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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动叶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对叶片气动负荷的影响

姚宏伟，颜培刚，韩万金

（哈尔滨工业大学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１５０００１哈尔滨，Ｈａｎｗａｎｊｉｎ＠ｈｉｔ．ｅｄｕ．ｃｎ）

摘　要：为研究某型燃气轮机中间三级轴流压气机第二级动叶片的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及其对静叶片气动负荷
的影响，采用基于谐函数（ｈａｒｍｏｎｉｃ）的非定常计算方法对三级压气机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流场尾迹输运以及
叶片非定常气动负荷．计算结果表明，动叶片处于不同ＣＬＯＣＫＩＮＧ位置时，非定常流场具有截然不同的熵输
运特点，因而在不同的气流激振力作用下各列叶片气动负荷差别较大．在 ＣＬＫ２位置上，静叶片气动力始终
为正值，且波动幅值明显比其它位置小，气动力方向角波动范围最小，且气动力矩波动幅值和方向改变次数

最少，具有最稳定的气动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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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轮机内部的非定常流动对其性能参数具
有重要的影响，研究非定常流动对燃气轮机性能的

影响因素，准确评估燃气轮机的气动性能，具有重

要的作用［１－２］．燃气轮机叶片的损坏绝大多数是由
于叶片振动产生的应力过大所致，影响叶片应力的

主要因素是叶片振动特性和非稳态气流激振力特

性［３－４］．有效地控制气流激振力，可以降低叶片的

事故率，延长机组寿命，因此，保证叶片具有良好的

振动特性是降低叶片动应力的主要途径［５－６］．文献
［７－１２］对压气机 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对各列叶片附
面层发展及损失产生的机理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研

究主要集中在压气机的静叶片 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
上，在数值模拟过程中通常采用具有小整数比的

动、静叶片匹配数目，而对于实际机组中动静叶片

数目不便约化的情况，以及动叶片 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
应的数值研究方面，文献还不多见．

本文对某型燃气轮机中间级轴流压气机进行

了研究，其中间级静叶片在实际运行时出现根部

严重断裂的现象，这一故障可以通过改变其上、下



游动叶片的周向相对位置得到解决．本文以动叶
片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为出发点，对叶栅流场进行非
定常计算，研究叶片非稳态气流激振力的性质．
建立激振力计算模型，探索激振力特性随转子叶

片不同相对位置的变化关系，探讨各排叶片在非

定常气动负荷条件下的动力响应．对三级轴流压
气机流场进行了非定常数值模拟，研究中间级动

叶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对静叶片气动负荷的影响．在
保证三级压气机真实的叶片数目的条件下，采用

基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的频域变化方法对全三维 ＮＳ方程
进行数值求解，分析流场熵输运特性以及各列叶

片非定常气动负荷．

１　数值方法及验证

采用 ＮＵＭＥＣＡ公司推出的 ＦＩＮＥＴＭ／Ｔｕｒｂｏ软
件包的系列模块．方程的空间离散采用二阶精度
中心差分格式，湍流模型采用 ＳＡ模型．对时均方
程组，进口给定总温、总压和气流角，出口给定背

压．交界面采用２Ｄ无反射边界条件．
　　叶片约化方法是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在上、
下游叶片数目得到合理约化的条件下，该方法的

计算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为了进一步验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非定常计算方法的可靠性，本文以某重
型燃气轮机压气机中间三级叶型为研究对象

（图１），对叶片数进行约化（见表１）．分别采用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和Ｓｃａｌｉｎｇ（叶片约化）两种方法对２Ｄ流
场进行非定常计算，比较分析结果的差异，图２为
计算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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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压气机叶型
表１　三级压气机约化叶片数

