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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分析虹吸式出水管虹吸形成过程中气液两相流动，基于各向同性假设，采用欧拉多相流模型与 ＲＮＧｋ ε
湍流模型对一泵站虹吸式出水管虹吸过程中的气液两相流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虹吸过程中，在虹吸管驼

峰段和下降段易产生上、下气囊，对虹吸作用的完成有不利影响。来流流量是影响虹吸形成时间的主要因素，水力

驱气阶段和水力挟气阶段可分别用不同的幂函数来表达时间与流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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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虹吸式出水管是泵站的一种出水布置型式，由

于其停机断流非常方便可靠，在扬程较低的立式和

斜式泵站中有广泛的应用。在泵站起动时，从水泵

开机到虹吸管虹吸作用完成的过程称作虹吸形成过

程，此过程包括水力驱气、水力挟气和虹吸稳定流 ３
个阶段

［１］
，水泵排出的水流需首先填充管道上升段

的空间，期间水面逐渐上升，并驱动管道内空气从出

水池排出，水流翻过驼峰向管道下降段溢流，形成水

气混合出流，管道内的空气在水流的挟带下逐渐排

出，最终在管道内形成满管稳定虹吸流
［２］
。在虹吸

形成过程中，管内流态、管壁压力和水泵扬程等随着

时间的变化亦发生复杂的变化，并且当虹吸形成时

间过长或者最终未能形成较好的满管流动时，管内

水力损失增加，泵站的稳定运行亦会受到影响，因

此，研究虹吸式出水管的虹吸形成过程有着重要的

意义。

对于虹吸式出水管的水力特性研究国内外学者

已作了较多的工作
［３－１１］

。虹吸形成过程中虹吸管

内的气液两相流动特性对虹吸管虹吸作用的完成有

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对此方面的研究却鲜见报道。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流体计算软件

ＡＮＳＹＳＣＦＸ，对虹吸式出水管虹吸形成过程中的三
维气液两相流动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针对虹吸形成

过程中的管内气液流动特性、虹吸管驼峰顶部的压

力变化过程、虹吸形成时间特性等问题展开研究。

１　问题描述

某排水泵站共安装 ６台混流泵机组，其中 ２台
采用虹吸管出水形式（其余采用平直管出流），本文

选择有代表性的其中 １台水泵机组作为研究对象，
该水泵机组选用１２００ＨＬＢ １２型立式混流泵，设计
流量 Ｑｄ＝３００ｍ

３／ｓ，扬程 Ｈ＝１３０ｍ，为保证虹吸
管出口为淹没出流，出水侧加设了挡水墙，墙顶高程

为３７ｍ，挡水墙与出水管侧向布置，与出水侧端墙
相连。虹吸式出水管布置如图 １所示，虹吸式出水
管的主要设计参数见表１。

图 １　虹吸式出水管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ｏｕｔｌｅｔ
　

２　计算模型及方法

２１　气液两相流模型

泵站虹吸式出水管虹吸过程是复杂的气液两相

非定常流动，采用欧拉多相流模型可以对其流动过

程进行数学表达。假设流体为各向同性流体，忽略



表 １　虹吸式出水管主要设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ｏｕｔｌｅｔ

虹吸管 出水管尺寸 设计值

管道直径／ｍ １２

弯管段 弯管段包角／（°） ６０

虹吸管进口高程／ｍ －５０７２

上升段
管道直径／ｍ １４

上升角／（°） ３０

驼峰断面高度／ｍ ０７

驼峰段
驼峰断面宽度／ｍ １４

驼峰段包角／（°） １１２

驼峰断面底部高程／ｍ ８６２

下降段 下降角／（°） ８２

出口断面高度／ｍ ２０

出口段
出口断面宽度／ｍ １４

出口底高程／ｍ １２

出水池水位／ｍ ３７

水平长度
进口至驼峰顶部／ｍ ２０９４３

驼峰顶部至出口／ｍ ３３６２

相间质量交换与动量传递，质量力仅考虑重力作用。

则其守恒方程可简化为：

连续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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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α′ρｌ＋β′ρｇ　μ＝α′μｌ＋β′μｇ　α′＋β′＝１
式中　α′、β′———液相、气相的体积分数

