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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介绍了气力输送的实验设备 评述了水平栓流气力输送的压力降计算方法
,

用 种不

同的方法计算了压力降并与实验数据进行比较 此外评述了用特征线方法进行水平管的数值模拟
,

倾斜管的压力降计算和长距离的栓流气力输送 最后展望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检状流
,

密相气力输送
,

压力降
,

料检
,

料栓速度

前 言

气力输送是利用空气在管道内的流动
,

将物料沿着指定的路线进行输送 它在化工
、

采矿
、

粮食
、

食品加工和建材工业有着广泛的应用
,

因此得到各国工业界的关注和重视 物料的管道

气力输送技术至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了 在 年代以前大多数气力输送都是在物料全部悬浮

的条件下进行的动压输送
,

称之谓稀相气力输送 例如
,

加拿大 和 教授在 年

出版的 《复杂混合物在管道中的流动 》 一书中认为
“

我们将会看到固体可以在 种条件下在

流体中进行输送 一种是处于全部悬浮状态 另一种是部分甚至完全沉积着而作为一个床层进

行运动 不过
,

大多数实际应用都是在全部悬浮的条件下
,

或者按习惯说法是
‘

固体无沉降
,

条

件下实现的
’,

年代出现了密相静压气力输送
,

物料在充满管道的情况下移动 如果物料

很长
,

则移动很困难
,

若将料柱切割成
一

段段短的料栓
,

与气栓相间隔着而移动
,

即成栓状流密

相气力输送 栓状流密相气力输送与传统的稀相气力输送相比
,

具有高的料气输送 比
,

低的输

送气流速度和低的工作压力
,

因而前者具有能耗小
、

磨损小
、

料粒不易破碎等优点而受到工业

发达国家的重视
,

对它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一定的理论研究
,

目前 已在工业上应用
,

使气

力输送技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实验装置和测量系统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 所示
,

此为脉冲气刀式栓流气力输送装置系统图 被输送物料由进料阀

进入料罐
,

当到达预定数量时
,

关闭进料阀
,

压缩空气 自料罐的上部进入
,

使料罐加压 同时少

量空气自料罐下部进入
,

松动粉粒料
,

以利排料 打开排料阀
,

料流便进入输送管道了 输送管

道的一端与气刀与电磁阀相连接
,

由电磁阀控制产生脉冲气流进入输送管道 脉冲气流将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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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料流切割成较短的料栓
,

形成气栓和料栓相间地流动
,

被输送到分离器排出 当料罐送完
,

先

行放气
,

再打开进料阀进料 为了保持连续运行
,

可以并联两台料罐
,

交互进行输送

输送管道 空气排出过撼器

料幼

气刀与电磁周

图 脉冲气刀式栓流气力输送装置系统图

测 系统

测量装置和测点的确定

在输料管上部开孔
,

焊上传感器接头座
,

再安装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接受的压力信号
,

变成电流信号输入信号放大器
,

再接到微机上
,

绘出压力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

此即动态压力示

波曲线

传感器的布置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

即前后保持一定间距的
“

成对布置
”

