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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考虑了竖直毛细管中具有两个自由面的有限长液柱的粘性流体运动
.

假设流体是牛顿的
,

对边界条件进行线性化后
,

得到了小雷诺数情形下速度
、

压力和自由面形状的级数形式的分 析表

达式
.

对水和血液在多种液柱长度下求出了数值结果
.

分析表明在上下弯月面处有 强 回流
.

最大

回流速度可达主流平均速度 5 7多 左右
.

此外
,

木文还研究了惯性效应
.

采用时间相关的有限差分

法求出了 R 。
~ 2 4

.

5 时非线性方程的数值解
.

将此数值解和小雷诺数时的分析解进行比 较 表 明
,

当 R 。

《24
.

5 时惯性效应不大
.

一
、

方 程 组 和 边 界 条 件

血栓的形成机制是医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

它的解决牵涉到许多复杂的生理 现 象
,

此外
,

由于血栓是在人体内血液流动状态下形成的
.

所以它也必然和血液流动的一些流体力

学特征发生直接的关系 1 9 5 8 年
c han dl er 发明一种人工产生血栓的器械

,

这种 器械是由一

定 口径的塑料管首尾相接围成一圆圈构成
:

在塑料管内盛半圈左右的血液
.

然后以一定角速

度在铅垂平面内旋转
.

起动后不久就可以在下弯月面地方产生血栓
,

它的构造和人体内形成

的血栓基本一致
.

最近
,

钱民全制造了一种称

之为旋转皮带环的器械
.

一塑料环象皮带一样

地套在两皮带轮上 全血放在皮带 的 直 线 段

上
.

皮带轮以一定角速度旋转
,

几分钟后发现

在下弯月面处也形成了血栓
.

本文研究竖直毛

细管中有限液柱的粘性流体运动
.

通过研究试

图搞清下弯月面附近人工血栓形成处的流动特

性
,

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血栓形成的 机 制 做 准

备
.

考虑在重力作用下有限长液柱在直毛细管

中的运动 观察表明
,

竖直毛细管内具有两个

口
自由面的有限长液柱在重力

、

表面张力和粘性力的综合作用下很快地趋于等速 下降状态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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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便起见
,

将坐标系取在整体以 U 的速度向下运动的液柱

上 (U 也是固定在管壁上的绝对坐标系中任一液柱剖面上的

平均速度 )
,

则管壁以 U 的速度 向上运动
,

液 柱 内 的流动

是定常的
.

不难看出
,

管壁以 U 的速度向上抽动时将带动壁

面附近的粘性流体向上运动
.

当流体到达上弯月面时
,

由于

自由面的阻挡作用将沿自由面折回然后沿轴线流下形成如图

2 所示的回流
,

同样地可以分析出下弯月面处也有回流
.

现在我们从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组出发较细致地研究上下

弯月面处回流的流 体 力学特性
—

流谱
、

速度场
、

压力场
、

切应力分布及 自由面形状
.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
:

1) 流体是牛顿
,

粘性不可压缩的
.

2) 运动是定常的
.

3) 假设液柱在运动时遗留在管壁上的液层 是 无 限 薄

的
.

4) 外力是重力
.

此外在毛细管的 自由面上存在着毛管

力
.

设液柱的长度为 ZL (以 两 弯月面和管壁的交点为液柱

的起止点)
.

取柱坐标系(二
, r ,

0)
. 二 卜

、二 、, ‘
, _

捷、从二
。 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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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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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压力和特征表面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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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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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a ,

L ~ 又a,

。一 。

,u
, 。一 。

心
,

, 一P’

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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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带
“ ‘ ”

的量都是无量纲量
.

不带
“
”

,

的是对应的有量 纲 量
.

u , 。
是 戈 , r

方向的速

度分量
,

P 是压力
,

T 是表面张力
, a 是圆管半径

,

“, V
分别是动力学粘性系数和运动学粘

性系数
,

习是重力加速度
,

P
。

是自由面上空气的压力
。

则竖直毛细管中有限长液柱的粘性流

体定常运动满足下列无量纲化的方程和边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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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 ; (, )代表上下自由面形状所满足的方程
,

在 二 , r
轴上的投影和自由面的两个主曲率半径

.

