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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比转数混流泵压力脉动特性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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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动静干涉对混流泵内部流动非定常压力脉动特性的影响，在混流泵进口截面、动

静耦合面以及出口截面取若干压力脉动监测点，采用ＲＮＧｋ－ε湍流模型和滑移网格技术，对混
流泵全流场进行三维非定常湍流计算．计算了叶轮进口截面、动静耦合面以及出口截面的压力
脉动，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进行分析，得到了不同特征截面的压力脉动的频率和幅值，并进行外

特性试验验证．结果表明：从轮毂到轮缘，压力脉动最大幅值发生在叶轮出口轮缘侧，而压力脉
动最小幅值出现在叶片进口轮毂侧，叶轮进口和叶轮导叶间轮缘处监测点的幅值约为轮毂处监

测点幅值的２倍；从叶轮进口到导叶出口位置，压力脉动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压力脉动最大
值发生在导叶出口监测点，且存在一个低频压力脉动；在６０％～８５％设计流量工况范围内，扬程
－流量特性曲线出现正斜率不稳定特性，数值计算与试验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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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流泵的比转数 ｎｓ通常处于３００～６００范围，
具有闭式叶轮、半开式叶轮以及可调叶片和不可调

叶片等多种结构型式，是一种结构和性能介于离心

泵和轴流泵之间的泵型，其应用范围已逐渐向传统

的离心泵和轴流泵领域拓展．由于混流泵具有结构
紧凑、易启动以及效率高等突出优点，使其在海水

淡化装置、电厂水循环、喷水推进系统和核电站冷

却剂循环系统等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王福军等［１］

采用大涡模拟亚格子湍流模型，研究了轴流泵内非

定常不稳定流动特性．施卫东等［２－３］采用雷诺时均

动量方程研究了高比转数斜流泵和轴流泵内非定

常压力脉动特性．Ｋａｔｏ等［４］基于大涡模拟亚格子湍

流模式研究了非设计工况下混流泵内不稳定流动

特性．邴浩等［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速度矩分布

规律进行参数化表述，并总结归纳出叶轮设计过程中

速度矩分布参数选择的规律．Ｍｉｙａｂｅ等［６］通过提取

压力脉动测试信号，揭示了小流量工况下混流泵的不

稳定运行特性是由于沿叶轮入口到导叶出口的大尺

度回流现象；常书平等［７］认为在叶轮进口与出口处，

压力脉动主要受叶轮叶频控制，从轮毂到轮缘脉动幅

值逐渐增大，喷水推进器内最大压力脉动发生在叶轮

进口．
混流泵内非定常压力脉动是引起机组振动及噪声

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混流泵机组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混流泵水力激振等影响机组稳定运行的问题

越来越突出，采用ＣＦＤ技术对混流泵内压力脉动特性
进行研究是有效的方法之一．目前国内外研究多结合
ＣＦＤ数值模拟、流动测试技术与压力脉动特征信号提
取等研究混流泵内非定常湍流压力脉动特性．

文中应用ＲＮＧｋ－ε湍流模型对混流泵进行全
流道三维非定常湍流计算，并将外特性性能预估结

果与试验结果对比以验证数值方法的可靠性，在此

基础分析不同特征截面的压力脉动特性．

１　非定常数值计算方法

１１　非定常湍流计算方法
对混流泵进行三维非定常湍流数值模拟，计算

中在叶轮与静止部件间形成网格滑移面，模拟进口

管和叶轮、叶轮和导叶之间的两级动静干涉，以获

得混流泵叶轮及导叶非定常流动特征．非定常计算
采用二阶隐式时间推进法，湍流模型采用ＲＮＧｋ－ε
湍流模型［８］，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进行处理．混
流泵内不可压缩流体的三维非定常湍流控制方程

采用雷诺时均动量方程表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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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流体密度；－ρｕ′ｉｕ′ｊ为平均雷诺应力；μｔ
为湍流黏性系数，可表示为湍动能 ｋ和湍流耗散率
系数ε的函数；Ｓｉｊ为克罗内克尔数．

采用ＲＮＧｋ－ε双方程模型封闭雷诺时均动量
方程，其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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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Ｓｉｊ为应变率张量分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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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为ε方程中的附加源项，表示平均应变率对 ε的
影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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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参数分别为 Ｃμ＝００８４５，Ｃ１ε＝１４２，Ｃ２ε＝
１６８，αｋ＝１０，αε＝０７６９，β＝００１２，η０＝４３８．
１２　几何模型