每对传感器的间距
,

只应稍大于一个料栓的长度
,

以保证在一对传感器之间只有一个料栓通过 如图 中的 ①
、

②

测点 一对传感器之间的间距应在测试前根据物料的物性预先估计或参照 己有的经验确定

卜一 一一叫 函
①

尸 』我

典型波线图 、压力变化的物理过程

图 典型波线图及其物理过程

动态压力波线图变化过程的物理实质

对 ①
、

②点压力波线图变化过程的物理实质
,

进行分析可得到料气栓的运动参数值和脉冲

输送的阻力 我们考虑 ①
、

②点后只有一个料栓的情况 图 所示为典型波线图 图 为

压力变化的实际物理过程
,

其过程如下
一一 料栓未到 ①

、

②传感器
,

①
、

②点后管道通大气 —料栓头刚进入 ①
,

由于料



栓中气压作用
,

使 点后压力上升 —料栓尾刚离开 ①
,

即气栓头刚进入 ①
,

故 ①点接受

气栓气压
,

线的垂直高度 仰 为一个料栓的压力损失
,

绝对稳定时 线应水平 —
料栓头刚进入 ②

,

此后 ②点接受料栓中气压而上升 —料栓尾刚离开 ②
,

点后 ②接受气

栓压力
,

线的垂直高度为一个料栓的压力损失
,

绝对稳定时 线应水平
,

一一 料栓头

刚达管道出口
,

而后随着卸料
,

料栓渐短而阻力减少
,

①
、

②点压力下降 —料栓尾刚离开

管道出口
,

同时随后气栓喷入卸料器
,

以后为过滤器排气过程 —排气完了
,

恢复到通大

气状态
,

①
、

②点基本同时与大气平衡
,

点以后的线称为排空线 水平直线
,

也是 ①
、

②两

个压力传感器标定的零线 实际上
,

点后料栓渐短
,

常被击穿
,

故进入卸料器时多为稀相

由上述物理过程可得 △ ,

—料栓头部由①点前进到 ②点所经过的时间 △勺

—料栓

全长经过 ①点的时间 △勺
—料栓尾或气栓头部由 ①点前进到 ②点所经过的时间 △奴

—
料栓离开 ①点后

,

前进时其头部达管出口所经历的时间 △坛

—料栓全长经过管道出口 的时

间 △悦—料栓全长经 ②点的时间 —在 ①点处于一个料栓的阻力
,

也是这时管道中①

点的压力

由上述 △ ‘ 可计算出下列参数

在 ①
、

②点处的料栓速度 砚 二 △

在 ①点的料栓长度为 讥 △‘

料栓尾或气栓头的速度为 △亡

水平管压力损失的解析计算 一

年英国剑桥大学 等 首先提出水平管中栓塞型密相气力输送的压力损失计算

方法 年代末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马家欢研究员等 ’ 也从事栓塞型密相气力

输送的研究 澳大利亚 教授等 一 】分别于 年
,

年
,

年等发表多篇论

文

栓塞型密相气力输送的基本方程

内侧压系数 兀诉

应力 。 是垂直作用于管壁的法向壁面压力 对于水平料栓流动
,

壁面压力由二部分组成
,

如图 图 所示 是料栓重量对管壁的法向壁面压力 在图 中

。

其中 是管道半径
,

是重力加速度
,

是料栓的堆积密度
,

是极坐标的角坐标 轴向压

缩应力 入 产生径向压缩应力 诉 比值

氏 人

称之谓内侧压系数 凡诉就是在计算筒仓应力时水平和垂直应力之比

对于料栓在管道中平行于管壁运动
,

提出一个 么 定义为静止内摩擦角
,

它比内摩

擦角 毋 小
,

并对英国 等 提出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正为

‘、‘夕尹、、声
勺自

了、
,

‘、,几
一 汽 。 一 几

汽 。 一 几
二 甄 么

其中 汽 是壁面摩擦角
,

二 是由物性决定的角度量



壁面处内部质点径向应力 由于物料重 产生的法向墓面应力

口 , 心兀旧