‘
,

价
,

R
, ,

R
:

分别是自由面法向单位向量

它们和F抓
r )的关系由下式确定

:

1
n : ; 一 土刀了育瓦育

, n ·

_ F 车
一 十万不不r

, 了卫七
.

、_ _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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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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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面是球面
,

则
:

1

R
,

下面我们假设 自由面是球形的
.

+

责
一 2 ,F ‘(, + 尸杀”

一””

因此 (1
.

10) 式成立
.

应该指出
,

(1
.

1 0 )

流体层是无限薄的
.

所以在自由面上
, ~ 1 是奇异点

,

在该点上
,

由面上的值
.

由于我们假设壁面上遗留的

速度由 一 U 连续 地变 到自

方程 (l
.

2) 一(1
.

7) 是一组具有非线性边界条件的非线性方程
,

要求它的分析解或数值解

是比较困难的
.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设法将自由面上的边界条件线性化
.

为此我们假设自由面

与直线相差不大
,

即F 不和 F 车是一阶微量
,

但认为 F 华是零阶量
,

从而保留了对毛细管液流

而言具有基本重要性的毛管力
.

将自由面上满足的 边 界 条 件 (1
.

5)
,

(1
.

6)
,

(1
.

7) 转移到

劣一干元上满足并忽略高阶小量后得
:

r ~ 1 处
: u = 一 1

, u 二 0 (1
.

1 1 )

, = 0 处
: 。 = 0 (1

.

1 2 )

二 = 干久处
: u = O (1

.

13)

会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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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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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

(1
.

1 5)

一

的303即图

自由面上边界条件线性化后问题有了很大的简化
.

现在

速度
、

压力和自由面形状可以分开求了
.

先在条件 (1
.

11 )一

(1
.

14 )下求出方程 (1
.

2) 的解
“ , 。 ,

P
,

然后再利用
“及 P根

据 (1
.

15 )式求出 F ;
.

现在考察一下问题中雷诺数的大小
.

下面援 引 两 组 数

据
:

1
.

取水为工作 液 体
,

毛 细 管 是 玻 璃 制 的
.

于 是

拼~ 0
.

01 克 /厘米
·

秒
,

p = 1 克 /厘 米
“,

夕= 98 0 厘米 /秒气

T’ = 72
.

5 达因/ 厘米
, a ~ 1 0

。 ,

尸二~ 1
.

0 13 X 10
6

达因/厘米
2

.

根据实测资料
,

对管径 a ~ 0
.

0 21 厘米而言
,

水 柱下降速度

U

刃万

U / U 闪 和无量纲液柱长之~ L /a 之间的关系如表 l 所示
.

考虑到 几二 oo 时
,

管内全部都是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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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叶剖面
、

重力和粘性力平衡
,

因此 G = 8 ~

画出了U / U oo 和 几之 间 的曲线关系
.

表

g a Z

v U Qo

,

由此推出几二 co 时 U 二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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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召一 0
.

04 克 /厘 米
·

秒
.

9 = 9 80 厘米 / 秒气 p 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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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8

0 .

根据实测结果我 们 有 几= 18 时 U = 0
.

53
.

对应

的 R e = 0
.

7
,

G 二 1 1 5
.

6
,

T = 2 6 4 1
.

5 0
.

由此可见
,

本问题 中的 R e
数不太大

,

在几十的范围内
.

下面我 们首先将惯性项忽略研

究小雷诺数问题
.

然后再研究惯性效应
,

即雷诺数的影响问题
,

二
、

小雷诺数情形的分析解

在小雷诺数时
,

惯性项可忽略
.

方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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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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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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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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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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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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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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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2
.

2) 代入(2
.

1) 及 (1
.

1 1) 一

(1
.

1 5 )中得
:

(2
.

3 )
!
夕.l.J

八U器
十

令
V P

z

~ V
“
石
‘

口(r。
,

)
口r

, ” 1 处
:

r “ O处
:

粉产 ~ O

‘产

~ 0

(2
.

4 )

(2
.

5 )

(2
.

