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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计算模型ꎬ采用三维数值模拟的方法ꎬ对不同排放参数、不同小孔结构下的节流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ꎬ
获得了小孔最大马赫数和流量随膨胀比的变化规律及孔径对小孔节流特性的影响ꎬ分析了小孔节流减压的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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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排放系统会影响蒸汽动力装置整体运行时的经

济性和安全性[１ － ３]ꎮ 旁路排放箱的工作原理是利用

多级孔板减压及喷水减温ꎮ 高速蒸汽流经带孔板结

构时ꎬ通流截面先急速缩小再快速扩张ꎮ 减压性能

与孔板结构相关ꎬ将孔板视为单孔集合ꎬ通过对流体

状态的分析ꎬ为孔板在工程优化设计方面提供

支撑[４]ꎮ

目前ꎬ对于孔板节流特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试

验研究和数值模拟ꎮ 由于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技术

已经十分成熟ꎬ因此成为小孔节流特性研究的主要

途径ꎮ 国内外众多学者针对孔板本身的各种性能开

展了研究[５ － ８]ꎮ Ｂａｒｒｏｓ 等人[９] 利用 ＣＦＤ 技术精确

计算具有倒角薄孔的多孔板中水流的减压ꎬ通过优

化倒角几何形状来降低压降的增加ꎮ 杨国来等

人[１０]和于洪仕等人[１１]对孔板流量计内部流场进行

了数值模拟计算ꎬ分析了孔板流量计内部的流动情

况ꎮ 以上研究多针对水介质的减压特性ꎬ对超临界

状态的小孔节流特性研究较少ꎮ

本文利用 ＣＦＤ 软件对中压蒸汽条件下的小孔

节流特性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研究ꎬ通过对差分格

式、湍流模型及 ｙ ＋ 值选取的对比分析建立了超临界

排放小孔的计算模型ꎬ进而对两种典型工况在不同

膨胀比条件下的节流特性进行模拟ꎻ通过对速度场

及压力场进行对比ꎬ分析了小孔节流减压的作用机

理ꎬ获得最大马赫数和流量随膨胀比的变化规律ꎬ为

旁路排放箱各级的开孔设计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ꎮ

１　 数值计算方法

１. １　 几何模型及网格划分

小孔三维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采用二分之一小孔

直径对称模型开展计算ꎬ模型以直径 ｄ０ ＝ １００ ｍｍ、

长度 ４０ ｍｍ 的圆柱空间为速度进口ꎬ孔后以直径

ｄ０ ＝ １００ ｍｍ、长度 ４００ ｍｍ 的圆柱空间为自由出流

出口ꎬ可以防止产生回流影响计算结果[１２]ꎮ

采用结构化网格划分小孔节流模型ꎬ并对孔周

围的边界层局部加密ꎮ 小孔模型整体及局部网格如

图 ２ 所示ꎮ 通过网格无关性验证ꎬ确定小孔内部网

格量为 １５ 万ꎬ从而确保模拟计算的准确性ꎮ

图 １　 小孔几何模型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图 ２　 小孔模型整体及局部网格图

Ｆｉｇ. 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ｓｈ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１. ２　 计算模型

１. ２. １　 湍流模型

选用 ｋ － ε 模型ꎬｋ － ω 模型ꎬＳＳＴ 模型 ３ 种常用

的湍流模型ꎬ经过模拟对比发现ꎬ随着壁面第 １ 层网

格的 ｙ ＋ 值由大变小ꎬ在原本均适用的 ３ 个模型中ꎬ

ｋ － ω模型在计算过程中收敛困难ꎬ残差曲线出现波

动ꎬ而 ＳＳＴ 模型收敛性最好ꎬ因此本文选用 ＳＳＴ 模型

来进行数值模拟ꎮ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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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ｙ ＋ 值选取

壁面第 １ 层网格的 ｙ ＋ 值对于小孔模拟结果的

可靠性非常重要[９]ꎬ其表达式为:

ｙ ＋ ＝ Δｙｕτ / υ (１)

式中:ｕτ—壁面摩擦速度ꎬｍ / ｓꎻυ—介质的运动粘

度ꎬｍ２ / ｓꎻΔｙ—第 １ 层网格高度ꎬｍꎮ

ｕτ ＝ τｗ / ρ (２)

式中: τｗ—壁面剪切应 力ꎬ Ｐａꎻ ρ—介 质 的 密 度ꎬ

ｋｇ / ｍ３ꎮ

图 ３ 给出了小孔临界流量随 ｙ ＋ 值的变化规律ꎮ

由图 ３ 可知ꎬ流量随 ｙ ＋ 值的增大呈先减小后增大的

趋势ꎬ在 ｙ ＋ ＝ １ 附近最小ꎮ 结合文献[１３ － １４]中的

应用案例发现ꎬ采用 ＳＳＴ 湍流模型ꎬ在模拟计算这类

超音速气体流动时 ｙ ＋ 值应当是 １ 的量级ꎬ因此根据

实际计算结果确定平均 ｙ ＋ 值在 １. ０１ ~ ２. ０５ 之间ꎮ

图 ３　 小孔临界流量随 ｙ ＋ 值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ｙ ＋ ｖａｌｕｅ

１. ２. ３　 差分格式

ＣＦＤ 软件主要提供两种差分格式:高阶差分格

式和迎风差分格式ꎮ 图 ４ 为采用两种差分格式计

算得到的马赫数云图ꎮ 根据空气动力学激波理论

分析[９] ꎬ结合高马赫数区分布规律和高阶差分模

式的计算结果发现ꎬ高阶差分模式可以充分地反映

流动细节ꎬ激波现象显现更加清晰ꎬ更适用于理论

计算ꎮ

图 ４　 两种差分格式对马赫数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ｓ

１. ２. ４　 计算模型验证

由流体力学理论[４ꎬ１５]可知蒸汽流量 Ｑｗ为:

Ｑｗ ＝ ξ０ × π
４

ｄ０

１ ０００
æ
è
ç

ö
ø
÷

２

× ２０９
ｐ０ × １０. ２

ｖｗ
(３)

式中:ξ０—节流孔流量系数ꎬ取 ０. ８ꎻｄ０—节流孔直

径ꎬｍｍꎻ ｐ０—进 口 静 压ꎬ ＭＰａꎻ ｖｗ—流 体 的 比 容ꎬ
ｍ３ / ｋｇꎮ

当进口静压为 ５. ０ ＭＰａ 时ꎬ节流小孔临界流量

的理论计算和仿真模拟结果分别为 ０. ３２７ ０ 和

０ ３３０ ４ ｋｇ / ｓꎬ偏差为 １. ０４％ ꎬ吻合度较高ꎬ证明该

计算模型的准确性ꎮ

２　 小孔节流特性分析

本文模拟的旁路排放箱共设置五级减压孔板ꎬ
工作介质为水蒸气ꎬ各级压力参数比均小于临界膨

胀比ꎮ 以旁路排放箱第一级和末级高长径比小孔的

典型工况作为研究对象开展计算ꎬ第一级蒸汽排放

压力为 ５. ０ ＭＰａꎬ排放温度为 ２９０ ℃ꎬ研究孔径为 １０
和 １２ ｍｍ、孔长为 １２ ｍｍ 两种常规规格孔径对节流

特性的影响ꎻ末级蒸汽排放压力为 ０. １ ＭＰａꎬ受结构

强度约束ꎬ小孔直径为 ｄ０ ＝ １０ ｍｍ、孔长为 ６０ ｍｍꎬ
长径比达到 ６ꎮ
２. １　 第一级小孔节流特性分析

当蒸汽排放压力为 ５. ０ ＭＰａ、小孔直径 ｄ０ ＝ １０

ｍｍ、孔长为 １２ ｍｍ 时ꎬ设置 １７ 个不同出口静压值ꎬ
即对应 １７ 个膨胀比的数值ꎬ获得不同膨胀比条件下

小孔中间截面上的最大马赫数和流量的变化曲线ꎬ
如图 ５ 所示ꎮ 由图 ５ 可知ꎬ当出口静压从 ３. ７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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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比 ０ ６９)降至 ３. ２ ＭＰａ(临界膨胀比 ０. ５９)时ꎬ
流量达到极限ꎬ图中小孔流量为 ０. ３３０ ４ ｋｇ / ｓꎮ 当