壁面压力 壁面法向总应力 料栓的横截面

图

根据实验数据和公式
,

得到下列经验公式

汽 二 ‘沼

其中 、 是堆积物的比重 无量纲堆积密度

力平衡和压力梯度

图 表明在水平管道中
,

颗粒料栓单元受空气压力和应力的情况 图中符号如下 和 即

是 方向空气压力和它的增量 作用在单元两边的压力分别是 和 伽十 即
,

这里横戴面积
“ ,

刀 是管道内径 在流动方向外力压缩料栓的内部颗粒
,

产生 。二

和它的增量 。二 ,

见图 作用在单元两边的力是 。二

和 。二 。二

乏 —竺 介 十

在二 口

丫丫峪二

图 作用在水平料栓上的空气压力和应力

当一个运动料栓达到定常状态
,

驱动和阻力二者达到平衡状态 假定轴向应力和它的径向

转换应力只是 二 的函数
,

则作用在长度为 二 的单元上力的平衡可得

口 ,

份 十 一 一 关
’” “一 。一

其中‘ 为壁面剪切应力
,

为管道半径

假设压力梯度是一个常数
,

则
如一

一一一
一一



其中 印
, ,

分别是单个料栓的压力损失和长度
,

并假定
。

》
,

这对于一个正常的柱栓流动

是合理的 式 的边界条件为

口

工 口

在 处

在 处

其中 和 分别是料栓前面和后面的轴向应力 上述方程的解就是单个水平料栓的压力梯度

的方程
,

如下
户 夕拼 拼 。

一一
如一

其中 是物料的堆积密度
,

是重力加速度
, 拼 是壁面摩擦系数

文献 【 取 。 为
, 叽 一

其中 陈 是料栓的速度
,

是料栓中粒子的平均速度

文献 取 。 为
。 嘴

其中 。 是静止层中粒子所 占管道截面积之比

气液两相流动比拟

文献 【」应用了 和 提出的气液两相流动比拟
,

如下

叽
·

。刀 ‘

文献 应用了气液两相流动比拟给出

一 、
·

‘

洒
将 式代入 式再代入 式可得

瓜 。 刀 ‘ 价 。 。。 一
瓜一一

如一

料栓质点的平均速度

和 假设运动的料栓是一个堆积床
,

应用欧根 公式

留
一 · “ 嵘

这里
。

是空气的密度
,

是空隙滑移速度

一 伟

这里 是两相交界面的空气速度
,

和 是 常数

一粤翁里

二
一



其中 , 是空气的翰性系数
, ￡ 是空隙率

,

是粒子直径
, 认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料栓质点是充气床

,

因此不可以应用欧根公式

文献 基于实验数据提出了一个半经验的 陈 和 的关系式 文献 闭 则特制一个实验装

置来测定 式中的系数 和

将 式代入 式可得

嵘 一 叽 叽 醋一一
印一‘

将 式代入 式可得

嵘 助阵 肉

其中

一 “、
·

‘ 、 。 “

,几

心 一 冉夕 一 拼

解 式可得
、 一 一儿 士

你
一 九 、 ,

因为 一 陈
,

因此

、 一 一 一

斌‘一 ,

总压损失

在管道中料栓的总长为

。 二 功 区 一 巧
。

而万 巧

其中 是物料流量
,

是管道长度
, 。 是静止层中粒子所占管道截面积之比

将 式代入 式或 式可得到一个料栓的压力梯度 印
。 ,

再乘以

压损失

如 二 印
。

式可得总

水平管总压损失的计算步骤

给定初始数据

物料参数
, ,

毋
,

九
, ,

,
, ,

、 管道长度和直径
,

输送物料流率
,

气体质量流率

根据 、 式计算出 万亩值

假设一个压力损失

根据压力损失计算出空气平均密度 用常温
,

平均压力和空气状态方程进行计算

计算出 式中的
, ,

值
,

再根据 式计算出 巧 值

再根据 、 式计算出总压损失



比较计算结果的总压损失和假设的总压损失 重复计算 、 的步骤
