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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燃冲压发动机--过程和特性》编著者科林·西格尔。

《超燃冲压发动机--过程和特性》由权威研究人员编写的这本书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了超燃冲压发动机
的工作过程与特性，对理论和试验研究进行了回顾。
重点叙述了在超燃冲压发动机中遇到的各种气动热力过程，包括部件分析与流路设计，与带化学反应
和不平衡效应的内部流动高温气体动力学和高超声速效应相关的基础理论。
接着进行了循环和部件分析，之后对流路进行了检验。
最后，回顾了目前的试验与理论能力，并介绍了迄今为止用于非定常高温气体动力学研究的地面试验
设备和计算流体力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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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总的来说，经验关系式和试验结果吻合得较好，特别是在射流下游中间处位置。
在靠近喷射点位置，这里曲线斜率要大一些，或在射流下游远处（距离大于30倍喷射口直径），两者
相差1～2倍喷口直径。
 对改进的式（6—20）进行测试，其考虑了来流马赫数的影响。
与预想的一样，结果表明穿透深度随着动压比、下游距离和边界层厚度与喷口直径比的增大而增大。
而且穿透深度还随着来流马赫数的增大而增加，仅凭直觉是无法得到这样的结论的。
来流马赫数的增大使弓形激波强度增加，这样会使得穿透深度增加。
随着马赫数的增大，激波后气流动压会增加几个百分点，所以实际射流与主流动压比要比射流与超声
速自由来流动压比小很多。
例如，Ma4的自由来流通过一道正激波后动压降低78％。
然而直接运用正激波关系式来预测动压比是不够精确的，因为弓形激波只有一小部分接近于正激波。
 在低马赫数而且边界层较厚的情况下，尽管从壁面算起的射流穿透深度增大，但离开边界层进入主流
区后的穿透深度却因边界层较厚而变小。
这时接近于正激波的弓形激波将不复存在，超声速来流与射流互相干扰形成较弱的斜激波。
由于射流对于主流的堵塞作用减弱，其生成的旋涡对于加强掺混的效果也将削弱。
这样使得射流不再是横向而是更加贴近壁面而接近于切向方向。
 但超声速来流马赫数很高时，弓形激波强度增加，激波后动压大幅降低，所以射流与主流动压比增大
使得穿透深度变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来流马赫数的增大，边界层厚度对于穿透深度的影响将减
小。
 横向液体喷射 气体射流中关于穿透深度以及与空气掺混等问题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超燃冲压发动机中
所用的液体燃料。
液体燃料在技术、经济性以及可操作性等方面较气体燃料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对于飞行马赫数不
超过8的小型高超声速飞行器来说，使用液态碳氢燃料是非常合适的，关于这些具体的优点已在本书
第四章进行了介绍。
液态碳氢燃料的掺混和燃烧是多步物理一化学过程，这要求掺混过程快速，因为高速空气在超燃冲压
发动机中驻留时间比较短。
如果选用的液体燃料适用于所有超临界工况，这将赢得大量的时间用于液体燃料的破碎和蒸发。
此外，如果上述转化过程伴随着化学裂解，那么氢键的形成或者其他活性自由基将增加混合物的化学
反应性，这样可以减小燃烧室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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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燃冲压发动机:过程和特性》旨在为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生产和管理的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为航空
发动机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型号研制工作提供借鉴，为我国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航空发动机，振兴航空发动机产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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