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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柔性拍动翼的水动力性能及指导仿生推进器的设计，应用自主开发的浸入边界法 ＣＦＤ 程序数值模拟了三维

柔性翼的非定常绕流问题． 在固定的笛卡尔网格上通过基于虚拟网格的边界条件重建算法来施加复杂移动变形边界对流动

的影响，以能量的视角提出一种对刚性和柔性拍动翼都适用的推进效率数值计算方法，并系统地研究了各参数对三维柔性翼

推进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变形运动控制参数 ε 处于 ２．０～３．５，且弦向变形系数 δ 为 ０．１ 时，柔性拍动翼的推进效率将超过

刚性翼；柔性翼性能随变形运动控制参数的变化取决于水动力产生表象之下的涡动力学，包括翼尾缘变形对漩涡脱落的控制

和展向涡量输运机制；柔性拍动翼的平均推力随无因次频率 ｋ 的增大而单调增加，与实验中依靠胸鳍推进的鱼通过增加胸鳍

的拍动频率来增加推力的现象是一致的；存在一个使柔性翼的推进效率最高的最优 ｋ， 即实验中依靠尾鳍推进的鱼存在一个

最优斯特劳哈尔数，使效率最佳的特性在模拟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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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生推进技术及其在水下机器人中的应用已经

得到了世界上很多有利用海洋条件国家的关注． 许

多研究将鱼鳍简化为拍动翼，并开展大量水动力实

验工作以开发能被用于水下机器人的仿生拍动翼推

进器［１－８］ ． Ｊｏｎｅｓ 等［９］、 Ｐａｎ 等［１０］、 李 宁 宇 等［１１］、
Ｍａｎｔｉａ 等［１２］应用基于势流理论的面元法对拍动翼

的推进性能进行数值计算，并研究各运动参数对拍

动翼推进性能的影响． Ｌｅｗｉｎ 等［１３］、 Ｌｕ 等［１４］、 Ｓｕ
等［１５］、文敏华等［１６］应用基于动网格技术的 ＣＦＤ 方

法数值模拟拍动翼绕流问题，分析在黏性流场中拍

动翼的水动力性能． 上述对于刚性拍动翼的实验和

数值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实际鱼

类在游动过程中，鱼鳍由于水动力的作用将发生柔



性变形． 因此，以刚性拍动翼为模型所开展的工作

与真实鱼鳍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研究柔性变形对拍

动翼 ／鳍推进性能的影响是设计具备可与鱼鳍优越

性能相比拟的推进器的必由之路． Ｌｉｕ［１７］ 提出了拍

动翼的弦向和展向柔性变形模式，并利用面元法分

析变形相位角和变形幅度对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Ｗａｎｇ 等［１８］使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模拟拍动翼的升沉俯

仰运动，以非均匀载荷分布下的悬臂梁作为假定的

柔性变形模式，讨论了柔性翼的推进性能和周围压

力分布． Ｌｉ 等［１９］ 采用 ＣＦＤ 方法获得了仿胸鳍柔性

板尾流场中多个切片上的涡量分布情况，并分析了

在柔性板运动过程中的尾涡耗散和脱落情况． Ｍｉａｏ
等［２０］研究了弦向变形幅度对拍动翼的影响，应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计算了在不同雷诺数和无因次频率下

柔性翼的推力和效率．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

了柔性对拍动翼 ／鳍的水动力和尾流场的影响，但目

前对柔性拍动翼 ／鳍的推进效率的数值计算方法还

没有系统、完备地阐述，而且缺乏对推进性能随参数

变化的内在机制的理解和与真实鱼鳍实验的联系和

比较． 另一方面，拍动翼 ／鳍等仿生流动的数值模拟

经常涉及复杂移动边界问题，而这类问题的高效、精
确求解一直是计算流体力学的难点． 浸入边界法

（ＩＢＭ） ［２１－２２］为外形复杂结构在黏性流场中运动的数

值模拟提供了新的途径，它利用拉格朗日方法跟踪物

体运动边界，而流场控制方程在固定的笛卡尔网格上

求解，不必按照物体形状生成复杂的贴体网格．
本文自主开发了基于浸入边界法的 ＣＦＤ 程序，

改进了前人的拍动翼柔性变形模式，并从能量的角

度提出一种计算柔性拍动翼推进效率的数值方法，
深入分析了弦向变形系数、变形运动控制参数和无

因次频率对柔性翼推进性能的影响．

１　 计算模型

考虑拍动翼的升沉俯仰耦合运动， 设拍动翼的

弦长为 Ｃ，展长为 Ｓ， 翼型剖面为 ＮＡＣＡ００１４， 置于

均匀来流Ｕ中，如图 １所示，其中 ｘｙｚ为随体坐标系，
固定在拍动翼上并随之运动；ＸＹＺ为固定坐标系，保
持静止不动，Ｘ 轴沿着流动方向，Ｚ 轴沿着翼展方向．
　 　 拍动翼在 Ｙ 方向的升沉运动可以表示为