,

直到满足精度

要求

计算结果和讨论

本文用 年和 年
,

以及 年 的 种计算方法
,

计算了栓

状流密相气力输送的总压损失
,

其数值结果列于表

表 压力损失 △ 的计算结果

压力损失 △

哪 主动

物料

流量
一

气体

流量
一

料气比 拌

无量纲

, ℃ 【
二一 计算

,

已

主动
口二

二

被动

计算 气

‘

“
﹄匕

一

几上臼勺﹄勺勺

⋯
,

几

⋯⋯
刁,上几人,工,上,上勺山孟,上今山

曰合阿
,

⋯⋯一

︸,弓山

⋯

材料
,

黑塑料丸
,

管道长度
,

管径 二

图 是 闭 的论文中给出的实验结果 从表 的计算结果和图 的实验结果

比较
,

结果符合得较好

、

哎尖 饥 。 一

一迪一 一一
, 、

目召、麦司盘田硕

‘ 扳石亏万灰
空气质 流率 饥 ,

男
图 】给出的实验结果

年澳大利亚 的理论原理与 年英国剑桥大学 等的文章基本

相同 前者从实验数据得出料栓是主动倒塌的
,

后者则认为是被动倒塌

此外
,

用一个二次方程代替了 的三次方程

篇论文的料栓前端轴向应力 。 的表达式略有不同 的论文中

。 二 八 嘴 一



文献 中
。 二 。 嘴

二者相差 一 的因子 文献 中

巧 一

作者用 的方法用主动倒塌 计算壁面侧压系数
,

则所得的压损 如 值

与文献 的计算结果很接近
,

其误差在实验误差的范围以内 作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用理论

计算 兀
,

而是用实测 万谕值
,

或者用实验数据反算 凡碗值
,

这样可得到与实验结果符合的压

力损失 匆 的计算值

在大多数情况下
,

真实的料栓质点是充气床
,

采用堆积床的欧根公式来计算
,

与

实验结果比较
,

相对而言误差稍大 文献 刃采用特殊的实验装置测量出系数 和
,

计算结果

和实验结果比较
,

相对而言符合较好

水平管料检输送的数值摸拟

日本 对水平管料栓输送进行了数值模拟 文献 睁
, ,

在水平管压力损失的解析

计算中都采用了 “
气液两相流动比拟

” ,

文献 采用特征线方法数值计算气体流动方程组

气体流动方程组

假设等温气体的气体速度小于压力传播速度
,

则气体运动方程中的非线性加速度项小于压

、,矛
、

、
尹

白曰曰、、了、

力项并能够忽略 气体的连续方程和运动方程如下
‘ 义二 八

二叮 十 一 下了 一一一

口

。帆、 丝
亡 念

其中 。 是气体速度
,

凡 是气体密度
,

是压力
,

场 是壁面剪切应力
,

是水力

平均深度
,

是时间
, 二 是管道的轴向坐标 气体的绝热方程为

其中 无为空气的比热比
,

如 内 二 护
,

为声速

训五于

这里 是气体常数
,

是绝对温度

图 是料栓流动模型 这里 是横截面积
,

下标 表示 自由层的颗粒
,

下标 表示沉积层

的颗粒 假设对一个给定的气流
,

整个管线的沉积层高度 是一个常数
,

沉积层和料栓二者的

空隙率 也是常数 在料栓中气体方程分别在 自由层和沉积层分开解 对于一个给定管道横截

面
,

压力是常数
,

假设

尹

这里 是 自由层的压力
,

是沉积层压力 由气体流动连续方程可得料栓前后边的关系

、 。 , 一 陈 。 一 叽 一 叽



这里 陈 是料栓速度
, 。 是料栓中的气体速度

此外还假设料栓两端的压降可用欧根公式
,

料栓的摩擦力只考虑料栓重量产生的摩擦力

一 占 〕,,

往往

一一
月卜卜

图 料栓流动模型

计算条件

计算条件如下 管道直径 二 ,

颗粒直径
,

颗粒的材料密度 ”

