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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压环境下压力喷嘴雾化特性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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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主设计一套能够为喷嘴提供稳定背压环境的实验

台架和数据采集测量系统，并对某型号压力喷嘴进行背压环

境下的雾化特性实验研究。本研究运用微小流量计测量喷

嘴流量，经计算得到实验喷嘴的流量系数。雾化锥角随背压

的增加而减小，最终趋于稳定值。粒径变化规律为: 在距离

喷口较近处，相同压差条件下雾化粒径随背压的增大而减小

( 约 20% ) ; 距离喷嘴较远时，背压越大雾化粒径越大，增幅

为 10% ～20%。在背压低于 0． 3 MPa 时，同一高度处不同压

差下雾化粒径大小差别明显; 在背压达到 0． 4 MPa 时，实验

压差对雾化粒径无显著影响，粒径大小变化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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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喷嘴具有广泛的用途，在燃烧设备上的应用尤

为常见，是各类燃烧装置上必不可少的组件。喷嘴

雾化是指通过喷嘴把液体以高速喷入气体介质，使

其分散并碎裂，最终形成小颗粒液滴的过程［1］。燃

油喷嘴是将燃料雾化，形成细小雾滴，以便更快蒸

发，更快地和空气混合。进而能够保证燃料在燃烧

室内迅速点火，稳定燃烧。
目前，针对各类喷嘴的雾化特性众多学者已经

做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2］研究了横向气流对雾

化粒径的影响规律; 文献［3］研究了轴流风速下的

喷嘴外流场; 文献［4］研究了喷嘴结构对雾化特性

的影响; 文献［5］根据力学比拟原理提出了 TAB( 雾

滴破碎) 模型。
现有文献中较多的是研究喷嘴在开放的大气环

境中进行喷射雾化，然而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燃气轮

机和航空发动机等动力装置中，喷嘴的工作环境存

在很高的背压，这必将会影响喷嘴的雾化特性，然而

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喷嘴雾化的主要性能指

标有流量特性、雾化锥角和粒径分布等。考虑到燃

油喷嘴一般都是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进行工作，针对

喷嘴雾化的背压环境，本研究自主设计一套能够为

喷嘴提供稳定背压环境的实验台架，以及数据采集

和测量系统，并运用此实验系统对某型号的喷嘴进

行背压环境下的雾化特性实验研究。本研究为背压

环境下喷嘴雾化性能的研究与优化提供参考。

1 实验装置

实验系统简图如图 1 所示，其由实验装置和测

量装置两部分组成。实验装置主要包括密闭缸体、
实验喷嘴、空压机和柱塞水泵。密闭缸体是实验装

置的主体，其 3 个方向的壁面上各有 1 个玻璃观测

窗，通过观测窗可以测量喷嘴的雾化锥角和粒径分

布情况; 其顶部配备了液压表和气压表，用来测量喷

雾液体压力和缸体内部的喷嘴实验背压。该缸体与

空压机相连接，空压机向缸体内部充入压缩空气用

以提供并维持稳定的背压实验环境，依据缸体的密

封能力和抗压能力，本研究设计的背压实验工况值

为 0、0． 1、0． 2、0． 3 和 0． 4 MPa( 表压) 。本实验设计

实验压差值为 0． 6、0． 8、0． 9、1． 0、1． 2、1． 4、1． 5 和

1． 6 MPa，根据压差和背压进行两两组合，即可确定

实验时所需的喷嘴进口压力，通过调节调压阀开度

来调节喷嘴进口压力，同时实验采用回流调节，以保

证在实验过程中供水压力的稳定。密闭缸体的上部

可以装入喷嘴，喷嘴与柱塞泵连接，调节水泵供水压

力以满足所需压差实验工况要求。测量装置主要包

括 3 个部分: 高精度的微小流量计、高清摄像机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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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法激光测量仪器。

