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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期
,

美国和加拿大在离心压气机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新的突破
,

他们分

别研究成功了单级压 比为 的离心压气机
,

从此
,

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就成为叶轮机

械研究工作中一个很活跃的领域
。

本文首先介绍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

然后着重对提高离心压气机元件性能和改善设计方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
,

并对今后

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展望
。

表 列 出了世界各国研制 的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主要参数
,

图 是这些叶轮的外形

照片
,

重点放在七十年代新研制的
,

早期的只列入几个有代表性的
。

分析高压比离心压

气机的发展过程
,

可以看出

早期发展的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
,

为避免跨音导风轮设计的困难
,

均将导风轮进

口 叶尖相对 马氏数控 制 在 耘 华
,

例如加拿大联合飞机公司 自 年始改称加拿大

普拉特
·

惠特尼公司 的转子 和转子 采用了约
“

的予旋叶片 〔‘ 〕。

美国 波音公 司 的

叶轮没有采用予旋叶片 〔“ 〕 ,

而是靠压低 比速度 和进 口 轴向马氏数

丝 的办法来达到 降低 补, 的 目的
。

显然
,

后者对提高发动机的功率重 量 比 是不

利的
。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
,

新研制的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普遍采用 了 备, 的跨音导风

轮
,

说明在跨音导风轮的设计方法上有了进展
。

亚 各单位研制 的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效率水平大体上 比较接近 图
,

单级压

比 时效率在 左右
,

单级压比达到 时效率一般不超过
,

但美国 普拉 特
·

惠特

尼公司于 年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

他们取得 了压 比 议 二 ,

爪
。

的

单级离心压气机试验结果
,

看来其 中高压 比
、

高效率 的 跨音导 风轮

研制成功是主要关键
匕“ 〕。

一台压气机单有设计点 的高效率
,

而不具备一定的工作范围将仍然不能在实践

中得到应用
。

目前工作范围的改善 已成为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能否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问

题
。

为了解决这一课题
,

后弯叶轮获得了新的发展
,

七十年代以来
,

美国新设计的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叶轮几乎全部采用了后弯式叶片
。

此外
,

双级离心压气机的研究也愈加 引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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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意
,

