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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ＪＰ７５卷盘式喷灌机冲击式水涡轮驱动力矩小、水力效率低、压力损失高等问题，以提升水涡轮水力性能

为目标，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响应曲面模型和 ＣＦＤ数值模拟，选取叶轮侧端间隙宽度（侧端间隙）、出水管

入口倒圆半径（倒圆半径）和喷嘴中心与叶轮轴的间距（中心间距）为设计变量，以水涡轮效率最高、驱动力矩最大

和压力损失最小为目标函数，运用 Ｂｏｘ Ｂｅｎｈｎｋｅｎ中心组合试验设计方法，开展三因素三水平优化设计分析。结果

表明：所建立的二次多项式响应面模型可以准确表征响应指标与设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中心间距是影响水涡轮水

力性能的最主要因素；水涡轮结构参数最优组合为：中心间距 ７３ｍｍ、侧端间隙 ２ｍｍ、倒圆半径 ２０ｍｍ；设计工况下

的试验结果表明，与原型水涡轮相比，优化的水涡轮效率提高 １７６个百分点，驱动力矩提高 １３２％，进出口压降降

低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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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０　引言

卷盘式喷灌机是典型的行喷式高效节水灌溉装

备，具有地形适应性强、机动方便等优点，已成为农

业灌溉领域广泛采用的机型
［１－５］

。水涡轮是卷盘式

喷灌机最常用的驱动装置，其水力性能直接影响喷

灌机喷洒特性和机组能耗。目前，国内外卷盘式喷

灌机采用的超低比转数冲击式水涡轮，普遍存在驱

动力矩小、水力效率低、压力损失大等问题
［６］
，迫切

需要开展水涡轮结构参数优化研究，以提升水涡轮

水力性能，降低机组能耗。

现有针对水涡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能试验、

流动模拟和结构改进等方面。为了获得水涡轮性能

参数，袁寿其等
［７］
搭建了卷盘式喷灌机水涡轮水力

性能试验台，测得了 ＪＰ５０卷盘式喷灌机水涡轮在不
同工况的外特性，并在数值模拟的基础上，设计了径

向入流、轴向出流的新型水涡轮结构，较大幅度提高

了水涡轮效率。为揭示水涡轮内部流动特征，多位

学者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结构形式的水涡轮进

行了流动模拟研究
［８－１０］

。

水涡轮结构复杂，尽管国内外对水涡轮结构进

行了持续改进，但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水涡轮设计

方法，不同结构参数对水涡轮水力性能的影响规律

尚未充分揭示。本文以 ＪＰ７５卷盘式喷灌机采用的
半开式叶轮冲击式水涡轮为对象，采用基于 ＳＳＴｋ ω
模型的数值模拟方法进行水涡轮内部流动分析和外

特性预测，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以叶轮侧端间隙

宽度、出水管入口倒圆半径和喷嘴中心与叶轮轴的

间距等结构参数为主要因素，以效率、驱动力矩、进

出口压降为主控目标，基于中心组合试验设计理论

和响应曲面方法，分析各结构参数不同水平及其交

互作用对水涡轮水力性能的影响，获取关键影响因

素和最优结构参数组合，以期优化水涡轮结构，提升

水涡轮水力性能。

１　水涡轮结构与流动计算方法

１１　水涡轮结构
ＪＰ７５卷盘式喷灌机采用的冲击式水涡轮如图 １

所示，由涡轮壳、涡轮盖、叶轮和喷嘴等４部分组成，
其中喷嘴安装于水涡轮入口段。水涡轮的半开式叶

轮包含１２枚圆柱形叶片，叶轮叶片与涡轮盖侧端间

隙８８ｍｍ，喷嘴中心线到叶轮轴的间距为 ７４ｍｍ，
喷嘴出口直径为 ２２ｍｍ，水涡轮其他主要结构参数
见文献［８］。水涡轮转速范围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ｒ／ｍｉｎ，
流量范围为１４～３０ｍ３／ｈ。

图 １　水涡轮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１．喷嘴　２．涡轮壳　３．叶轮　４．涡轮盖

