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年 ９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４６卷 第 ９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９．０５５

零迎流角半球缺群无阀压电泵流阻与流量特性研究

纪　晶１　徐安坡２　张建辉３

（１．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青岛 ２６６１０９；２．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 ２６６０４３；
３．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１６）

摘要：半球缺群相比于单一的半球缺具有更好的正、反向流体阻力不等特性，为分析其流阻变化对泵送性能的影

响，对泵腔内半球缺群的行数、列数及行列间距的变化进行了研究。推导出半球缺群的正、反向阻力系数作用规

律，流阻试验及泵流量试验验证了该规律分析计算流阻及泵流量的可行性；在有限行、列间距范围内，计算及试验

流阻差及泵流量均随半球缺群行数、列数的增加而增加；在驱动电压及频率为１２０Ｖ、６Ｈｚ时，半球缺群３×４、４×３、
４×４行列分别获得４５５ｍＬ／ｍｉｎ、４６２ｍＬ／ｍｉｎ、４７７５ｍＬ／ｍｉｎ泵流量；理论与试验流量的最大偏差为２３２３％。研
究表明，半球缺群的流阻作用规律可以用来分析及预测泵流量；增加行数及列数并适当控制行、列间距均能提高泵

流量，且增加行数比增加列数能获得更好的输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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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半球缺阻流体无阀压电泵，是利用置于泵腔中

的半球缺球面和圆面对流体阻力不等原理而提出的

一种新型阻流体阀类无阀压电泵［１］。作为１／４球体
的半球缺，因其圆面和球面对流体的阻力不等而能

保证流体的单向流动。半球缺工艺简单，安装调整

方便，使泵既省去了传统的置于泵腔内部、外部的无

移动部件阀［２－９］，缩小了泵腔的体积，又避免了泵腔

内部的复杂结构［１０－１３］，因而半球缺阻流体无阀压电

泵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半球缺的排列方式影响流阻的变化规律进而影

响泵的泵送性能。相比于单个半球缺形成的流阻

差，按一定规律排列的半球缺群能够形成更大的流

阻差，因而能够显著地提高泵送性能。由于半球缺

无阀压电泵是一种新型泵，其流阻特性、泵送性能及

影响因素等理论研究少有报道。

本文继研究单个半球缺、多个半球缺纵向、横向

排列流阻作用规律基础上，分析推导出零迎流角半

球缺群的流阻作用规律，继而通过对多组半球缺群

的流阻测试及泵流量试验验证该规律是否可以用来

分析计算阻力系数及泵理论流量；为探求半球缺群

行数、列数及间距变化对泵流量的影响，进行若干组

泵流量试验，得出改变半球缺群的行数、列数及行列

间距对泵输出性能的影响规律。

１　半球缺群阻流体无阀压电泵

１１　半球缺群阻流体无阀压电泵结构
图１为半球缺群阻流体无阀压电泵结构图，其

由泵腔、泵座、双晶片压电振子、矩形排列半球缺群

及密封圈组成。其中半球缺是以直径为８ｍｍ的钢
球切割得到的１／４球体。由流体力学可知，球面对
流体的阻力小于圆面，所以球面对着的管口是泵的

入口，圆面对着的管口是泵的出口。流体由入口流

入，绕过半球缺群的球面经出口排出的流动视为正

向流动；反之，流体由出口流入，绕过半球缺群的圆

面经入口排出的流动则视为反向流动。由于压电振

子的往复振动，引起泵腔体积及压强的规律变化，就

形成了泵的往复吸、排工作过程；因圆面的阻力大于

球面，所以正向流动时吸入及排出的流体均多于反

向，振子的循环往复振动就形成了泵腔内流体的单

向流动。

１２　前期研究结果概述
１２１　单个半球缺绕流阻力计算式

若Ｒｅｐ１、Ｒｅｐ２分别为由等效流阻直径ｄ１、ｄ２定义
的雷诺数，则计算半球缺的正、反向绕流阻力系数关

图１　半球缺群阻流体无阀压电泵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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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泵腔　２．泵座　３．压电振子　４．半球缺群　５．Ｏ形密封圈
　
系式为

