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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超燃冲压发动机中#三面压缩进气道激波$附面层干扰诱发的隔离段流向涡现象#探索了不

同的附面层抽吸方式对隔离段流向涡的影响
(

结合附面层油流图谱及数值模拟考察了相应附面层流态#并分

析了不同抽吸工况下的抽吸流量及其对出口截面总压恢复与流向涡的影响
(

发现隔离段流向涡气流主要源

于侧壁附面层分离#相比于再附区抽吸#分离区抽吸大幅度抑制了侧壁附面层的分离流动#从源头上控制了隔

离段流向涡的形成#大幅削弱了流向涡尺度#提高了进气道总压恢复
(

同时#抽吸面积越大#流动品质的改善作

用就越明显#但是也伴随着流量损失
(

关
"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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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超燃冲压发动机%三面压缩进气道%附面层抽吸%表面油滴显示%流动形态%流向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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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压缩进气道综合了侧压进气道和二元进

气道的特点#其压缩长度较二元进气道和纯侧压

进气道短#而捕获率较侧压式进气道高#且具有后

掠侧板的三面压缩进气道能够自动改变溢流#使

得进气道能在较宽工况范围内工作#同时也有利

于飞行器机身的一体化设计
(

基于这些优势#三面

压缩进气道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

#-4

(

(

但三面压缩式进气道流场内部激波)膨胀波

以及附面层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导致多处

附面层分离区#尤其是喉道下游隔离段内出现流

向涡对现象'

"

(

(

附面层对于高超声速进气道流场

结构以及总体性能参数有着重要的影响
(

进气道

内激波与附面层作用产生的分离区是导致进气道

总体性能下降)流场复杂度增加的重要原因'

.-0

(

(

对于隔离段内流向涡对现象有两种思路&一

是控制并消除分离涡%二是有效利用该流向涡
(

本

文首先本着控制该进气道附面层流动的角度#为

了提升三面压缩进气道的性能及工程实用性#对

三面压缩进气道内部一些不利的流动现象进行控

制
(

借鉴常规进气道中的附面层形态研究方

法'

#$-##

(

#在高超声速进气道的内通道布置抽吸孔#

将一部分附面层流量抽走#减弱激波和附面层的

作用#以达到改善流场结构的目的
(

同时附面层是

低速低总压恢复区#这部分气流的抽出也有利于

提高进气道的平均总压恢复
(

然而#对于三面压缩进气道内独特的流动现

象#如何设置附面层抽吸还有待于深入探索
(

本文

采用表面油滴显示技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探索

三面压缩进气道附面层抽吸区的设计对激波$附

面层干扰现象的影响
(

;

"

进气道模型

图
#

为模型实物图及几何尺寸图
(

该进气道

是针对来流马赫数为
/($/

设计
(

基准模型总长为

".#(!OO

#侧壁压缩角为
4(5̂

#侧壁前缘后掠角

为
1$̂

#唇口前沿距入口为
/$$OO

#隔离段长为

!1$(0OO(

模型入口面积为
##4OO_#5/OO

#宽

高比为
$2.

#出口为
"$OO_/$OO

#宽高比为

#(5(

总收缩比为
5(.$

#内收缩比为
#(51(

<

"

研究方法

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激波$管风洞中

进行
(

风洞以激波风洞方式运行#稳定运行时间约

!$OQ(

本研究主要利用表面油滴显示技术观测激

波$附面层干扰的流态变化
(

图
#

"

进气道模型实物图及几何图 !单位&

OO

"

;̀

?

(#

"

aE&L&+,VQSE=O+L;S&MLE=

;,'=LO&V='

!

B,;L

&

OO

"

数值模拟采用
'̀B=,L4($

软件#湍流模型采

用
WWN

!

QE=+K-QLK=QQLK+,Q

P

&KL

"

!"

!

两方程模型
(

对流项采用
38WU

格式离散#黏性项采用二阶精

度格式离散
(

计算中采用压力远场)压力出口以及

无滑移绝热固壁边界条件模拟飞行条件#设置来

流马赫数为
/($/

#静压为
4(4Aa+

#静温为
!0.I(

由于几何条件和流动状态的对称性#因此只需要

选取进气道的一半进行三维流场计算
(

=

"

三面压缩进气道隔离段附面层

流态及抽吸区设计

""

本文首先研究了基准进气道模型!无抽吸"的

油流图谱
(

图
!