　
１２　流动计算方法

为探明水涡轮结构参数对水涡轮水力性能的影

响，采用 ＣＦＤ技术对典型工况下的水涡轮内流动进
行全流道数值模拟。基于ＡＮＳＹＳＣＦＸ软件平台，流
动计算选用 ＳＳＴｋ ω湍流模型［１１］

，该模型考虑了

流线曲率及逆压梯度等效应的影响
［１２－１４］

，其在强旋

转湍流计算中的可靠性得到了验证
［１３，１５－１７］

。计算

域包含水涡轮的完整流道，采用非结构网格离散计

算域，固体壁面边界采用棱柱体边界层进行网格加

密，经网格无关性分析，最终采用的计算域网格总数

为４３０万。水涡轮流场计算采用的边界条件设置及
流动控制方程求解方案与文献［８］一致。

图 ２　原型水涡轮外特性曲线预测值与试验值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ｍｏｄｅｌ

额定转速下（ｎ＝６００ｒ／ｍｉｎ），水涡轮不同工况
的效率、驱动力矩和进出口压降随流量的变化趋势

如图２所示（试验结果见文献［８］）。从图中可以看
到，水涡轮的最高效率仅为 ３５％左右，数值模拟预
测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良好，效率、驱动力矩和进出

口压降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７７％、７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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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表明采用的数值计算模型可以较准确模拟水
涡轮内部流动。因此，采用上述数值模拟模型进行

不同结构参数组合的水涡轮性能预测，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

２　结构参数对水力性能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２１　因素及水平
流场结构显示，原型水涡轮在喷嘴出口附近存

在回流区
［８］
，受叶轮出口侧出流条件的限制，水涡

轮内部存在复杂的大尺度漩涡。文献［８］提出的改
进喷嘴方案，有效提升了水涡轮的水力性能。为了

进一步探明其他结构参数对水涡轮性能的影响，在

匹配改进喷嘴的基础上（称为改进模型），如图 ３所
示，本文选取叶轮侧端间隙宽度（侧端间隙 δ）、叶片

图 ４　各结构参数对水力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出口侧径向切削长度（切削长度 Δ）、出水管入口倒
圆半径（倒圆半径 Ｒ）、喷嘴中心与叶轮轴的间距
（中心间距 Ｌ）４个结构参数，采用数值计算模型对
单因素影响下的水涡轮内流动进行模拟，研究不同

结构参数对水涡轮效率、驱动力矩和进出口压降的

影响规律。单因素分析参数的因素水平如表 １所
示。

２２　单因素对水力性能的影响分析

图４所示为设计工况下（Ｑ＝２０ｍ３／ｈ，ｎ＝
６００ｒ／ｍｉｎ），数值模拟获得的水涡轮水力性能随 ４
个结构参数的变化规律。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所选

参数范围内，随叶轮侧端间隙增加，水涡轮效率、驱

动力矩和进出口压降总体均呈下降趋势；随出水管

入口倒圆半径增大，水涡轮效率、驱动力矩和压降整

图 ３　影响水力性能的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叶片　２．轮毂　３．涡轮盖　４．改进喷嘴

　

表 １　因素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ｍ

水平

因素

侧端间隙

δ

切削长度

Δ

倒圆半径

Ｒ

中心间距

Ｌ

１ １ ２ ５ ６９

２ ２ ４ １０ ７１

３ ３ ６ １５ ７３

４ ４ ８ ２０ ７５

５ ５ １０ ２５ ７７

６ ６ ７９

体上先增加后下降，倒圆半径 Ｒ＝１５ｍｍ时，效
率达到最大值；水力性能参数随中心间距的变

化趋势并不明显。综合分析，水涡轮较优的水

力性能对应的侧端间隙、倒圆半径和中心间距

尺寸范围分别为 ２～４ｍｍ、１０～２０ｍｍ和 ６９～
７７ｍｍ。由图 ４ｂ可以看到，随叶片出口侧径向
切削长度增加，效率和驱动力矩均较明显下降，

进出口压降则有所增大，水涡轮水力性能总体

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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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构参数优化与分析