文中选取比转数为５４３的混流泵模型，其主要设
计参数分别为流量Ｑｄ＝１９５Ｌ／ｓ，扬程Ｈｄ＝７０ｍ，转速
ｎ＝１４５０ｒ／ｍｉｎ；主要几何参数分别为叶轮出口最大直
径Ｄ２＝２９０ｍｍ，吸入室直径ｄ＝２３５ｍｍ，叶轮叶片数
Ｚ＝４，导叶叶片数Ｚｄ＝５．图１为混流泵模型的结构示
意图．

图１　混流泵模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ｉｘｅｄｆｌｏｗｐｕｍｐｍｏｄｅｌ

１３　边界条件及网格处理
计算域包括进口流道、叶轮、导叶和出口弯管，

计算网格采用结构化网格和非结构化网格组成的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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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网格．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将叶片和导叶区域
进行了网格局部加密，网格单元总数为１６４０２５１．

为了获得最经济的网格数和计算步长，进行网

格无关性和时间步长无关性验证，最终采用非定常

计算的时间步长为叶轮旋转周期的１／１２０，即每个
时间步长内叶轮旋转 ３°．根据所计算混流泵的参
数，实际时间步长Δｔ＝３４４８３×１０－４ｓ．计算中先将
叶轮固定在某一个位置进行三维定常湍流计算，并

将得到的定常流场结果作为非定常湍流计算的初

始流场．采用速度与压力耦合的解法以提高计算速
度．为了监测混流泵内各位置压力脉动，在叶轮进
口、叶轮和导叶中间断面、导叶出口３个截面上进行
监测点布置［９］．在３个截面共设置了１２个监测点，
每个截面上布置４个监测点，如图２所示．

图２　压力脉动监测点位置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ｉｎｐｕｍｐ

２　压力脉动预测

２１　性能预测与试验验证
根据混流泵动态性能预估方法，可得到各个时间

步上的静态性能参数，将非定常数值计算得到的一个

完整周期内各个时间步上的所有静态性能参数进行时

间平均，即获得混流泵的非定常时均外特性．对混流泵
的６种不同工况下１个周期内的时均扬程和时均效率
进行性能预估，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如图３所示．

图３　性能预估与试验验证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

由图３可以看出：试验结果和性能预测结果吻合
较好，对比各点的时均扬程和时均效率预测相对误差

均在６５％以内；试验发现在６０％～８５％额定工况范
围存在Ｈ－Ｑ正斜率特性，Ｈ－Ｑ正斜率特性表明混

流泵叶轮与导叶流道内已发生大尺度失速现象，叶轮

与导叶间、导叶流道内存在大尺度的失速涡；基于雷

诺时均方程的非定常计算并未准确预测６０％～８５％
额定工况范围内的Ｈ－Ｑ正斜率不稳定运行特性．

考虑到两种混流泵水力模型设计参数的差异，

文中研究结论与 Ｋａｔｏ等［４］采用大涡模拟亚格子湍

流模型预估Ｈ－Ｑ正斜率特性的研究结论相比较，
在６８％～８７％额定工况范围内，文中的扬程预估值
偏大，在额定工况和大流量工况的扬程预估值较为

吻合．因此，通过非定常计算性能预估分析，验证了
雷诺时均方程结合滑移网格技术不能准确预测混

流泵的Ｈ－Ｑ正斜率不稳定运行特性．
２２　压力脉动时域特性分析

对混流泵整机进行非定常数值模拟，压力脉动

系数为

Ｃｐ＝
ｐ－珋ｐ
１
２ρｕ

２
， （８）

式中：ｐ为监测点静压；珋ｐ为１个旋转周期内监测点
的平均静压；ｕ为叶轮圆周速度．

在设计工况下，对监测点 Ｐ１１－Ｐ１４，Ｐ２１－Ｐ２４，
Ｐ３１－Ｐ３４处的非定常压力脉动时域特性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压力脉动时域特性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ｎ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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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可以看出：叶轮进口监测点Ｐ１４和叶轮出
口监测点Ｐ２４的压力脉动幅值最大；监测点 Ｐ１１－Ｐ１４
与Ｐ２１－Ｐ２４沿轮缘到轮毂的压力脉动幅值逐渐减小，
叶轮进口和叶轮与导叶间轮缘处监测点的幅值约为