图 1 实验装置系统简图

Fig． 1 Experimental setup

2 实验测量方法

2． 1 流量测量方法

本研究 采 用 微 小 流 量 浮 子 流 量 计 ( KN2X －
C200) ，对各实验工况分别进行 5 次测量，通过求取

平均值获得喷嘴流量数据。
2． 2 雾化锥角测量方法

对于雾化锥角的测量方法主要有: 激光检测喷

雾边缘法、直接量取法和基于 MATLAB ( 矩阵实验

室) 平台的阈值法［6］。然而上述方法都存在很大的

主观随意性，这对锥角提取的科学准确性而言是一

个重大的缺陷。主动轮廓法是目前最新的实现边界

分离和提取的方法［7 ～ 8］。该方法从原理上能够确保

所提取边界的唯一性，能够保证提取结果的最佳可

靠度。
图 2 为本实验通过高像素照相机对不同工况下

的雾化过程进行拍摄所得到的典型雾化锥角图像。
通过基于 MATLAB 平台的主动轮廓模型图像区域

分离和边界提取技术对图像进行分析处理，对各个

工况进行多次拍摄测量，求取平均值，最终得到雾化

锥角分布规律。
以一张喷雾图片的处理过程为例，说明图片处

理过程的主要步骤，图像处理流程图如下图 3 所示。
( 1) 对图像进行剪裁，得到需要进行分析处理

的雾化锥部分;

图 2 典型喷雾图像

Fig． 2 Typical spray patterms

图 3 图像处理流程图

Fig． 3 The procedure of im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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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运用主动轮廓模型分割技术，经过足够多

次数的迭代检索，对剪裁图像进行分割并提取图像

边界;

( 3) 基于 MATLAB 图像处理平台，将边界图像

转化为二值图像，并运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锥角边

界，求得雾化锥角。

2． 3 粒径大小测量方法

目前针对喷雾粒径的测试技术以光学测量方法

为主。主要的光学测量方法包括: 激光干涉条纹光

谱法、高速摄像法、激光衍射光强比法和马尔文法

等。本研究采用研发的消光式粒径测量装置［2，9 ～ 10］

对雾化粒径进行测量。该装置以光散射理论为基

础，结合雾滴空间分布统计学规律，利用测量激光穿

过雾滴空间后透射率的变化规律推算雾滴的 SMD

( 索太尔直径) 。实验前利用 25． 47 μm 的标准粒子

对该装置进行校准，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由于燃油的可燃易爆和不易清洁的特点，在喷

嘴雾化研究过程中众多学者都采用水作为实验替代

工质［11 ～ 12］。水和油之间的物性差别为黏度和表面

张力，两者都是喷嘴雾化的不利条件，虽然水的粘性

较煤油小，但水的表面张力比煤油大，因此在相同实

验条件下两者雾化效果十分相似［12］。经过综合考

量，本研究采用水作为实验替代工质。

3． 1 流量特性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理论上单路压力喷

嘴的流量与供油压差和喷嘴直径之间存在如下关

联式:

μ =
qv

πd2
0 /( )4 2Δp /ρ槡 0

式中: μ—流量系数; qv —体积流量，m3 /s; d0 —喷

嘴口直径，m; ΔP—供油压差 ( 上位供油压力与喷

嘴背压之间的差值) ，Pa; ρ0 —燃油密度，kg /m3。

经过多次重复性实验，得到实验结果如图 4 所

示，图中背压均为表压。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实验数

据进行线性回归计算分析，得到实验喷嘴的流量系

数为 μ = 0． 268 25 。

图 4 流量 － 压差特性曲线

Fig． 4 Flow characteristics ofthe nozzle

3． 2 雾化锥角特性

采用主动轮廓法测量喷嘴雾化锥角，得到了雾

化锥角随压差和背压的变化规律，分别如图 5、图 6

所示。压差和背压的变化都对雾化锥角有影响: 在

相同背压条件下，雾化锥角随压差的提高呈现先增

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且变化幅度小于 1°; 在同一

压差条件下，随着背压在 0． 1 ～ 0． 4 MPa 范围内升

高，雾化锥角呈现减小趋势，变化幅度约为 5°。并

且随着背压的不断增大，锥角的减小速率不断减小，

当背压大于 0． 3 MPa 后，其对雾化锥角的影响就不

再明显，最终锥角将稳定在 65°左右。其原因在于

喷嘴自身结构参数也是决定锥角变化的重要因素。

图 5 锥角 － 压差特性曲线

Fig． 5 Atomizing angles with different
differential-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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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锥角 － 背压特性曲线

Fig． 6 Atomizing angles with different back pressures

3． 3 粒径分布特性

本研究对喷嘴下游不同高度位置处的粒径大小

进行测量，具体位置分布如图 7 所示。
在同一高度处，当压差为固定值时，雾化粒径随

背压的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实验结果表明: 在离

喷口较近处( 5 mm) ，相同压差条件下，随背压的增

大粒径从最高 87 μm 减小到 70 μm，约减小 20% ;