ｈ（ ｔ） ＝ ｈ０ｓｉｎ（ωｔ） ．
式中： ｈ０ 为升沉幅度， ω 为拍动翼的圆频率， ｔ 为时

间． 如果使用 ｆ 表示拍动翼的运动频率， 则有 ω ＝
２πｆ． 拍动翼绕前缘的俯仰运动可描述为

θ（ ｔ） ＝ θ０ｓｉｎ（ωｔ － ψ） ．
式中： θ０ 为俯仰幅度；ψ为俯仰运动与升沉运动间的

相位差，这里取为 π ／ ２， 根据文献［２３－２５］的研究，

此时拍动翼具有最佳的推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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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拍动翼几何及坐标系统

Ｆｉｇ．１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ｕ［１７］假设拍动翼的弦向变形只发生在后半部

分，提出如下形式的弦向变形方程：
ｙ ＝ δｃ （２ｘ － １） εｓｉｎ（ωｔ ＋ φ） ． （１）

式中： δｃ 为变形运动的幅度，是弦向变形系数 δ与弦

长 Ｃ 的乘积 即：δｃ ＝ δ·Ｃ． ε 为变形运动的控制参

数， ε 越大，靠近翼前缘的变形越平缓，而靠近翼尾

缘的变形越剧烈； φ 为变形运动与升沉运动之间的

相位差（下文简称柔性相位角）． 实际鱼鳍在水动力

的作用下将整体发生变形，这里对上述弦向变形模

式进行改进，从而使拍动翼的变形不再只局限于后

半部分． 改进后的变形规律表示为

ｙ ＝ δｃ
α

α － １
ｘ － １

α － １
æ

è
ç

ö

ø
÷

ε

ｓｉｎ（ωｔ ＋ φ） ． （２）

式中： α为变形运动的控制参数，１ ＜ α ＜ ＋ ∞ ， α越

大，弦向变形的起始位置越靠近拍动翼的前缘，当 α
取 ２ 时，所提出的弦向变形方程（２）即退化为 Ｌｉｕ［１７］

的弦向变形方程（１）．
在拍动翼推进中，一个关键的参数是无因次频

率［２０］，定义如下：
ｋ ＝ ωＣ ／ Ｕ．

　 　 拍动翼在黏性流中作非定常运动，定义雷诺数为

Ｒｅ ＝ ＵＣ ／ ν．
式中 ν 为流体的运动黏性系数．

根据图 １ 中坐标系的定义，拍动翼的推力系数和

升力系数可以表示为

ＣＴ ＝ ＦＸ ／ （０．５ρＵ２Ａｐｌａｎ）， ＣＬ ＝ ＦＹ ／ （０．５ρＵ２Ａｐｌａｎ） ．
式中： ρ为流体密度，ＦＸ 为推力，ＦＹ 为升力，Ａｐｌａｎ 为翼

的投影面积． 平均推力系数可由下式计算：

ＣＴＡ ＝ １
Ｔ ∫

ｔ ＋Ｔ

ｔ
ＣＸｄｔ．

式中 Ｔ 为拍动翼的运动周期．

２　 数值方法

２．１　 控制方程及其离散

流动控制方程为三维、非定常、黏性、不可压缩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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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Ｓ

ｕ·ｎｄＳ ＝ ０ ，

∂
∂ｔ ∫ＣＶｕｄＶ ＋ ∫

ＣＳ

ｕ（ｕ·ｎ）ｄＳ ＝ － １
ρ ∫ＣＳｐｎｄＳ ＋ ν∫

ＣＳ

Ñｕ·ｎｄＳ．

　 　 控制方程在固定的笛卡尔网格上离散， 其中 ｕ
为单元中心的速度，ｐ 为压力，ρ 和 ν 分别为流体的

密度与运动黏性系数，ＣＶ 与 ＣＳ 分别为控制体体积

与控制体表面，ｎ 为控制体表面的单位法向量．
流动控制方程的求解采用有限体积法，一个二

阶精确的分裂步方法（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ｐ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６］ 被

用作压力速度耦合方程组的求解，将流场的数值解

从时间层 ｎ 推进到时间层 ｎ ＋ １． 在时间积分方案上

选择隐式的 Ｃｒａｎｋ⁃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格式［２７］，空间离散时采

用二阶中心差分格式．
２．２　 浸入边界的处理

通过引入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２２； ２８］（虚拟单元）来施加浸

入边界对流动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利用基于物体

内部的一层网格单元的流场局部重构来建立速度和

压力边界条件，这些网格单元相对于绕流问题的流

场是虚拟的，因此被称为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流场数值计算在固定的六面体结构化网格上完