如美国太阳公司
、

航空研究公司都进行 了这方面的设计和试验 少
“ , ,

双 级压

比为
,

双级效率为
。

他们认为
,

由于双级离心能提供较宽的工作范围
,

在发动机上可 以不必采用可调静叶或中间放气的调节方法
,

从而使小发动机的经济性和

可靠性都有所改善
。

万 在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发展过程 中
,

一些单位借鉴了相邻领域 已成熟的研究成

果
,

创造性地发展了一些新型的离心压气机元件
。

例如
,

利用一段轴向间隙将导风轮和
一

〔作轮分开
,

构成所谓 “ 串列叶轮 ” ,

就可 以借鉴较为成熟的轴流式跨音速压气机的设

计经验
,

得到载荷和效率均较高的导风轮
,

从而使叶轮整体性能也提高
。

美国的普拉

特
‘

惠特尼公司和航空研究公司都采用了 串列叶轮
,

并 已取得满意的结果 〔“ ’ ’ 〕。

管式扩

压器也属于这种新型元件
,

它成功地解决了超音速扩压器的主要矛盾
,

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以加拿大联合飞机公司为代表 〔“ 〕,

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

此外
,

如 多列式

叶片扩压器 口 ’,

旋转无叶扩压器 〔‘“

等新型元件也都正在研制之中
。

六十年代末
,

加拿大联合飞机公司首先将高压比离心压气机的研究成果付诸应

用
,

他们研制成功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以其压 比高达
。

的单级离心压气 机而引人

注目
,

再加上 的前风扇
,

压气机的总压 比为 〔‘川“ ’ ,

装备
一

型 的商用

运输机 已在美国
、

法国等投入航线使用
。

目前
,

随着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研究工作的更 卜

泛开展
,

一些新的
、

高参数的发动机部件或样机正在研制之中
。

美国通 用 电 气公 司于

了 年公布了他们研制的 级轴流加 级离心的压气机试验成果
,

总压 比为
,

其中离

心部分压 比为
。 ,

研制过程中对离心压气机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试验 比较 〔‘“ ’ ,

该 公司

在七十年代初期曾研制成功 了 轴马力的涡轮轴发动机
一 一

乎“ ’,

其中压气

机的总压 比也是
, 是 由 级轴流加 级离心所组成

,

对 比之下 可以看出 进展是 很快

的
。

再如美国艾利逊公司 的 系列涡轮轴发动机
,

压气机部分为 级轴流加 级 离心
,

急

压 比为
,

早期型号是在五十年代末研制成功的
,

并成为美国装备轻型直升机的主要动

力装置
,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
,

进行了全新设计
,

并在 年底取得了 轴 马力 样机的

试验成果
,

压气机部分采用了压比为 的单级离心压气机
,

完全取代了原来的 级加

级的轴流一离心式压气机
,

该公司还正在研制参数更高的 轴马力的涡轮轴发动机
,

其中单级离心压气机的压 比可达 〔‘“ ’。

此外
、

法国国家航空研究院自 年 开始从

事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研究工作
,

并取得了压比为
、

效率为 和 压 比为
、

效率

为
。

的单级离心压气机的试验成果
夸 ,

采用这一成果
,

透博梅卡公司新设计了 轴 马

力的涡轮轴发动机 “ 阿赫耶 ” ,

其中压气机部分为 级轴流加 级离心
,

总

压比为
,

该发动机 已在 年研制成功 少 ’。

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以其高速
、

高载的突出特点对离心压气机的设计方法和元件性能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我们知道
,

在五十年代
,

离心压气机的设计开始 由一维计算逐步

离心压气机的效率由于试验时的测量方法不同
,

可能差别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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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二维的计算方法
,

它的理论基础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建立的叶轮机 械三 维流 动理

论
,

特别是其中的两类流面理论 脚 ’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
,

离心压气机的设计方法有了

更为明显的进展 一方面
,

开始出现所谓 “ 准三维 ” 的设计方法
,

即通过子午面和回转

面的计算分别对子午流道和叶片型线进行选择
,

以求更为合理地控制载荷分布 另一方

面
,

大力加强了 内部流动的理论和试验研究
,

以考虑实际超
、

跨音速和粘性流动的特点
,

这一时期也正是高压比离心压气机开始 问世和发展的时期
, 以下我们就对其中的若干间

题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

离心压气机中的损失分析 所谓损失分析是利用对离心压气机中各部件理论和

试验研究的大量资料
,

建立起的按部件的几何和气动参数来决定流动损失的一些经验和

半经验关系式
。

以此为基础
,

在设计新的压气机时可用来作气动热力参数的比较计算
,

并从 中选择所谓最佳方案
。

例如文献
〔 ’ ’建立 了以 比速度为参变量来选择离心 压气机最

佳效率的计算方法 而在分析一台已有压气机的性能时
,

又可用来作性能估算之用
。

文

献 〔’ ’ 认为
,

利用半经验的滑动系数计算公式
,

可 以较为准确地估算离心压气机的输入

功
,

因此压比的估算准确与否将主要取决于损失分析
、

亦即效率的估算
。

文献 〔‘“ ’ 通过

三台高压比离心压气机的性能试验
,

对艾利逊公司的性能估算方法作了试验验证
,

结果

计算和试验的压比 比较接近
,

但效率偏差较大
,

例如对一台 二 。

的高 压比 离心压

气机
,

效率的估算偏高约
。 ,

实际上这说明对效率和输入功 沽算的 可靠性 都不够
。

总之
,

这种或那种损失分析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

这是因为 损失分析 中考虑

的只是一些特征截面的几何尺寸比和流道中的平均气流参数
,

而诸如叶轮和扩压器内叶

片造型对性能影响这样一些重要 因素
,

损失分析中都没有考虑 近代压气机气动

元件的结构差异很大 如管式扩压器 内气体流动规律与叶栅扩压器有很大不同
,

而经

验公式总是 由有限的试验数据中总结出来的
。

所 以
,

用损失分析作变工况计算
,

目前还

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但在气动设计之前用之作初步设计分析
,

以选择主要结构和气动

参数
,

损失分析 比之五十年代给定参数范围的热力计算方法已经前进了一步
。

亚 跨音导风轮的设计 在高压比离心压气机的研究中必须解决其三大部件 跨音

导风轮
、

高速高载工作轮和超音 扩压器的设计问题
。

导风轮的设计方法与轴流式压气机

有很多类似之处
,

因此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跨音速轴流式压气机的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