轮毂处的２倍；导叶出口压力系数幅值从轮毂到轮缘
逐渐上升，在靠近轮缘处压力脉动开始下降；压力脉

动最大幅值发生在叶轮和导叶间的Ｐ２１－Ｐ２４，其中监
测点Ｐ２４的压力脉动系数为０２６８；压力脉动最小幅值
发生在叶轮进口监测点Ｐ１１－Ｐ１４，监测点 Ｐ１１的压力
脉动系数为－０１０３；叶轮进口和叶轮出口各监测点
压力脉动曲线呈周期性变化，其波动的稳定性较好，

导叶出口监测点压力波动稳定性较差，这可能与导叶

流道内非定常不稳定流动特性有直接关系．
图５为混流泵叶轮进口、叶轮出口和导叶出口

各监测点的压力脉动系数．可以看出：叶轮进口处
的监测点从Ｐ１１－Ｐ１４，压力脉动系数先增大后减小；
受叶轮与导叶强干涉作用的影响，叶轮和导叶之间

的监测点从轮毂侧的 Ｐ２１到轮缘侧的 Ｐ２４，压力脉动
系数逐渐增大，且轮缘侧 Ｐ２１比轮毂侧 Ｐ２４的压力脉
动系数相对值小７％；导叶出口监测点从Ｐ３１到 Ｐ３４，
压力脉动幅值呈减小的趋势，这可能是导叶对流场

内液流的非定常压力脉动充分掺混的结果．

图５　压力脉动分布规律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３　压力脉动频域特性分析
根据各监测点的非定常数值计算结果，采用快

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算法对各监测点进行压力脉动
频谱分析．如图６为在设计工况下，各压力脉动监测
点的频域特性，由于叶轮叶片数为４，导叶叶片数为
５，所以叶轮对液流的影响频率为转频的４倍及其谐
波，导叶对液流的影响频率是转频的５倍及其谐波．

图６　压力脉动频域特性
Ｆｉｇ．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以看出：叶轮进口监测点从轮缘侧到
轮毂侧压力脉动幅值逐渐增大，压力脉动最大值位

于ｆ＝１１３００Ｈｚ的叶轮轮缘监测点 Ｐ１４位置；考虑
到叶轮和导叶间的动静干涉作用，叶轮出口监测点

沿轮毂到轮缘侧，压力脉动幅值基本保持不变，而

叶轮出口监测点压力脉动幅值较为一致，主频为ｆ＝
１１３００Ｈｚ的压力脉动能量幅值最强，ｆ＝９０Ｈｚ的
压力脉动能量幅值次强；在导叶出口监测点均存在

１个ｆ＝００４５Ｈｚ的低频压力脉动，由于导叶内非定
常流动诱发较强的低频压力脉动，压力脉动最大值

发生在导叶出口监测点位置．

３　结　论

基于雷诺时均方程和ＲＮＧｋ－ε湍流模型对设
计工况下低比转数混流泵进行了非定常数值模拟，

将非定常性能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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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对比了混流泵内非定常压力脉动特性，

得到结论如下：

１）基于雷诺时均方程和滑移网格技术，不能准
确预估小流量工况下混流泵的Ｈ－Ｑ正斜率不稳定
特性，但可以准确预估额定工况和大流量工况下的

Ｈ－Ｑ特性曲线．
２）沿叶轮的轮毂到轮缘，混流泵压力脉动的幅

值呈逐渐增大的趋势，压力脉动最大幅值出现在叶

轮出口轮缘侧，而压力脉动最小幅值位于在叶片进

口轮毂侧，叶轮进口和叶轮出口监测点压力脉动呈

周期性变化，压力波动的稳定性较好．
３）叶轮进口监测点的压力脉动幅值沿径向逐

渐增大，叶轮出口和导叶出口监测点压力脉动较一

致．从叶轮进口到导叶出口位置，压力脉动呈现出
逐渐增强的趋势．由于导叶内非定常流动诱发了较
强的低频压力脉动，导致压力脉动最大值发生在导

叶出口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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