成． 由于仿生流动结构的研究经常涉及到复杂的几

何和运动，这里所开发的数值方法以模拟任意复杂

移动边界的绕流问题为目标． 浸入边界的表面采用

强适应性的非结构三角形网格离散（见图 ２）． 三角

形网格表示的物体表面如图 ２（ａ）所示，翼的非结构

表面网格被嵌入到流场的固定笛卡尔网格中（见图

２（ｂ）），从而完成整个网格系统的建立．

（ａ）物面的三角形网格　 　 　 　 （ｂ）流场的笛卡尔网格

图 ２　 浸入边界法的网格系统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下面构建对浸入边界问题实施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方法

所需的数值方案．
首先，利用射线法［２９］进行网格单元相对于物体

边界内外状态的判断． 然后，根据网格单元相对于

物体边界的位置，可将其分为以下 ３ 类（参考图 ３）：
１） 流体单元（ｆｌｕｉｄ ｃｅｌｌ），即单元中心位于物体

边界之外的单元；
２）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即位于物体边界之内且至少有一

个相邻单元位于流体内的单元；
３） 固体单元（ｓｏｌｉｄ ｃｅｌｌ），即单元中心位于物体

边界之内除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外的其余单元．
利用流场局部重构建立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上应满足的

方程，以保证物面边界条件的正确实施．

FluidCell
Ghost�Cell
SolidCell

图 ３　 流动求解器中的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方法示意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ｓｏｌｖｅｒ

　 　 如图 ３ 所示，从 ｇｈｏｓｔ － ｃｅｌｌ（Ｇ） 向物面引垂线，
将垂线与物面的交点 Ｏ 记为边界点，再将 Ｇ 与 Ｏ 的

连线向流体内部延伸，得到 Ｇ 关于浸入边界在流体

域内的镜像点 Ｉ． 在 Ｉ点周围局部区域的流动变量φ，
可由如下的插值多项式表示：

φ ＝ ｃ１ ＋ ｃ２ｘ ＋ ｃ３ｙ ＋ ｃ４ｚ．
式中 ｃｊ（ ｊ ＝ １，．．．，４） 为多项式的系数，可用围绕 Ｉ 点
的立方体的 ８ 个点中的 ３ 个流体点，以及边界点 Ｏ，
共计 ４ 个点作为插值数据点来计算， 即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Ａ －１

φ１

φ２

φ３

φ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式中 Ａ 为一个 ４ 阶方阵，其元素值可由上述 ４ 个点

的坐标给出

Ａ ＝

１ ｘ１ ｙ１ ｚ１
１ ｘ２ ｙ２ ｚ２
１ ｘ３ ｙ３ ｚ３
１ ｘ４ ｙ４ ｚ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式中 （ｘ ｊ， ｙ ｊ， ｚ ｊ） 为插值数据点的坐标． 对于速度插

值， φ 在边界点 Ｏ 的值由物面速度的狄利克雷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确定 （φ ＝ φＯ）， 在速度变量局

部重构中多项式系数可表示为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Ａ －１

φＯ

φ２

φ３

φ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１ ｘＯ ｙＯ ｚＯ
１ ｘ２ ｙ２ ｚ２
１ ｘ３ ｙ３ ｚ３
１ ｘ４ ｙ４ ｚ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１ φＯ

φ２

φ３

φ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式中 φＯ 为边界点 Ｏ 处的物面速度．
而对于 压 力 插 值， φ 在 边 界 点 Ｏ 由 黎 曼

（ Ｎｅｕｍａｎｎ ） 边 界 条 件 ∂φ ／ ∂ｎ^ 替 代 （ ∂φ ／ ∂ｎ^ ＝
（∂φ ／ ∂ｘ， ∂φ ／ ∂ｙ， ∂φ ／ ∂ｚ）·ｎ^）， 从而在压力变量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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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重构中多项式系数可表示为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Ａ －１

∂φ ／ ∂ｎ^
φ２

φ３

φ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０ ｎ^ｘ ｎ^ｙ ｎ^ｚ

１ ｘ２ ｙ２ ｚ２
１ ｘ３ ｙ３ ｚ３
１ ｘ４ ｙ４ ｚ４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１
∂φ ／ ∂ｎ^
φ２

φ３

φ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式中： ｎ^ 为物面单位法向量； ∂φ ／ ∂ｎ^ 为压力的法向

导数，它可由物面加速度确定，即
（∂φ ／ ∂ｎ^） Ｏ ＝ － ρ （Ｄｕ ／ Ｄｔ·ｎ^） Ｏ ．

其中 Ｄｕ ／ Ｄｔ 为速度的物质导数．
多项式的系数一旦确定，在镜像点 Ｉ 处的 φ 值

即可由下式给出：

φＩ ＝ ∑
４

ｊ ＝ １
β ｊφｊ ． （３）

式中 β ｊ（ｊ ＝ １， ．．．， ４） 为由插值多项式确定的权系数．
下面建立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上应满足的方程． 对于速度的狄利

