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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 流 中 的 相 干 结 构

王发民 七

摘要 年来
,

对湍流的研究 出现 了不少新的研究手段
,

如大涡模拟
、

混沌
、

分叉及相干结构

等
。

但是
,

目前在湍流机理上最有希望突破的是大尺度相干结构的研究和把大型计算机作为湍

流研究工具
。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相干结构研究发展概况
,

讨论了在相干结构的理论研究方面应

该开展的工作
。 ‘

引 言

计算机作为湍流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
,

对湍流研究的进展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
,

在湍流研究领域计算机不仅作为实验设备的一部分应用于实验控制
、

数据采集和分

析
,

而且应用于稳定性和相干结构的数值模拟
。

更重要的是
,

目前直接求解时间相关的完全
一 方程已经成为现实

。

计算机模拟可以系统地改变和有效地控制流场的初始及边界条件
,

从而可较为细致地讨

论它们在流体运动中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 也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涡量
、

压力
、

耗散等在实验

中难以测量准确的量
。

但是就 目前情况看
,

计算机所能模拟的流场的雷诺数大大低于实际雷

诺数
,

而且所能模拟的流体运动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

这些都有待于实验研究来完善
。

同时
,

计

算机的数值结果也需要实验结果验证
。

湍流中相干结构的发现是湍流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

相干结构的发现使我们从湍流运动形式上的无规律的混乱现象中找出内在的有序现象
。

一 ,

和
, , ,

, , , ,

和
,

全
,

, ,

等都在这方面做了重要工作
。

早在 和 的混合长度和涡量传输理论中已经隐含了大尺度结构的输运
。

而在
, ,

和其他人的研究中也明显地指出该有

组织的结构存在
。

但是相干结构在湍流现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广泛认识是通过
,

幻
, , ,

等人的工作才变得更加清楚的
。

尽管由于相干结构的发现

和研究
,

使得湍流的基本观念有所变化或者需要修正完善
,

但是关于相干结构使湍流重薪定义

的提法是夸大其词的
。

无论如何
,

相干结构确实为湍流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
。

二
、

相干结构的概念

对于湍流中的相干结构
,

年来人们做了许许多多的理论解释
。

鉴于各人的实验条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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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解释必然各异
,