这

一发展过程的二个主要标志是 年美国首次总结发表的五十年代跨音速压气机的研

究成果 夕“ ,

这时单级压 比一般不超过
,

进 口 叶尖相对马氏数一 般在
。

左右 和

年公布的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 二 。

的 转子 “‘ ’, 年公布的美国普拉 特
·

惠

特尼公司
。

的低速高载单级风扇 , 。

它们所提供的最主要成果 是 提供

了能在超音速进气条件下 良好工作的压气机叶型
,

早期当进气马氏数 限制在
。

左右时

是双园弧叶型
,

后期当马氏数突破 以后主要是多园弧叶型
。

通过 大量的 单转

子
、

单级和双级试验提供了大量的较为可靠的设计数据
,

如损失分布
、

攻角
、

落后角关

系式等
。

从计算方法上看
,

建立了大量的设计计算程序
,

特别是在 流面意义上

的计算方法 已渐趋完善
,

但是考虑粘性和超
、

跨音速等实际流动特点的理论计算方法仍

未达到实用水平
。

因此
,

跨音速压气机的研究成功应是计算方法
、

设计数据和新型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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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叶型 相辅相成的结果
,

这种格局正代表 了现阶段叶轮机械
、

特别是超
、

跨音速

叶轮机械的设计水平
。

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发展也是沿着这一途径进行的
,

特别是跨音

导风轮的设计
,

它没有在计算方法的完善上过分拘泥
,

而是直接采用 了跨音速轴流式压

气机的设计经验
,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

并迅速开展试验研究工作
,

以求提供更为合适的

设计数据和逐步完善计算方法
。

具体作法主要有两种

串列叶轮 这时导风轮与工作轮是分开的
,

因而几乎可 以完全按照轴流式压

气机的设计方法来设计导风轮
。

年文献 哪 」曾提出
,

没有理 由在基本上是轴向的导风

轮里达不到通常轴流式压气机所具有的扩压 比值
。

一 年美国航空研究公司完成

了一台 的单级离心压气机试验件设计
,

在计算方法
、

参数选择和 仆于型等 方面完

全采用 了 〔 〕所介绍的高速高载轴流转子 的设计经验
,

选择了高 达 的进 口 叶

尖相对马氏数
,

并在超音速部分配之以多园弧叶型 其余为双园弧
,

设计步骤与先进

的跨音轴流转子一样
,

分别进行了间隙站和包括叶片通道 内的二步计算
,

在第一步计算

中调整 了子午流道
,

并确定了进出口 速度三角形
, 以此为基础作叶片造型

,

然后进入第

二步计算
,

最后作通流能力检查
。

计算中的参数选择
、

如损失分布
、

攻角
、

落后角规律

等均按 转子
,

并且在计算程序中作了损失迭代和落后角迭代
,

几 何参 数有 些可 以直

接缩型
,

如进 口 轮毅比
、

稠度等
,

有些要结合离心压气机的特点加 以修正
,

如展弦比
、

叶片厚度
、

叶型的叠合方法等
。

总之
,

采用上述方法顺利地解决了高速高载跨音导风轮

的设计问题
,

但是
,

采用串列叶轮后
,

出现了导风轮与工作轮的配合关系问题
,

诸如选

择怎样的导风轮与工作轮叶片的相对位置才能得到 良好的边界层控制效果
,

它们又如何

影响整个压气机的工作范围等都尚待解决
。

上述 串列叶轮中导风轮和工作轮的轴向间隙约在 毫米左右
,

而美国普拉特 惠特

尼公司采用的方案也是把导风轮和工作轮分开
,

但是距离较远
,

可称 作 “ 遥 远 风 导

轮 ” 〔 ’ ,

这样可 以更方便地选用轴流式压气机的数据来进行设计
,

这时边界层控制的

效应 已经很弱
。

普通叶轮 这时导风轮与工作轮仍采用传统的紧连成一体的结构形式
,

但在

导风轮的设计中也是借鉴了跨音速轴流式压气机的设计经验
,

这种作法以美国克里雷公

司在 年后设计的一台 的单级离心压气机试验件为代表 〔“ ’,

该设计以 〔 〕

所介绍的低速高载跨音单级风扇为主要依据
,

导风轮进 口 叶尖相对马氏数 选为
,

这

相当于原型风扇约 转速的工况
,

克里雷公司认为重要的是应保证叶片 元素 上的主

要参数能与原型级相当
,

例如来流马氏数
、

攻角
、

叶片吸力面型线
、

叶栅喉部与来流面

积比等
,

同时对顶部超音 区的模化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

其基本尺寸的缩型比就是以顶部

截面为依据而定出的
。

克里雷公司的试验结果尚未发表
,

这种设计方法的效果目前还难

以评价
,

但它的设计思想 比较灵活
,

只在关键的导风轮进 口顶部区采用跨音速轴流压气

机提供的设计数据