克雷边界条件，根据沿法向线段 ＧＩ 的中点公式有

φＯ ＝ （φＩ ＋ φＧ） ／ ２． （４）
将式（３）代入式（４），可得

φＧ ＋ ∑
４

ｊ ＝ １
β ｊφｊ ＝ ２φＯ ． （５）

　 　 对于压力的黎曼边界条件，利用沿法向线段 ＧＩ
的二阶中心差分有

（∂φ ／ ∂ｎ^） Ｏ ＝ （φＩ － φＧ） ／ Δｌ． （６）
将式（３）代入式（６），可得

φＧ － ∑
４

ｊ ＝ １
β ｊφｊ ＝ － Δｌ （∂φ ／ ∂ｎ^） Ｏ ． （７）

　 　 最后 ｇｈｏｓｔ－ｃｅｌｌ 上的流场局部重构方程（５）和
（７）与流体单元上的 Ｎ－Ｓ 方程联立求解，从而得到

整个物体绕流场的数值解．
２．３　 推进效率的计算方法

与刚性拍动翼类似，柔性拍动翼的推进效率仍

可以用 η ＝ Ｐｏｕｔ ／ Ｐ ｉｎ 这样的一般的形式来表示，其中

平均输出功率 Ｐｏｕｔ 仍可由平均推力与来流速度的乘

积给出． 然而，关于平均输入功率 Ｐ ｉｎ 的计算方法需

要一些讨论．
对于刚性拍动翼，在文献［３； ３０－３１］中平均输

入功率已有被普遍认同的计算方法，即将输入功率

表示为拍动翼的刚体平移运动所消耗的功率与刚体

旋转运动所消耗的功率之和． 但对于本文中的柔性

拍动翼，该计算方法已不再适用，下面从能量的观点

出发，推导对刚性和柔性拍动翼都适用的平均输入

功率计算公式．
根据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因为功是能量转

化的量度，所以拍动翼做耦合旋转运动和柔性变形

运动所消耗的功率通过水对拍动翼做负功而被水吸

收． 一个运动周期内水对拍动翼所做的功可由以下

公式计算：

Ｗ ＝ ∫ｔ ＋Ｔ
ｔ
∫
Ａｆｏｉｌ

（σ
→
·Ｖ

→
）ｄＡｄｔ．

式中： Ａｆｏｉｌ 为拍动翼表面，σ
→
为局部表面力， Ｖ

→
为翼表

面的局部速度． 从而以能量的观点得到拍动翼的平

均输入功率为

Ｐ ｉｎ ＝ － １
Ｔ ∫

ｔ ＋Ｔ

ｔ
∫
Ａｆｏｉｌ

（σ
→
·Ｖ

→
）ｄＡｄｔ．

式中翼表面的局部速度可以表示为

Ｖ
→
＝ Ｖ

→

ｈ ＋ Ｖ
→

θ ＋ Ｖ
→

ｙ ．

式中： Ｖ
→

ｈ 为由升沉运动引起的速度， Ｖ
→

θ 为由俯仰运

动引起的速度， Ｖ
→
ｙ 为柔性变形速度． 最终给出计算

拍动翼的推进效率的公式为

η ＝
ＦＸＡＵ

－ １
Ｔ ∫

ｔ ＋Ｔ

ｔ
∫
Ａｆｏｉｌ

（σ
→
·Ｖ

→
）ｄＡｄｔ

．

式中 ＦＸＡ 为平均推力．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数值方法的验证

为验证浸入边界法 ＣＦＤ 程序数值模拟柔性拍

动翼问题的精确性，将用浸入边界法计算得到的

ＣＴＡ 与 Ｍｉａｏ 等［２０］ 的计算结果（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计算，
基于贴体动网格技术实现柔性翼的非定常运动模

拟）进行了比较． 在与 Ｍｉａｏ 等［２０］相同的运动规律和

流动条件下，平均推力系数随柔性相位角 φ 的变化

如图 ４ 所示． 可以看出，两个独立的数值模拟得出

的 ＣＴＡ 有很好地一致性， ＣＴＡ 均是随柔性相位角的增

加而先增大后减小，当 φ 为 １５０°时， ＣＴＡ 达到最

大值．

Miao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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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浸入边界法和Ｍｉａｏ等［２０］的平均推力系数计算结果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ＣＴＡ ｂｙ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

　 　 除以上水动力的比较之外，为验证提出的柔性

拍动翼推进效率计算方法，还将利用本文方法的效

率计算结果与 Ｍｉａｏ 等［２０］ 的效率计算值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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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发现，当前的模拟结果与 Ｍｉａｏ
等［２０］的计算结果基本吻合，当柔性相位角为 ９０°时，
柔性翼的推进效率取得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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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推进效率计算值与 Ｍｉａｏ 等［２０］的结果的比较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