随着距离喷口下游高度的增加( 15 ～ 35 mm) ，相同

压差下粒径随背压的增大呈现增大趋势。比较 Z5、
Z6 两图可以看出，测量位置离喷口的距离达到 30
mm 后，各个工况下的粒径大小无明显变化，说明此

处已经达到了稳定的雾化效果。实验还发现在低背

压工况时，同一高度不同压差下的粒径大小变化显

著; 背压达到 0． 4 MPa 时，在相同高度处压差变化对

粒径大小无显著影响，粒径大小变化小于 5%。

图 7 测量高度分布

Fig． 7 Positions of measurement points

图 8 同一高度处不同背压下的雾化粒径

Fig． 8 Atomized particle sizes with different back pressures at the same distance

密闭缸体内部背压增加会导致其内部空气密度 增大。空气密度越大，液体经由喷嘴以高速射入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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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时空气对其作用力越大，使其更易分散破碎，因此

在近喷口处背压越高粒径越小; 由于空气密度越大，

工质动能减小速度越快，使小液滴之间产生碰撞并

聚合产生较大液滴的概率增加，因此离喷口距离在

15 ～ 35 mm 范围处，随背压的升高粒径呈增大趋势;

当距离达到喷嘴的贯穿距离后，各工况下的粒径大

小就无明显变化，说明在此处已经达到稳定的雾化

效果，因此 Z5、Z6 两图中粒径大小分布十分相近。

4 结 论

针对背压环境对喷嘴雾化特性的影响进行实验

研究，从而获得如下结论:

( 1) 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计算，最终得到

实验喷嘴的流量系数，背压环境对流量特性无显著

影响;

( 2) 在一定范围内背压变化对雾化锥角有明显

影响。随背压升高，雾化角呈减小趋势，但当背压达

到某一值( 0． 3 MPa) 后，其影响不再明显，锥角趋于

稳定值，变化幅度约为 5°。雾化锥角随压差的提高

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且变化幅度较小;

( 3) 在近喷口处，相同压差条件下，随背压的增

大雾化粒径逐渐减小; 当距离喷口较远时，相同压差

下粒径随背压的增大呈现增大趋势。在同一高度

处，低背压工况下不同压差下的粒径大小差异较为

明显; 当背压达到某一值( 0． 4 MPa) 时，压差不再具

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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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Nozzle［刊，汉］ZHANG Liang，LU Zhen-hua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for Power Machin-

ery and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Shanghai，China，Post Code: 200240 ) ，Liu Yu-feng ( Systems Engi-

neering Ｒesearch Institute，Beijing，China，Post Code: 100036 ) / /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Thermal Energy ＆

Power． － 2016，31( 4) ． － 74 ～ 78

In this paper，a test facility is designed such that it can provide a stable backpressure for the spray nozzle and is also

equipped with the date collection and measurement system． And a study on the spray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pressure nozzle is performed by using this test facility． The nozzle flow coefficient is obtained with a flow met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omization angle will decrease when the backpressure increases，and eventu-

ally approaches a stable value． Near the nozzle，the diameter of droplets decreases with the backpressure under the

same pressure difference． Away from the nozzle，the droplet diameter increases with the backpressure． With the

backpressure less than 3 bar，the average droplet diameter changes evidently with pressure difference． However，the

droplet diameter change is not remarkable with pressure difference when it reaches 4 bar． Key words: backpres-

sure，pressure difference，mass flow，atomization angle，average diameter

CFB 锅炉掺烧高钙煤矸石自脱硫性能试验研究 = Experimental Study on Self-desulfurization Performance

of Blending the Gangue Coal with High Calcium in CFB Boiler［刊，汉］LIU Bo，ZHENG Wen-guang，ZHANG

Xin ( China Huadian Electric Power Ｒesearch Institute，Hangzhou，China，Post Code: 310030) / / Journal of Engi-

neering for Thermal Energy ＆ Power． － 2016，31( 4) ． － 79 ～ 83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self-desulfurization performance of gangue coal mixed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and the

desulfurization performance in conditions of furnace sorbent injection was carried out by a power plant to invest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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