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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比转数潜水排污泵的内部流场 ＰＩＶ试验研究

陈斌１，２，张华１，施卫东１，巴延庆２，董绵杰２

（１．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１３；２．南京蓝深制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５００）

摘要：针对低比转数潜水排污泵的研究现状进行调研后发现，目前主要的研究手段以数值计算

为主，缺乏对其内部流场的可视化试验研究，因此，为揭示低比转数潜水排污泵内部流场的物理

结构及流场演化过程，针对一比转数ｎｓ＝６０的潜水排污泵进行结构改造后，以透明的有机玻璃
材料代替传统的金属材料，以空心玻璃球作为示踪粒子，进行了不同工况下的二维 ＰＩＶ测试．试
验结果表明：在科氏力的作用下，叶片进口吸力面上的相对速度大于压力面上的，而叶片出口则

相反；在大流量工况下叶片进口边的速度梯度最大，叶片出口的“射流 －尾迹”现象也最为明显；
在不同流量工况下，叶片压力面一侧均存在一定脱流现象，该脱流区域随流量的减小向叶片出

口方向移动，并逐渐形成一个与叶片旋转方向相反的旋涡；当流量为０２Ｑｄ时，该旋涡位于叶片
流道出口中心，并堵塞了大部分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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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ｏａｖｏｒｔｅｘ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ｂｌａｄ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Ａｔ０．２Ｑ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ｖｏｒｔｅｘｉ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ｆｌｏｗｐａｓｓａｇｅａｔ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ｏｕｔｌｅｔ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ｓ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ｓｅｗａｇｅｐｕｍｐ；ｌｏｗ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ｐｅ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ｊｅｔｗａｋｅ；

ｆｌｏｗ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低比转数排污泵被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厂及
市政工程等领域．目前国内使用的排污泵多存在效
率低、易过载等问题，因此，提高效率、解决易过载

等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丛小青等［１－３］从理论

上推导了排污泵产生无过载轴功率的条件，并通过

正交试验研究了泵设计参数对性能的影响；施卫东

等［４］对一新型排污泵进行优化设计，取得了较好的

无过载性能且高效区宽．受污物通过能力的影响，
低比转数排污泵的设计存在诸多难点，并且试验成

本较高、设计周期较长．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理论推导和ＣＦＤ数值计算等，对低比转数排污泵
内部流场的试验研究相对较少．陈斌等［５］结合 ＣＦＤ
数值计算与ＰＩＶ技术研究了设计工况下超厚叶片形
式排污叶轮，验证了数值计算的正确性，但并未进

行系统深入研究．Ｗａｎｇ等［６］，Ｋａｄａｍｂｉ等［７］和Ｓｔｉｃｋ
ｌａｎｄ等［８］也分别对双叶片泵、料浆泵和普通离心泵

进行ＰＩＶ试验研究，并各自取得了相关成果．
文中在国内其他学者将ＰＩＶ测试技术成功应用

于泵领域［９－１２］的基础上，针对一低比转数潜水排污

泵，应用ＰＩＶ技术进行不同工况下试验研究，以揭示
排污泵内部流场物理结构及瞬态演变过程，为排污

泵的优化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１　试验模型

原型泵性能设计参数分别为流量 Ｑｄ＝１５０ｍ
３／

ｈ，扬程Ｈｄ＝４８ｍ，转速ｎ＝１４５０ｒ／ｍｉｎ，比转数ｎｓ＝
６０．原型泵的外径为３８５ｍｍ，考虑到 ＰＩＶ试验中模
型加工成本及材料（有机玻璃）所承受的最大压力，

将原型泵按照０４８比例进行缩放．缩放后的模型泵
几何参数分别为叶片数 Ｚ＝３，叶轮外径 Ｄ２＝１８５
ｍｍ，叶片出口宽度 ｂ２＝２００２ｍｍ，叶片包角 ＝
１９５°，叶片进口角β１＝１４°，叶片出口角 β２＝１７°．最
终ＰＩＶ试验用泵的叶轮和蜗壳实体如图１所示．另
外，由于ＰＩＶ试验中，要获得叶轮内部全流场的瞬时
信息，因此，需要将泵段进行改装，最终的过流部件

包括半螺旋形吸水室、叶轮及蜗壳．来流从水箱进
入位于电动机一侧的半螺旋形吸水室，然后进入叶

轮（叶轮入口朝向电动机），最终通过蜗壳流出．泵
段的总装图如图２所示．照相机从电动机的反方向
进行拍摄．

图１　ＰＩＶ试验用泵的叶轮与蜗壳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ａｎｄｖｏｌｕｔｅｏｆｐｕｍｐｆｏｒＰＩ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２　ＰＩＶ试验用泵总装图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ｐｕｍｐｆｏｒＰＩ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外特性试验
模型泵进出口各采用１只ＷＴ－１５１１型智能电

容型压力变送器进行压力采集，流量的采集使用带

二次仪表的电磁流量计．由于试验泵采用变频启
动，因此选择ＰＦ９８３３型三相 ＰＷＭ专用测试仪进行
电流、电压及功率的采集．最终将这些采集设备连
接到泵类产品测试系统．
２２　ＰＩＶ试验

试验采用美国ＴＳＩ公司生产的商用三维ＰＩＶ系
统，其主要包括光源系统（ＹＡＧ２００－ＮＷＬ型脉冲激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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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器、６１００１５－ＳＯＬ型导光臂和镜头组）、图像采集
系统（高速图像采集板卡和６３００５９型跨帧 ＣＣＤ相
机）、同步控制系统（内触发和外触发模式）和后处

