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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过程建模与数值仿真》系统地建立和介绍了液体火箭发动机喷雾燃烧过程的理
论、模型和数值计算方法，包括液体推进剂喷雾理论与喷嘴雾化模型，液滴在常压、高压和振荡环境
下的蒸发理论及多组分液滴蒸发模型，湍流流动模型，湍流燃烧模型，传热模型，燃烧不稳定理论与
模型等，上述理论或模型反映了当前的最新研究成果。
《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过程建模与数值仿真》最后给出了完整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喷雾燃烧计算模型，
介绍了数值算法和网格生成方法，并给出了应用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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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1.1燃烧不稳定性表现形式 燃烧不稳定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由于压力测量最为方便，燃烧不稳定性通常以压力变化的周期性为表征。
测压位置可以是在燃烧室内也可以在推进剂供应系统中。
值得注意的是，燃烧不稳定造成的室压振荡与稳态燃烧的正常室压脉动不同，二者存在如下区别：①
当发生燃烧不稳定时，燃烧室压力振荡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振荡能量集中在某几个固有频率的振荡上
，而且燃烧室内不同位置的燃气振荡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
在正常的稳态燃烧时，尽管燃烧室压力也经常存在不同程度的脉动和起伏，但往往是带有随机性的，
且各位置的燃气振荡互不关联，振荡能量分散，在某一时间区间这种脉动的总效应趋于零。
②当发生燃烧不稳定时，燃烧室压力的振荡幅值较大，通常在平均室压的5％以上，有时甚至可能高
达百分之几十或更高。
稳态燃烧时的随机扰动往往幅值较小。
 温度和传热的监测也能够成功地显示出燃烧不稳定的发生。
埋在室壁内的热电偶可以感受到壁温的迅速升高。
利用冷却剂或局部再生冷却剂，也可得到温度变化的快速响应。
 燃烧不稳定性也使排气羽流中的马赫菱形区的轴向位置发生振荡，这可由高速摄影来测得。
马赫菱形区的振荡通常与室压振荡频率相一致。
有时采用光学技术来监视排气羽流的光度变化，但光度的变化可能是非常弱的。
据估计，羽流中光度振荡的响应振幅仅为室压响应振幅的0.1％。
测量结果表明，流量或推力的周期性变化也是燃烧不稳定性的一个标志。
 7.1.2不稳定燃烧分类 通常，各种燃烧不稳定性的激励机理是不相同的，相应地，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来控制或消除燃烧不稳定性。
历史上，燃烧不稳定性是按其频率范围来分类的，但是在低频、中频和高频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
界线。
对燃烧不稳定性仅按频率来分类会引起许多混乱。
一种较好的分类方法是将燃烧不稳定性的种类与其效应、最重要的耦合机理及其消除装置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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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过程建模与数值仿真》可作为航天、航空、内燃机以及一切从事和涉及液体燃
料燃烧领域和专业的师生和科技人员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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