,

而其余部分则仍可按离心压气机的设计经验来处理
。

叶轮载荷分布的研究 从离心压气机中输入的能量看
,

叶 轮载荷 是 以角 动量

。 的增加来表示的
,

但在研究其分布规律时
,

又常常需要定义当地截面的叶片载荷
,

通常在分析问题中是 以叶栅某一截面处叶片吸力面和压力面上的速度差来表示这一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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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在设计问题 中则可用角动量的变化率来表示
。

近年来
,

随着离心压气机参数的不

断提高
,

载荷分布的研究也越加重要
,

主要的进展表现在

在离心压气机的设计工作中除了通过叶轮的子午流道来调整载荷分布外
,

对

回转面上的速度分布也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分析
,

以便通过叶片型线的修改来调整载荷

分布
。

我们知道
,

回转面上位流模型的二维计算方法已较成熟
,

但对如何判断载荷分布

的好坏还缺乏合理的准则
,

美国克里雷公司建议了一种理想的载荷分布模型 图
,

提出了控制外壁吸力面上的速度变化先快后慢
,

控制 内壁压力面不出现倒流等原则 〔“‘ ’

美国航空研究公司还建议了一种工作轮内的角动量变化规律
,

认为在设计 中应该进行检

验 〔 ’ 。

但是
,

这些建议均 尚不能作为定量分析的原则
。

显然
,

为了提高离心压气机的

设计水平
,

特别是为了解决所谓 “ 最佳设计 ” 问题
,

载荷分布的研究必须进一步深入
,

看来开展对损失机理等内部流动现象的理论和试验研究是解决这一 课题的 较为根 本途

径
。

叶片型线的调整与加工方法和 强度上的限制密切相关
,

近年来 由于多轴数控

铣床的应用和高性能材料的选用
,

加工和 强度上的限制 已大大解放
。

图 在
,

座 标

中示出了外壁回转面上叶片型线的展开图
,

其中 叶轮取 自 〔 〕
,

叶轮取 自 〔 〕
,

有趣的是在丹,

座标中它们几乎完全一样
,

为了对比
,

还选取了另一种 常见的
、

加工

较为方便的叶片型线
,

其导风轮含径向线母线
,

而工作轮是径向直叶片
,

称为 叶轮
。

现代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统一考虑了导风轮和工作轮的造型
,

因此
、

丑叶 轮的 叶片型线

自进 口 到出口 是一个曲率变化比较均匀的曲线
,

且出口 均选为后弯式叶片
,

对 比看出

叶轮的型线在导风轮和工作轮衔接处的 曲率显然是被不必要地加大了
,

这将 导致局部

叶片载荷的增加 〔“ ’ ,

同时试验表明
,

在离心压气机叶轮 由轴向到径向的转弯处 气流往

往容易开始分离 〔 ” ”〕 ,

因此这种造型的载荷分布看来不尽合理
,

对流动状况 的影 响是

不利的
。

工作轮中新的流动模型 直到 目前
,

离心压气机工作轮的计算方法是建立在位

流理论基础上的
,

但是这种计算方法能否反映影响性能的基本流动现象是值得怀疑的
,

它的主要缺点是没有考虑离心叶轮中边界层增长和气流分离这一重要现象
,

一些试验结

果也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

例如采用高灵敏度测量仪器对出口 流场的测量结果表明
,

在离

心叶轮的出 口 ,

流动总是分离的
,

而不是充满整个流道
,

在出 口 截面分 离区 可 以 占一

半
,

甚至更多 再如
,

采用半导体高频压力传感器可 以测得叶轮外壁 回转面上的叶栅速

度分布
,

结果表明
,

在气流由轴向到径向的转弯处气流最易分离
,

那末这种分离流动进

入工作轮后又应如何发展呢 这些都说明了寻求更为合理的工作轮内部 流动 模型 的必

要
。

美国
。 ,

迪安等人在六十年代末提出了一种工 作轮 内 部 流动 的射 流一 尾迹 模

型 ‘ ,

它的要点是 气流在导风轮叶片吸力面脱离后
,

形成一个近似为等 马氏数的射

流区
,

然后冲向工作轮叶片压力面而流出
,

这样
,

在分离点后工作轮的内部流动是 由截

然不同的两部分组成 图
,

一部分称为射流区
,

另一部分是相对静止的尾迹区
,

其

中充满了由流动中各种损失产生的大量低能量流体
,

同时
,

由于哥氏力的影响
,

射流和

尾迹区互不混合
,

二个区域的 分界线在流动中保持相对稳定
。

这一模型在低速情况下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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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内都流场的测量得到验证
,