叶片 Ｒ１ Ｓ１ Ｒ２ Ｓ２ Ｒ３ Ｓ３

数目 ６４ １２８ ６４ １２８ ６４ １２８

图２　计算网格

　　在计算过程中，进口边界条件给定总温
６５７１８Ｋ、总压１２５２０９８Ｐａ，周向气流角３８１７°，
出口边界条件通过考虑径向平衡方程，给定平均

静压，静压从１２００ｋＰａ提高至１７５０ｋＰａ，其中设
计点静压为１５２０ｋＰａ，对应质量流量６２５ｋｇ／ｓ．动
叶旋转边界给定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叶片型面静压的时均值
和非定常波动的幅度见图３，其中 Ｍａｘ和 Ｍｉｎ分
别表示脉动值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由图３可以看
到，ｈａｒｍｏｎｉｃ方法计算得到的各列叶片交接面位
置的熵分布基本上都是连续的，说明在非定常计

算过程中的转／静交接面参数传递方面，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同时，观察 Ｓ２叶片型面静
压，与ｓｃａｌｉｎｇ方法计算的一个周期内静压非定常
波动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相比，尽管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方法
计算的非定常波动幅度更大，但是差别并不明显，

且两者的静压时均值曲线完全吻合，因此采用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方法计算的叶片气动力和气动力矩的
结果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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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两种计算方法的叶片型面静压系数时均与脉动值

２　计算模型
本文以燃气轮机中间三级压气机为研究对

象，在不改变各列叶片数的前提下，研究中间级动

叶片的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对静叶片气动负荷的影
响．各列叶片真实数目见表２．

表２　三级压气机真实叶片数

叶片 Ｒ１ Ｓ１ Ｒ２ Ｓ２ Ｒ３ Ｓ３

数目 ６４ １３２ ６４ １３０ ６４ １３２

２１　熵输运分析
图４给出了 Ｒ２在 ＣＬＫ０和 ＣＬＫ２位置上熵

的输运过程，取某一瞬时流场进行比较、分析．由
图４可以看到，当Ｒ２在ＣＬＫ０位置上时，Ｒ１的尾
迹和势流输运到 Ｓ１流道，Ｓ１叶片吸力面附近气
流的加速过程使得尾迹被拉伸，静叶边界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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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得尾迹被扭曲，但是在流向逆压梯度下并没

有发生耗散．Ｒ２在ＣＬＫ０位置出现一个最重要的
现象，就是 Ｒ１的尾迹和 Ｓ１的部分尾迹在 Ｓ１尾
缘发生掺混后恰好输运至 Ｒ２的前缘，在一个周
期内始终被Ｒ２前缘切割，因此Ｒ１的尾迹主要在
Ｒ２的边界层中耗散．在 Ｒ２吸力面一侧，Ｒ１部分
尾迹与 Ｓ１尾迹掺混，形成 Ｒ２的尾迹，并向下游
继续输运，因此Ｓ２中熵的输运主要表现为单个较
强尾迹不断被切割，并向下游积聚、耗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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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两个ＣＬＯＣＫＩＮＧ位置的熵输运云图

　　当Ｒ２在ＣＬＫ２位置时，Ｒ１的部分尾迹和 Ｓ１
的尾迹掺混后进入 Ｒ２的流道中部，并输运至 Ｒ２
的出口，Ｒ２的前缘交替切割Ｓ１的尾迹和势流．由
于Ｒ２的出口既有Ｒ１和Ｓ１的尾迹，又有Ｒ２的尾
迹，因此Ｓ２中熵的输运反映了多个尾迹的输运过
程．与ＣＬＫ０位置相比，被 Ｓ２叶片切割并向下游
积聚和耗散的多个尾迹强度明显减小，尾迹输运

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都有所减弱，因此 Ｒ２的尾
迹在经过Ｓ２后，直接进入Ｒ３流道的中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Ｒ２处于不同的
ＣＬＯＣＫＩＮＧ位置对应着截然不同的尾迹输运特
点，导致势流、尾迹和叶片边界层发生相互作用的

特点也明显互不相同，因此由尾迹和势流引起的

压力波动必然会清晰地反映在叶片气动负荷的非

定常波动上．结合尾迹和势流输运过程中的瞬态
流场，深入分析作用在叶片上的非定常气动力和

力矩，有助于清楚地了解该三级压气机叶片气流

激振力的作用机制．
２２　叶片非定常气动力时域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三级压气机中动叶ＣＬＯＣＫＩＮＧ
效应对叶片气动负荷的影响，对各列叶片非定常