, , ￡ ,

料栓对管壁的摩擦系数 水平直管长
,

计算中将管长分成 个计算网络 计算中采用常数气体质量流率

计算结果和结论

图 表示在管道入 口处固体质量流率
,

和气体表面速度 之间的关系
,

计算值和实验值

符合较好 认为他的计算方法能够预示料栓输送的特性
,

能被用来检验料栓内的压力

分布

口

二护

二
沪

肠芝心

数值

实脸

匕一一一之口曰吐以

一
一一一

〔人

图 在管道入 口 处固体质量流率

一

吼 和空气表面速度 之间的关系

倾斜管的压力损失

澳大利亚 和英国 和 都研究了料栓在倾斜管中的输送问题
,

本

文仅介绍文献

理论分析

图 表示料栓在倾斜管道中向上输送时
,

作用于料栓单元上的空气压力和应力 由于管道

倾斜料栓单元的重量 可分成二部分
,

平行于管线的为 口
,

垂直于管壁的为 口
,

其中尽为管道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
,

如图 所示 因为料栓和管壁之间有摩擦
,

有一个休止角
,

故仍可以假设在倾斜管中两个邻近料栓之间有固定床 因此
,

在水
一

平管中的压

力损失和料栓速度的理论关系 可以应用到倾斜管中料栓的流动 只是在计算料栓和管壁之间

的摩擦力时
,

料栓单元的重量是 口
,

而不是



图 作用于倾斜料栓单元上的空气压力和应力

基于粉料力学原理 可推导出
,

在倾斜管中运动的料栓二端的压力梯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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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系数 和 最后根据 、 式可得总压损失

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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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空气是可压缩的以及压力损失是管线倾角的函数
,