6 )



竖直毛细管中有限长液柱的粘性流体运动

x ~ 干几处
: “,

二 一 (1 一 2 r 2 ) (2
.

7 )

日U
,

一二- - ~

= U
口劣

(2
.

8 )

,

一
_ 、 , 。 、 _

_ ~
.

一⋯ au 二
p = 一 吸行一 8 ) L劣 十 几) 十 2 1 c o s a 一 2 1 1厂 羊l十 2 - 二二~

口满
(2

.

9 )

引进 f’ 使

u’ = 一生
a / af

产
、

,

日Zf
‘

一二犷一 ~ l r
一

二一 - 】 U ~ - 二 一 二 -

d r \ d r / d r d 戈

于是连续性方程 自动满足
,

将 石
‘

写成下列形式
:

一
‘

冷景(
r -

一 v

餐
一
彻丫

些、
d r /

十 诊
r
a么f

‘

ar o劣

其中 人
, 曹

,

分别是 x 轴和 犷轴上的单位向量
.

将其代入 (2
.

3 )中的第二式中得
:

v, 一 v、
2

器
一 ,

二

v
4

,
r

(2 10 )

令
:

V ‘f
,

~ 0

P
尹

= V
些 )
口男 j

(2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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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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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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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求得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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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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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式
,

容易得到 u’ 和 州 的表达式
,

它们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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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旦擎典
~

{
L t

一 C O S ll 招。
滩 CO S ll 佗 括

滩 J

一 ,
,

J
,

(k
, r )

左
。

J
,

(k
。

)

洲8

+ 乙 B
。, c o s

湘一 1

有了
“‘, , , ‘ ,

P
· ,

沪
‘ ,

‘ 一
f

r l
;

(P
, r ) r 叮

。

(P
二r ) 11

夕. 人丫卜又万
一牙

一

万一又
--

一 下万厂万二下
-
万 二一 , 牙二

- 屯 l 直
气 夕. 丈 。气P 价户 乙1 。气P 。少十 P o l 一气P . 少 JJ

(2
.

2 0 )

“ , 。 ,

p
,

势可根据(2
.

2 )式求出
.

现在我们利用条件 (2
.

9) 确定上下弯月面的形状
.

显然
,

‘

。
。

二
l 「

.

_

口u , 1

}厂 划 ~ c o s a 十石币 l一 P一 十 Z
一压丁- l

‘ I L 口二 一 J
(2

.

2 1 )

,F ‘, -

一
+

一

赤卜
2“‘G 一 8 , 一 , 、+ 2

斋} (2
.

2 2 )

考虑到}F 竺l~ 一F 竺
,

!F 草l~ F 算及边界条件 F ( 1 )二 0 ,

F
‘

( 0 )二 0
,

积分 (2
.

21 )和(2
.

2幻

后得到
:

F
_

(
r
)二 一卫毕竺 (r

, 一 i ) 一
‘

1
。
n

, 、
。

, _ 、 ,

厄了
~

L刀气『夕一刀L I , J“
C O S

2

区
一

(r “一 1 ) + F C (r ) (2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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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十

(r ) ~
-

黑二 (, “一 1 )一
‘

兄
,

。 ‘ 、 , , ‘ 、

1
。
n

, 、
n

, . 、 ,

.

万
一 、行 一 匕 ) 、r一

土夕一 万厂 L口、r 少一刀、 上 少J

〔
卫誓兰

义
,

。
一 一不厅犷 L行 一 石夕

乙 2 }(
: 2 一 , , + F 。‘犷) (2

.

2 4)

其中 F C (r )一斋
[D(

; ) 一D( 1 )提由于回流产生的弯月面形状的变化
‘ 1

这里
:

D (r ) = 二 A
,

谧Zta n h k
,

几(2 + k
,

几t a n h k
。

几) 一 Zk
.

几卜
A (k

ff r )

k
,

J
,

(k
。

)

+ 乙 B
, ,

_ , _

/
_ _ _ .

1 \_ f 6B (P
o r ) + ZC (P

, , )
万’u

火Trj 宁万2
“

飞瓦万瓜瓦万于藕议万刀j
ZB (P

o r
)

P
o
l
。

(P
。

) }]
‘2

·

2 5 ,

(2
.