出口静压降至 ２ ＭＰａ(膨胀比 ０. ４)时ꎬ最大马赫数

趋于稳定ꎬ为超临界排放状态ꎻ出口静压继续降至

１. ０ ＭＰａ(膨胀比 ０. ２)时ꎬ最大马赫数继续增加ꎬ为
非典型工况ꎮ 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者结果

相近[４ꎬ１２ － １３]ꎮ

图 ５　 不同膨胀比下小孔最大 Ｍａ 和流量变化曲线

(ｐ０ ＝ ５. ０ ＭＰａꎬｄ０ ＝ １０ ｍｍ)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ｓ (ｐ０ ＝ ５. ０ ＭＰａꎬ ｄ０ ＝ １０ ｍｍ)

图 ６ 为第一级模型中ꎬ不同出口静压下小孔中

间截面上的 Ｍａ 分布云图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当出

口静压较高时ꎬ超音区靠近小孔进口ꎬ随着出口静压

降低ꎬ超音区逐渐向小孔出口方向移动ꎮ 当出口静

压升至 ２. ０ ＭＰａ 时ꎬ碗型高 Ｍａ 区域扩张ꎬ等 Ｍａ 线

层次减弱ꎬ趋势减缓ꎮ 另外ꎬ蒸汽突然从大腔进入小

孔造成了进口圆弧形 Ｍａ 区ꎬ其弯度也随着出口背

压升高而变小ꎮ 当出口静压在 ２. ３ ~ ３. ０ ＭＰａ 之间

时ꎬ碗型最大 Ｍａ 区尺寸相近ꎮ 出口静压继续升高ꎬ
最大 Ｍａ 区尺寸开始逐渐减小ꎬ直至出口静压达到

３. ７ ＭＰａ 时消失ꎮ 出口静压较高时ꎬ最大马赫数区

域位于小孔进口边沿ꎬ激波强度较低ꎮ 当出口静压

降至 ２. ０ ~ ３. ４ ＭＰａ 之间时ꎬ激波强度和激波束长度

都增加ꎬ并且激波在小孔中部交叉ꎬ导致最大马赫数

区域逐渐移至小孔中部ꎮ 此时最大马赫数区域下方

出现低马赫数区域ꎬ这是蒸汽通过交叉激波后速度

和压力大幅下降的原因ꎮ

图 ６　 不同出口静压下小孔中间截面上 Ｍａ 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ｍｉ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ｌｅｔ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图 ７ 为不同出口静压下小孔中间截面速度流

线和速度场分布云图ꎮ 可以看到ꎬ由于进口处流

动突变ꎬ使分离区压缩蒸汽起到类似喷管喉部的作

用ꎬ使小孔的流体速度增加ꎬ产生能量消耗ꎬ从而起

到减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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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出口静压下小孔中间截面速度流线及

速度场分布云图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ｎ ｍｉ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ｌｅｔ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２. ２　 孔径变化对节流特性的影响

当蒸汽排放压力为 ５. ０ ＭＰａ、小孔直径 ｄ０ ＝ １２

ｍｍ、孔长为 １２ ｍｍ 时ꎬ设置 １１ 个不同出口静压值ꎬ
获得不同膨胀比条件下小孔中间截面上的最大马赫

数和流量的变化曲线ꎬ如图 ８ 所示ꎮ

图 ８　 不同膨胀比下小孔最大 Ｍａ 和流量变化

(ｐ０ ＝ ５. ０ ＭＰａꎬｄ０ ＝ １２ ｍｍ)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ｓ

(ｐ０ ＝ ５. ０ ＭＰａꎬ ｄ０ ＝ １２ ｍｍ)