　 　 为了给所开发的浸入边界法程序提供物理实验

支撑，将使用 ＩＢＭ 程序计算得到的水动力系数与

Ｍａｃｋｏｗｓｋｉ 等［３２］的相应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 实验

中翼在 Ｒｅ ＝ １７ ０００的来流中做纵倾运动，用力传感

器对水动力进行直接测量． 在与实验相同的运动规

律和流动条件下，升力系数幅度 （ＣＬ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随诱

导频率 ｋ′ （Ｍａｃｋｏｗｓｋｉ 等［３２］将 ｋ′ 定义为无因次频率

ｋ 的 １ ／ ２）的变化如图 ６ 所示． 可以看到，ＩＢＭ 程序的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匹配得很好，相比于 Ｆｌｕｅｎｔ 软
件，浸入边界法的模拟结果与实验值更为接近． 在

相同的网格数量（精确到千）和时间步长下，对于翼

的一个运动周期，ＩＢＭ 程序所花费的时间比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大约少了 １ ／ ４．

Mackowski[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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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升力系数幅度的浸入边界法和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的计算结

果与 Ｍａｃｋｏｗｓｋｉ 等［３２］实验结果的比较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ＣＬ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ｂｙ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Ｆｌｕ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Ｍａｃｋｏ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３２］

３．２　 变形和运动参数对柔性拍动翼推进性能的影响分析

３．２．１　 弦向变形系数 δ 的影响

数值 计 算 基 本 参 数 为 Ｃ ＝ ０． ０６４ ｍ， Ｓ ＝
０．２５６ ｍ， Ｒｅ ＝ ３ ０００， φ ＝ －９０°， ｈ０ ＝ ０．５Ｃ，θ０ ＝ ２０°，

α ＝ ４．０，不同 δ （０≤ δ ≤０．４）时，计算达到稳定状态

后一个周期内的推力系数随时间变化见图 ７（在本

节的研究中，将 ε 和 ｋ 分别固定为 ３ 和 ４） ．

6
5
4
3
2
1
0

-1
-2

0 0.25 0.50 0.75 1.00
t/T

C T

δ=0
δ=0.1
δ=0.2
δ=0.3
δ=0.4

图 ７　 不同 δ 时拍动翼的推力系数比较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δ

　 　 由图 ７ 可知，对于所有被模拟的情况，在一个运

动周期内推力均产生两次峰值， 同时也注意到当

０ ≤δ ≤０．２ 时，随着 δ 的增大，推力系数的最大值逐

渐减小，最小值并没有明显的数值变化；当拍动翼的

柔性较大 （δ ＝ ０．４）时，瞬态推力系数曲线将呈现出

明显更低的波谷，可见柔性过大将对推进性能产生

不利的影响． 不同 δ 下的柔性翼推进效率和平均推

力系数计算结果如图 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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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推进效率及平均推力系数随弦向变形系数 δ 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ＴＡ ｗｉｔｈ δ
　 　 由图 ８ 可知，随着 δ 的增大，即拍动翼的变形运

动的幅度增加，平均推力系数呈现出一个减小的趋

势； 而推进效率则是随着 δ 的增大而先增大后减小，
当 δ ＝ ０．１ 时，柔性翼取得最佳效率，可见适当的柔性

会使拍动翼的推进性能相对于刚性的情况有所改善．
３．２．２　 变形运动控制参数 ε 的影响

δ 取 ０．１，而 ｋ 继续保持为 ４ 不变，变形运动控制

参数 ε 对柔性拍动翼性能的影响见图 ９．
　 　 由图 ９ 可以看出，随着 ε 的增大，推进效率和平

均推力系数均呈现出一个减小的趋势． 为分析该现

象背后的机理，绘制了不同 ε 下的柔性翼展向对称

面的 Ｚ 方向涡量云图，如图 １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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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推进效率及平均推力系数随弦向变形系数 ε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ＴＡ ｗｉｔｈ ε

（ａ） ε ＝ ２．０

（ｂ） ε ＝ ４．０

图 １０　 当 ｔ＝Ｔ ／ ２ 时不同弦向变形系数 ε的涡量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ε ｂ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 ＝ Ｔ ／ ２

