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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台容量为６００ＭＷ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组上开展运行稳定性及转轮叶片动应力试验研
究．通过固定在发电机大轴顶端的无线动应力测试仪，实时采集机组运行过程中叶片上３０个不
同位置的应变数据，离线分析在导叶不同开度工况下的水轮机转轮动应力变化规律和频率特

征；在动应力试验进行的同时，采用另一套基于ＮＩ硬件平台的测试仪对机组的运行稳定性指标
进行实时分析，将稳定性试验结果与动应力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并做相关分析，发现机组在导叶

小开度工况约３０％设计流量时，叶片动应力达到比涡带区更高的峰值，此时蜗壳压力钢管部位
以及尾水部位的压力脉动波形在频域上与动应力的频谱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动应力和压力脉动

的频谱上都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导叶通过频率和谐波以及分布在２０～５０Ｈｚ区间的丰富频率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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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ｖａｎ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ｐｌｅｎｔ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ｒａｎｇｅｄ
ｉｎ２０－５０Ｈｚｃａｎ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ｒｕｎｎ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ｓｉｔ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转轮作为水轮机的核心部件，其寿命的长短直
接影响水电机组的效益和可用性．材料科学的进步
使叶片空蚀对转轮寿命的影响逐渐下降，而伴随着

机组容量增加、转轮尺寸增大而导致的叶片相对刚

度降低、叶片裂纹等问题，已成为影响混流式水轮

机转轮寿命长短的一些主要因素．国内外很多混流
式机组在运行过程中都有转轮叶片出现裂纹的报

告，严重影响了机组的安全运行，其中转轮动应力

是产生疲劳裂纹（主要指修复后同样位置依然产生

的重复性裂纹）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均认为叶片
受到的动应力是由叶道涡、卡门涡、尾水涡带、叶片

表面周期性脱流等水力激振力的综合作用产

生的［１］．
针对转轮动应力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分析计

算、数值计算和现场试验３方面进行．理论分析计算
应用于转轮的设计阶段，针对转轮的强度进行校

核．Ｎｅｃｈｌｅｂａ提出了涅赫列巴算法［２］，分析水流作用

在叶片上的力，计算出每一流道内单元流束对叶片

作用的水力矩．Ｓａｅｅｄ等［３］在确定了混流式水轮机

转轮最大应力区后，将叶片假设成曲杆以计算转轮

的最大应力．张琼等［４］对轴流式水轮机转轮刚强度

做出研究，对实际的转轮裂纹修复工作有指导意

义．这种理论分析计算是对转轮模型、载荷等做出
简化后得出结果，不能精确地得到转轮应力的分布．

随着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技术的发展，它在
转轮动应力的研究中得到推广，首先利用ＣＦＤ技术
对转轮内部进行三维流场模拟，然后运用固体力学