显示了实验结果与计算结果&油流

图谱与计算的极限流线非常接近
(

这说明激波捕

捉的位置是准确的
(

数值模拟还显示唇口激波不

但导致了侧壁附面层的分离#同时在顶板肩点后

方也形成一个较大的回流区#但实验图谱未显示

此回流区
(

通过对顶板肩点下游几个测点的压力

测量结果分析#如图
1

深色线所示#此位置的压力

在风洞稳定工作时间!

/$

!

4$OQ

"内仍未达到定

常状态#从而导致油流图谱中没有反映出回流区

的形态
(

除此之外计算结果基本反映了实验流动#

结果合理
(

观察进气道模型的油流图谱#与本课题组以

前研究的
#$b/(5/

三面压缩进气道的油流图谱

非常相似'

"

(

#存在着大量激波$附面层干扰所诱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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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无抽吸时顶板和侧板油流图谱及数值极限流线

;̀

?

(!

"

c;'M'&Y

P

+LL=K,Q+,V,BO=K;S+'QLK=+O';,=Q&,LE=K+O

P

+,VQ;V=Y+''Y;LE&BLJ'==V;,

?

图
1

"

正常测点与回流区测点的静压

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

?

(1

"

WL+L;S

P

K=QQBK=&MLE=,&KO+'

P

&;,L

+,VLE=+J,&KO+'

P

&;,L;,

LE=K=S;KSB'+L;&,[&,=

的分离区#本文不再详述
(

特别关注的一点是隔离

段顶板油流图谱同样显示了流向涡对的存在
(

结

合数值模拟流线图
5

分析#唇口激波导致侧壁附

面层发生了分离!

W#

#

d#

"#分离区沿激波发展#到

图
5

"

附面层分离流流线与隔离段截面总压恢复图

;̀

?

(5

"

WLK=+O';,=Q&MLE=J&B,V+K

H

'+

H

=KQ=

P

+K+L;&,

+,VLE=S&,L&BK&ML&L+'

P

K=QQBK=

K=S&Z=K

H

;,LE=;Q&'+L&K

达顶板后与顶板附面层结合#并转变成流向涡量#

在隔离段内形成对涡现象
(

而分离区!

W!

#

d!

"为

隔离段角涡
(I&KA=

?

;

给出的三维激波附面层干

扰的分离临界压比为
#(/

'

#!

(

#而进气道设计唇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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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波压比远大于此值#侧壁附面层分离是不可避

免的#因而隔离段的流向涡是三面压缩进气道的

一个重要流动特征
(

图
5

还显示了隔离段的流向

涡对不仅会导致总压恢复损失下降#同时对出口

流场的均匀性有很大影响
(

而出口截面的总压恢

复及涡量对随后的燃烧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文

利用附面层抽吸探索抑制此分离的方法
(

依据流态分析#分别设计了进气道侧壁附面

层三种不同的抽吸方式#如图
/

!

+

"所示
(

侧壁附

面层抽吸设置在分离区处!由于模块加工原因#唇

口附近的上游分离区未布置抽吸"#设计了
1

种不

同抽吸布局&沿侧壁分离流再附线抽吸!图
/

!

J

"#

14

个
"

5OO

圆孔#多孔率为
!5("e

#抽吸面积为

5/!OO

!

"%侧壁附面层分离区抽吸!图
/

!

S

"#

14

个

"

5OO

圆孔#多孔率为
!$(5e

#抽吸面积为
5/!

OO

!

%图
/

!

V

"#

"/

个
"

1(1OO

圆孔#多孔率为

1!(4e

#抽吸面积为
45#OO

!

"#考察附面层抽吸

对隔离段流动的影响
(

图
/

"

进气道侧壁附面层抽吸模块设计

;̀

?

(/

"

WSE=O+L;S&MLE=Q;V=Y+''J&B,V+K

H

'+

H

=KJ'==V;,

?

>

"

附面层抽吸结果与分析

本文通过表面油滴显示实验#辅助数值模

拟#考察不同的附面层抽吸方式对进气道流动的

影响
(

由于抽吸孔较多#真实几何模拟较复杂#本文

针对如图
/

中!

J

"#!

S

"#!

V

"所示三种抽吸方式情

况分别进行了简化建模#将抽吸板的每一排孔分

别简化成细缝#保证抽吸面积相同
(

由图
4

可以看

出分离区!

W#

#

d#

"以及角涡区!

W!

#

d!

"都对应得

很好
(

这表明数值模拟的结果是合理的#可用于辅

助表面油滴显示实验来分析结果
(

图
"

!