　 　 其中用虚线圈出的为柔性翼尾流场中的一对涡

偶极子． 可以看出， ε ＝ ４．０ 时的涡偶极子强度明显

小于 ε ＝ ２．０ 时的． 这是因为 ε 越大，靠近翼前缘的

变形越平缓，而靠近翼尾缘的变形越剧烈，相当于增

加了拍动翼的纵倾效果，根据 Ｂｉｒｃｈ 等［３３］ 和 Ｐｏｅｌｍａ
等［３４］对拍动板的研究，由翼的纵倾所诱导的对流输

运有利于展向涡量由尾缘向翼梢的释放，而构成涡

偶极子的两个涡事实上是在翼之前的运动过程中从

尾缘脱落的展向涡，因此 ε 的增大将造成尾流场中

涡偶极子强度的降低，进而由涡偶极子诱导的向后

射流减弱，翼的推力降低．
３．２．３　 无因次频率 ｋ 的影响

无因次频率 ｋ 的物理意义是柔性翼的拍动特征

速度（ωＣ ＝ ２πｆＣ） 与流动的对流特征速度（Ｕ） 的比．
３．２．１ 和 ３．２．２ 节的数值研究得到一个柔性拍动翼推

进性能的最佳变形参数组合，即 δ ＝ ０．１，ε ＝ ２．０，在
此基础上，分析关键运动参数无因次频率对柔性翼

水动力性能的影响． 如图１１所示，推进效率随着无因

次频率 ｋ的增大而先增加后减小，当 ｋ ＝ ３时，推进效

率达到最大值；文献［３５ － ３６］ 也已经证实存在一个

最优的斯特劳哈尔数（实质上也是一个无因次频率的

概念，Ｓｔ ＝ ２ｈ０ｆ ／ Ｕ ＝ ２（０．５Ｃ）ｆ ／ Ｕ ＝ ｋ ／ ２π） 使尾鳍的

推进效率最佳． 同时也观察到，平均推力系数随 ｋ 的

增大而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这与一些种类的鱼通过

增加胸鳍的拍动频率来增加推力进而提高游动速度

的行为是一致的（见 Ｇｉｂｂ 等［３７］以及 Ｄｒｕｃｋｅｒ 等［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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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推进效率及平均推力系数随无因次频率 ｋ 的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ＴＡ ｗｉｔｈ ｋ

４　 结　 论
１） 水动力和推进效率两方面的比较验证表明，

提出的浸入边界法和推进效率计算方法可很好地完

成柔性拍动翼在黏性流场中非定常运动的数值模

拟，并对三维柔性翼的推进性能做出精确预报．
２） 三维拍动翼的平均推力随弦向变形系数 δ 的

增加而减小，推进效率随 δ 的增加而表现出先增大后

减小的趋势；柔性翼的平均推力和推进效率均随变形

运动控制参数 ε 的增加而减小，尾流场分析表明 ε 的

增大降低了支配拍动翼尾流场的涡偶极子的强度，减
弱了由非定常拍动所引起的向后射流效果．

３） 变形运动控制参数 ２．０ ≤ ε≤３．５，弦向变形

系数 δ ＝ ０．１ 时，柔性拍动翼的推进效率超过刚性翼．
４） 与真实鱼鳍研究的比较表明，浸入边界法模

拟所预报的柔性翼推进性能已体现出了真实鱼鳍的

一些基本特性： 柔性拍动翼的平均推力随无因次频

率 ｋ 的增大而单调增加； 存在一个使柔性翼的推进

效率最高的最优 ｋ．

参考文献
［１］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Ｍ，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Ｇ， ＧＯＰＡＬ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Ｒ． Ｗａｋ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ｕ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 ［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Ａ：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１９９１， ３（１２）： ２８３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６３ ／ １．８５８１７３

［２ ］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Ｇ Ｓ，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Ｍ Ｓ， ＧＲＯＳＥＮ⁃

·７９１·第 １１ 期 刘葳兴， 等： 柔性拍动翼的水动力与推进效率研究



ＢＡＵＧＨ Ｍ Ａ．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ｉｓｈ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９９３， ７（２）： ２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６ ／ ｊｆｌｓ．１９９３．１０１２

［３］ ＲＥＡＤ Ｄ Ａ， ＨＯＶＥＲ Ｆ Ｓ，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Ｕ Ｍ 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ｏｓｃｉｌ⁃
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７（１）： １６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８８９－９７４６（０２）
００１１５－９

［４］ ＬＩＣＨＴ Ｓ， ＰＯＬＩＤＯＲＯ Ｖ， ＦＬＯＲＥＳ Ｍ，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 ＡＵＶ［ Ｊ］ ． ＩＥＥ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２９（３）： ７８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 ／ ｊｏｅ．２００４．８３３１２６

［５］ ＴＥＣＨＥＴ Ａ， ＬＩＭ Ｋ， ＨＯＶＥＲ Ｆ，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３Ｄ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１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Ｕｎｔｅｔｈｅｒｅｄ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ｈａｍ： ［ｓ．ｎ．］， ２００５

［６］ ＬＩＭ Ｋ Ｋ Ｌ．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 ［ Ｄ ］．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７］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Ｂ Ｊ．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８］ ＢＵＣＨＨＯＬＺ Ｊ Ｈ．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ｌｏｗ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ｐｕｌｓ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