2 6 )

、

!
.

尹

!
A (。)一

11;
厂J

。

(。, d ”〕d ”

B (
。)一
11:
〔I

。

(” , d”〕d”

C (
。

, 一 11:
〔·I

!

(U , dv “d
”

在推导中我们利用了 拟一抓
,

器一器
的性质

·

从解中不难看出
,

无量纲速度剖面和压力只和 几有关而和液体的性质及管子的几何参数

无关
,

但自由面形状则严重地依赖于这些因素
.

下面我们首先计算对所有流体和管径普遍适

用的速度剖面和压力
,

然后再分别水 和血液两种情形研究自由面的形状
.

我们对 之二 2 , 5 ,

10
,

20
,

30 分别计算了速度
、

压力和剪 切 应 力
.

在 计 算 中我 们取
n = 30

, m = 60
,

由于 u,
,

诃 的对称性和 v’
,

P’ 的反对称性
,

只须对液柱的一半进行计算
.

计算表明
,

不论那个 义
,

回流主要发生在离自由面一倍管径的区域内
,

在 此以外
,

回流

消失
,

变成几乎充分发展的泊肃叶流动
,

例如
,

离自由面一倍管径的地方
,

速度剖面巳经是

泊肃叶剖面的 99 终
.

由此可见
,

弯月面的影响只波及到离弯月面一倍管经的 地 方
,

为 了突

出回流
,

我们只画出离自由面一倍管径区域内的流线图
,

速度剖面
,

压力剖面和剪切力剖面

(结果取自之= 5
,

但其他 几的结果和 又= 5 几乎完全一样)
.

图4画出了上弯月面一 5《之( 一 4

区域中固定在固壁坐标系中的 “ 个无量纲速度剖 面 图
·

考察

寺
, 一

分
的图形发现

,

速

度剖面的基本形态和文献〔i 」中团流 (Bol o s flo w )情形基本相似
.

所不同的是
,

由于团流中
二~ 干久处是固壁

,

流体的速度在那里必须滞止为零
,

而本问题中是自由面
, “ ~ O 但容许

。
取

不等于零的值
,

因此
分

在 二一刊 处的强度比团流大
·

具体 地 表 现 为
。 的 最 大值 可达

毕厂 = 0
.

5 4
,

而在团流中只有 0
.

3 左右
,

其次在自由面上回流最大而在团流的固壁附近必须
U 一 ”

’

U , , ‘, u
一

协阴
v ,‘ 百

’

/ 、 门 “
’

“

一
‘

目
’ 了‘ , ‘

户 曰 ~ ~ 司一 ~
v , 勺

~
尹 、 ” “

~ ~
v , . ” 砂

~ 一
’ ‘J

~ ~
一

解
、

从最大逐渐滞止为零 由此不难理解在本情形中发展成泊肃叶剖面的长度要比团流短
.

例如

二 二 一几十 1 处厂
~

共
一 二 1

.

98
,

而在团流中只有 1
.

7 左右
.

‘ 一
了‘ ’ 么

从
’

U
一 二

‘
“协 , ” U

一

阵叫
v 山 ”

’

z 、
门

‘
”
一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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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5
.

0 一 4
.

9 一 4
.

8 一 4
.

7 一 召
.

6 一 4
.

5 一 4 4 一 4
.

3 一 4
.

卜
4

.

卜 4
.

0

图 4

‘‘

~
一一~~~

, ‘. . ...

}}}}}

八八焦草二二二耳二二二二二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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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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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图 5 画出了固定在管壁

的坐标系中和固定在液柱的

坐标系中的左边 部 分 流 线

图
.

在与液柱固连的运动坐

标系中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回

流
.

与之对应在与管壁固连

的静止坐标系中
,

流线向管

轴方向漂移
、

而漂移现象主

要发生在离自由面一倍管径

的地方
.

图 6 画出了剪切应力和

压力分布图
.

在 弯 月 面 附

近
,

壁面的剪切力较泊肃叶

剖面的剪应力为大
,

而轴线

附近则较泊肃叶的剪切力为

小
.