３１　中心组合优化试验
单因素分析表明叶片切削总体上将导致水涡轮

水力性能下降，因此仅选取侧端间隙、倒圆半径、中

心间距３个主要结构参数，进行多因素优化设计分
析。通过建立不同结构参数组合的水涡轮模型，采

用基于 ＳＳＴｋ ω模型的流动模拟和性能预测方法，
获得不同结构参数组合下水涡轮的效率、驱动力矩

和进出口压降。

根据 Ｂｏｘ Ｂｅｎｈｎｋｅｎ中心组合设计理论［１８］
，以

效率、驱动力矩和进出口压降作为响应值，对侧端间

隙、倒圆半径、中心间距开展响应面模拟试验研究。

采用三因素三水平二次回归正交试验设计方案
［１９］
，

对影响效率、驱动力矩和进出口压降的 ３个主要参
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和分析，最终获得试验因素与评

价指标的响应曲面模型。根据图４所得的水涡轮较
优性能对应的结构参数范围，选取中心组合优化试

验的因素编码如表２所示。

表 ２　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ｍ

编码
因素

中心间距 Ｌ 侧端间隙 δ 倒圆半径 Ｒ
－１ ６９ ２ １０
０ ７３ ３ １５
１ ７７ ４ ２０

３２　结果与分析
根据 Ｂｏｘ Ｂｅｎｈｎｋｅｎ中心组合设计三因素三水

平分析试验，试验方案包括 １５个试验点，其中有 １２
个分析因子，３个零点估计误差。试验方案与结果
见表３，其中 Ｘ１、Ｘ２、Ｘ３分别表示中心间距 Ｌ、侧端间
隙 δ和倒圆半径 Ｒ编码值。
３２１　响应面模型及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３中的样本数据，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数
据分析软件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分析，建立效率 Ｙ１、
驱动力矩 Ｙ２和进出口压降 Ｙ３对 ３个自变量（Ｘ１、
Ｘ２、Ｘ３）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