ｕ———速度矢量　　ｇ———重力作用质量力
ｐ———压力　　ρ———混合密度
μ———混合动力粘度系数

下标 ｌ、ｇ分别表征液相和气相。
２２　湍流模型

将瞬态的 Ｎ Ｓ方程对时间作平均即可得到有
雷诺应力项的 ＲＡＮＳ方程，为求解方程，选用 ＲＮＧ
ｋ ε湍流模型封闭雷诺应力项。

ＲＮＧｋ ε模型是基于重正化群理论的统计方
法推导得出，它改进了标准 ｋ ε模型的耗散方程并
考虑了湍流漩涡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强旋流动的模

拟精度
［１２－１３］

。描述多相流混合相的 ｋ－ε控制方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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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ｋ———湍动能　　ε———耗散率
μｅｆｆ———有效混合粘度　　μｔ———涡粘系数
Ｇｋ———由于粘性力导致的湍动能产生项
Ｓ———平均应变率张量系数

常数项有：Ｃμ＝００８４５，Ｃ１ε＝１４２，Ｃ２ε＝１６８，
σｋ＝σε＝０７５，η０＝４３８。
２３　网格技术

为保证网格质量，采用六面体结构化网格对计

算区域进行划分。由于虹吸管上升段为圆形截面，

上升段末端至驼峰段之间过渡段由圆形截面逐渐过

渡为矩形截面，采用“Ｏ”型网格对虹吸管作结构化
网格处理。通过网格无关性验证计算，最后确定网

格单元数为３４１７４４个。
２４　定解条件

虹吸管在虹吸形成过程中，水泵流量受到扬程

变化、水气混合程度以及水泵启动速度等条件的影

响，流量变化过程复杂，本文主要研究虹吸管在虹吸

形成过程中的气液两相流动结构以及水气混合对虹

吸完成时间的影响，为简化计算，本文将虹吸形成过

程中的水泵流量概化为稳态流量过程，通过研究稳

态流量与虹吸形成时间的关系反映虹吸形成时间的

内在特性。

设置定解条件为：虹吸管进口设为流量入口条

件；出水池出水侧挡水墙上方为气液两相出口，设为

压力出口条件；出水池水面以上大气进口设为压强

出口条件；虹吸管及出水池边壁设为壁面边界；初始

时刻虹吸管与出水池中的气液交界面设为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类型。初始时刻，出水池由出水侧挡水墙拦蓄的部

分为静止水体，出水池水位以上以及虹吸管上升段

部分为空气，故初始条件设出水池和虹吸管出口段

在出水水位以下的区域水体积分数为 １，其他区域
水体积分数为 ０，水体部分在重力方向按静压条件
分布，速度场为０。
２５　数值算法

ＣＦＸ软件采用基于有限元的有限体积法对方
程组进行离散，该方法在保证有限体积法守恒特性

的基础上，吸收了有限元法的数值精确性。对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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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解使用全隐式多网格耦合求解方法，同时求解

动量方程和连续性方程。

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３１　虹吸管气液流动特性
虹吸式出水管的流动特性与型线设计、流道