料栓速度和料栓长度也是管线倾角的函

数 文献 的实验结果表明管线倾角对料栓速度的影响不显著可以忽略 因此可以假设

汰
气甲子 二

户



总的料栓长度是料栓速度的函数 见 式 因此也可假设

、

一二二 丁

月

考虑这些假设
,

式简化为

一 拜 月 口

所以压力损失达到最大值时的倾角为

月
、 拜

料栓的长距离输送

‘ 研究了料栓的长距离输送
,

并进行相应的实验

低速料栓流动

图 表示颗粒料气力输送的特征和流动模型 在稀相 高的空气速度
,

颗粒均匀地分布在

整个管道的横截面 图 中 ① 当空气质量流率减小时
,

颗粒沿管道底部输送 图 中② 当空

气质量流率在边界 和 之间时
,

沿管线产生长料栓和高压波动以及管线振动 图 中 ③ 如

果空气质量流率减少到边界 的左边
,

颗料组成料栓平稳地在管道中流动 图 中 ④ 当空气

质量流率减少到边界 的左边
,

空气速度不够高
,

推不动料栓 特别是在供料点
,

管道发生阻

塞 仅当控制空气速度在边界 和 之间时
,

才能达到低速料栓流动 边界 代表需要起动料

栓的最小空气速度 边界 代表组成料栓的最大空气速度
,

超过边界 料栓将被破坏
,

产生不

稳定流动

奉 边界

一一一一︸︸
①②④

边界

世长田

边界

分层翰送 ② 二 稀相 ① 一

空气质爱流率

图 颗料料气力输送的特征和流动模型

台阶管线

低速料栓在管道中流动时压力会降低
‘

空气是可压缩的
,

所以在管道末端空气速度会增加

沿管线的压降通常是管道的直径和长度
,

物料性质
,

物料和空气的质量流率等的函数 因此
,

边

界 和 之间的宽度也是这些参数的函数 对于给定的管道直径
,

物料性质
,

物料质量流率
,

管线愈长
,

边界 和 之间的宽度愈狭 因此
,

当管线超过某一长度
,

则供料点阻塞或在管线

下游产生长料栓
,

不稳定流动
,

稀相流动
,

见图



移动料栓 静止床 长料栓 悬浮料粒

二二白豁沸么么
栓流 、 不稳定区 稀相

沿管线的距离

图 沿等直径管线的流动模型

图 表明料栓的最大输送距离为

气速度
,

使它小于图 中边界 的值

将等直径的管线改变成台阶管线
,

见图

移动料栓

如要增加料栓的输送距离
,

必须降低 点以后的空

降低空气速度的有效方法通常是增加 点的管道直径
,

则可增长料栓的输送距离

静止床

沿管线的距离

图 沿台阶管线的流动模型

实 验

实验装置如下安排 位于管线末端的回收筒仓安置在供料漏斗之上 因此
,

在不同输送条

件的实验中
,

物料可以循环运行 供料斗和回收仓都安装称重单元
,

可得到通过管线的物料质

量流率 等直径管线和台阶管线的水平管
、

垂直管
、

水平管 的管长分别列于表

表 管线数据

管型 直径 总长 水平管 垂直 水平管 弯头数

等直径

台阶

实验在空气质量流率很宽的范围内进行 因此
,

边界 和 的位置可由实验确定 表 列

出等直径管线和台阶管线的边界 和 的实验结果 表 中的下标 和 分别代表在边界 和

的实验结果
,

为物料质量流率
,

二 为空气质量流率
,

仰 为压力损失
,

△ 为空气质量

流率范围 即边界 和 之间的宽度 △。 二 一 实验材料是用了白塑料丸和

二种颗粒料

从表 可明显的看出 台阶管线的空气质量流率范围 △二 比等直径管线的大 如上面

节所述 对于给定的管道直径
,

物料性质和物料质量流率
,

空气质量流率范围 △二 反比于管线

长度 因此
,

从上面的实验结果可知 使用台阶管线可以增加料栓流动的输送距离

结 论

在台阶管线中成功地进行了低速料栓流动气力输送实验 实验验证了台阶管线可以增加料

栓流动的输送距离

其 他

法国 和 澎‘ 实验研究了密相气力输送在很低速度下压力降的特征 英国



表 边界 和 的实验结果

白塑料丸

等直径管线 台阶管线 等直径管线 台阶管线

风
一

爪 一

△

,

氏

一

△

△ 一 又

,

实验研究了尺寸和输送性能很大不同的原材料在气力输送中的能量耗散比 为了增加

设计的灵活性和需要多于一个压力降相互关系式
,

英国
,

和 ’ 给出了

气力输送系统的模拟系统 斯洛伐克 和 研究了气力输送的能量优化 以色列
,

和 ‘ 模拟了料栓在垂直管中的气力输送

展 望

物料的管道气力输送技术至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了 在早期的 多年里气力输送都是在

物料全部悬浮的条件下进行的动压输送
,

称之谓稀相气力输送 由于这种输送方法能耗大
、

磨

损大
,

料粒易破碎等缺点
,

年代初出现了密相静压气力输送的可行性研究 早期的实验装置

其管道输送距离仅
,

即短距离输送 英国剑桥大学的 等的理论计算公式也是和

这种实验装置的测量结果相比较 年 、 年澳大利亚的 等的实验装置
,

其管

道输送距离为 多米
,

即中距离输送 他在 的理论基础之上
,

采用半经验公式加

以改进
,

以适用于中距离输送

随着栓状流密相气力输送在短距离和中距离的工业应用获得成功 作者认为该领域的前沿

课题为长距离的输送 年澳大利亚的 ‘ 对长距离的栓状流密相气力输送进行了实

验研究 实验发现 在长距离输送过程中或者进 口料出现阻塞
,

或者在管线下游出现长料栓
,

不

规则的料栓合并和分裂
,

出现床层式运动等不稳定区域
,

甚至出现稀相输送

预料未来的理论研究将对 ‘ 在长距离输送过程的实验中发现的现象进行理论分析 出

现这种现象的物理力学原理
,

以及如何保证料栓和气栓均匀间隔的稳态流动 作者认为 ‘

用较为简单的台阶管线不能完满的解决在长距离输送实验中出现的一系列复杂现象 应在原有

基础上革新工艺 为了说明问题
,

下面随意地
,

很不成熟地例举 譬如 采用接力的方法
,

增加

压缩空气站和发料罐 在一定距离后
,

引射有一定压力的空气进入管道等方法

预料未来将会出现长距离的栓状流密相气力输送的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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