理系统（Ｉｎｓｉｇｈｔ３Ｇ、Ｍａｔｌａｂ和Ｔｅｃｐｌｏｔ２００８）等．
本试验进行２ＤＰＩＶ采集，以轴编码器、联轴节、

同步触发控制器和光纤传输转换器的综合使用完

成同步效果．试验现场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ＰＩＶ试验拍摄现场
Ｆｉｇ．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ＰＩＶｔｅｓｔｒｉｇ

ＰＩＶ试验要求示踪粒子的物理属性（密度、沉降
性、跟随性及对光源的散射性等）与水接近，因此综

合考虑，选择空心玻璃球作为示踪粒子．空心玻璃
球直径为２０～６０μｍ，密度为１０５ｇ／ｃｍ３．所拍摄的
光源及粒子效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光源及示踪粒子
Ｆｉｇ．４　Ｌ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ｅｅ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试验结果

３１　外特性分析
外特性试验过程从关死点开始，对１８个工况点

的数据进行测量，每个工况点至少稳定１ｍｉｎ以上
开始进行数据采集，功率采集为变频之后的功率，

外特性试验结果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试验中的最
高效率为４１２３％，该工况下的流量、扬程分别为２４
ｍ３／ｈ和 ９３４ｍ，比转数 ｎｓ＝８０８．从试验结果可
知，最高效率点偏向大流量工况，这是因为在水力

模型设计之初采用了加大流量设计法，另外，试验

中的效率为机组效率，并未扣除电动机损耗，且试

验泵段比常规潜水排污泵增加了半螺旋吸水室过

流部件，不仅吸水室自身存在一定的水力损失，还

容易导致叶轮进口来流的不均匀，从而使得泵整体

效率下降较多．

图５　外特性试验曲线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ｕｍｐ

３２　ＰＩＶ结果分析
３２１　相对速度场

在旋转的叶轮中，不仅存在离心力的作用，还

存在流体的惯性力．图６为设计工况附近叶轮内部
的相对速度云图及二维流线．

图６　设计工况附近的相对速度云图及二维流线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ｎｅａｒ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以看出：在各个流量下，叶轮压力面附
近均出现一定的脱流现象，且１２Ｑｄ流量下脱流程

度最弱，在０８Ｑｄ流量下不仅脱流现象最严重，还出
现了明显的旋涡，该旋涡的旋转方向与叶轮旋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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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反；３种流量下，叶片进口边靠近吸力面处的流
动速度要明显高于压力面，在叶片进出口的速度梯

度大，且随着流量的减小，该现象有减弱的趋势；在

叶轮出口处，在１２Ｑｄ流量时出口速度与圆周方向
的夹角最大，在整个叶片流道中，流线基本上沿着

叶片的型线方向．
３２２　叶轮出口处的速度系数

为了进一步揭示叶轮出口附近的流动特性，以

转轴为圆心，半径为８０ｍｍ画圆，该圆与叶轮流道
有３段交集，取其中正对光源的一段进行分析（为
描述方便，将该段曲线取名“出口样条”，“出口样

条”与吸力面的交点为Ａ，与压力面的交点为Ｂ），并
引入２个量纲一的参数分别为

ｒ ＝
θ －θｍｉｎ
θｍａｘ－θｍｉｎ

， （１）

ｖｐ ＝
ｖ

∑
ｎ

ｉ
ｖｉ／ｎ
， （２）

式中：（θ －θｍｉｎ）为“出口样条”上任意一点与点 Ａ
之间对应的圆心角度；（θｍａｘ－θｍｉｎ）为“出口样条”所
对应的圆心角度；ｖ为“出口样条”上所取点的相对

速度大小；∑
ｎ

ｉ
ｖｉ／ｎ为“出口样条”上所有点的速度

平均值．因此，ｒ代表了“出口样条”上任意一点在
线条上的位置比例，而ｖｐ代表了“出口样条”上任意
一点的速度大小与该线条上平均速度大小的比值．
　　图７为不同流量下靠近叶轮出口的速度系数分

布．可以看出，在３个流量下，叶轮出口附近均存在
一定的“射流－尾迹”现象，ｖｐ沿ｒ的分布在吸力面
附近（ｒ为０～０５）变化不大，都处在整个所取样条
上速度系数的平均值以下，曲线分布斜率相对平

缓．当ｒ为０５～１时，随着流量的增大，曲线分布
斜率上升明显，１２Ｑｄ流量下的斜率约为１．

图７　靠近叶轮出口处的速度系数分布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ｂｌａｄｅｏｕｔｌｅｔ

３２３　小流量下的旋涡结构
排污泵运行在小流量时往往振动噪声增大，因

此本次试验对０２Ｑｄ～０６Ｑｄ之间的工况进行了测
量，结果如图８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当流量进一步减小时，２个叶片
流道中均出现了１个与叶轮旋转方向相反的旋涡，
叶轮内部流场表现出较高的不对称性，位于第二象

限的叶片通道的旋涡明显大于第三象限；当流量为

０６Ｑｄ时，该旋涡位于叶片２／３处，随着流量减小到
０４Ｑｄ时，旋涡运动到叶片出口靠近压力面位置，当
流量为０２Ｑｄ时，旋涡基本上处于叶片出口中心，阻
塞了大部分流道出口．

图８　小流量下的相对速度云图及二维流线图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ｔｌｏｗ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４　结　论

１）通过该试验装置及泵段改造能够取得较好
的ＰＩＶ试验效果．
２）在不同流量下，叶片吸力面附近的相对速度

系数分布受流量影响不大，叶片压力面的相对速度

系数曲线斜率随流量的增大而急剧上升．
３）在各个流量下，该形式叶轮压力面附近都存

在一定的脱流现象．随着流量的减小，该脱流区域
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旋涡，并向叶片出口处移动，当

流量为０２Ｑｄ时，其中１个流道出口中心位置出现
１个与叶轮旋转方向相反的旋涡，堵塞了大部分
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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