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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Lagrange方法,研究了超声速气流中含灰气体点源的流动特性 ,求得了对称轴附近激

波层内的流动参数# 计算数值模拟结果揭示了大惯性颗粒在激波层内沿着相互交叉的振荡轨迹

运动,颗粒分布形成了高、低密度层交错出现的/多层结构0 ,而且粒子在轨迹包络线附近急剧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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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含灰气体(一类两相介质)是气固悬浮混合物,这里的颗粒和气体分别称为弥散相和载气

相# 由于颗粒与气体分子间质量差异甚大,气固两相体系中必然发生弛豫过程# 在许多含灰

气体流动中,惯性粒子的轨迹可能是振荡型的,从而造成粒子轨迹多重交叉区域的出现
[ 1]# 建

立研究这类效应的数值模型, 对于大量自然现象和工程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天文学中

彗星核向其周围大气的蒸发现象, 航天工程中欠膨胀喷管射流与迎面高超声速气流的相互作

用,还有高新技术应用中采用对撞射流喷雾器干燥颗粒材料,等等# 

研究颗粒轨道有交叉的两相流动时,要求改进通常的含灰气体理论模型,因为那里假定了

颗粒参数的单值性[ 2]# 当然, 还需要发展相应的数值算法, 它们应当能显示轨迹交叉区域的边

界,同时能准确计算出颗粒浓度# Crowe及其合作者[ 3, 4]广泛综述了各种稀相气固两相流的数

值计算方法,它们大体上可划分为 Euler方法和 Lagrange方法两类# 颗粒轨道交叉破坏了单值

性, Euler 方法失效# 一般的 Lagrange 方法需在大量轨道计算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平均, 计算机

时耗费巨大# 因而人们曾广泛采用所谓的/大颗粒0方法及其改进来计算这类区域中的颗粒参

数,其缺点是颗粒浓度计算得不精确# �ÃºÁÈÀ³
[ 5]
建议了一种新颖的计算弥散相密度的方法,

它采用颗粒相连续方程的Lagrange形式# 最近, Healy和Young
[ 6]
通过二维算例评估了 �ÃºÁÈÀ³

方法,指出该法更加严谨并且高效# 本文将改进这种新颖方法, 并说明它如何应用于轨道具有
多重交叉的含灰气体流动# 该方法使得人们可以去研究颗粒浓度分布具有多层结构并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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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络线附近急剧增加的两相体系# 

1  数 学表 述

作为一个典型问题, 我们考虑超声速的含灰气体点源在纯气体的高超声速来流作用下所

图 1 流动示意图

形成的定常流动# 图 1示出这种流动图像,其中含灰

气体点源(载气相的质量流量 Q
*
恒定)位于点 O1

处,纯气体的自由来流速度 V
*
] 沿轴线 O2y

*
2 的负方

向(下文中,凡需要与无量纲量区分时, 我们采用 *

号表示有量纲量)# 在来自点源的流动中将出现一

个截止激波 1,而在自由来流中则会形成一个弓形激

波2,内外激波层由接触面 3分开# 假定在截止激波

前方,气体1达到了最大速率 V
*
max而颗粒与载气相处

于平衡, 因此颗粒惯性是在激波阵面 1后方开始显

现的# 我们在曲线坐标系( x * , y * ) 中研究颗粒的

运动, 这里 x
* 和 y

* 轴分别沿着和垂直截止激波曲

面# 对于弥散相, 我们采用关于稀相含灰气体的一

般假设[ 7]
: 颗粒为不变形的球体, 具有相同的直径 d

和质量m;布朗运动可忽略; 体积分数或质量浓度足

够小, 从而可以忽略颗粒的相互碰撞及其对载气相的影响# 对于载气相, 我们假定两种相撞
的气体都是完全气体,它们的比热比 C1和 C2都是常数# 

在这种单向耦合两相流动问题中, 我们可以采用纯气体的薄激波层近似[ 8]得到有关间断

面几何形状的表达式:

( a) 点源到驻点的距离:

  L
*
= ( ( C1+ 1) / 8PC1)

1/ 2
Q
*
V
*
max / Q

*
] V

* 2
]

1/ 2# ( 1)

( b) 驻点处接触面的曲率半径:

  R
*
0 = 3L *

/ 2# ( 2)

( c) 激波层 1的厚度:

