况下

气流封闭作用，截取Ｙ＝０截面入流管出口处至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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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处之间混合区为分析对象，如图 １２中０１０ＭＰａ
工况所示截线，截取间隔为 ５ｍｍ，截线的起止坐标
为（ｘｉ，０，－００６）和（ｘｊ，０，００６），由于垂直 ｘ轴截
取，因此 ｘｉ、ｘｊ取值相同，对应值为 ｘｉ＝ｘｊ取值范围
（００５０，００５５，００６０，００６５，００７０）ｍ，ｉ＝ｊ取值范
围为１，２，３，４，５；以划分网格的单位节点为截线上
的选取点从而得到涡流强度分布图。

取截面比为 ８／１２，入流压力为 ０１０ＭＰａ工况
下不同位置涡流变化情况，如图１３所示。

图 １３　混合区涡流强度径向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ｒｏｕｎｄｍｉｘｉｎｇｚｏｎｅ
　
如图１３所示，在射流中心处，不存在气体参混，

涡流不发生，沿着径向向喷嘴内壁的方向涡流逐渐

发生并增强，并在喷嘴附近达到极大值，且沿 ｘ轴正
方向，极大值先由７３９４５５增大到１４５４１８，后减小
到１２８５９９，此处主要是槽内水流、引射流以及气体
的两相三股对流区，形成了激烈的涡流混合区，也是

能量耗散最剧烈的区域。

如图１４所示，得到压力为 ０１０ＭＰａ、截面比为
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２时 Ｙ＝０截面上截线 ４处的涡流强
度分布图。截线４的位置为图１２中０１０ＭＰａ工况
时的４号线位置。

图 １４　不同截面比涡流强度径向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
　
如图１４所示在截面比较低的情况下由于总动

能较小，在克服槽内水压差时能量衰减较快，因此在

射流中心处便出现涡流，此处的涡流形成主要是由

槽内水流和入水管水流碰撞混合形成的涡流此时的

涡流强度较小；随着截面比的提高，总动能上升，在

喷嘴内能够有效克服槽内水压差因此中心处不再有

涡流现象出现。在中心射流的两端，会出现涡流强

度的极大值，３种截面比下极大值出现的位置分别
为０００４５ｍ、０００３６ｍ、０００３３ｍ，数值则随截面比
增大由 １２８５９９ｓ－１增大到 １４５２８３ｓ－１，后又降低
为１１５５４８ｓ－１；这是由于随着截面比增大，中心射
流区域增大，较大的能量带动气液较大的混合，因而

形成的涡流强度也较大；但随着截面比的上升中心

流实现了对喷嘴的封闭，气流在引射状态下与引射

流同向导致碰撞混合强度和涡流有所降低。而由于

涡流区也扩展到喷嘴的内壁边缘，增大了气流引射

面积，因此吸气量上升。

如图１５所示，截取截面比为 ８／１２时不同压力
（００８、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ＭＰａ）下 Ｙ＝０截面上截线 ４
处涡流强度分布图，截线 ４位置如图 １２中０１０ＭＰａ
工况时的４号截线。

图 １５　不同入流压力涡流强度径向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如图１５所示涡流强度随着压力的增大，涡流强

度的变化趋势沿 Ｚ轴同向，涡流强度的极大值出现
的位置几乎相同，都出现在径向 ０００５ｍ附近，但随
着压力的增大，极大值先由００８ＭＰａ时１２８０５６ｓ－１

增大到０１４ＭＰａ时 １５８８２３ｓ－１，增幅不大。这主
要是随着压力的增大，引射流对喷嘴形成较好的封

闭，引射管出流速度增大从而带动吸气量增大而此

时引射流和气流同向形成压差较小，因此在涡流变

化的强度和分布上变化不大，吸气量的增量变缓。

４　结论

（１）低截面比时，随着入流压力的增加，吸气量
和气液比增加；而高截面比时，随着入流压力的增

加，吸气量增加而气液比先增加后降低；低截面比气

液比的增幅大于高截面比，因此可选择低截面比、高

入流压力得到高气液比。随着截面比的增加，吸气

量增加而气液比降低且高引射流入流压力的气液比

减少幅度大于低入流压力的气液比减少幅度，对气

液比存在高可控性。这些特性主要与不同入流压力

时引射流与槽内水静压差以及不同截面时引射流对

喷嘴的封闭作用有关。

（２）入流压力的提高，引射流与槽内水静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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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克服水压阻力的能力增大因此在喷嘴附近形

成的漩涡减小；由于喷嘴出口处存在两相三流，湍流

区在喷嘴出口方向扩展明显，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

增大，速度和能量在此区域发生剧烈的交换和损耗，

带动吸气量增大；水流量增量大于气流量从而造成

气液比增长缓慢。截面比的增加对喷嘴出口的封闭

性变好，形成的湍动能扩散区和湍流耗散增大，吸气

量增大；由于截面比增大，相同引射管入流压力下水

流量变大造成气液比降低。

（３）同截面比、不同压力下径向涡流强度最大
值分布位置大体相同且随着压力提高涡流强度增

大；引射流和气流同向导致压差较小因此在涡流变

化的强度和分布上变化不大，吸气量和气液比增加

变缓；同压低截面比下动能低，在核心射流处形成涡

流；随着截面比上升混合区核心处涡流消失；核心流

边缘出现涡流先增大再减缓，从而造成能量耗散以

及吸气量先增加后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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