至于压力分布则它和回

流速度 v 相适应
,

当 r 向轴

线方向推移时
,

压力逐渐减

少
, 。 就 是在这样的压力梯

度作用下产生的
,

压力梯度

和 。
一样在弯月面上达到最

大值
.

最后
,

我们讨论上下弯

月面的形状
,

它是和流体性

,二0nnn

士�

n�nn
�n.,1

户

图 6

质及管径有关的
.

下面分水和血液两种情形讨论
:

1) 水
.

取第一节中表 1 的数据
,

经过计算 F c (r) 的值列在下表
:

rrrrr 000 0 lll 0
.

222 0
.

333 0
.

444 0
.

555 0
.

666 0
.

777 0
.

888 0
.

999 111

FFF e ( r ))) 0
.

00 111 0
_

0 0 111 0
.

0 0111 0 0 0111 0
.

0 0 111 0
.

0 0 111 0
.

0 0111 000 000 000 000

值得注意的是 在写出来的精度范围内
,

尸
c
( r) 与 几有关

,

即无论 对 于 几二 2
.

5
,

10
, 2 0,

30
, F 。( ; ) 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根据 ( 2

.

2 3)
,

(2
.

2 4) 式
,

F 。( ,
) 使 上弯月面变弯些

,

而使下

弯月面变平些
.

但改变量 0
.

0 01 比起 ‘ 0
.

4 9 2 来小得多
,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

于是我
a一心�自咋O一C一

们得到确定上下弯月面形状相当精确的近徽公式
;

F
_

( , )
一

卫璧坚
一

(rz 一 1)
‘

尸
·

(· , 一

〔
C O S a

2

几
,

。
蕊万 ; 一 气妙 一 谷)
‘ J 〕

( /
’一 ‘’

( 2
.

2 7 )

( 2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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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公式
,

我们得到下列计算结果
:

功
�

一
一一f�

“

:
a

10
.

16
.

15
。

10
’

1 9
.

18
。

10
.

2 1
.

忍0
.

10
.

2 0
.

20
.

2 ) 血液
,

取第一节中引出的血液数据
.

将之代入 ( 2
.

2 7) (2
.

2 8) 式得
:

a _
= 4 8

。 , a ,
~ 8 5

.

2 6
。

这就是说
,

上弯月面基本上和静止时一样
.

下弯月面则必须根据重力及泊肃叶 压 力 进 行修

正
。

三
、

惯 性 效 应

现在考虑非线性惯性效应
.

即如果保留 ( 1
.

2 ) 式中左边的惯性项
,

则它会对解带来多大

的影响
.

在边界条件 ( 1
.

1 1) 一 ( 1
.

15) 下求方程组 ( 1
.

2) 的分析解是很困难的
,

下 面 我们采

用行之有效的时间相关有限差分法数值地解此问题
.

采用涡量 乙和流函数 护为未知函数
.

于

是对应的不定常问题的方程组和边界条件为
:

斋
十旦
哥工

十夕
黔

-

一

命(器
十

器

器
十

令一令誉一
吐

+ 生
一

鱼乳一
~

兰- 、
口r r z /

( 3
.

1)

( 3
.

2 )

r ~ 1 处
:
叻= O

r ~ O 处
:
沪一 O

‘= 干又处
: 砂“

一

V一戈a一a

一一
乒
�其中

应力根据下式求出
:

亡= 0

0
,

乙~ 0

au 1 ap
而二

, “ ~ 下
-

丽
-

1
一 U 二二二

—r
日功
口劣

( 3
.

3 )

( 3
.

4 )

( 3
.

5 )

( 3
.

6 )

_ 口刀
_

au _ v 口u
.

日u
丫 ‘ r

= 艺
响

万于一
, T ”‘ 之一瓦矛

, 下 “‘二 艺下
, T 舒 “ T r ·

“ 飞瓜
一 十 一

丽一 ( 3
.

7 )

(3
.

1) 式中的对流项采用第二迎风格式
‘: ,

.

这样 ( 3
.