由图 ８ 可知ꎬｄ０ ＝ １２ ｍｍ 孔的最大马赫数和流

量的变化趋势与 ｄ０ ＝ １０ ｍｍ 孔一致ꎮ 在 ３. ２ ＭＰａ 的

出口静压条件下ꎬ对应膨胀比为 ０. ５９ꎬ膨胀比降低ꎬ
发现流量稳定ꎬ此时临界膨胀比下的极限流量为

０ ５１３ ６ ｋｇ / ｓꎮ
对于第一级排放ꎬ假定孔径变化时其最大流量

达到 １６. ３９ ｋｇ / ｓꎬ则可依据总进气流量与单孔极限

流量的值确定单极节流孔板的开孔数量ꎮ 不同孔径

时的设计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不同孔径时设计参数

Ｔａｂ. １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

参　 数
孔径 / ｍｍ

１０ １２

极限流量 / ｋｇｓ － １ ０. ３３０ ４ ０. ５１３ ６

最大马赫数 １. ５８ １. ６４

单级节流孔板孔数 ５０ ３２

总流通面积 / ｍｍ２ ３ ９２５ ３ ６１７

图 ９ 给出了背压为 ２. ７ ＭＰａ 时不同孔径马赫数

分布云图ꎮ 可以看到ꎬ对于第一级排放ꎬ流动形式类

似、形状相似的高马赫数区域均出现在孔内ꎮ １０
ｍｍ 小孔径的最大马赫数出现的径向位置距离孔进

口明显较近ꎬ而１２ ｍｍ大孔径的最大马赫数对应的

径向位置则比较靠近孔出口ꎮ

图 ９　 不同孔径马赫数分布云图(背压 ２. ７ ＭＰａ)

Ｆｉｇ. 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 (ｂａｃ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 ２. ７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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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末级高长径比小孔节流特性

末级小孔排放压力为 ０. １ ＭＰａꎬ由于旁路排放

箱末级小孔开在冷凝器喉部或汽轮机排汽缸上ꎬ受
壁厚强度约束ꎬ其孔长较长ꎬ孔直径 ｄ０ ＝ １０ ｍｍꎬ孔
长为 ６０ ｍｍꎬ长径比达到 ６ꎮ 设置 １３ 个不同出口静

压值ꎬ获得不同膨胀比条件下小孔中间截面上的最

大 Ｍａ 和流量的变化曲线ꎬ如图 １０ 所示ꎮ

图 １０　 不同膨胀比下小孔最大 Ｍａ 和流量变化

(排放压力 ０. １ ＭＰａꎬ小孔孔径 １０ ｍｍ)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ｓ

(ｐ０ ＝ ０. １ ＭＰａꎬｄ０ ＝ １０ ｍｍ)

根据图 １０ 计算结果可以确保 ６０ ｍｍ 的孔长不

会造成流体堵塞而无法通流ꎬ其变化规律与 １２ ｍｍ
孔长的小孔规律相似ꎮ 在 ０. ０６ ＭＰａ 的出口静压条

件下ꎬ即膨胀比为 ０. ６ 时ꎬ膨胀比降低ꎬ流量稳定ꎮ
此时为临界膨胀比 ０. ５６ 下的极限流量 ０. ００７ ２２５
ｋｇ / ｓꎬ最大 Ｍａ 为 １. ５１１ ６ꎮ 假定达到 １６. ３９ ｋｇ / ｓ 的