进行结构分析，结合流场计算得到的载荷，进行转

轮的流固耦合分析．王文全等［５］运用大涡湍流模型

计算出了水轮机转轮叶片表面的压力分布，与试验

结果的误差很小．Ｆｒａｎｃｏ－Ｎａｖａ等［６］运用ＡＮＳＹＳ软
件分析了转轮叶片的应力分布，并加载了水力载荷

进行流固耦合分析，表明水力载荷对转轮应力和应

变的影响很大．Ｎｅｇｒｕ等［７］计算出转轮的静压分布，

将压力加载于转轮上并施加离心载荷得到叶片表

面的应力分布．肖若富等［８－１０］通过 ＡＮＳＹＳ软件，把
ＣＦＤ计算得到的转轮表面压力载荷施加到转轮表
面进行结构分析，与试验结果对比，验证了数值计

算的可靠性．与理论分析计算、数值计算相比，现场
试验研究虽然花费较高，安装和实施过程较长，但

能够得到精确的转轮动应力分布，为水电机组故障

诊断提供可靠的信息［１１－１２］．
前期的转轮动应力测量试验中，着重研究了动

应力在转轮叶片表面的分布情况［１１－１２］，通过将一定

数量的应变片粘贴于基本正交的２个叶片上，在此
基础上得出转轮动应力沿流线的分布规律．由于测
量点数的限制，转轮动应力在转轮三维空间的分布

涉及较少．文中试验着重研究转轮动应力在转轮三
维空间的分布以及转轮动应力与机组稳定性运行

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

１　试验简介及试验工况选择

课题组在业主和主机厂家的支持下，采用自主

研发的无线遥感应变测试仪，已进行过多次真机转

轮动应力试验．文中介绍的转轮动应力试验有以下
３个特点：

１）增加布放应变片测点的叶片数，试验设计在
５个叶片上同时贴应变片；由之前的研究动应力在
整个叶片的分布规律变为确定转轮内部不同空间

位置动应力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２）应变片防护方式同时采用了胶敷设防护和

不锈钢板防护，对比不同防护方式对实测动应力的

影响．
３）在选定的５片叶片中，选择了其中的２片在

转轮上冠出水边处加焊了减应力三角块，以对比加

焊三角块对该区域附近应力的影响．
试验水轮机型号为 ＨＬＤ５３８－ＬＪ－７７０（右倾角

翼型），其参数：最大、最小、额定水头分别为１２８．０，
１０８２，１１５．０ｍ，额定、飞逸转速分别为１００，１９０ｒ／
ｍｉｎ，额定流量为５８６０７ｍ３／ｓ．

试验水轮机转轮 ５个叶片（１＃，３＃，６＃，９＃，１３＃）
上共布置了 ４６个应变片．设定数据采集频率为 ２
ｋＨｚ，采样分辨率为１６ｂｉｔ．根据以往的试验成果，试
验中在叶片正面及背面选择了１０个测试区域，编号
为Ａ－Ｊ．如图１所示，Ａ，Ｂ，Ｃ以及 Ｈ，Ｉ位于叶片与
上冠结合处；Ｄ位于叶片出水边中部位置；Ｇ，Ｆ，Ｅ，Ｊ
位于叶片出水边靠下环处．相同测试区域的不同测
试点位分别位于不同的叶片上．

受限于测试仪器总测点不能超过４８个点，故本

５９０



第７期 陈学力，等　水轮机真机转轮动应力试验分析

试验的总测点为４６个，留２个做现场的热备份，因
此，现场布置应变片时，对靠近转轮下环附近的测

点都布置在４个不同的叶片上，而靠近上冠的测点
选了５个不同的叶片．试验过程中，由于水流的冲刷
导致１６个应变测点失效，故有效测点为３０个．

图１　叶片表面测量特征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ｎｂｌａｄ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ｓ

应变片和引线的防护是动应力测试成败的关

键步骤之一．应变片与连接线采用环氧类胶、薄钢
板２种防护方式，连接线由水轮机轴上穿孔引出至
发电机层补气装置附近，其中１＃和１３＃叶片上的应
变片采用了胶覆盖防护方式，３＃，６＃，９＃叶片上的应
变片均采用不锈钢薄钢板覆盖防护．采用不锈钢薄
钢板防护的应变片封闭在保护盒内，盒内充满防水

涂料，采用全封闭式整体焊于叶片表面．引线从保
护盒内引出，全部用薄钢板（厚度为１．０～１．５ｍｍ）
密封，防护薄钢板外形成流线型焊在叶片上．

试验开始前，在１＃，９＃叶片出水边与上冠结合处
焊上减应力三角块，试验结束后与未焊三角块的

３＃，６＃，１３＃叶片相关区域测试数据对比．
转轮动应力试验进行的同时也开展了机组稳

定性试验，主要是测量机组稳定性参数例如振动、

摆度、压力脉动并分析与转轮动应力之间的关联关

系，稳定性试验采用的软件是课题组自行开发的，

硬件基于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ＮＩ平台．每个工况采
集１０ｓ左右时长的数据供后期处理分析，在概率上
后期处理数据均采用９７％置信度，处理稳态工况主
要采用ＦＦＴ分析，过渡过程工况采用ＳＦＦＴ分析．

设计试验工况共３６个，包括：
１）不同转速：５个试验工况分别为额定转速的

１５％，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０％；
２）不同励磁电流：４个试验工况分别为额定电

压的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０％；
３）不同负荷：２４个试验工况分别为负荷 Ｐ＝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６０，１８０，

２００，２３０，２６０，２９０，３２０，３５０，３８０，４１０，４５０，５００，５５０，
６００ＭＷ．根据模型特性曲线，划分０～２００ＭＷ为小
负荷工况区，２９０～４００ＭＷ为涡带区，４１０ＭＷ以上
为大负荷区．
４）暂态过程（４次），包括：起动过程２次，停机

过程１次，甩负荷１次（记录甩１００％负荷）．
限于篇幅，文中主要讨论变负荷试验工况下各

测点应力通频幅值变化趋势（采用９７％置信度值）．

２　试验结果分析及讨论

２１　试验结果总体分析
图２为各测点应力通频值随负荷变化趋势．由

图可知，最大动应力出现在小负荷区，其中１３＃叶片
出水边背面靠上冠区域（Ｈ区）在１１０ＭＷ工况下
录得最大动应力通频幅值 ｐ达 ３４１ＭＰａ，在 ３００
ＭＷ工况下的动应力通频幅值也达到了３１３ＭＰａ．

图２　各测点应力通频值随负荷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ｎｄ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