证实了二元的射流一尾迹区的分离模型
,

特别是证实了

两个区域互 不混合
,

但对于高速情况还只是通过出 口 流场的测量作了局部 验证
,

例 如

〔 〕的 试验证明了分离区实际上只集中在出口 每一叶片通道截面的一角 靠近外壁和

叶片吸刀 面的一角
。

目前对旋转座标系中气流的分离流动和混合过程
,

以及对工作轮

内尾迹区形成基理的理 沦和试验研究都还不够深入
,

有人认为吸力面上尾迹区形成的主

要原 因丸 切 向压力梯度作用下的二次流现象 有人则从切向压力梯度对吸力面边界层紊

流结构的抑制作用来解释 “‘ ’,

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

那就是

在叶轮设计中考虑旋转效应和流线曲率影响的合理搭配是有益的
,

例如后弯叶轮对出口

流场的改善作用就是
。

另外
,

反映上述射流一尾迹模型的计算方法也还处在探索阶段
,

计算中最主要的是决定分离线的位置
,

在此基础上才能估算出正确的气流出 口参数
,

美

国航空公司在设计中仅采用 了一个很粗糙的气动堵塞因子 假设为一 来 沽算尾迹

区所 占的 比例
,

克里雷公司建立了采用激光侧速仪专门研究 内部流场的高压 比单级离心

压气机试验台
,

并在设计中试用了一种位流和边界层计算迭代的方法 实际是只迭代一

次的修正方法
,

但 当尾迹区比例很大时
,

这种作为边界层处理的计算方法是否合理还

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

后弯叶轮的新发展 后弯叶轮的设想是很古老的
,

在低速的压缩机等行业中已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但它的新发展却是在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出现之后
,

由于改善工作范

围的迫切要求而提出的
。

后弯叶轮的主要优点是 沿压气机等转速线流量减少时使输人

功增加
,

从而提高压气机工作的稳定性 提供了控制工作轮载荷分布的手段 降低扩压

器进 口 的 马氏数
,

使扩压器叶片可适应较大的攻角变化范围
,

也有利于改进变工况性能
。

英国雷伦德燃气轮机厂的 马力卡车发动机中单级压 比 二 的 离心 压气

机
,

由径 向叶轮改为后弯叶轮后
,

流量范围增加到 声 。 ,

图 是原型和 改进后的压

气机特性比较
,

为补偿后弯叶轮输入功的减少
,

叶轮直径由 毫米增加到 毫米
,

达

到 了稍高于原型 的级压 比
,

而最高效率水平仍维持不变
。

由等转速线的 形状 还可 以 看

出
,

后弯叶轮压气机的运行线可 以穿过高效区而仍具有足够的喘振裕度
,

从这个意义上

讲
,

后弯叶轮压气机的实际使用效率要比径向叶轮高
。

后弯叶轮的主要缺点是 与径向

叶轮相 比
,

为达到相同的压 比指标
,

需要较高的 园周速度
,

而且还增加了叶片的弯 曲应

力
,

所 以叶片应力比径向叶轮高
。

目前
,

随着高强度铝合金
、

钦合金等材料性 能 的 改

善
,

叶片应力问题 已可 以得到解决
。

考虑到现有离心压气机设计方法中的一些准则均是

建立在径向叶轮的试验研究基础上的
,

因此应该开展后弯叶轮的试验研究
,

以求建立可

靠的 设计方法和相应的设计准则
。

硕 关于边界层控制技术 众所周知
,

边界层控制的基本目的是用来阻止 引起气流

分离的不稳定流动条件的增长
,

特别是在高压 比情况下
,

限制气流分离和减少压气机损

失 的问 题就越 加重要
。

在气流可能分离的地方都应采用边界层控制技术
,

其方法一般

分为两种
,

即激励法和取消法
,

前者是将高能量的流体按与流动平 行的方 向引入 边界

层
,

后者是在气流即将分离的地方
,

将低能量的流体从边界层中抽走
。

例如在串列叶轮

和多列式叶片扩压器中
,

前一排叶片对后一排叶片的气体流动就有激励效应
,

而在叶轮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外壁或扩压器盖板上通过一系列小孔抽气的办法则属于取消法的边界层控制技术
。