ＣＤｚ＝
１９５５
Ｒｅ０４９４ｐ１

（１）

ＣＤｆ＝
１３５１
Ｒｅ０３８１ｐ２

（２）

１２２　半球缺纵向排列遮流影响系数
纵向排列的两个半球缺，当间距较小时，后半球

缺因前半球缺的遮流作用而处在前者的尾流影响区

内，致后者产生阻力变化，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使

总阻力发生变化。两个半球缺正、反向遮流系数

αｚ、αｆ随纵向间距比ＳＺ／ｄ变化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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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Ｚ———纵向排列半球缺的间距
１２３　半球缺横向排列干扰影响系数

横向排列的两个半球缺，间距较小时，半球缺间

的流体彼此干扰、相互碰撞较强烈，导致绕流阻力发

生变化。两个半球缺正、反向干扰系数 βｚ、βｆ随横
向间距比ＳＨ／Ｒ变化的表达式为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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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Ｈ———横向排列半球缺的间距
Ｒ———半球缺的半径

２　零迎流角矩形排列半球缺群绕流阻力规律

泵腔内半球缺的排列方式、数量及方位与半球

缺群无阀泵内流体的流动阻力及泵送流体的能力密

切相关。以下仅就矩形排列半球缺群零迎流角情况

下行数、列数及行、列间距的变化对流体阻力及泵送

性能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

２１　零迎流角矩形排列半球缺群的定义
以正向绕流如图２所示的半球缺群为例，因其

外包络线呈矩形，且其所在行方向与流速夹角为零

度，定义如此排列的半球缺群为零迎流角矩形排列

半球缺群。

图２　零迎流角半球缺群正向阻力系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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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中半球缺共 ｎ行 ｍ列，半球缺总个数 Ｎ＝

ｍｎ；沿流向每行 ｍ个半球缺，垂直流向每列 ｎ个半
球缺；相邻两列半球缺圆面间距离ＳＺ定义为纵向间
距，相邻两行半球缺中心截面间的距离定义为横向

间距 ＳＨ；ＳＺ与 ＳＨ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等，为研究方
便，行内及列内间距均相等。

２２　零迎流角半球缺群总阻力系数表达式的推导
图２中，对于纵向排列的半球缺，因第１列半球

缺对后面 ｍ－１列半球缺的遮流作用，导致后者的
阻力发生变化。设１×ｍ中第１列半球缺的绕流阻

力系数为ＣＤｚ，第２，３，…，ｍ列在第１列遮流影响下
其被遮流的程度相近，遮流系数用 αｚ表示，则其阻
力系数也相近，近似表示为第１列半球缺阻力系数
的αｚ倍，即αｚＣＤｚ，则１×ｍ列半球缺总阻力系数表

达式为∑ＣＤｚｍ＝ＣＤｚ＋αｚ（ｍ－１）ＣＤｚ；对于横向排列
的半球缺，因流体相互干扰强烈，半球缺之间水流被

挤压，导致绕流阻力发生变化。因半球缺的各迎流

面处在同一流场中，对流体的碰撞、挤压及干扰的程

度近似相同，即流体间的干扰系数 βｚ相同，则行数
增加至ｎ×１时的总阻力系数近似为单个半球缺的
ｎβｚ倍，即ｎβｚＣＤｚ。基于单个半球缺绕流阻力计算和
半球缺间遮流系数 αｚ、干扰系数 βｚ计算基础上，根
据绕流场的水头损失叠加原理，本文递推出零迎流

