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研讨会报 告——流动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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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模型失速分离的控制技术 ， 等离子体采用纳秒 脉冲介质基于热线阵列的圆柱绕流测量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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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 并利用 1 6 个单丝热线组成 的阵列 ， 对圆柱和多棱柱

下游的尾流进行定量测量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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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室辅助中 人工心脏 Ｂｙｐａ ｓｓ 吻合角度 的动 力学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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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脉冲爆炸 。 爆炸波 向下游的非定常传播和演化过程势必 影回顾 了 用 于涡控制 的等 离子 体激励 的基本 概念 和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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