显然
,

采用边界层控制技术能否成功
,

首先应取决于设计者是否对离心压气机中气

体分离流动的实际状况有较为确切的了介
,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的还很不充分
,

尚未

取得有实用意义的具体结果
。

例如前面提到的工作轮中新的流动模型
,

初步的研究结果表

明
,

虽然离心压气机叶轮内的流动通常是分离的
,

但它却并不导致很 大的内 部流 动损

失
,

其秘密所在看来是离心叶轮中所特有的强烈的哥 氏力效应
,

由于哥 氏力的影响
,

使

叶片吸力面上的边界层趋于稳定
,

使主流射流区和尾迹区的分界线保持相对稳定
,

并对

分离所导致的混合损失起衰减作用
,

这些现象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扩压器中

的内部流动
,

文献 〔 〕中叙述的事实是很有意思的 近年来通过大量试验数据的积累

和分析
,

成功地得到 了影响扩压器静压恢复系数 的最主要 因 素
—

扩压 器喉 部阻 塞

系 数 ‘ ,

而且 通过 多次的平板直 壁扩压器试验
,

归纳出 了 与 ‘之 间的 经 验 曲

线
,

并与压气机试验作了对 比验证 〔 〕 然而
,

最后试图采用边界层理论计算方法来

确定
‘
的努力却遭到了失败

,

计算和 试验 所得的 ‘几乎相差两倍
,

招创 的作者把原

因归结为离心压气机扩压器进 口 区复杂的流体动力学现象
,

诸如叶轮出 口 流场的畸形
、

倒流
、

三元混合
、

跨音流
、

激波
、

激波和边界层的干涉
、

不稳定流动等等
。

基于这种情况
,

目前边界层控制方法的选用 尚处于一种半经验的摸索阶段
,

主要靠

试验调整
。

美国航空研究公司曾在一台涡轮风扇发动机的离心叶轮内观察了固体微粒的

运动轨迹
,

从而确定了沿叶轮外壁气流开始分离的位置
,

并和叶轮外壁和靠近外壁 回转

面上叶片表面的二元边界层计算作了对比
,

发现试验和计算的结果有 较好的 符合
,

因

此
,

该公司在其高压 比叶轮的设计中就是通过边界层的计算确定了叶轮外壁开孔抽气的

位置
,

以此作为初步选择
,

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试验调整 山
。

孤 超音速扩压器的研究 普通的叶片扩压器在高压比压气机中仍继续被采用
,

但

其结构形式与早期的平板叶片
、

双园弧叶片或机翼形叶片 已有很大区别
。

进 口 区
,

为适

应高马氏数来流
,

作了专门的处理
,

喉部以后基本上类似于直壁二元扩压器
、

扩压器出

口 的叶片周 向厚度较大
,

但 由于此时马氏数 已降至 以下
,

突然膨胀一混合 损失 并不

严重
。

这类叶片扩压器被称为 “ 叶片岛 ” 或 “ 楔形 ” 扩压器
。

对于进 口 缘的流动情况
,

文献 〔 〕作 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

纹影照片与壁面压力测量数据表明
,

当 来流马 氏数

时
,

槽道进 口 有激波存在
。

在激波前
,

等压线几乎与无叶段及半 无叶段 的 自由

旋涡流线平行
,

这里发生少量的超音扩压 在紧靠激波的前面
,

有一个快速调整区
,

此

处气流马氏数突然增加或减小
,

产生一个一定强度的类正激波
,

使之适应亚音速喉部下

游条件 激波以后
,

流型逐渐变成一元
,

从喉部开始
,

下游等压线几乎与流道中心线垂

直
。

喉部以后扩压通道的性能可用文献 〔 刃 的试验数据来估价
。

管式扩压器 自 年问世 〔卿 以来
,

引起了离心压气机设计 研究工作者的很大兴

趣
,

加拿大
,

苏联和美国都先后发表 了研究报告
,

我们也作过三种结 构方案 的 比 较试

验
。

国内外的试验结果表明
,

这种新型扩压器具有结构简单
、

加工方便
、

成本低

和效率高等优点
。

特别是在超音速进 口 条件下
,

其优越性尤为突出
。

加拿大联合飞机公

司首先将这种结构用于小型涡轮轴和涡 轮风扇发动机
。

最近美国艾和逊 公司 〔 。’ 、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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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研究公司 川 等在高压比 离心压气机研制中
,