［９］ ＪＯＮＥＳ Ｋ Ｄ， ＰＬＡＴＺＥＲ Ｍ 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ｗｉｎｇ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 ／ ／ ３５ｔｈ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Ｒｅｎｏ： ＡＩＡＡ， １９９７

［１０］ＰＡＮ Ｙ Ｌ， ＤＯＮＧ Ｘ Ｘ， ＺＨＵ Ｑ， ｅｔ 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６９８： ４４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７ ／ ｊｆｍ．２０１２．１１９

［１１］李宁宇， 苏玉民， 王兆立， 等． 三维拍动翼推进效率的计算方

法［Ｊ］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４６（２）： ３２３
ＬＩ Ｎｉｎｇｙｕ， ＳＵ Ｙ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 ４６（２）： ３２３

［１２］ＬＡ ＭＡＮＴＩＡ Ｍ， ＤＡＢＮＩＣＨＫＩ Ｐ．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ｐａｎ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ｌａｐ⁃
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９，
３３（４）： ５７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ｎｇａｎａｂｏｕｎｄ．２００８．０８．００１

［１３］ＬＥＷＩＮ Ｇ Ｃ， ＨＡＪ⁃ＨＡＲＩＲＩ Ｈ．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ｒｕ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ｗｏ⁃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ｖｉｎｇ ａｉｒｆｏｉｌ ｉｎ ａ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ｆｌｏｗ［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４９２： ３３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７／ ｓ００２２１１２００３００５７４３

［１４］ＬＵ Ｘ Ｙ， ＹＡＮＧ Ｊ Ｍ， ＹＩＮ Ｘ Ｚ．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ｆｏｉｌ ｉｎ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ｌｉｇｈｔ［Ｊ］ ． Ａｃｔ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１６５
（３ ／ ４）： １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７０７－００３－００１３－ｘ

［１５］ＳＵ Ｙ Ｍ， ＷＡＮＧ Ｚ Ｌ， ＺＨＡＮＧ Ｘ，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ｂｉｏｎｉｃ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ｆｏｉｌ［Ｊ］ ． Ｃｈｉ⁃
ｎａ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２６（２）： ２９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３３４４－
０１２－００２２－４

［１６］文敏华， 胡文蓉， 刘洪． 翼沉浮运动推力来源的数值研究［ Ｊ］ ．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Ａ 辑， ２０１２， ２７（２）： １５４
ＷＥＮ Ｍｉｎｈｕａ， ＨＵ Ｗｅｎｒｏｎｇ， ＬＩＵ Ｈｏｎｇ．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ｕ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ｅａｖｉｎｇ ｗｉｎｇｓ［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
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２７（２）： １５４

［１７］ＬＩＵ Ｐ Ｆ． Ａ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ｐａｎ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ｕｌｓ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ｓｐａｎｗｉ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ｏｒｄｗｉｓ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Ｄ］． 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ｆｏｕｎｄｌａｎｄ， １９９６

［１８］ＷＡＮＧ Ｚ Ｄ， ＣＨＥＮ Ｐ， ＺＨＡＮＧ Ｘ Ｑ． Ｗａｋｅ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ｆｉ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５（１）： ４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ｓ１６７２－６５２９（０８）６０００６－２

［１９］ＬＩ Ｎ Ｙ， ＳＵ Ｙ Ｍ， ＷＡＮＧ Ｚ Ｌ，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ｇ⁃
ｉｄ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ｐｅｃｔｏｒａｌ ｆｉ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３７（５）： １１０５

［２０］ＭＩＡＯ Ｊ Ｍ， ＨＯ Ｍ 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ｅｘｕｒｅ ｏ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ｉｒｆｏｉ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６， ２２（３）： ４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ｊ．ｊ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ｓ．２００５．１１．００４
［２１］ＭＩＴＴＡＬ Ｒ， ＩＡＣＣＡＲＩＮＯ Ｇ．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３７： ２３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６ ／ ａｎ⁃
ｎｕｒｅｖ．ｆｌｕｉｄ．３７．０６１９０３．１７５７４３

［２２］李宁宇， 苏玉民， 刘葳兴， 等． 基于浸入边界法的拍动翼尾涡

结构与水动力分析［Ｊ］ ． 应用科技， ２０１５， ４２（６）： ２６
ＬＩ Ｎｉｎｇｙｕ， ＳＵ Ｙｕｍｉｎ， ＬＩＵ Ｗｅｉ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ｌｉｎｇ ｖｏｒｔ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ｗｉｎｇ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ｂｏｕｎｄ⁃
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４２（６）： ２６