角矩形排列半球缺群ｎ×ｍ正向总阻力系数的表达
式为

∑ＣＤｚｍｎ＝ｎβｚ［１＋（ｍ－１）αｚ］ＣＤｚ （７）

同理，反向总阻力系数表达式为

∑ＣＤｆｍｎ＝ｎβｆ［１＋（ｍ－１）αｆ］ＣＤｆ （８）

ＣＤｚ、ＣＤｆ、αｚ、αｆ、βｚ、βｆ定义同前，表达式参见
式（１）～（６）。

图３　行数及列数变化的半球缺群流阻测试试验照片
Ｆｉｇ．３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ｗｓ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ｓ

３　零迎流角半球缺群绕流阻力验证与分析

为验证式（７）、（８）用于分析、计算泵腔内流阻
的可行性，同时进一步研究半球缺的行数、列数变化

对反、正向流阻差的影响，以下进行改变行数、列数

的半球缺群阻力系数测试及分析。图３是待测试的
行数、列数变化的半球缺群照片。图中纵向、横向间

距相等（ＳＺ＝ＳＨ＝１２ｍｍ），待测试半球缺个数从１×１
开始，逐次增加其行数、列数至４×４（由于半球缺数
量的限制，半球缺群４×４没有拍到图３中）。测试
介质为纯净水，测试装置及测试原理参见文

献［１６］。
表１是测试得到的阻力系数与利用式（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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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行数、列数半球缺群计算与测试阻力系数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ｒｏｗｓ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ｓ

行数×

列数

阻力系数

试验值

阻力系数

计算值

计算值与试验

值偏差／％

正向 反向 正向 反向 正向 反向

１×１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５８１ －３４７ ７４８
１×２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６４２ ８９８ １３３
１×３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７０３ １７４２ １６５６
１×４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７６４ １９８７ １８７７
２×１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７６０ ０１４０９ ４７５５ ４０３４
２×２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８８５ ０１５５７ ５２３９ ４３５６
２×３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９５２ ０１００９ ０１７０５ ５４９３ ４４１８
２×４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９９４ ０１１３４ ０１８５３ ５９２１ ４６３５
３×１ ００４７０ ０１０７１ ０１１４０ ０２１１４ ６３０６ ５５７０
３×２ ００５３４ ０１１１０ ０１３２７ ０２３３６ ６４８７ ５７６１
３×３ ００６０５ ０１１２１ ０１５１４ ０２５５７ ６５７３ ５８７２
３×４ ００６３６ ０１１２９ ０１７００ ０２７７９ ６６１７ ５９５２
４×１ ００６５１ ０１１４４ ０１５２０ ０２８１８ ６１６７ ６０６３
４×２ ００６６６ ０１１５２ ０１７６９ ０３１１４ ６４２９ ６２５０
４×３ ００６８９ ０１１５６ ０２０１８ ０３４１０ ６６８２ ６４２８
４×４ ００７０７ ０１２６５ ０２２６７ ０３７０６ ６８７９ ６５８７

得到的计算值及二者偏差的比较。

　　分析表１可知，正、反向阻力系数计算值与试验
值均随着行数及列数的增加而增加，二者变化趋势

一致；同时，随着行数、列数的增加，阻力系数计算值

与试验值的偏差增加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行

数、列数的增加，半球缺间的流体相互干扰、遮挡及

碰撞加剧，旋涡生成及迂回现象严重，使绕流场发生

复杂的变化，阻力系数表达式难以反映流场的复杂

状况，致使与试验结果偏差较大。试验结果表明，在

低行数、列数范围内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与试验结

果误差较小，二者变化趋势比较接近；在高行数、列

数时需要参考试验数值进行适当修正。

综合分析认为零迎流角半球缺群的绕流阻力系

数关系式，能够反映半球缺群的流阻变化趋势，经部

分修正后可用于分析、计算泵内流阻值。

基于无阀压电泵的泵送原理，若半球缺群的正

向流阻越小、反向流阻越大，则泵送流体的能力越

强。图４是半球缺群的试验流阻差随行数、列数变
化的关系曲线。分析图４可知，反、正向流阻差随着
半球缺行数及列数的增加而增加；其中行数 ｎ的增
加，使流阻差的增加更为显著；尤其是由１行增加到
２行后，其流阻差增加幅度较大；而３行和４行的半
球缺群流阻差的增加较缓慢。分析原因认为，增加