+

"给出了侧壁再附区抽吸进气道顶板

的油流图谱
(

发现与无抽吸工况相比#再附线位置

的抽吸使得流向涡对的分离线稍远离了对称面#

其位置与无抽吸相仿
(

这是因为在顶板低速低总

压的流向涡是由侧壁附面层分离而来#在侧壁分

离区再附线附近抽吸对分离的抑制效果比较有

限
(

虽然这种抽吸方式也放出了侧壁分离区内部

附面层#但没有对附面层分离现象从源头加以控

制
(

这可说明再附线抽吸的效果比较有限
(

既然附面层是从分离线开始分离#若从分离

线就开始抽吸附面层#那么侧壁附面层分离就可

以大大地得到缓解
(

图
"

!

J

"即依照这一思路布置

了抽吸孔
(

由油流图谱发现#在侧壁分离区的抽吸

附面层使得流向涡分离线进一步远离对称面#顶

板附近的流向涡区域大大减小#在侧壁附面层分

离区抽吸可以很大程度上抑制由侧壁附面层分离

引起的隔离段对涡现象#使得隔离段出口气流中

低速低总压区所占比例大大减小#从而能够改善

隔离段出口气流均匀性
(

为了进一步考察侧壁分离区抽吸的影响#图

/

!

V

"所示的附面层抽吸模块较图
/

!

S

"附面层抽

吸模块的抽吸孔尺度小#进而多孔率增加了#布置

变得密集
(

图
"

!

S

"所示的附面层抽吸模块能够抽

出更多侧壁附面层#油流图谱发现此工况下流向

涡分离线非常接近侧壁面#隔离段顶板的中心区

域为均匀流动
(

这部分区域没有横向涡量#说明这

部分气流为主流区的高总压高速气流#隔离段出

口气流变得均匀#抽吸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侧壁附

面层分离现象
(

图
.

显示了无抽吸!图
.

!

+

""与分离区抽吸

!图
.

!

J

""以及分离区密集抽吸!图
.

!

S

""时进气

道出口截面的流向涡量#其正涡量区域即代表了

前文所述的流向涡对#在该正向涡附近存在一个

较小区域的反向涡
(

通过追踪流线方向#该涡是由

顶板附面层卷起形成的
(

图
.

更直观地反映出分

离区抽吸!图
.

!

J

""和分离区密集抽吸!图
.

!

S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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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侧壁分离区密集抽吸的数值极限流线

;̀

?

(4

"

)BO=K;S+'QLK=+O';,=Y;LE;,L=,Q;Z=J'==V;,

?

&,LE=Q;V=Y+''

图
"

"

侧壁附面层不同抽吸方式下的油流图谱

;̀

?

("

"

c;'M'&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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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截面涡量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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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抽走了低速低总压气流#抑制了附面层分离现

象#出口的正向涡量的尺寸有明显地减小#涡量的

核心区的位置也随着抽吸面积的增大而向壁面移

动
(

同时也发现流向涡在宽度方向缩减较强烈#而

在高度方向变化不大
(

图
0

显示了无抽吸!图
0

!

+

""与分离区抽吸

!图
0

!

J

""以及分离区密集抽吸!图
0

!

S

""时进气

道出口截面的总压恢复
(

低总压恢复区与高流向

涡量区两者并不完全重合#而是相伴生成的#都起

源于侧壁附面层
(

随着抽吸减小了流向涡量区#低

总压恢复区也逐渐减小
(

图
#$

给出无抽吸!图
#$

!

+

""与分离区抽吸

!图
#$

!

J

""以及分离区密集抽吸!

S

"时进气道出

口截面的马赫数云图
(

低总压恢复区与低速区两

者是对应的
(

抽吸在提高总压恢复的同时#对出口

截面马赫数的均匀性也有改善
(

结合数值模拟#对流量捕获率)出口截面平均

总压恢复以及抽吸流量等参数进行对比#结果如

表
#

所示
(

同样的抽吸面积下#由于再附区压力较

高#使得再附区抽吸!图
#$

!

+

""的抽吸流量较分

离区抽吸!图
#$

!

J

""流量大#但再附区抽吸并未

能有效抑制侧壁附面层分离#而分离区抽吸尽管

抽吸流量少#但排出了分离区低速低能量区流体#

有效抑制了流向涡#同时出口截面的平均总压恢

复提高
(

若加大分离区抽吸面积!图
#$

!