ｖｅｒｓｕｓ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ｐｕｔ

所有测点处，动应力沿负荷上升趋势线在小负

荷区形成一个高的峰值，在涡带区形成一个较低峰

值（略低于小负荷区，大部分测点约为小负荷区的

５０％）；大于４００ＭＷ的大负荷区，叶片动应力全部
都在１０ＭＰａ以下．

从以上分析可知，如果该机组能以额定负荷长

期运行或避开小负荷区及涡带工况运行，转轮因动

应力造成的金属疲劳可降到最低．就实测数据而
言，在１１０ＭＷ附近的小负荷区运行，转轮的动应力
甚至比涡带区的更高．
２２　不同防护材料在高动应力区域的实测值

根据实测结果，不锈钢材料防护的应变片有２２
个点数据有效（共布放２６点），胶材料防护的有１０
个点数据有效（共布放２０点）；尤其在下环处，胶防
护的８个点位没有１个有效点位，但上冠处胶防护
跟不锈钢防护相比效果相当．

图３为不同防护材料时叶片不同区域实测动应
力对比趋势图．从不同叶片同一部位的动应力值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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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较，胶防护部位的要大于采用不锈钢板防护部

位的．这与试验前的预想相当，不锈钢薄钢板防护
会增加叶片局部刚度进而影响该部位的应变．

图３　不同防护材料叶片实测动应力对比趋势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ａ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比较不锈钢板防护与胶防护，尽管会影响局部

刚度，但并不很明显，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该部位的

应变特性．
以小负荷区４个工况点数据分别计算上冠处不

同防护类型应变片的动应力平均值，发现采用胶防

护的动应力平均值比采用不锈钢防护的应变片动

应力平均值约大３６ＭＰａ．
大负荷区采用胶防护应变片的实测应力值小

于不锈钢防护应变片的．据作者推测应该是不锈钢
防护层附近的不稳定流场导致的．

由文献［９］，小负荷区转轮上冠处存在死水区，
转轮流道中流场很不稳定，而大负荷区流场稳定．

小负荷区因为流场不稳定及死水区的影响，不

锈钢防护层对翼型流线型的改变基本可以忽略．而
大负荷区流场相对稳定，不锈钢防护及胶防护都会

对局部流场造成影响，但由于胶防护的厚度及面积

小于不锈钢防护的，这种情况下防护层附近区域的

不稳定流场强度也会相应降低．
大负荷区的规律与小负荷区的恰好相反，对此

将作另行研究．
２３　减应力三角块对高动应力区应力值的影响

加焊减应力三角块是水轮机厂家在实践中通

常采用的措施，以解决叶片根部裂纹问题，其位置

一般在转轮叶片出水边根部与上冠的结合处，也有

加在下环结合处的．由于尺寸有限（５～２０ｃｍ），对
转轮整体（半径５～１０ｍ）流场改变不大，但对局部
应该会有一些影响．

图４为增加减应力三角块实测动应力的对比趋
势图．由图可知，叶片上冠出水边背面的动应力幅
值区别明显：增加了三角块的叶片该区域的动应力

明显比其他叶片的小，从３０ＭＰａ左右的幅值降低到
１５ＭＰａ，这是由于减应力三角块增加了相关区域的
刚度，而叶片中部和下环处的动应力变化趋势与叶

片增加三角块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尽管下环处可比

较信号不如上冠多，但动应力幅值并无太大区别．

图４　增加减应力三角块实测动应力的对比趋势图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ｐａｔｃｈｃ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ｌｅｖｅｌ

２４　动应力频率成分分析
图５为１＃叶片正面上冠出水边动应力频率 －

幅值随负荷变化的三维瀑布图．

图５　动应力频率－幅值三维瀑布图
Ｆｉｇ．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ｗａｔｅｒｆａｌｌｐｌｏｔ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

由图５可知，在导叶小开度区间各路信号的频
率成分都非常复杂，主要集中在２０～５０Ｈｚ区域，但
主要频率不是特别突出，有很多为幅值在１～２ＭＰａ
的分量．动应力信号在频域上复杂的频率成分是形
成时域上较大的峰峰值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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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由真机转轮动应力的实测分析，得以下结论：

１）动应力试验中，不同转轮叶片的相同位置实
测结果及变化趋势非常相似，说明测试结果及以往

的数值计算结果可信，叶片动应力在转轮空间位置

的分布情况与理论计算一致．
２）在变负荷下，转轮动应力有以下特征：最大

动应力位置位于叶片出水边背面靠上冠处，最大动

应力的工况是 １１０ＭＷ负荷；值得注意的是，１１０
ＭＷ附近区域转轮动应力值均维持在较高位置，说
明大型和超大型混流式水轮机不宜运行在小负荷

工况，尤其不能长时间运行在空载工况．
３）测试过程中的不同防护方式对实测动应力

数值有一定影响．在小负荷和涡带区，胶防护的动
应力实测数值大于不锈钢防护的；在大负荷区，不

锈钢防护位置的动应力实测值要大于胶防护的．
４）出水边靠近上冠和下环处增加减应力三角

块可有效降低叶片附近区域的动应力值．但减应力
三角块本身承受的动应力试验中未测量，对转轮整

体抗裂纹的有效性待观察．试验未在三角块下方区
域及三角块上布置应力测点，在试验方案正交设计

上略有欠缺，将留待今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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