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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NUMECA系列教程》内容简介：NUMECA是全球领先的CAE软件。
随着数值求解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飞速发展，NUMECA的普及率越来越高，用户也越来越多。
《NUMECA系列教程》详细介绍了NUMECA软件的操作，并给出了若干典型的应用案例，旨在
为NUMECA软件使用者提供系统、详尽的学习材料。
《NUMECA系列教程》假设读者了解计算流体动力学和航空航天、能源、动力、海洋、船舶、交通运
输及兵器工业等的基本概念，可作为NUMECA产品初学者的指导材料，也可作为以上领域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学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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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2.2 HEXPRESS的主要特色 HEXPRESS是一款高度自动化的全六面体非结构网格生
成软件包，可用于任何复杂二维和三维几何体的网格生成。
其主要技术特色如下： 1.极快的网格生成速度 在常用的商业网格生成器中，网格生成基本上是采用以
几何边为基元来控制网格分布的方法，用户需要对每一条几何边进行划分，并设置适当的网格点分布
，生成表面网格，然后向空间拓展。
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网格密度的分布，往往还需要在几何模型上进行几何面的切割，生成新的棱边
并进行网格点布置。
因此，这种网格生成方式需要预先进行繁复的表面网格划分，而这些表面网格的生成一般要占整个网
格生成时间的70％～80％。
 HEXPRESS不需要生成表面网格，它以各几何面为基元，用户只需直接指定各几何面附近网格的目标
尺寸，网格的生成过程即由程序自动完成，因此需要控制的网格分布参数远远少于传统的以几何边为
基元的网格生成方法。
 HEXPRESS采用与众不同的由体到面的方式，将复杂计算域的网格生成简化为以下几步（见图2.1）：
1）导人几何模型； 2）生成初始网格； 3）网格自适应； 4）吸附和优化； 5）插入边界层网格。
 在上述操作中，用户只需要在第2）、3）、5）步设置适当的参数，就能对任意复杂外形快速生成高
质量的全六面体非结构网格。
 2.高质量的网格 HEXPRESS采用全六面体非结构网格，其网格单元基本上按照笛卡儿坐标方向（X，Y
，Z）排列，在物面附近网格被适当细化并投影到物面上，从而形成贴体网格，准确描述物体外形。
在计算域中的绝大部分区域，网格单元都接近于长方体，网格质量非常高。
同时，通过鲁棒性强健的优化方法消除物面附近的负体积和凹体积网格单元，调整整体网格的正交性
，从而也保证了整个计算域内的网格品质。
一般情况下，最终计算网格的正交性高于80°的网格单元占其总数的90％以上。
 对于粘性问题，其通过拆分第一层网格的方法在物面层附近生成各向异性的高质量的结构式分布的边
界层网格，使非结构网格的粘性模拟有效地克服了四面体网格固有的使离散格式精度退化、粘性计算
速度慢等弊端。
 3.全六面体网格单元保证自适应求解 由于非结构六面体网格的网格单元基本按照坐标方向排列，网格
的拆分和合并变得非常容易，有利于采用网格自适应技术计算。
网格自适应方法，可在计算过程中对流场参数（速度、压力或密度等）梯度较大的区域自动加密计算
网格，同时在流场参数梯度较小的区域自动粗化网格，从而保证以总体较少的网格单元数，获得对复
杂流场的精细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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