S

""时#可

以进一步缩小对涡区#提高出口截面的总压恢复#

但同时也意味着伴量的流量损失增大
(

由于加工原因#抽吸孔未能在锥形分离区的

起始位置布置#此区域侧壁附面层已经形成分离#

仅在下游抽吸还是影响了附面层的控制效果
(

以上研究说明#隔离段流向涡气流主要来源

于侧壁附面层分离区#而侧壁附面层抽吸对流动

的控制作用明显
(

可见#合理的设计分离区的抽吸

位置以及抽吸面积#可以把流向涡控制在较小尺

寸#同时提高出口流场的总压恢复#从而改善三面

压缩进气道的总体性能#并为后来的燃烧过程

图
0

"

出口截面平均总压恢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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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截面马赫数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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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进气道数值性能参数

?&3'*;

"

@#9*$4-&'

,

*$("$9&%-*"(67*4%'*6

X'==V;,

?

O&V='

WL+L;S

P

K=QQBK=

K+L;&

U+QQS+

P

LBK=

K+L;&

$

e

N&L+'

P

K=QQBK=

K=S&Z=K

H

$

e

X'==V;,

?

M'&Y

K+L;&

$

e

)&J'==V;,

?

#/(! 0!(# //(# $

X'==V;,

?

+ #5(# ..(! /4(/ 1(0

X'==V;,

?

J #5($ 0$(4 /"(! #(/

X'==V;,

?

S #5(# 0$(# /"(. !($

提供一个稳定的出口流场
(

A

"

结
"

论

本文基于三面压缩进气道流动形态的研究#

利用表面油滴显示技术#辅助数值模拟探索了不

同的附面层抽吸对进气道隔离段流向涡的抑制作

用#得到了如下结论&

#

"无抽吸时#三面压缩进气道隔离段存在着

大量激波$附面层干扰所诱发的分离区#进气道设

计唇口激波压比远大于分离临界压比#因此侧壁

附面层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形成了三面压

缩进气道所特有的大尺度流向涡现象#需要对其

进行控制
(

!

"侧壁抽吸的效果与抽吸孔位置有很大关

系
(

在再附线附近抽吸附面层#由于附面层已经分

离#改善隔离段流向涡现象的效果较弱%而在侧壁

分离区抽吸能够非常好地改善隔离段流动现象
(

1

"侧壁附面层分离区抽吸大幅抑制了侧壁

附面层的分离流动#从源头上控制了隔离段流向

涡的形成#大幅削弱了流向涡的尺度#提高了进气

道总压恢复
(

5

"隔离段流向涡的控制效果随侧壁分离区

抽吸面积的增大而加强#流向涡在宽度方向上进

一步减小#而在高度方向上变化不大
(

但抽吸面积

的增大也伴随着流量损失的增大#其对发动机性

能的综合效果如何还需要更深入地探索
(

参考文献!

'

#

(

"

WO+KLU I(R=Q;

?

,&MLEK==-V;O=,Q;&,+'E

HP

=KQ&,;S;,'=LQ

Y;LEK=SL+,

?

B'+K-L&-='';

P

L;S+'QE+

P

=LK+,Q;L;&,

'

*

(

(*&BK,+'

&MaK&

P

B'Q;&,+,Va&Y=K

#

#000

#

#/

!

1

"&

5$.-5#4(

'

!

(

"

D&''+,VWR

#

a=KA;,Q*)(T,L=K,+'QE&SA;,L=K+SL;&,Q;,

P

K&

P

B'Q;&,

$

+;KMK+O=;,L=

?

K+L=VLEK==-V;O=,Q;&,+'Q;V=Y+''

S&O

P

K=QQ;&,QSK+O

<

=L;,'=LQ

'

d

(

(3T330!-1$00(#00!(

'

1

(

"

金志光
(

超燃冲压发动机高超侧压式进气道设计方法研究

'

R

(

(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T)FE;

?

B+,

?

(R=Q;

?

,O=LE&V&'&

?H

;,Z=QL;

?

+L;&,&MLEK==-

V;O=,Q;&,+'Q;V=Y+''S&O

P

K=QQ;&,QSK+O

<

=L;,'=L

'

R

(

()+,-

<

;,

?

&

)+,

<

;,

?

8,;Z=KQ;L

H

&M3=K&,+BL;SQ+,V3QLK&,+BL;SQ

#

!$$4(

!

;,CE;,=Q=

"

'

5

(

"

NK=]'=KC3(a=KM&KO+,S=&M+,;,'=LM&K+,;,L=

?

K+L=V

QSK+O

<

=LS&,S=

P

L

'

*

(

(*&BK,+'&M3;KSK+ML

#

#0"5

#

##

!

0

"&

/.0-/0#(

'

/

(

"

NK=]'=KC3(T,'=L

P

=KM&KO+,S=&MLE=;,L=

?

K+L=V'+,

?