形状和尺寸参数的选择密切相关
［１４］
。本文虹吸

管上升段为圆形过流断面，在上升段末端逐渐过

渡为矩形过流断面并与驼峰段相连，在下降段和

出口段，矩形过流断面宽度保持不变，高度逐渐

增大。水流在沿程流动过程中，有多次流动方向

的剧变，同时水流还要作横向和纵向扩散，内部

流态复杂。

通过试算与比较，最终确定数值计算时间步长

为００５ｓ，迭代１５００步，初始时间为０ｓ。在水力驱
气阶段，随着虹吸管进口水量的不断增加，虹吸管上

升段水面逐渐上升，管内气体在上升水流的驱动下

从出水池排出，在 １３１０ｓ时刻，水流上升至驼峰顶
部断面，翻过驼峰顶部后，水流开始快速向下滑落，

在１４５０ｓ时刻，翻越驼峰的水流与出水池水流开始
交汇，形成水气混合流动，虹吸过程进入水力挟气阶

段。在水力驱气阶段，虹吸管内水体与气体相对分

离，上升段水流流速分布较为均匀，无脱流、漩涡等

不良流态，管内气体受到上升水流挤压，空间减小，

压强增大，迫使气体压低虹吸管出口段的水流并在

虹吸管出口段上缘形成一个排气通道，排气通道位

置如图 ２ａ所示，出水池水流受排出气体作用，稍有
蠕动，流速较小。

图 ２　虹吸式出水管水力挟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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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水力挟气阶段水流速度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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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图 ３分别为虹吸管水力挟气阶段的水气
混合过程与水流的流速分布图，由计算结果可知，虹

吸管水力挟气阶段历时较长，在 ｔ＝１４５０ｓ时，来流
与出水池水流交汇，形成水气混合流动，在水气混合

初期，翻越驼峰的水流贴虹吸管下壁向下跌落，形成

堰流形态，由于下降角较大，水流在惯性的作用下，

在下降段头部位置从虹吸管下壁脱落，从而在跌落

水流与出水池水流交汇后，在虹吸管下降段形成上、

下两个气囊，气囊位置如图 ２ｂ所示，此时来流由于
主流集中，流速较大，水气混合流体受到来流的冲

击，在虹吸管出口段形成剧烈的翻滚，管内气体与水

体混合后在水流的挟带下从出水池间歇性排出。随

着管内气体的逐步带出，虹吸管出口段的混合流体

液面逐渐上移，在大约 ｔ＝３１ｓ时，水气混合流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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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虹吸管下壁水流脱落点，下气囊消失，上气囊空

间缩小至驼峰段内，此时水气混合流体主流靠虹吸

管上壁区域，在虹吸管下壁及出水池区域，流体表现

为大范围的翻滚和滞水流态。在 ｔ＝３９ｓ时，虹吸管
内气体被全部带出，形成虹吸管满管流动，虹吸作用

完成。

虹吸过程中，管内上、下气囊对虹吸作用的完成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为此，在模拟虹吸过程中，在

虹吸管驼峰段与下降段的上壁和下壁分别布置３个
测点和２个测点来监测上、下气囊的压力变化过程，
测点布置见图４。

图 ４　虹吸管压力监测点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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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为各测点在虹吸过程中的压力变化过程曲
线，按照测点压力变化特点可将虹吸过程分为 ３个
过程（如虚线分割所示），其中由左至右第 １过程为
水力驱气阶段，第 ２过程与第 ３过程为水力挟气阶
段，在第１过程，各测点均处于气体当中，各测点压
强大小及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虹吸管进水后，管内气

体压强从零快速升高至一稳定的正压并在其上下波

动。第２过程，主要为下气囊排气阶段，在水力挟气
初期，来流与出水池水流交汇，水气混合剧烈，管内

各测点压强急速减小并进入负压状态，管内气体无

法靠压差直接排出管外，排气通道消失，管内气体靠

水流挟带排出，随着水气混合的逐渐稳定，各测点压

强逐渐降低。第 ３过程，为上气囊排气阶段，此时，
下降段各测点压强稳定，驼峰顶部测点压强随着上

气囊气体的逐渐带出而继续降低，降低速度缓慢，在

ｔ＝３９ｓ时，虹吸管上气囊消失，虹吸管内气体被水
体全部挟带排出，管内压力趋于稳定。

为验证虹吸式出水管虹吸过程数值模拟的正确

性，对虹吸管的虹吸形成过程进行了物理模型试验，

试验装置见图６所示，模型按重力相似准则设计，模
型比尺为１∶７。

将计算所得的驼峰顶部测点的压力变化过程与

图 ５　虹吸过程监测点压力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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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虹吸管模型试验装置

Ｆｉｇ．６　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ｐｉｐｅ
　
试验测试结果进行对比，见图７所示，图中可以看出
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接近，两者吻合较好。