列数，可导致后面的半球缺因前面半球缺的遮挡作

用而使绕流阻力减小，使总阻力系数的增加幅度大

大滞后于列数增加的幅度；增加行数，由于半球缺间

的流体干扰严重，会增大绕流阻力，使总阻力系数增

加的程度趋于行数增加的程度；特别对于２行的半
球缺群，其对流体的干扰、撞击等作用大面积地传递

到附近的流体区域并阻碍着流体的流动，扰动剧烈，

明显地增加了流体绕流半球缺的阻力；对于３行和
４行的半球缺群，其对流体的阻挡、扰动的区域显著
增加，流体间的相互干扰强烈，但由于半球缺群内部

流体间的碰撞、迂回及干扰会彼此抵消大部分作用

力，同时，旋涡的迂回流动也会使正、反向流阻增大，

因而总阻力系数的增加幅度明显滞后于 ｎ＝２时的
半球缺群。随着行数的继续增加，流阻差会继续增

加，但增加的幅度变小。

从以上分析也可看出，同等条件下，增加行数能

获得更大的流阻差。

图４　半球缺群的试验流阻差与半球缺群行数、列数
关系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ｏ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ｌｕｍｎ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图５是半球缺群的计算流阻差与试验流阻差随

半球缺群行数、列数变化曲线。分析图５可知，半球
缺群的计算流阻差与试验流阻差变化趋势一致；低

行数、列数下，计算流阻差接近于试验流阻差，随着

行数、列数的增加，二者的偏差增大；其最大偏差为

６１２７％，最小偏差为 １５４１％。分析原因认为，阻
力系数关系式（式（７）、（８））中的 αｚ、αｆ、βｚ、βｆ与总

阻力系数∑ＣＤｚｍｎ、∑ＣＤｆｍｎ近似呈正相关变化，而
使计算值接近线性增加；实际绕流场随着行数、列数

在圆形流场区域内急剧增加，使流场变得极度紊乱，

伴随着边界层的分离、旋涡的生成及迂回等流动现

象，使实际绕流阻力的变化不再与αｚ、αｆ、βｚ、βｆ正相
关，所以行数、列数增加的越多偏差就越大。

４　零迎流角半球缺群行数、列数变化对泵送
性能的影响

４１　泵流量试验
为验证式（７）、式（８）用于计算泵理论流量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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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半球缺群阻力系数差计算值、试验值与半球缺
群行数、列数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ｏ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ｏｗ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ｆｏ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行性及上述试验分析的正确性，并进一步探寻行数、

列数变化对泵输出性能的影响，进行行数、列数变化

的半球缺群无阀压电泵流量试验。试验的半球缺群

图片同图３，半球缺的行、列间距值同前，驱动电压
及频率分别取为Ｕ＝１２０Ｖ、ｆ＝６Ｈｚ，试验所用流体
为纯净水。泵流量试验数据如图６所示。

图６　泵试验流量与半球缺群行数、列数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ｏｆｐｕｍｐ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ｗ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图６是半球缺群无阀压电泵试验流量随半球缺
群行数及列数变化曲线。分析图６可知，增加行数
ｎ、列数ｍ，泵流量也相应增加；当半球缺群的行数、
列数分别增加至４×３、３×４时，泵流量分别达到了
４６２ｍＬ／ｍｉｎ、４５５ｍＬ／ｍｉｎ；当行数、列数增加至
４×４时，泵流量达到了４７７５ｍＬ／ｍｉｎ。