Ｙ１＝４７９８－０３７Ｘ１－０１Ｘ２＋００２５Ｘ３－
０６４Ｘ１Ｘ２－００３７Ｘ１Ｘ３－００１８Ｘ２Ｘ３－

２０１Ｘ２１＋０２２Ｘ
２
２＋０３２Ｘ

２
３ （１）

Ｙ２＝４８－００６３Ｘ１＋００１Ｘ２－００１２Ｘ３－
００２Ｘ１Ｘ２－０００８２５Ｘ１Ｘ３－００１Ｘ２Ｘ３＋

０１１Ｘ２１－０００１２９２Ｘ
２
２－００１８Ｘ

２
３ （２）

Ｙ３＝１１５３－００５８Ｘ１＋００５１Ｘ２－００３６Ｘ３＋
０１２Ｘ１Ｘ２－００１１Ｘ１Ｘ３－００２１Ｘ２Ｘ３＋

０７７Ｘ２１－００５２Ｘ
２
２－０１２Ｘ

２
３ （３）

表 ３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

序号

因素 响应值

Ｘ１ Ｘ２ Ｘ３
效率

Ｙ１／％

力矩 Ｙ２／

（Ｎ·ｍ）

压降

Ｙ３／ｍ

１ ０ ０ ０ ４７９５ ４７９４ １１５３８

２ －１ －１ ０ ４５９６ ４９１０ １２３２６

３ １ ０ １ ４５７７ ４７７６ １２０４２

４ －１ １ ０ ４７０１ ４９９１ １２２５１

５ ０ ０ ０ ４７６９ ４７８４ １１５７６

６ －１ ０ －１ ４６７５ ４９８１ １２２９５

７ －１ ０ １ ４６７４ ４９５１ １２２２３

８ ０ １ １ ４８５１ ４７６４ １１３３１

９ １ ０ －１ ４５９３ ４８３９ １２１５８

１０ １ －１ ０ ４６６５ ４８５６ １２０１３

１１ ０ －１ １ ４８７２ ４７８５ １１３３３

１２ ０ １ －１ ４８３６ ４７８７ １１４２３

１３ ０ －１ －１ ４８５０ ４７６７ １１３４３

１４ １ １ ０ ４５１５ ４８５７ １２４１６

１５ ０ ０ ０ ４８３０ ４８０８ １１４８７

　　对所建立的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析，显著性检
验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 ４分析可知，效率 Ｙ１、驱动
力矩 Ｙ２和进出口压降 Ｙ３的响应面模型显著水平值
均为 Ｐ＜００１，表明效率、驱动力矩和进出口压降的
回归模型均极度显著；Ｙ１、Ｙ２和 Ｙ３响应面模型失
拟项的显著水平值均为 Ｐ＞００５，失拟项不显著，
表明在试验范围内，回归模型与实际情况拟合度

较好；Ｙ１、Ｙ２和 Ｙ３响应面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
２
依次

为 ０９８５８、０９５２５和０９９３４，均大于０９５，表明各
响应面模型可以解释 ９５％以上的响应值变化，仅
有不到 ５％的总变异不能由模型来解释，预测值和
实际值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试验误差小。因此，

可用该模型对水涡轮外特性的各指标进行分析和

预测。

回归方程中各变量对指标影响的显著性由 Ｆ
检验判定，Ｐ越小则相应变量的显著性越高［１９－２０］

。

由表４可以看出，Ｘ１、Ｘ１Ｘ２和 Ｘ
２
１对响应指标 Ｙ１影

响极显著；Ｘ１和 Ｘ
２
１对响应值 Ｙ２影响极显著；Ｘ１Ｘ２

和 Ｘ２１、Ｘ
２
３对响应指标 Ｙ３均影响极显著。Ｘ２、Ｘ３和

其余回归项 Ｐ＞００５，对响应指标的影响均不显著，
其可能原因是基于单因素分析选取的侧端间隙和倒

圆半径的水平范围已接近最优值。

３２２　因素影响效应分析
由表４中 Ｆ值分析可知，３个因素对效率的影

响重要性顺序为 Ｘ１、Ｘ２、Ｘ３；对驱动力矩的影响重要
性顺序为 Ｘ１、Ｘ３、Ｘ２；对进出口压降的影响重要性顺
序为 Ｘ１、Ｘ２、Ｘ３。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绘制四维切片图，
分析各因素对响应指标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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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指标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模型 １９０ ９ ３８５５ ００００４

Ｘ１ １１０ １ ２００５ ０００６５

Ｘ２ ００８ １ １４６ ０２８０３

Ｘ３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９２ ０７７４４

Ｘ１Ｘ２ １６３ １ ２９７６ ０００２８

Ｘ１Ｘ３ ５６３×１０－３ １ ０１ ０７６１３

Ｘ２Ｘ３ １２３×１０－３ １ ００２２ ０８８６８

效率 Ｙ１ Ｘ２１ １４９ １ ２７２０４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０１８ １ ３２３ ０１３２

Ｘ２３ ０３９ １ ７０８ ００４４８

残差 ０２７ ５

失拟项 ００８６ ３ ０３１ ０８２４１

误差 ０１９ ２

总和 １９２ １４

Ｒ２ ０９８５８

模型 ８３０×１０－２ ９ １１１３ ０００８１

Ｘ１ ３２０×１０－２ １ ３８３４ ０００１６

Ｘ２ ８４１×１０－４ １ １０１ ０３６０８

Ｘ３ １２３×１０－３ １ １４７ ０２７９０

Ｘ１Ｘ２ １６０×１０－３ １ １９２ ０２２４０

Ｘ１Ｘ３ ２７２×１０－４ １ ０３３ ０５９１９

Ｘ２Ｘ３ ４４１×１０－４ １ ０５３ ０４９９１

驱动力矩 Ｙ２ Ｘ２１ ４４０×１０－２ １ ５３２ ００００８

Ｘ２２ ６１６×１０－６ １ ０００７４ ０９３４７

Ｘ２３ １２０×１０－３ １ １４５ ０２８３１

残差 ４１６×１０－３ ５

失拟项 ３８７×１０－３ ３ ８８７ ０１０３

误差 ２９１×１０－４ ２

总和 ８７０×１０－２ １４

Ｒ２ ０９５２５

模型 ２４７ ９ ８３８９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２７０×１０－２ １ ８３１ ００３４５

