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届国际稀薄气体动力学会
一

议

概况 第刊树国际稀薄气体动力学会 议 年 月 一 日在 日本筑波科学城筑

波大学举行 贝个国家 人出席会议
,

其中 日本 人 正副教授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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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科学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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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研究所
,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热物理研究所
,

一

莫斯

科航空学院 除 与稀薄
‘ 仁体动 力学研究有关的知 名学 者 。 , , 荷

, 丁 。

’寸卫 、‘ , , , ‘。 法
, 、 ,

一

〔 澳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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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歌
, 上 〕 ,

门 ,
·

西德
, 孟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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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 , , 美
, 产

,

二 ,

双 苏 等出席外
,

还有来 自航空
、

航 人
、

力学
、

物理化学
、

核能
、

真空技术等

领域的 专家 收进摘要 弓的会议论文 篇 其中
,

邀请报告 篇
,

加长形式与常规形式宣

读的 论文 篇
,

壁报形式的沦文 篇 沦文反映 了当前稀薄 人〔体动 力学研究的新成果
,

新动

向 从出席的 人数 与技 长素质看
,

从沦文的数甩与质鼠看
,

郁反映 ’发达国家研究 与应用稀

薄气体力学的浓厚兴趣

以 稀薄气体动力学应用于航天技术的动向 稀薄过渡流态
‘

了航器受力和受热的研究

是一项基本课题 在稀薄度不甚大的流态 卜
,

比较集中
一

几

平板尾缘区 司 。 层与高

超声速冷钝体 门叫 。 ,
以内平均流动特性的探测

、

数浪计算和统计模拟 以物壁为凝结

相
,

计算带有气体凝结 ‘了蒸发的高超声速稀薄流 简单外形体力系数的实验 与计算研究

航天 飞机稀薄气动问题的研究是当前有普遍兴趣的研究领域
。

女

对高空喷射液体的实验与分析 这是带有蒸发
、

散布和 气穴等现象的液滴喷流间题
,

涉及宇航器的 药效热泄系统
,

废水排出以 及探索宇航器间
、 ‘

‘航 器与小行星间液体
、

浆体的

传输问题
,

’ 一

航器的高空明流研究 这涉 硬稀薄气体动力学的个部流态 近喷管区域为连续流
,

远场是高度稀薄流
,

中间俐‘分为过渡流

反作川控制系统 映 万 的羽流 扰 研究 仪 射流对宇航器流场的影响
,

’

补航器

流场对 射流的反影响 如上翼而分 离流中的 且 性能将大受影响
,

射流间的相

互作用
,

高真空环境 下羽流对宇航器表面的撞 击 份致对
’

二航器的附加力
、

年全加热流
、

污染

和 电负荷 多喷管火箭的高空 匕行也存在羽流 卜扰 问题

一多原
一 几气体 自由分 流恢复温 度的确定 考虑 分

一 几 与物 碰撞‘ , , ‘
毛动能

、

转动

能
、

振动能 具有的不 同能最适应系数
,

更准确地计算物 砂队复因 护和热流

看来
,

发达国家在研究过渡流态 卜 ‘航器的气动力
、

心动热 及外形筛选等问 题 的 基 础

上
,

对高稀薄度状态
,

重视对
’

‘航器羽流和排液问题的探讨
,

认为很 有实川意 义 在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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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
,

美
、

法
、

西德等都有涉及羽流问题的论文
。

皿
。

稀薄气体动力学基础研究的活跃课题 自由射流流场特性及其稀薄气动现象的实验

和计算研究
,

是当前基础研究的活跃课题 形成过渡流态的模型实验流场
,

形成分子束装置

的气动源
,

排气羽流问题等
,

自然与研究 自由膨胀射流紧密相关 此外
,

目前的深冷技术无

法解决气体凝绪于深冷壁的问题
,

不能形成温度低于 的气体状态
,

而利用稀薄 自由射

流的等嫡膨胀
,

则能使气体或气体混合物达到 量级的静温
,

这就使后者成为许多应用

研究造成深冷气体的实用手段 但是
,

自由射流膨胀过程是一个非平衡的弛豫流动过程
,

会

发生内状态冻结
、

气体凝结与蒸发
、

速度
一

温度滑移
、

背景分子渗透等稀薄气体效应
,

其中

大多为增嫡升温过程 要利用 自由射流作为手段
,

就必须详细研究它
。

如

气体同位素分离研究 除开同位素混合气体与携带气体的三重混合物
,

需 要研究通

过分离喷管离心力作用下的稀薄膨胀流外
,

这里主要指的是 用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概念要求

把上述三重混合物冷却到它们的分子基态
,

即 以下的深冷气态 当前的有效实用手段

就是利用 自由射流膨胀

簇的形成
一

与特性研究 簇的核心形成与长大是物质气态到凝结状态的宏观相变 基 本

过程
,

对物理
、

化学与其他实用领域很有意义
。

核心开始极小
,

远小于环境气体分子的平均

自由程 生 氏过程中
,

簇的尺寸逐渐增大
,

即 数 由大变小
,

实质 上经历从 自由分

子态到连续流态的整个稀薄气体动力学的热
、

质量及动量交换过程
。

通过 自由射流膨胀
,

形

成低温状态与过饱和蒸气
,

因而是产生和研究各种簇的有效实用手段 汽
一

气混合的 自由射

流用于研究云
、

烟雾等大气层动力学问题
,

也用于蒸汽透平膨胀流
、

冻结激波等的模拟研究

油滴
一

粒子
一

空气的混合 自由射流用于燃烧发动机油滴蒸发膨胀流的模拟 金属蒸气 自由射流

用于生成金属原子簇并研究其结合特性与气态到块状态间的 过 渡 过 程 离子
一

分子在 一

低温状态下相互作用的空间物理问题模拟
,

自由射流膨胀也是当前的有效实用手段

丁 其他特点 激光‘ 电子束等现代技术已被稀薄气体动力学实验研究广泛采 用
,

成为有效的测试工具
,

如激光散布技术
、

激光红外吸收技术
、

激光干涉仪
、

激光诱导荧光技

术
、

分子束技术
、

电子束荧光技术
、

热丝探针等 可以认为
,

这些技术的使用和发展是当前

稀薄气动实验研究深入流场细节与机理的物质技术基础
。

理论分析
、

数值方法同实验研

究
、

应用课题紧密结合
·

除气体分子运动论
、

非平衡续计力学等纯理论论文外
,

理论计算同

实验应用的结合极为明显 如针对许多实验与应用项 甘的 条 件
,

进 行 直 接 模 拟

计算
,

解具有离心力的稀薄气体膨胀流的变分法
,

解内圆筒固定而外圆筒旋转的柱状

流的
一

方程的数值方法用于同位素分离
,

离散纵坐标法用于行星大

气动力学
,

解具有类似于准确的气体分子碰撞项的动力学模型方程
,

用于 层流动

特性计算

中国气动力研究
一

与发展中心 谢砚俪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