气动力和气动力矩进行时域分析，比较转子叶片

在不同ＣＬＯＣＫＩＮＧ位置时各列叶片气动力系数、
气动力矩系数以及气动力的作用角度非定常波动

幅度及变化次数．以压气机的轴向和动叶旋转的
反方向为参考坐标系的正方向，对叶片进行受力

分析，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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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叶片受力分析

Ｆ→（ｔ）＝Ｆ→ｘ（ｔ）＋Ｆ
→
ｙ（ｔ），

Ｆ→ｘ（ｔ）＝－Δｈ∮Ｌｐ（ｔ）ｄｙ→，
Ｆ→ｙ（ｔ）＝Δｈ∮Ｌｐ（ｔ）ｄｘ→，

Ｍ→（ｔ）＝Δｈ∮Ｌｐ（ｔ）［（ｘ－ｘｃｇ）ｄｘ→ ＋（ｙ－ｙｃｇ）ｄｙ→］，
γ＝ａｒｃｔａｎ（Ｆ→ｙ／Ｆ

→
ｘ），

Ｃｐ＝（ｐ－ｐ０）／（ｐ０ －ｐ０）．

其中，Ｆ→ 为气动力，Ｍ→ 为气动力矩，ｐ为当地静压，
ｐ０为叶栅进口的平均静压，ｐ０为叶栅进口的平均
总压．

图６给出了静叶 Ｓ２的气动负荷随时间的变
化．Ｆ（ｔ）／珔Ｆ和Ｍ（ｔ）／珚Ｍ分别表示气动力系数和力
矩系数．从图 ６可以看出，在 ＣＬＫ０位置上，
０～０３Ｔ时间内，气动力的两个分量为负值，表示
与规定的正方向相反，此时气动力方向角也处于

第四象限．这表明在该时间段内，叶片吸力面的
压力高于压力面的压力，叶片的受力与常规的压

力面指向吸力面的方向相反．类似的现象同样发
生在ＣＬＫ１和ＣＬＫ３两个位置上．

在ＣＬＫ２位置上，静叶Ｓ２的气动力始终为正
值，且波动幅值明显的比其他３个位置的小，气动
力方向角的波动范围也较小，表明在 ＣＬＫ２位置
上，静叶Ｓ２具有更稳定气动的气动负荷，其气动
负荷受尾迹和势流非定常干扰的影响较小，这有

利于延长Ｓ２的疲劳寿命．
在非定常条件下，叶片排之间存在显著的非

定常干扰，上游叶片尾迹和势流不仅会对相邻下

游叶片造成影响，甚至对更远的下游叶片造成干

扰，因此第三列转子叶片 Ｒ３与前两列转子叶片
之间也会存在 Ｃｌｏｃｋｉｎｇ效应．本文仅仅针对实际
工程中出现问题的Ｓ２叶片进行计算，没有考虑其
他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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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气动力方向角
图６　中间级静叶片Ｓ２非定常气动负荷

３　结　论
１）转子叶片不同 ＣＬＯＣＫＩＮＧ位置对应截然

不同的熵输运特点．在 ＣＬＫ０位置，Ｒ１的尾迹和
Ｓ１的部分尾迹掺混后恰好输运至 Ｒ２的前缘，Ｓ２
中熵的输运主要表现为单个较强的 Ｒ２尾迹的输
运过程．在ＣＬＫ２位置，Ｒ１的尾迹和 Ｓ１的部分尾
迹掺混后进入 Ｒ２的流道中部并输运至 Ｒ２的出
口，Ｒ２的前缘交替切割 Ｓ１的尾迹和势流，Ｓ２静
叶片中熵的输运反映了多个尾迹的输运过程，从

而对应不同的气流激振力．
２）动叶片Ｒ２处于不同的ＣＬＯＣＫＩＮＧ位置时，

会引起Ｒ２下游Ｓ２静叶片气流激振力显著的变化．
其中在ＣＬＫ２位置上，静叶 Ｓ２的气动力始终为正
值，与其他位置相比波动幅值明显减小，气动力方

向角的波动范围也较小，因此具有最稳定的气动负

荷，这有利于减少对叶片Ｓ２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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