最大流量ꎬ 除以单孔极限流量ꎬ 则末级开孔需

２ ２６８个ꎮ

３　 结　 论

(１) 通过采用差异化的差分格式、首层网格 ｙ ＋

参数及理论模型进行模拟计算ꎬ结合理论分析ꎬ建立

了小孔节流排放问题的计算模型ꎬ计算值与理论值

对比误差为 １. ０４％ ꎬ证明了计算方法的准确性ꎻ
(２) 获得超临界排放小孔节流参数随膨胀比的

变化规律ꎬ随着膨胀比的减小(出口静压降低)ꎬ流

量先增大后达到稳定ꎬ而最大 Ｍａ 则先增大、中间出

现一段稳定值后继续增大ꎮ 其减压机理是在小孔边

缘形成分离区ꎬ使流体受压形成一个类似缩放喷管

的喉部来实现节流减压ꎮ

(３) 获得第一级直径 ｄ０ ＝ １０ 和 １２ ｍｍ、孔长为

１２ ｍｍ 小孔及末级直径 ｄ０ ＝ １０ ｍｍ、孔长为 ６０ ｍｍ

小孔超临界压比条件下极限流量和最大马赫数ꎬ确

定各级开孔数量和开孔面积ꎬ为旁路排放箱的设计

提供设计依据ꎮ

(４) 大孔径( ｄ０ ＝ １２ ｍｍ) 和小孔径 ( ｄ０ ＝ １０

ｍｍ)极限流量虽不同ꎬ但对一定流量所需孔数亦不

同ꎬ得出流通面积分别为 ３ ６１７ ｍｍ２ 和 ３ ９２５ ｍｍ２ꎬ

说明二者基本上需要大致相等的总流通面积ꎬ即可

以通过增大孔径来达到减少孔数的目的从而简化计

算ꎬ为实现旁路排放箱全尺寸模型的多孔计算提供

了简化依据ꎮ

参考文献:

[１] 　 张卓澄. 大型电站凝汽器[Ｍ].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ｏｃｈｅ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ｓ[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３.

[２] 　 彭领新. 汽轮机旁路系统设计[ Ｊ] . 电力建设ꎬ２０００ꎬ２１ (７):

２１ － ２５.

ＰＥＮＧ Ｌｉｎｇｘ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２１(７):２１ － ２５.

[３] 　 彭敏俊. 船舶核动力装置[Ｍ].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ＰＥＮＧ Ｍｉｎｊｕｎ. Ｓｈｉｐ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

ｅｒｇ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９.

[４] 　 高万博ꎬ陈玉翔ꎬ詹腾腾ꎬ等. 减温减压器的减压特性分析研究

[Ｊ] . 热能动力工程ꎬ２０２０ꎬ３５(３):１２９ － １３７.

ＧＡＯ ＷａｎｂｏꎬＣＨＥＮ ＹｕｘｉａｎｇꎬＺＨＡＮ Ｔｅｎｇｔｅ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ｕｐｅｒｈ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２０ꎬ３５(３):１２９ － １３７.

[５] 　 张宝峰. 多级减压孔板的设计计算[Ｊ] . 西北电力技术ꎬ２００５ꎬ

３３(５):２７ － ３０.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ｏｆｅ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ｐｌａｔｅ

[Ｊ] .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２００５ꎬ３３(５):２７ － ３０.

[６] 　 张锡文ꎬ何　 枫ꎬ王学芳. 串联减压孔板临界压比的理论与实

验研 究 [ Ｃ] / / 第四届全国流体传动及控制学术会议ꎬ大

连ꎬ２００６.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ｗｅｎꎬＨＥ ＦｅｎｇꎬＷＡＮＧ Ｘｕｅｆａ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

４７



　 第 １ 期 刘宇阳ꎬ等:超临界旁路排放小孔稳态流场数值模拟研究

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ｔｔｌｉｎｇ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Ｃ] / /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ｌｕｉ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Ｄａｌｉａｎꎬ２００６.

[７] 　 赵天怡ꎬ张吉礼. 多级孔板水减压特性实验及数学模型[ Ｊ] . 哈

尔滨工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７ꎬ２９(１０):１０６６ － １０６９.