很难归纳出一种完善的模式
。

等人认为相干结构可以用一种三维涡旋

元的变形
、

拉伸和破碎过程来描述
。

而 】 认为
,

碎发过程开始时
,

先形成一种
“

涡对

结构
” ,

而当该涡对向下游移动时
,

由于壁面的作用使得涡对不断抬高而离开壁面并变形
,

内部涡

量剧增而导致破裂
。 , 和 认为相干结构是边界层外来流与区内流体相互作

用的结果
。

岌 给相干结构以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 相干结构是某一特定区域上的具有

瞬时相位相关的涡旋的相互衔接的湍流质
。

即在随机的决定湍流特性的三维涡中
,

存在着一个瞬

时拟序的相干结构特殊区域上的大尺度涡量分量
。

我们称这种在空间和相位上瞬时相关的涡量

为相干涡量
,

它们有不同的边界和各自独立的领域
,

是区分相干结构的主要内容
。

根据 的定义
,

一个湍流剪切流可以分为相干结构和非相干湍流
。

显然
,

这样的区

分是十分精细的
,

然而不唯一
,

因为非相干湍流中既包含有小尺度湍流
,

又包含了大尺度的无

旋运动
。

诱导的目的是区分相干结构和非相干结构
。

我们应用相位平均运算来表示相位排列的整

体平均
。

它是一个在同一相位或同一级别上的一连串结构的平均
,

而不是所有相位的平均
。

那么
,

同一参数尺寸同一模型的一个结构的相位平均就是一个相干结构
,

而瞬时意义下的从相

位平均中分离出来的量表示非相干湍流
。

什么是相干结构的主要特征呢 一般人都从量上去区分
,

包括速度
、

压力
、

间隙现象等
,

但这

些都不是主要的
。

和 通过对不同实验的观察指出
,

自由来流中速度和湍流

度的不同
,

导致流动中事件的大小
、

速度与压力强度的差别
,

但是事件的基本性质不变
。

相干结构在热量传导
、

质量和动量传输以及产生汽动躁音中起着重要作用
,

但是它本身并

不需要很高的能量
, 。

在转挟段
,

相干结构是高能级的
,

而且它在湍流现象中

起主导作用
,

而在完全发展湍流中
,

相干结构与非相干湍流带有同一量级的能量
。

用涡量定义相干结构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

而且 目前逐步地被人们承认
。

然而
,

目前大多数

相干结构的研究者既没有寻找相干涡量又没有用它来诱导相干结构
。

三
、

相干结构的理论分析

稳定性分析

相 干 结 构起 源 于 稳定性 问题
,

一 般 有 一 自由面 剪 切流稳 定性
,

一 和 边界层稳定性等
。

而每一种不稳定性都可能产生一种

特殊的相于结构
,

最简单的例子是 流的 涡
。

由于相干结构的尺寸大小可

以 不随时间改变
,

线性理论可 以说明一些间题
。

而对于剪切流
,

特别是在完全发展阶段
,

这些线性理论是不完全合适的
。

这是因为 湍流的基本流是不稳定 的
,

而且存在着大

尺度运动的高能量级 的非线性交换
。

这些非线性相互作用是引起不稳定性的主要 因素

时间平均谱不稳定性理论是建立在时间特征量和长度特征量都大大小于所讨论的波

的假定上 的
。

但是在剪切湍流 中
,

湍流特征量和讨论的波是同一量级
,

这样如果转挨的不

稳定波碰 不到平均流速度谱时
,

它们的稳定性就不能同一而语 了 即使平均流谱线形

状不变
,

但若大小随着时间变化
,

它们的稳定性也会有很大差别
。

可 以说线性理论不能完

全解决完全发展 了的湍流的稳定性问题
。

非线性
,

非定常稳定性的研究对于相干结构的

研究是很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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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

孤波
、

奇异吸力引子

不少理论工作者 和
,

把相干结构当成波来研究
,

其中有一些人还认为

相干结构是单波
, 。

由于相干结构与湍流质 紧密相关
,

显然将它看成波是不合

适的
,

特别是从相干结构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有不同尺度的新结构出现
,

无论怎样都不能将它视

为单波
。

相干结构是不是吸力引子呢 在封闭湍流场的转挨段
,

例如 一 流中
,

已

经通过实验得到吸力引子特性
。

但是对于 自由剪切流等流场
,

还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工作
。

从理论上看
,

一 方程是非线性的
,

同其他非线性方程一样
,

可 以寻找出具有奇异

吸力引子特性的解
,

特别是相干结构在相空间的时间转披可能有吸力因子特性
,

但是 目前还没

有这样的工作
。

涡力动力学

相干结构用涡量来研究不仅是将湍流运动模式的直观理解演变成涡旋实体
,

而且可望通

过涡力动力学的概念解释相干结构的转娘和相互作用
。

涡环
,

或者更一般地说涡量架
,

是研究

相干结构最有力的候选者 ’
, 。

和
,

讨论了

涡环和涡架的相互作用
。

的研究指出涡线的破裂和重新形成在涡

环的相交中起着关键作用
。

为了弄清相干结构的相互作用
,

三维涡对 或者涡线列 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

目前 阮川 和

等都作了一些初步的工作
。

和 应用 卜 规律分别

计算了沿轴线波长 筋《 时
,

反向旋转涡对与同向旋转涡对的稳定性问题
,

对充分小的 发

现了弱不稳定性
,

面 则发现
,

对于长波逼近理论
,

涡对的外形总是稳定的
。

这两个结果与

涡街和混合边界层涡关于三维干扰波的慢慢变化的稳定性是一致的
。

然而湍流相干结构的形状是很复杂的
,

而且与流体粘性密切相关
,

而涡力动力学
、

涡量的

相互作用等都是建立在 流和简单的几何形状之上
。

因此
,

在涡量的研究中必须考虑流

体的粘性
。

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
。

四
、

相千结构的数学描述

相干结构的描述

在相干结构的描述中应该用平均时间的方法引入相位平均的概念
。

仃 一 艺
’

,
, ,

,

式中 表示与相位参照系相关的时间
, , 表示所选择的相位列发生的随机时刻

,

守 表示从相

位排列角度出发的整体平均
。

一个剪切湍流可以分为时间平均量和时间相关量两部分
,

叮后一部分又可看成相关扰动叠加

上非相关的湍流
。

于是
,

一 个瞬时流场的变量 可 以写 为 乡 一 拭圣 兰
,

琪性
, ,

表示时间平均量
,

和 分别表示相干与不相干的湍流分量
,

则
,

《 二 十 。 , 一 一 厂

和 应用上述三分量表示式
,

讨论了平行剪切湍流中相干波的力

学属性
。

和 应用与 相似的方法讨论了平板边界层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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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二次失稳问题
,

得到了与实验 比较一致的结果
。

但上述工作都没有考虑非线性相互作用

的影响
,

因而不能解释相干结构中涡旋破裂一重新组合等重要现象
。

三维分量表示式是基于把相干结构看为平均流的扰动波的
,

有时相干结构是一个实实在

在的流而非扰动
,

这样三分量表示式就不合适了
,

应引人两分量表示式

相干结构的数值模拟

目前计算机直接模拟剪切湍流中的相干结构
,

已经取得一些实验室很难做出来的结果
。

如 使用拟谱方法在 个节点上求解了完全的二维 一 方程
。

他在

流向和径 向平面应用了周期边界条件和 自由吸力假设
,

平均流场谱线是二次正切曲线及三维

扰动波的叠加
。

图 绘出了混合边界层的数值模拟结果
。

图中 表示 一 平面的瞬时涡

量 表示在小扰动力作用下的同一湍流量 表示径向涡量总平均
,

上部是情况 时
,

下

部是情况 时
。

表示流向速度的等值线
。

图 混 合边界层的数值模拟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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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机数值模拟
,