'=

H

QSK+O

<

=LO&VB'=

!

O+SE!(1L&"(4

"'

d

(

(3T33"/-#!#!

#

#0"/(

'

4

(

"

龚鹏
(

超燃冲压发动机三面压缩式进气道流场特性研究

'

R

(

(

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Gc)Ga=,

?

(T,Z=QL;

?

+L;&,&MLEK==-V;O=,Q;&,+'S&O

P

K=Q-

Q;&,E

HP

=KQ&,;S;,'=L(

'

R

(

(X=;

<

;,

?

&

T,QL;LBL=&MU=SE+,;SQ

#

CE;,=Q=3S+V=O

H

&MWS;=,S=Q

#

!$$.(

!

;,CE;,=Q=

"

'

"

(

"

肖雅彬#岳连捷#龚鹏#等
(

三面压缩式高超声速进气道流

动结构研究'

*

(

(

实验流体力学#

!$$.

#

!!

!

!

"&

45-4"(

@T3c7+J;,

#

789:;+,

<

;=

#

Gc)Ga=,

?

#

=L+'(d=Q=+KSE&,

LE=M'&Y

P

+LL=K,&MLEK==-V;O=,Q;&,+'S&O

P

K=QQ;&,E

HP

=K-

Q&,;S;,'=L

'

*

(

(*&BK,+'&M9]

P

=K;O=,LQ;, '̀B;VU=SE+,;SQ

#

!$$.

#

!!

!

!

"&

45-4"(

!

;,CE;,=Q=

"

'

.

(

"

范晓樯#李桦#丁猛
(

三维超声速隔离段湍流内流场旋涡结

构的数值模拟'

*

(

(

国防科技大学报#

!$$#

#

!1

!

4

"&

/-.(

3̀)@;+&

\

;+,

?

#

:TDB+

#

RT)G U=,

?

()BO=K;S+'Q;OB'+-

L;&,&M1RLBKJB'=,LZ&KL=]QLKBSLBK=Q;,;Q&'+L&K

'

*

(

(*&BK-

,+'&M)+L;&,+'8,;Z=KQ;L

H

&MR=M=,Q=N=SE,&'&

?H

#

!$$#

#

!1

!

1

"&

/-.(

!

;,CE;,=Q=

"

'

0

(

"

向安宇
(

超燃冲压发动机侧压式进气道流场特性研究'

R

(

(

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4(

@T3)G 3,

H

B(T,Z=QL;

?

+L;&, &, Q;V=Y+'' S&O

P

K=QQ;&,

QSK+O

<

=L;,'=L

'

R

(

(X=;

<

;,

?

&

T,QL;LBL=&MU=SE+,;SQ

#

CE;,=Q=

3S+V=O

H

&MWS;=,S=Q

#

!$$4(

!

;,CE;,=Q=

"

'

#$

(

"

王卫星#袁化成#黄国平#等
(

抽吸位置对高超声速进气道

起动性能的影响'

*

(

(

航空动力学报#

!$$0

#

!5

!

5

"&

0#.-

0!5(

f3)G f=;];,

?

#

783)DB+SE=,

?

#

D83)GGB&

P

;,

?

#

=L

+'(TO

P

+SL&MQBSL;&,

P

&Q;L;&,&,QL+KL;,

?

&ME

HP

=KQ&,;S;,-

'=L

'

*

(

(*&BK,+'&M3=K&Q

P

+S=a&Y=K

#

!$$0

#

!5

!

5

"&

0#.-0!5(

!

;,CE;,=Q=

"

'

##

(

"

王世芬#王宇#刘鹏
(

高超音速后掠激波与边界层干扰流场

特性'

*

(#航空学报#

#001

#

#5

!

0

"&

550-5/5(

f3)GWE;M=,

#

f3)G 7B

#

:T8a=,

?

(WBKM+S=M=+LBK=;,

E

HP

=KQ&,;SQY=

P

L-QE&SA+,VJ&B,V+K

H

'+

H

=KT,L=K+SL;&,

'

*

(

(3SL+3=K&,+BL;S+=L3QLK&,+BL;S+W;,;S+

#

#001

#

#5

!

0

"&

550-5/5(

!

;,CE;,=Q=

"

'

#!

(

"

I&KA=

?

;dD(C&O

P

+K;Q&,&MQE&SA-;,VBS=VLY&-+,VLEK==-V;-

O=,Q;&,+';,S;

P

;=,LLBKJB'=,LQ=

P

+K+L;&,

'

*

(

(3T33*&BK,+'

#

#0"/

#

#1

!

5

"&

/1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