图 ７　驼峰顶部测点压力试验值与计算值比较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３２　虹吸形成时间特性

影响虹吸形成的因素较多，通常可以分为确定

性影响因素和非确定性影响因素。确定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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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虹吸式出水管的类型、工艺布置方案以及水

泵性能等，非确定性因素主要有机组启动方式（如

机组启动过程中出水管驼峰段虹吸破坏阀是否排

气，是否抽真空）和运行工况的变化
［７］
。本文研究

在水泵启动过程中不抽真空，靠水流自然排气过程

下的虹吸形成时间特性。

由前述分析可知，在水力挟气阶段，虹吸管内气

液流动结构复杂，尤其管内上、下气囊的存在对虹吸

作用有着较大的影响。当改变来流条件时，虹吸管

内上、下气囊的形态和气液流动特性将会发生改变，

并最终影响虹吸作用的完成。

图 ８为改变来流流量时，水气混合初期的虹
吸管上、下气囊形态图。虹吸管的来流流量通常

小于等于水泵设计流量，考虑到水泵实际运行过

程中流量大于设计流量的可能，并为探讨不同流

量对虹吸管的气液流动特性的影响，本文取流量

范围在（０６～１４）Ｑｄ之间。由图可知，当来流
流量减小时，由于来流流速减小，虹吸管下壁脱

落点下移，Ｑ＝０６Ｑｄ时，来流在虹吸管下壁不再
脱落，下气囊消失，上气囊区域明显增大，相反，

当来流流量增大时，由于流速增大，水流在惯性

作用下，上气囊空间被压缩，Ｑ＝１４Ｑｄ时，来流贴
虹吸管上壁流入出水池，此时，上气囊消失，下气

囊区域明显增大。根据虹吸过程中管内压力变

化的不同阶段列出各流量下虹吸管的虹吸形成

时间见表 ２。

图 ８　不同流量下水气混合初期虹吸管气囊形态图

Ｆｉｇ．８　Ｓｈａｐ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ｉｒｓａｃｓｉｎｓｉｐｈｏｎｐｉｐｅ
（ａ）Ｑ＝０６Ｑｄ　（ｂ）Ｑ＝０８Ｑｄ　（ｃ）Ｑ＝１２Ｑｄ　（ｄ）Ｑ＝１４Ｑｄ

　
表 ２　不同流量下的虹吸形成时间

Ｔａｂ．２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ｓ

流量 ０６Ｑｄ ０８Ｑｄ Ｑｄ １２Ｑｄ １４Ｑｄ
第１过程 ２３６ １７９ １４５ １２３ １０２

第２过程 ０ ０ １６５ １７７ １４８

第３过程 ７８４ ３６１ ８０ ０ ０

总历时 １０２ ５４ ３９ ３０ ２５

　　注：表中０值表示对应流量下虹吸管无上气囊或者下气囊。

　　绘制相对虹吸形成时间与相对流量之间的关
系曲线见图 ９所示，其中，Ｔ１、Ｔ２为水力驱气和水力
挟气用时，Ｔｄ１、Ｔｄ２为设计流量时水力驱气和水力
挟气用时，Ｔ１／Ｔｄ１、Ｔ２／Ｔｄ２为水力驱气和水力挟气相
对用时，Ｑ／Ｑｄ为相对流量，将两个阶段的时间与流
量关系 曲 线 用 幂 函 数 进 行 回 归 得 到 关 系 式：

Ｔ１／Ｔｄ１＝（Ｑ／Ｑｄ）
－０９６
，Ｔ２／Ｔｄ２ ＝（Ｑ／Ｑｄ）

－２２４
。可

见，虹吸式出水管虹吸形成过程中水力驱气阶段

和水力挟气阶段均可通过幂函数来表达其时间与

流量的关系。

将不同流量下水力挟气阶段用时的试验值通过

相似定律换算并与计算值进行对比，如图 １０所示，
可以看出，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近，这也验证了本