  D*1 = E1R
*
0 ( a - b ) / ( a - b

2
)# ( 3)

这里, E1= ( v
*
1c / V

*
] ) ( Q

*
1c / Q

*
] )

1/ 2
, a = 2, b = 0. 5( Q* (0) / Q*1c)

- 1/ 2
;其中下标1c表示激波1后

方对称轴处的参数, 而 Q* (0) 为激波 1前方对称轴处气体密度# 

( d) 激波层 2的厚度:

  D*2 = J2R
*
0 / (1 + (8J2/ 3)

1/ 2
) , ( 4)

这里   J2 = ( C2- 1) / ( C2+ 1) # 

( e) 极坐标 ( r
*
, U) 中接触面的形状:

  r
*
= L

*
U/ sinU# ( 5)

类似地,我们可以依据高超声速流动理论[ 9, 10] ,给定弓形激波和截止激波之间对称轴附近

处气体参数的近似分析表达式(由于冗长而不在此处写出)# 这样, 余下的问题便是求解弥散

相的流动特性# 

为了便于求解颗粒参数(采用下标 s表示) ,引进如下无量纲变量:

  x = x
*
/ R

*
0 , y = y

*
/ J2R

*
0 , R = R

*
/ R

*
0 , r e = r

*
e / R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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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 u
*
s / V

*
] , v s = v

*
s / V

*
] , T s = T

*
s / T

*
02 , Qs = Q*s / Q

*
s (0) ,

其中 T
*
02 为驻点温度, Q

*
s (0) 为激波 1前方对称轴处固相密度# 由于采用曲线坐标,在控制方

程中会出现曲率半径 R ( x ) 和对称轴到激波 1表面的距离 r e( x )# 
现考虑无量纲 Lagrange坐标 ( x 0, t ) ,其中 x 0为给定颗粒轨迹在激波 1上的初始位置,而 t

= t
*
V
*
] / R

*
0 为颗粒从其初始位置开始的运动时间# 在此坐标系下,弥散相的运动和能量方

程取下述形式:

  

5x s
5 t =

us
1+ H

,
5y s
5 t =

v s
J2
,

5 us
5t = BLD ( u - us) -

usv s
RH

,

5v s
5 t = BLD ( v - v s ) -

u
2
s

RH
,

5T s

5 t =
2C
3Pr

BLG (T - T s) ,

( 6)

其中, H = 1+ J2y s/ R为Lame系数, B= 3PdL*02R
*
0 / mV

*
] 为弛豫参数( L

*
02为驻点处气体2的

粘性系数) , C = cp2/ c s为气体2和颗粒材料的比热比, Pr 为气体Prandtl数, L= L* / L*02 为无

量纲的气体粘性系数# 本文假定气体粘性系数对温度的依赖关系为指数形式 L = T
X# 此

外,方程(6) 中的 D 和G 是相间动量和热量交换表达式的修正函数[ 11] :

  
D = 1+

1
6
Re

2/ 3
s 1+ exp -

0. 427

Ma
4. 63
s

,

G = 1 + 0. 3Pr
1/ 3
Re

1/ 2
s 1 + 3. 42

Mas
Re s

1 + 0. 3Pr 1/ 3Re1/ 2s
Pr

,

( 7)

其中, Re s = Q
*
| V

*
- V

*
s | d / L

*
为颗粒滑移的Reynolds数, 而Mas为绕颗粒流动的Mach

数# 显然, 上述表达式计入了Reynolds数、Mach数和Knudsen数有限性的影响# 应当指出的

是,方程(6) 中的气相速度和温度( u、v 和T) 要按照类似于颗粒的方式无量纲化, 而气体密度

Q* 则参照 Q*] 无量纲化# 

2  Lagrange方法

在Euler 曲线坐标系 ( x , y ) 中,弥散相的连续方程可写为:

  
5( Qsus r e)

5x +
1
J2

5( Qs v s r eH )
5y = 0; ( 8)

而在 Lagrange坐标 ( x 0, t ) 下,该连续方程变为:

  Qs( x 0, t ) | J | =
r e( x 0)

re( x s , y s)
Qs( x0, 0) , ( 9)

这里, J 为从 Euler坐标变换到Lagrange 坐标的 Jacobi行列式:

  J = 1 +
J2y s
R

v s( x 0, t )

v s( x 0, 0)