综合分析以上数据可知，半球缺群无阀压电泵

的泵送性能与半球缺群的行数、列数密切相关，在合

适的间距范围内，增加行数、列数均能提高无阀泵的

泵送性能；且增加行数比增加列数更有利于泵性能

的提高。分析原因认为，增加行数、列数，均可使反、

正向流阻差增加，故泵流量随之增加；另外，由前面

分析可知，同等条件下，增加行数能获得更大的流阻

差，故半球缺群４×３对应的无阀压电泵泵送流体的
能力高于３×４半球缺群。
４２　泵理论流量与试验流量的比较

泵理论流量ＱＬ计算式为
［１］

ＱＬ＝ｆΔＶ（ζ１－ζ２）／［２（１－ζ１ζ２）］ （９）

其中　　　ζ１＝［１－ａ（１＋∑ＣＤｚｍｎ）］１／２／
（１－ａ＋∑ＣＤｚｍｎ）１／２

ζ２＝（１－ａ＋∑ＣＤｆｍｎ）１／２／［１－ａ（１＋∑ＣＤｆｍｎ）］１／２
ΔＶ＝πｗ０Ｒ

２
０／２

ａ＝Ａ２０／Ａ
２

式中　Ａ０、Ａ———管口截面积与泵腔截面积

ΔＶ———泵腔容积变化量［１７］

ｆ———振子的振动频率
Ｒ０———压电振子半径
ｗ０———压电振子中心点的振动幅值

∑ＣＤｚｍｎ、∑ＣＤｆｍｎ同前，可通过式（７）、式（８）计算
得到；本文测试得到 ｆ＝６Ｈｚ时振子中心振动幅值
为ｗ０＝０１０４２ｍｍ，泵理论与试验流量随半球缺群
行、列变化关系如图７所示。分析图７可知，泵的理
论流量及试验流量均随半球缺群行数、列数的增加

而增加；行数为１、２，列数为１、２时，理论流量与试
验流量的偏差较小；增加行数、列数到３、４时，理论
流量与试验流量的偏差增大；其最小及最大偏差分

别为３２２％、２３２３％。

图７　泵理论、试验流量与半球缺群行数、列数比较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ｕｍｐ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ｕｍｐ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ｒｏｗ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分析原因认为，理论流量计算公式是在将瞬态

流模型简化为定长流模型后导出的，瞬态流模型由

于激波、撞击等流动现象的产生导致机械能不再守

恒，这种模型简化后的系统误差导致理论流量计算

值偏大；试验流量测试中，流体绕过半球缺群后会产

生大量旋涡，造成流体能量的损耗，使试验流量减

小；另外，气穴、泵腔密封性、环境条件、人为因素等

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影响泵的试验流量。

理论分析及试验研究表明，增加半球缺群的行

数、列数，能够增大流体绕流半球缺群的反、正向流

阻差，进而增加泵流量；在泵腔的有限空间内，增加

半球缺群的行数比增加列数更能提高泵的输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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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外，结合文献［１４－１５］可知，适当增加群内
半球缺的纵向间距、减小横向间距，同样能够使绕流

半球缺群的反正向流阻差增加，因而泵流量增加。

５　结论

（１）基于半球缺群比半球缺能够形成更大的
反、正向流阻差，推导出半球缺群的正、反向阻力系

数关系式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同时，流阻试验得到了

合适间距范围内增加半球缺群的行数及列数，均能

增大绕流半球缺群的反、正向流阻差的结论，发现了

增加行数比增加列数能够获得更大流阻差的现象。

（２）泵流量试验验证了半球缺群的阻力系数关
系式用于分析、计算泵流量的可行性；同时，探寻到

合适间距范围内增加半球缺群的行数及列数均能增

大反正向流阻差因而能够提高泵送性能的规律。

（３）泵流量试验验证了相同试验条件下，增加
行数比增加列数能获得更好输出效果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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