1) 式的差分格式为
:

卿
一鱿

, 一 △, (AD QR
+ “DQ X 卜斋

‘

亡
. + , , , + 亡

: 一 ‘ , , 一 2乙
. , ,

△劣李

亡
, , , + , + 乙

: , , 一 * 一 2互
‘ , , 亡

, , , + , 一亡
: , , 一 :

Z r ,
△r ,

一
华)书

一

、
r 7 /

( 3
.

8 )

其中 A D QR -

△r )

u * 乙, 一 u : 乙:

△r

v , + 一+ U ,

2

u , 十 u s一 i

斑 ~

—丁一
u 乙> 0

”L < 0

�,白‘
r.J、.t

一一L
户�

r 亡
, ”* > 0

‘, 一 t :
, + ; u 。< o

AD Q尤 =
“R雪R 一 u L雪L

△义

u : + l + u .

2

u 。 + u 卜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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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乙
: “尸

> 0

‘R 二i‘
, + l 。,

< 0
亡, 一 ,

uL > 0

亡
。 u :

< 0

fJ、
�

一一L
产�

比
, ,

醉寿
‘

分别代表 k 时段和掩+ 1时段 (‘
,

j) 点上的 互值
.

我们采用超松弛迭代法 解 劝的

方 程 ( 3
.

2 )
.

它的差分公式为
:

劝全二
‘
一 (‘一。 )功奢

, , + 。

{
一
乏〔再万抓几下 (p空一

, , + 沪牡老
, , + 刀黔

, ,

砂全
, ,一 + 刀矛

, ,

沪令二七
1

、

t
‘.J

省J,..

乒�△二
:

刀
, , ,

Zr r
砂气

, , 1
十

畏条
上

嗡
十

咖
”

( 3
.

9 )

,
△x

.

一
, . r

_
,

~ 一
具甲 口 , , 挤=

- 再二一
,

。是讼弛囚卞
,

。 , 沙

用时间相关法数值地求定常间题的解
,

其步骤如下
:

l) 将 二 , 犷
方向分成 ‘等分和 j等分

.

为了保证格式是稳定的
,

时间步 长 At 应选成小

于 :

△tl高界 ~
2 / 1

.

1 \
.

}u lm
。二 .

}v lm
a 二

- 节犷一
勺

吸~ 一几产 - 不尸- . r se 一下- , 干一
勺

, 于r

—
门~

一
式口 \ 凸X

‘
丛犷

‘ , ‘

丛戈 凸犷

2 ) 取小雷诺数时的解为 t = 0 的初始分布
,

利用 ( 3
.

8) 式求出 t 一△t 时 段 区 域内各点

(不包括边界) 的 乙值
.

然后再应用 ( 3
.

9) 式反复迭代求出 △t 时段 区域内各点的 沪值
,

直到

相邻两次迭代值的最大差值不超过10
一 “

为止
.

根据边界条件
,

边界上的 沪是已知的
,

它们都

等于零
.

3 ) 按公式

一 1 _ 如
一 :

八r , 2△
”

李r , 一 ,

求出固壁上的涡量 ( 其他边界上的涡量都是给定的 ) 然后再由 ( 3
.

6) 式求出
u , 。

.

至此
,

, 二△t 时段的物理量全部求出
.

4) 重复上述过程就可以求出 2△t
,

3尔
,

⋯的解
,

一直到相邻两时段总涡量的相对差不

超过 3 x 1 0 一

伪止
,

这时我们认为已经达到定常状态
.

利用上述方法我们进行了数值计算
,

取 之一 2
,

R e ~ 2 4
.

5 ,

将劣方向等分为2 01 点
, r
方向

等分为41 点
,

At 取 0
.

01 秒
、

并选小雷诺数时的解为初值
.

松弛因子取1
.

75 计算实践表明
,

一一 “

/明明!!!
、 ,
、、 、、、

!!!!!!!!!!!!!!! 、、 、、

iiiii}}} \\\\\
!!!!!!!!!!!!!!! 、、、盯盯

,

门门}}} IIIII

iiiiiiiiiii

\\\\\
、、

)))去去
uuu 、、、

、、、、、
IIIIIIIII
夕夕夕夕夕

,,,,,

一
非线性解

一一~ 线性解

R. = 2 4
.

5 ,

泥二 2

一 2 一 1
.