也考虑了采用管式 扩压器的方案
。

管

式扩压器是 在实心园盘上钻削一系列弧立的 园锥一园柱 或园锥 形管道构成的
。

在进

口 处
,

相邻园柱 锥 面相交
,

形成椭园形进 口 缘
,

这种进 口 缘象山岭一样由扩压器喉

部向叶轮出 口处伸展
,

高度和截面逐渐减小 图
。

椭园形进 口 缘使扩压 器进 口 几何

角沿轴向呈抛物型分布
,

它很好地适应 了叶轮出口 的不均匀气流
,

使之由罩壳到轮毅均

处于大致相同的攻角
,

从而减小了撞击损失
。

进 口 的后掠形状对于接纳超音速来流有特

殊作用
,

选取适当的几何参数可以使法向马氏数
,

实现无激波扩压
,

同 时
,

它

还有助于增加气流的稳定性
,

抑制下游边界层的分离
。

喉部下游的锥形流道 中
,

气流基

本上是轴对称 的
,

二次流损失小
。

上述诸因素
,

使管式扩压器具有独 特的压 力恢 复特

性
,

大多数试验表明
,

它的扩压效率比普通扩压器高
。

管式扩压器的设计
,

基本上是一

种几何作图法
,

一些特征参数对性能的影响 〔 〕中有讨论
。

文献 〔 〕在喉部以后采

用两段不同锥角的锥管结合起来构成两级扩压流道
,

据称它的扩压效率比单锥管稍高
。

管式扩压 器的主要缺点是流量范围太窄
,

因而影响了它的推广应用
。

多列式叶片扩压器的特点是将载荷分配在几列不同叶型的经向叶栅中
,

与普通扩压

器比较
,

每一叶列的载荷都 比较小
,

而且通过各列叶栅周 向错开布置
,

上一列叶片表面

边界层在进入下一叶列时被纳入主流
,

下一列叶片表面边界层重新建立
。

因此
,

扩压效

率比普通扩压器高
,

稳定运行范围也宽
。

文献 〔 〕 的试验压气机采用 了三列

叶栅
,

扩压 器的损失比普通扩压器低
,

最小损失点至失速点 的范 围大
。

文 献

〔 〕 二 的试验压气机采用双列叶栅的级效率比采用直壁扩压器的级效率高
,

流量范围是后者的 倍
。

多列式叶片扩压器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设计方法
,

英美大多沿

用轴流静子的设计程序通过保角变换将轴流叶栅转换到径向平面
。

叶栅稠度 约为

比普通扩压器要小
,

因此
,

有人把普通扩压器叫做高稠度扩压器
,

把多式式叶片扩

压器叫做低稠度扩压器
,

并把流量范围的宽广归结于低稠度带来的效果
。

影响多列叶栅

性能的最主要 因素是重迭度 和弯度比 它是载荷分配的一种表达方法
。

关于重迭

度 图 对性能的影响
,

说法颇不一致
,

文献 〔 〕认为不 同重迭度的级效率变

化为
,

而文献 〔 〕则认为变化范围为 一
,

后者还绘出最佳重迭度为
。

文献 〔 〕的设计方案则取
。

通常第一列用小弯度薄叶片
,

叶型 用双

园弧
,

以适应高马氏数来流
,

第二
、

三列用弯度稍高的 系 列叶型
。

文献〔 〕

对轴流串列叶栅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弯度比 后列比前列 取 ‘ 较好
。

有关叶栅数

据的介绍以文献 〔 〕较为完整
,

但该文报导的采用叶栅扩压器的级效率不如用管式扩

压 器的高
。

从扩压器几何参数分析
,

可能是第一列叶片进 口 角太大
,

与叶轮出日 流场匹

配不 良造成的
,

尚不能由此得出叶栅性能不如管式的结论
。

多列式叶片扩压器的另一特

点是迎风面积小
,

这对航空用 离心压气机尤为重要
。

同时它对减小壁面边界层损失也是

有利的
。

但是
,

总的来说
,

它只能剥离叶片表面边界层 ,

对壁面边界层没有控制作用
,

而对于展弦比很低的离心压气机扩压器
,

壁面边界层对性能的影响并不亚于叶片表面边

界层
。

多列式叶片扩压器应用不广
,

原 因之一也在于此
。

此外
,

多列式叶片扩压器加工

要求高
,

加工费用大
,

也影响了它的使用和深入研究
。

但是随着级压比的提高 , 扩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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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越来越大
,

