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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管理（NASA）于1997年开始对高速喷管进行喷水降噪的研究，
针对喷水的质量流量、喷水位置以及雾化模式3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研究结论分别为 （1）
喷水的质量流量越大降噪效果越明显。
 （2）在喷管出口位置喷水比在射流混合区喷水降噪效果更为显著。
 （3）喷水越接近喷管轴线，降噪效果越好。
 （4）雾化模式对于降噪的影响相对较小。
 欧洲航天局“阿里安”火箭第三发射场导流槽的发射噪声控制经历了使用、逐渐完善的过程，在一期
完成建设后，根据后续发射实测噪声量级和噪声控制要求，增加了导流槽入口喷水降噪系统，并增加
了导流槽出口延长段。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1）获得理想的喷水降噪水流量应不低于3倍的燃气质量流量，且流量越大，效
果越好。
 （2）喷水方向应尽量沿燃气射流流动方向喷人。
 （3）降噪效果与水流速度关系不大。
 （4）导流槽人口喷水降噪效果优于出口喷水降噪效果。
 导流槽（图4—3和图4—4）系卫星发射阵地构筑物，主体结构多为钢筋混凝土，表面浇注耐火混凝土
或耐火砂浆，其主要功能为支承发射台，并将火箭与卫星发射时发动机喷出的高温高速气流顺利导离
发射台导向场坪外面，使发射顺利进行。
导流槽必须能够经受高温高速气流的冲击，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抗烧蚀性能和良好气动性能（最佳
几何尺寸），以确保卫星发射的安全。
其各部位的主要用途：地下单面导流槽由基本段、水平段和折流段部分组成。
其中水平段兼做污水储存池，导流槽的基本段或称台座段，除承受本身的导流壁（侧壁）荷载外，其
主要作用是承担火箭发射或火箭发射出现故障紧急关机时的所有静荷载和动荷载。
导流槽的水平段或中间段，主要承受火箭的有效载荷，起竖吊装过程中停放的部件、设备、运输车辆
及施工过程中各种荷载。
 储罐、四氧化二氮储罐；燃烧炉主体长1800mm，直径为300mm，夹套直径 为390mm，夹套内通入空
气，称为二次风，其作用有：①为主题炉膛提供燃烧的氧气；②起到冷却炉膛的作用。
助燃煤油储箱置于平板下面；风机为燃烧过程提供一次风和二次风，空气流量计测量一次风量和二次
风量；控制柜为整套系统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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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总装部队军事训练"十二五"统编教材:航天发射污染控制》是航天发射过程产生的环境污染（如推进
剂废水、废气、废液及噪声）治理技术；在航天发射活动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处理及回用技术；三是应
对推进剂泄漏等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理技术及装备；四是环境监测及环境信息管理技术；五是航天发射
活动的污染控制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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