8 召 一 1
.

68 一 1
.

5 2 一 1
.

36 一 1
.

2 0 一 1
,

04

解很快趋于定常状态
。

经过四个

时段后
,

相邻两时段最大涡量的

相对误差已小 于 0
.

0 0 3
,

此时相

邻两时段的所有物理量已有三位

小数是重合的 这时我们认为所

得的就是定常解
.

图 7中我们画出了
.

尺e ~ 24
.

5 ,

元= 2 时 非 线 性解的速度剖面
,

同时画出了线性解以资比较
.

此图清楚地说明
,

当R
e ~ 24

.

5时
,

非线性解和线性解相差很小
,

最大偏差发生在自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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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 2 一 1
.

84 一 1
.

68

u / U

一 1
.

5 2 一 1
.

3 6 一 1
.

20 一 1
.

0 4 一 0
.

8 8

0
.

8

0
。

9

1
。

0

0
.

0 00 00

0
.

0 00 00

0
.

00 DO0

0
.

00 00 0

0
.

00 00 0

0
.

00 00 0

0
.

00 00 0

0
.

0 0 000

0
.

0 00 00

0
.

00 000

一 1
.

0 00 00

0
.

366 58

0
.

36 359

0
.

3 54 36

0
.

3 38 64

0
.

3 14 85

0
.

27 9 48

0
.

2 256 8

0
.

13 87 7

一 0
.

01 70 5

一 0
.

32 87 5

一 1
.

00 000

0
.

64 876

0
.

64 110

0
.

61 668

0
.

57 4 28

0
.

514 16

0
.

424 80

0
.

2927 7

0
.

1 050 6

一 0
.

IG00 4

一 0
.

5 200 6

一 1
.

00 00 0

0
.

8 225 9

0
.

8 101 6

0
.

7 7 13 2

0
.

70 47 8

0
.

607 00

0
.

471 G9

0
.

29 135

0
.

0 589 2

一 0
.

230 8G

一 0
.

5 77 54

一 1
.

0 000 0

0
.

9 11 03

0
.

8 95 16

0
.

84 58 1

0
.

7 624 1

0
.

64 2 5 8

0
.

48 330

0
.

28 147

0
.

03 469

一 0
.

2 57 83

一 0
.

59 454

一 1
.

00 00 0

0
.

9 49 53

0
.

9 3 173

0
.

8 7 6 64

0
.

7 84 55

0
.

6 54 39

0
.

4 849 6

0
.

27 5 2 1

0
.

0 2 45 1

一 0
.

26 7 1 0

一 0
.

59 89 0

一 1
.

00 000

0
.

96 48 5

0
.

94 621

0
.

88 869

0
.

7 9 304

0
.

65 8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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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其他地方几乎完全重合
.

由此可见
,

在所研究问题的R e 范围内
,

惯性效应可忽略不计
,

表 2我们列出了R 。 = 24
.

5 ,

几= 2时计算出来的
“ , 。 ,

劝值 (主要是弯月面附近一倍管径处的

数据 )
.

非线性问题解对
; 轴是不对称的

,

但不对称性很弱
,

所以只引出上弯月面处的数据
.

四
、

结 论

1
.

上下弯月面附近是一个强回流区
.

最大 回流速度可达平均速度的57 厂左右
.

2
.

回流区即自由面的影响区主要集中在离自由面一倍管径的地方
,

出了这个区域基本

上是泊扇叶流动
.

3
.

弯月面的形状几乎不受回流的影响
.

上弯月面和静止时几乎一样
,

下弯月面形状应

根据重力及泊肃叶压力进行修正
.

4
.

非线性惯性效应不大
,

R e
( 24

.

5时可忽略不计
.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了谈镐生教授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
,

作者 向他致以深切的谢

意
.

此外
,

作者还和徐建军
,

贾复
,

彭荣苏等同志进行过多次有益的讨论
.

本文的实验是在翁维

良
、

钱穆英等大夫的大力协助下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进行的
.

在此
,

作者向他们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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