Ｘ２ ２１０×１０－２ １ ６３１ ００５３８

Ｘ３ １１０×１０－２ １ ３２２ ０１３２８

Ｘ１Ｘ２ ５７０×１０－２ １ １７４８ ０００８６

Ｘ１Ｘ３ ４９０×１０－４ １ ０１５ ０７１６２

Ｘ２Ｘ３ １６８×１０－３ １ ０５１ ０５０５３

压降 Ｙ３ Ｘ２１ ２１９ １ ６６９８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１００×１０－２ １ ３０７ ０１４０４

Ｘ２３ ５７０×１０－２ １ １７４ ０００８７

残差 １６０×１０－２ ５

失拟项 １２０×１０－２ ３ ２０６ ０３４２８

误差 ３９９×１０－３ ２

总和 ２４８ １４

Ｒ２ ０９９３４

　　注：Ｐ＜００１（极显著）；Ｐ＜００５（显著）。

　　中心间距、侧端间隙和倒圆半径 ３个因素对效
率的影响效应如图５ａ所示，总体影响趋势为中心间
距接近７３ｍｍ、侧端间隙越小、倒圆半径越大，则效
率越高，反之效率越低。分析其原因，侧端间隙过大

将增加叶轮与涡轮壳体间的泄漏量，喷嘴射流对叶

轮的有效冲击作用减弱，会导致叶轮的输出功率

（有效功率）下降，进而降低水涡轮效率；较大的出

水管入口倒圆半径则有利于增加轮毂末端附近的过

流面积，叶轮出流通畅，减弱了叶片出口与轮毂间环

形区域的循环流动对叶片通道内流动的阻滞作用，

有利于降低叶轮区水力损失，提高效率。

水涡轮３个结构参数对驱动力矩的影响效应如
图５ｂ所示，在所分析的侧端间隙和倒圆半径范围
内，中心间距越小则驱动力矩越大。其可能原因是

中心间距减小，虽然缩短了喷嘴射流的作用力臂，但

喷嘴射流在叶片上的作用位置远离叶片进口边，可

以有效减少叶片进口边与水涡轮壳体之间径向间隙

内的泄漏流动，增加喷嘴射流的冲击力，增大驱动力

矩。

图５ｃ所示为中心间距、侧端间隙和倒圆半径
３个因素对进出口压降的影响效应，总体影响趋势
为中心间距为７３ｍｍ左右、倒圆半径接近 １０ｍｍ和
２０ｍｍ时，对应的进出口压降均相对较小，侧端间隙
对压降的影响则不明显。

３３　参数优化
水涡轮内部流动复杂，图５的分析表明，各因素

对性能评价指标的影响趋势各不相同，为了获得最

优的水涡轮水力性能，需要综合考虑 ３个性能评价
指标，对影响因素进行综合优化。

根据水涡轮设计工况的流量和转速，在所选定

的中心组合设计试验约束条件范围内，按照效率最

高（Ｙ１→Ｙ１ｍａｘ）、驱动力矩最大（Ｙ２→Ｙ２ｍａｘ）、进出口压
降最小（Ｙ３→Ｙ３ｍｉｎ）的水力性能优化目标，进行水涡
轮结构参数优化。建立多目标优化函数

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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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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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ｒｉ （４）

式中　ｎ———响应值数量（ｎ＝３）
ｒｉ———响应值重要程度（ｒｉ＝１）

φｉ———响应值 Ｙｉ的理想范围
其中，若 Ｙｉ→Ｙｉｍａｘ，有

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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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驱动力矩、进出口压降和效率随试验因素变化的四维切片图