5x s ( x 0, t )
5x 0

-
us( x 0, t )

v s( x 0, 0)

5y s( x 0, t )
5x 0

# ( 10)

方程( 9)给出了沿着一条固定的颗粒轨道( x s( x 0, t ) , y s( x 0, t ) ) , 弥散相密度的初始值 Qs( x 0,

0) 和当前值 Qs( x 0, t ) 之间的关系# 为了计算任意时刻的颗粒浓度,我们应当确定式(10) 中的

函数5x s( x 0, t ) / 5x 0和5 y s( x 0, t ) / 5x 0# 这可以通过对方程( 6)中前4个方程求偏导数来求得:

  
5W1( x 0, t )

5 t =
W2

H
+
J2us( ysRc- RW3)

R
2
H

2 , (11a)

823超声速气流中含灰气体点源流动特性



  
5W2( x 0, t )

5 t = BLG W1
5 u
5x + W3

5 u
5y - W2 + B( u - us) ( LG)c-

    
usW4+ v sW2

RH
+
us v s( Rc+ J2W3)

R
2
H

2 , ( 11b)

  
5W3( x 0, t )

5 t =
W4

J2
, (11c)

  
5W4( x 0, t )

5 t = BLG W1
5v
5 x + W3

5v
5y - W4 + B( v - v s) ( LG )c+

      
2usW2

RH
-

u
2
s ( Rc+ J2W3)

R
2
H

2 , ( 11d)

这里上标 c表示对 x 0 求导数# 此外, W函数的定义如下:

  W1 =
5x s( x0, t )

5x 0 , W2 =
5 us( x 0, t )

5x 0 , W3 =
5 y s( x 0, t )

5x 0 , W4 =
5v s( x 0, t )

5x 0 # 

这样,确定弥散相参数的问题就化简为对于不同的初始值 x 0 求解一组常微分方程( 6)、

( 11)和关系式( 10)# 为了完成计算,首先要按照前面所述的薄激波层近似理论方法,求得所需

的气相参数及其空间导数# 基于含灰气体点源流动处于平衡的假定,我们可以给出对称轴附

近截止激波处的初始条件如下:

  t = 0: x s = x 0, y s = 0, us = 0. 5x 0( Q(0) )
- 1/ 2

, v s = ( Q(0) ) - 1/ 2,

  T s = T (0) , W1 = 1, W2 = 0. 5( Q(0) )- 1/ 2, W3 = W4 = 0, Qs = 1,

这里 Q(0) 和 T (0) 为截止激波前方的无量纲气体密度和温度# 此外,我们可由式(5) 得到对

于小的 x 0值有 R ( x 0) = 1+ 1. 5x
2
0# 

3  数 值结 果

从方程( 6)可知,颗粒相的相似准则为 B、Rb、cp1/ c s、cp2/ c s 和 Pr , 这里 Rb = Re
2/ 3
0 / 6, 而

Re0 = Q*] V
*
] d / L

*
02 是基于颗粒直径的自由来流Reynolds数# 问题( 6)、( 10)和( 11)的数值计算

是采用Kutta_Merson 方法完成的, 其中流动介质的性质为: C1 = C2 = 114, cp1/ cp2 = 1,

L*01/ L
*
02 = 1, X1 = X2 = 015, cp1/ c s = cp2/ c s = 1以及 Pr = 2/ 3# 沿着截止激波的母线,计

算域取为 0 [ x [ 014 (即对称轴附近)# 
图2中示出了 Rb = 100时,气体和颗粒运动情况, 其中的实线 1和 2分别表示接触面和弓

形激波# 计算的气体流线(虚线)表明: 由于自由来流与点源流动的相互作用,气体 1和 2均发

生偏移并向侧面流去; 但是, 由于惯性效应, 颗粒不能立即跟随载气相在激波层内运动的变

化# 例如,重粒子可能穿越接触面甚至运动到弓形激波外# 在我们的问题中,弥散相和载气相

之间的速度滑移和温度跳跃首先在截止激波的后方出现# 在这种非平衡状态下,颗粒必然与

气体交换动量和能量# 对于大惯性颗粒,完成相间弛豫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的计算

对惯性参数 B选择了两个典型值: B= 0101(大惯性颗粒) 和 B= 1(小惯性颗粒)# 计算的轨迹

表明了颗粒可能出现两类运动:振荡型(曲线 3, B= 0101) 和单调型(曲线 4, B= 1)# 

类似地,当惯性参数不同时,颗粒的热力学行为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图 3画出了沿对称轴