还可以执行将随机脉冲叠加在初始条件上激发涡结构的卷起
。

如
,

用小振幅基波和一次谐波激发单涡结构
,

用小振幅基波和一次谐波二次谐波激发涡对等
,

五
、

相干结构的利用

反向热量与动量传递 —负产生

应用相干结构的概念可 以解释一直不十分清楚的负产生现象
。

在一般剪切流中
,

平均流

场速度梯度和雷诺应力保持同一负号
,

它们的乘积保持正号
。

但是对于壁面射流和不同表面

粗糙度的管道流等
,

平均流的零梯度点与雷诺应力的零梯度点不完全重合
,

形成了平均流梯度

与湍流的平均动量梯度相反的负产生 区
。

负产生现象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 ,

和
,

的研究表明
,

在混合边界层 中
,

负产生的出现需要 一

个在径 向截面上 的非圆形的而且 向液体流动方 向倾斜的涡结构
。

图 以椭圆结构为例说

明了这个观点
。

的长轴与流动方 向相反
,

没有负产生现象
,

则产生反 向的动量传输递

度
。

另一个例子是两个涡的配对过程
。

如在图 的 步相位相连的涡配对过程中
,

经过细致

测量
,

在边界层厚度一半的地方的低速区产生明显的反向雷诺应力梯度
。

产生结构

通过对混合边界层
,

圆形或椭圆形射流中相干结构的实际测量
,

发现最大的湍流产生

区是在具有低涡量特征的鞍点
。 “

鞍
”

被认为是 由沿着分隔线排列的一组径 向涡组成
。

我

们称 为
“

带
” 。

在带 上 伴 随着 环 量 相 反 的 涡
,

整 体结 构 的纯 环 量 为零
,

被称 为
“

肋
” 。

和 在实验 中显示 了上述流场现象
。

给 出了数

值结果
。

在
“

带
”

和
“

肋
”

的径向涡的子结构带动下
,

外面的无旋流体在没有任何诱导的情况下进人

混合层而渗人
“

带
”

区
。

由于角动量守恒
, “

肋
”

的不断拉伸使旋转加快
。

而粘性扩散又将涡量

传递给周围流向剪切层的流体
。

作为初始结构拉伸的结果
,

旋转湍流从
“

带
”

区平移出去
,

而新

的湍流又在这儿产生
,

形成一个不断再补充的湍流结构的过程
。

由于
“

肋
”

环绕着
“

带
” ,

则
“

带
”

的作用就是带着这些湍流进入结构的中心
。

螺旋和耗散
另一个有趣的相干结构拓扑例子是螺旋拓扑结构

。

给出了螺旋量的定义
,

一

和
,

和 对混合边界层中湍流螺旋量和耗散量进行

了数值模拟
。

图 给出了 的计算结果
,

图中绘出了 一 平面的径向速度 螺旋量

的正值 实线 和负值 虚线 湍流耗散 耗散 虚线 和螺旋量 实线和点画线 的对 比
。

涡相互作用中的
“

切断一衔接
”

过程

涡结构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

对于认识转披过程中渗混
、

传输
、

及湍流产生等湍流基本现象

是十分重要的
。

而最有意义的涡相互作用现象是在涡相遇后伴随的裂开和重新衔接过程
,

称

为
“

剪开一衔接
”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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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声

图 混合边 界层中负产生现象

曝
·

图 步相位相连的涡配对过程

在这里介绍一下 等的工作可能是有趣的
。

他利用 了涡量方程和轴对称性建立 了

一个理想模型
,

并用它预报了湍流射流的噪声
。

作为初始条件
,

在相交区叠加 了一个抵消涡管
,

涡量的小涡环
,

并使他们相衔接
。

由于在涡相互作用中冲量守恒
,

而叠加的小涡环具有向下的

冲量
,

我们必须再叠加一个具有向上冲量的反作用涡环
。

利用对称条件
,

将速度和涡量在初始和最后位置展开为幂级数
,

展开式的系数则由开始和

最后的位置和三维涡量方程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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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终连菇笔篷姜攫攫

舒搏
一

之鱿 决夕
‘

图 混合边 界层螺旋和耗散敌值结果

六
、

在理论研究方面应该开展的工作

综合近年来许多研究者的工作
,

相干结构反映了许多剪切湍流的特征
,

但目前还没有

这方面的工作
。

尽管相干结构已经被广泛的研究
,

但是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理论解释
,

如能得出大家都

承认的定义
,

则是很有益的
。

对于二分量相干结构表示式的方程封闭间题可以归纳为一般的雷诺平均概念的模式

封闭问题
。

将这些理论应用到相位相关的相干结构中
,

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
,

目前还没有这方

面的工作
。

相干结构在剪切湍流中的出现
,

是由一系列各 自转挨和阻尼的结构组成
,

是一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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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稳定结构
。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理论解释
。

而考虑不稳定因素的非线性影响的稳定

性工作是很重要的
。

在剪切湍流中可能都存在相干结构
,

但相干结构不一定是剪切湍流的决定条件
,

它仅

在一些特别情况
,

如转抉
、

共振或壁面湍流中是决定因素
。

而非相干湍流在完全发展的湍流中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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