弄清多列式叶片扩压器的流动规律
,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法的重

要性愈加被人们所认识
。

文献 〔 〕在单级压 比 的气动设计中
,

把轴流叶栅损失数据

和边界层计算结合起来
,

分析 比较了扩压器的性能
,

遗憾的是 尚没有看 到它 的试 验结

果
。

高压比离心压气机 自问世 以来
,

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发展时期
,

我们可 以看到 一方

面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试验件迅速增多
,

并不断取得成功
,

有些还在发动机中得到了实

际应用
。

目前美国许多主要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单位都正在从事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研究

工作
,

据报导
,

英国
、

法国和西德的一些研究单位和高等学校也正在进行这方面工作

另一方面
,

为了建立反映实际流动特点的计算方法
,

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试验研究
,

特

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
,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开展
,

但是这些计

算方法均 尚未达到实用阶段
。

这种状况说明了对离心压气机内部流动过程在理论上所掌

握的知识与实际机械中所发生的现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

那末如此众多的高压 比

离心压气机试验件又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 同时
,

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研究工作应该沿

着怎样的途径进行呢 上文曾指出 一台性能 良好的压气机
,

特别是跨音速压气机的研

究成功是计算方法
、

设计数据和新型元件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的结果
,

这里所指的新型元

件是指那些 由于抓住了流动过程某一方面的主要矛盾
,

大胆创新而研制成功的部件
,

诸

如跨音速轴流压气机中的双元弧和多元弧叶型
,

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中的管式扩压 器和串

列叶轮等
,

它们的气动特性虽然研究得还不够充分
,

其设计方法甚至是半气动
、

半几何

的
,

但它们却往往因其在介决主要矛盾方面的有力锋芒而获得成功
,

例如管式扩压器的

设计方法几乎可 以归结为一种在经验准则指导下的几何作图
,

但它却使扩压器进 口 区超

音速流动和三元流动的特征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所谓设计数据是指那些由于理论 尚不完

善
,

而需要通过试验得到的一些 设计准则的定 量标准
,

由于其理论 基础的不 完善
,

这 些设 计数据 的共同 弱点是应 用范围的局 限性
,

但他们的突出优点是其可靠性
,

往

往可供设计时直接采用
,

例如在跨音速轴流压气机的发展初期
,

直接在单转子
、

单级或

双级试验件上所积累的一些数据 已在设计中得到了应用
,

在离心压气机的试验研究中所

积累的大量损失数据 已使我们有可能在热力计算时进行所谓最佳的方案选择 至于计算

方法 , 近十余年来研究工作者作了巨大的努力
,

但至今考虑粘性影响
、

超
、

跨音 速 流

动
,

特别是激波和边界层的干涉等现象
,

尚未能建立起实用可靠的计算方法
,

正是在新

型原件和设计数据方面取得的进展弥补了理论计算方法在这些方面的不完善
,

使我们得

以能 比较正确的进行设计
,

这也就是如此众多的试验件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
。

这里应该

强调指出 新型元件的研制和设计数据的积累必须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
,

同时
,

这

些试验件的成功也还远非最佳意义下的成功
。

因此
,

我们必须在高压 比离心压气机的研

究工作 中加强内部流动的理论和试验研究
,

以期对理论计算方法进一步完善
,

并使离 己
压气机性能有更大的改进

。

同时还应强调指出离心压气机中流动过程 与一般轴流压氯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同的特殊性
,

特别是叶轮中强烈的哥氏力影响和扩压器中复杂的进 口 流场 以及小展弦

比特点对损失机理的影响
,

这些又都对离心压气机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

我们

认为
,

一些重要的内容是

探讨更符合实际的流动模型
,

并建立相应的 计算方法
。

跨音导风轮
、

后弯叶轮和新型扩压器的试验研究
。

不断改进 内部流动测量手段
,

使物理模型的建立和设计数据的积累都能有更为

完善和可靠的依据
。

为最终解决设计的最优化创造条件
。

我们相信
,

只要各方面的工作互相配合
,

相得益彰
,

离心压气机的性能将会大大改

善
,

高压 比
、

高效率
、

且具有 良好工作特性的离心压气机必将在实际应用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和开辟更新的前景
。

图 离压 比离心压气机叶轮外形 序号与表 同
、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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