文数值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图 ９　流量与虹吸形成时间关系曲线

Ｆｉｇ．９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图 １０　水力挟气阶段用时试验值与计算值比较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ｍｉｘ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ｇａ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８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４　结论

（１）虹吸管虹吸气液两相流动过程包括水力驱
气和水力挟气两个阶段，其中水力挟气阶段气液流

动相对复杂，水气混合过程中，在虹吸管下降段的上

壁和下壁易产生上、下气囊，直接影响着虹吸作用的

完成。

（２）根据虹吸管内的压力变化特点可以将虹吸

过程分为３个过程，每个过程可以反映不同的气液
流动状况，通常驼峰顶部的压力变化可以反映虹吸

作用的全部过程。

（３）在改变外部运行条件下，影响虹吸形成时
间的主要因素为流量，水力驱气阶段和水力挟气阶

段可分别用不同的幂函数来表达时间与流量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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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 ２９页）

３８第 ５期　　　　　　　　　　　　王晓升 等：泵站虹吸式出水管虹吸形成过程气液两相流数值模拟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８（３）：２８１－２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戴咏川，戴承远．由折射率预测柴油的十六烷值［Ｊ］．石油与天然气化工，２０００，２９（１）：２３－２５．

Ｄａｉ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Ｄａｉ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ｔａｎ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ｉｅｓｅｌｆｕｅｌｓｆｒｏｍ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２０００，２９（１）：２３－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何学良．内燃机燃料［Ｍ］．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２００４．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ｌｏｗ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ａｎｄ
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ｕｅｌｓ

Ｊ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１　ＺｈａｎｇＹｕｓｈｅｎｇ１　ＭｅｄｈａｔＥｌｋｅｌａｗｙ２　ＸｉａｏＧａｎ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ａｎ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ｎｔａ３１１１１，Ｅｇｙｐ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ｆｌａｓｈ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ｗ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ｆ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ｅｏｆｄｉｅｓｅ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ｚｚ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ａｒ
ｏｒｉｆｉｃ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ａｃｔｕａｌｎｏｚｚｌｅｓｆｏｒｄｉｅｓｅｌ，ｇａｓｏｌｉｎｅ，ｅｔｈａｎｏｌ
ｄｉｅｓｅｌｆｕｅｌａｎｄ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ｍ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ｅｆｏｒ
ａｌｌｆｕｅｌ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ｅａｒｌｉ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ｅｌ
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ｌｏｗｅｒ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ｒｓｐｒａｙｃｏｎｅａｎｇｌｅ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ｊｅｔｗａｓ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ｇａｓｂａｃｋｆｌｏｗ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ｂｕｂｂｌｅｗ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ｂｕｂｂｌｅｓｉｚｅｃｏｕ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ａｎｄｈｏｌｅ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
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ｅｄ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ｎｏｚｚｌｅ　Ｆｌｏｗ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ｒａｙ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上接第 ８３页）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ＯｕｔｌｅｔｉｎＰｕｍ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ｈｅｎｇ１，２　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ｎｇ２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ｘｕｎ１　ＢｕＬｉｆｅｎｇ２　ＴａｎＬｉｎｌｕ２

（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ｉｎｓｉｐｈｏｎｐｉｐ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ＮＳＹＳＣＦＸ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ＲＮＧｋε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ｆｌｏｗｆｏｒａｓｉｐｈｏｎｏｕｔｌｅｔｐｉｐｅｉｎｐｕｍ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ｉｒｓａｃｓａｒｅｅａｓｉｌ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ｈｅｌｌ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ｐｉｐ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ｇａｓｍｉｘｅｄ
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ｉｔｈａｓ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ａｄｖｅｒｓ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ｉｐｈｏｎｆｉｎｉｓｈ．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ｆｌｏｗ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ｔｌａｓ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ｄｒｉｖｉｎｇｇａｓａｎｄｍｉｘｉｎｇｇａｓ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ｐｈｏｎｐｉｐｅ　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ｔｉｍ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９２第 ５期　　　　　　　　　　　　姜光军 等：不同燃料的喷嘴内流动与喷雾形态可视化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