ＺＨＡＯ ＴｉａｎｙｉꎬＺＨＡＮＧ Ｊｉｌ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ｒｏｔｔ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ｈｏｌｅ ｏｒｉｆｉ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７ꎬ２９(１０):１０６６ － １０６９.

[８] 　 刘梓光ꎬ卢晓江ꎬ李　 靖ꎬ等. 开孔率对多孔板水力空化装置影

响的实验研究[Ｊ] . 轻工机械ꎬ２００８ꎬ２６(６):９ － １３.

ＬＩＵ ＺｉｇｕａｎｇꎬＬＵ 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ꎬＬＩ Ｊ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ｏｌｅ ｐｌａｔｅ[Ｊ] .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ꎬ２００８ꎬ

２６(６):９ － １３.

[９] 　 ＢＡＲＲＯＳ ＦＩＬＨＯ Ｊ ＡꎬＳＡＮＴＯＳ Ａ Ａ ＣꎬＮＡＶＡＲＲＯ Ｍ Ａ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ｍｆ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ｏｐ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 ｐ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ｎ ｏｒｉｆｉｃｅｓ[Ｊ]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２０１５ꎬ２８４:

７４ － ７９.

[１０] 　 杨国来ꎬ李明学. 孔板流量计内部流场的仿真研究闭[ Ｊ] . 甘

肃科学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２７(６):７９ － ８１ꎬ１０６.

ＹＡＮＧ ＧｕｏｌａｉꎬＬＩ Ｍｉｎｇｘｕ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ｎｅ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ｍｅｔｅ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５ꎬ２７(６):７９ －

８１ꎬ１０６.

[１１] 　 于洪仕ꎬ张 　 涛ꎬ赵珊珊ꎬ等. 多孔孔板流量计流场仿真明

[Ｊ] . 天津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４７(１):６１ － ６６.

ＹＵ ＨｏｎｇｓｈｉꎬＺＨＡＮＧ ＴａｏꎬＺＨＡＯ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ꎬ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ｐｏｒｏｕｓ ｏｒｉｆｉｃｅ ｆｌｏｗｍｅｔ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４ꎬ４７(１):６１ － ６６.

[１２] 　 程建平ꎬ李思宁ꎬ孙　 玲. 冷凝器旁路排放箱小孔单元流动机

理数值分析[Ｊ] . 船海工程ꎬ２０２０ꎬ４９(６):１１１ － １１４.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ꎬＬＩ ＳｉｎｉｎｇꎬＳＵＮ Ｌｉｎｇ.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ｈｏｌｅ ｉｎ ｂｙｐａｓｓ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 [ Ｊ ] . Ｓｈｉｐ ＆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９(６):１１１ － １１４.

[１３] 　 李佳冀. 蒸汽排放过程减温减压性能研究[Ｄ]. 哈尔滨:哈尔

滨工程大学ꎬ２０１４.

ＬＩ Ｊｉａｊｉ.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ｓｕｐｅｒｈ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ｏｒ ｗｈｅｎ ｓｔｅａｍ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 Ｄ]. 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４.

[１４] 　 张　 雷ꎬ乔志强ꎬ李香梅. 蒸汽排放系统三维流场的数值模拟

研究[Ｃ] / /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多相流学术会议论文集(下

册)ꎬ哈尔滨ꎬ２００６:８５４ － ８５８.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ꎬＱＩＡＯ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ꎬＬＩ Ｘｉａｎｇｍｅｉ.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ｔｅａｍ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 ２)ꎬ

Ｈａｒｂｉｎꎬ２００６:８５４ － ８５８.

[１５] 　 王慧锋ꎬ凌长玺. 几何特征对多孔板特性的影响[ Ｊ] . 华东理

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５ꎬ４１(５):６７７ － ６８５.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ｆｅｎｇꎬＬ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ｘ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ｈｏｌｅ ｏｒｉｆｉｃｅ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

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５ꎬ４１(５):６７７ － ６８５.

(刘　 颖　 编辑)

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