［２３］ＲＥＡＤ Ｄ Ａ．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２４］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ＩＮＩ Ｌ， ＢＬＯＮＤＥＡＵＸ Ｐ．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ｏｓｃｉｌ⁃
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Ｂ⁃Ｆｌｕｉｄｓ， ２００４， ２３
（２）： ２５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ｕｒｏｍｅｃｈｆｌｕ．２００３．１０．００２

［２５］ＲＥＡＤ Ｍ 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２６］ＬＩＵ Ｗ Ｘ， ＬＩ Ｎ Ｙ， ＺＨＡＯ Ｊ Ｘ， ｅｔ ａｌ． Ｗａｋ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ｉｌｓ ｍｉｍｉｃｋ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ｆｉｎ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Ｊ］ ． Ｓａｕｄ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 ２４ （ ６）：１３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ｊｂｓ．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５

［２７］ＦＥＲＺＩＧＥＲ Ｊ Ｈ， ＰＥＲＩＣ Ｍ．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ｆｌｕｉｄ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Ｍ］． Ｂｅｒｌｉｎ ／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６３ ／ １．８８１７５１

［２８］ＬＩ Ｎ Ｙ， ＳＵ Ｙ Ｍ．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 ｐｅｃｔｏｒａｌ ｆｉｎ ｐｒｏｐｕｌ⁃
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ｉ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６（７）： 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６ ／ ２７２１９６８

［２９］ＢＯＲＡＺＪＡＮＩ Ｉ．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ｓ［Ｄ］． Ｔｗ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
ｓｏｔａ， ２００８

［３０］ ＰＥＤＲＯ Ｇ， ＳＵＬＥＭＡＮ Ａ， ＤＪＩＬＡＬＩ Ｎ．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ｆｏｉｌ［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Ｆｌｕｉｄｓ， ２００３， ４２ （ ５）： ４９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ｆｌｄ．５２５

［３１］ＬＩ Ｎ Ｙ， ＬＩＵ Ｈ Ｘ， ＳＵ Ｙ 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ｕｎｎｉｆｏｒｍ ｂｉｏ⁃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ｌ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７， １２（３）： 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１７４７４０

［３２］ＭＡＣＫＯＷＳＫＩ Ａ 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Ｃ Ｈ Ｋ．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ｎ ａｉｒｆｏｉｌ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ｕｒｅ ｐｉｔｃｈ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７６５： ５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７ ／ ｊｆｍ．２０１４．７４８

［３３］ＢＩＲＣＨ Ｊ Ｍ， ＤＩＣＫＳＯＮ Ｗ Ｂ，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Ｍ Ｈ． Ｆｏｒ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ｄｇｅ ｖｏｒｔｅｘ ｏｎ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ｗｉｎｇ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０７（７）： １０６３． ＤＯＩ：１０．１２４２ ／ ｊｅｂ．００８４８

［３４］ＰＯＥＬＭＡ Ｃ， ＤＩＣＫＳＯＮ Ｗ Ｂ，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Ｍ Ｈ． Ｔｉｍ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ｓｃａｌｅｄ
ｆｌａｐｐｉｎｇ ｗｉｎｇ ［ Ｊ］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ｌｕｉｄｓ， ２００６， ４１ （ ２）： ２１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３４８－００６－０１７２－３

［３５］ＴＡＹＬＯＲ Ｇ Ｋ， ＮＵＤＤＳ Ｒ Ｌ，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Ｌ Ｒ． Ｆ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ｗｉｍ⁃
ｍ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ｃｒｕｉｓｅ ａｔ ａ Ｓｔｒｏｕｈ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ｕｎｅ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ｏｗｅｒ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３， ４２５ （ ６９５９）： ７０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３８ ／ ｎａ⁃
ｔｕｒｅ０２０００

［３６］ＲＯＨＲ Ｊ Ｊ， ＦＩＳＨ Ｆ Ｅ． Ｓｔｒｏｕｈ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ｉｍ⁃
ｍｉｎｇ ｂｙ ｏｄｏｎｔｏｃｅｔｅ ｃｅｔａｃｅａ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０７（１０）： １６３３． ＤＯＩ：１０．１２４２ ／ ｊｅｂ．００９４８

［３７］ＧＩＢＢ Ａ， ＪＡＹＮＥ Ｂ， ＬＡＵＤＥＲ Ｇ．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ｃｔｏｒａｌ ｆｉｎ ｌｏｃｏ⁃
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ｇｉｌｌ ｓｕｎｆｉｓｈ Ｌｅｐｏｍｉｓ ｍａｃｒｏｃｈｉｒｕ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４， １８９（１）： １３３

［３８］ ＤＲＵＣＫＥＲ Ｅ， ＪＥＮＳＥＮ Ｊ． Ｐｅｃｔｏｒａｌ ｆｉｎ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ｐｅｄ
ｓｕｒｆｐｅｒｃｈ． Ｉ．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ｓｉｚ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１０）： ２２３５

（编辑　 杨　 波）

·８９１·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５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