Ｆｉｇ．５　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ｃ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ｒｑｕ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ｏｐ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ｔ．
６９ｍｍ≤Ｌ≤７７ｍｍ
２ｍｍ≤δ≤４ｍｍ
１０ｍｍ≤Ｒ≤{ ２０ｍｍ

（７）

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数据分析软件对建立的３个
响应指标的全因子二次回归模型进行最优化求解，

得到的各因素最优参数为：中心间距 ７２６９ｍｍ，侧
端间隙２ｍｍ，倒圆半径 ２０ｍｍ；数值模拟预测得到
最优结构参数组合的水涡轮效率为 ４８７２％，驱动力
矩为４７９Ｎ·ｍ，进出口压降为１１３３ｍ。

４　试验验证

为验证响应面模型和优化结果，参照文献［８］
提出的试验方法，在图 ６所示的水涡轮专用试验台
上，对最佳参数组合（考虑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将参

数最佳条件修正为中心间距７３ｍｍ，叶端间隙２ｍｍ，
倒圆半径２０ｍｍ，与表３中试验序号 １１对应参数一
致）的优化模型进行真机水力性能测试，检验优化

模型的可靠性和最优结构参数组合的合理性。

额定转速下，水涡轮优化模型的外特性数值模

拟结果和实测结果与原型水涡轮外特性的试验值如

图７所示。由图 ７可以看出，匹配改进喷嘴的水涡
轮优化模型，其数值模拟预测的驱动力矩、进出口压

降和效率与试验结果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５３％、６６％和６１％，验证了数值模拟模型的可靠
性。试验测得的优化水涡轮设计工况效率为

４６２３％，驱动力矩为 ４５７Ｎ·ｍ，进出口压降为
１１５４ｍ。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相比原型水涡
轮，参数优化后的水涡轮在设计工况下效率提高

１７６个百分点、驱动力矩提高 １３２％、进出口压降
降低２９３％，在所测试的流量范围内驱动力矩增加
８２％ ～１５３％，进出口压降减小 ２４４％ ～３０１％，
水涡轮效率提高７８～２０４个百分点。

数值模拟及真机试验结果表明，最优结构参数

组合明显提升了水涡轮水力性能，在水涡轮改进设

计中推荐采用最优参数组合，即中心间距 ７３ｍｍ，侧

图 ６　水涡轮性能测试试验台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ｓ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ｔｕｒｂｉｎｅ
　

图 ７　优化模型与原模型外特性曲线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端间隙２ｍｍ，倒圆半径２０ｍｍ。

５　结论

（１）单因素模拟试验表明，在所选参数范围内，
水力性能参数随中心间距的变化趋势不明显；随叶

轮侧端间隙增加，水涡轮效率、驱动力矩和进出口压

降总体均呈下降趋势；叶片出口侧切削长度增加，效

率和驱动力矩均下降较明显，进出口压降则有所增

大；随出水管入口倒圆半径增大，水涡轮效率、驱动

力矩和压降整体上先增加后下降，倒圆半径 Ｒ＝
１５ｍｍ时，效率达到最大值。

（２）基于响应面法建立的水涡轮水力性能指标
与结构参数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可用于分析结

构参数对水涡轮外特性的影响规律。效率的影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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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顺序为中心间距、侧端间隙、倒圆半径；驱动力

矩的影响显著性顺序为中心间距、倒圆半径、侧端间

隙；进出口压降的影响显著性顺序为中心间距、侧端

间隙、倒圆半径。

（３）在选取的参数优化试验约束条件范围内，
以效率最高、驱动力矩最大、进出口压降最小为优化

目标，求解优化模型得到水涡轮结构参数最优组合

为：中心间距 ７３ｍｍ，侧端间隙 ２ｍｍ，倒圆半径
２０ｍｍ；设计工况下，水涡轮优化模型的效率为
４６２３％，驱动力矩为 ４５７Ｎ·ｍ，进出口压降为
１１５４ｍ。额定转速的不同流量工况，优化模型相比
原型水涡轮整体上效率提高 ７８～２０４个百分点，
驱动力矩增加 ８２％ ～１５３％，进出口压降减小
２４４％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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