运动颗粒的温度随时间变化历程, 这里 Rb = 100而 B= 0. 01(曲线1) 或1(曲线2) # 我们的计

算中,来流的驻点温度高于点源流温度,因此冷粒子进入激波层后将被加热# 根据前面轨迹计

算结果可知,重粒子可以进入外激波层而轻粒子仅在内激波层中运动# 因此重粒子可以达到

更高的温度并趋于驻点温度# 此外,颗粒加热速率也依赖于轨迹类型# 对于振荡运动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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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气体流线以及颗粒轨迹           图 3  沿对称轴的颗粒温度

图 4  颗粒浓度分布

在轨迹的不同区段(相应于激波层 1或 2以及外

部气流或内部气流)有着不同的加热速率(参见曲

线1)# 与此相反, 单调运动的颗粒仅出现在激波
层1中,因而其加热速率几乎恒定不变(参见曲线

2)# 
如前所述, 将方程( 6)和( 11)的解代入关系式

(10)便可确定颗粒浓度# 对于 Rb = 100和 B=

0101的情况,图 4画出了与 x = const相交发生在

下述情况时三股颗粒微团的密度: ( a) 第一个转

折点之前,参见曲线1 ( x = 0, 011, 014) ; ( b) 在第
一个转折点之后但第二个转折点之前, 参见曲线

2 ( x = 0, 011) 以及曲线 4 ( x = 014) ; ( c) 在第二个转折点之后但第三个转折点之前,参见曲
线 3 ( x = 0) 以及曲线5 ( x = 014) # 每个截面处的总密度等于各股颗粒微团密度之和,计算

表明了其它颗粒微团对总密度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从图 4可以看出,颗粒分布具有高、低密度

层交错出现的分层结构, 而且在轨迹包络线附近颗粒浓度趋于无限大# 为了解释颗粒聚集的

机制,我们首先考虑振荡型颗粒运动# 从图 2可以看到, 大惯性颗粒发生振荡并且与接触面交

叉若干次# 在转折点处, 颗粒的法向速度变为零,从而造成其密度趋于无限大# 换言之, 颗粒

将在轨迹包络线(图 2中点划线所示)附近聚集# 此外, 由于在这两个聚集区之间出现颗粒轨

迹的多重交叉现象, 这样就难以采用 Euler 方法计算该区域中颗粒参数# 本文所发展的 La-

grange方法则可以克服弥散相参数非唯一性所带来的困难# 当然, 应当注意到接触面附近也

是一个颗粒聚集区域# 这种聚集区对两类颗粒运动情况均可以存在# 但是对于单调型运动来

说,它是唯一可能的聚集机制# 显然,接触面附近的聚集效应要比轨迹包络线附近的弱一些,

其原因是接触面附近的颗粒法向速度并非为零(除非在 x y ] 处)# 与多重聚集情况比较,在

区间 Rb I [ 0, 100] 上,接触面附近存在单级聚集区的惯性参数 B范围则要宽得多# 

4  结   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新颖的计算颗粒浓度的 Lagrange方法, 它可以用来预报纯气体高超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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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与含灰气体点源的超声速流相遇时对称轴附近的流动结构# 本文计算揭示了在弓形激波

和截止激波之间存在着颗粒轨迹多重交叉区,表明了颗粒分布形成了高、低密度层交错出现的

多层结构# 弥散相在激波层中急剧聚集和分层现象对于解释慧星大气实验数据等自然现象及

相关工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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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Properties of a Dusty_Gas Point Source

in a Supersonic Free Stream

WANG Bo_y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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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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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 119899, Russia )

Abstract: By using Lagrangian method, the flow properties of a dusty_gas point source in a supersonic

free stream were studied and the particle parameters in the near_symmetry_axis region were obtained.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fairly inertial particles travel along oscillating and intersecting trajectories be-

tween the bow and termination shock waves. In this region, formation of / multi_layer structure0 in

particle distribution with alternating low_ and high_density layers is revealed. Moreover, sharp accumu-

lation of particles occurs near the envelopes of particle trajectories.

Key words: dusty gas; supersonic flow; point source; particle inertia; trajectory intersection; multi_

layer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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