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体力学年鉴 年第 卷

人 八 工 凡
一

八 ,

流体力学年鉴 年第 卷包括如下 篇综述文章

入 和关于几

数的历史

多组元对流
“ ”。 丁 聚合物熔体的流变学

·
“灿 从 涂层流动

一

脚此
·

, 。。 低
。 。 数下非胶质微粒的沉淀

⋯

们
, 。 河流与河 口 弥散现象的数学模型 ⋯

。 飞 休育运动球类的空气动力学
。 品体生长熔体的浮力驱动流动

海洋中的声传播
·

复杂地形 稳定分层流体 中污染物输运和扩散的流体模拟
“

·

平面定常亚声速燃烧波的数学模拟
,

复合多相液滴和气泡的流体力学

八
·

,

湍流边界层对突发扰动的响应
,

赤道海洋环流模拟
。 , 非定常流动的 , 飞 条件
。

复杂流动中源的湍流扩散
。 。 用于流体力学计算的网格的建立

刁 用涡旋元计算三维不可压缩流动
。

此 地慢对流和粘弹性

可以看出
,

本卷的大多数文章都兼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

特别是当前国际上广

泛注意的地球物理流体力学问题和环境流体力学问题
,

在本卷得到了较多的反映

第 篇文章是关于流体力学史的 作者为瑞士苏黎
一

世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的
,

是

的学生 。 一 是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 的创建者、

曾在德国格廷根与 】共事
,

年发表了著名的超声速机翼升力和阻力的 战

公式 文中指出
,

年 首先命名流速 或飞行速度 与声速之比为 数 「并

首先使用纹影法将超声速体头波显示出来并拍成照片 文中还指出 对 卜

在气体力学发展史 卜应有一定地位的一些看法 曾公布丫个事实
,

说明 】。 早

在 以前 年就提出了对 “ 锥 ” 的理论解释 , 说明最初使 发现 “ 效

应 ” 的一系列思想
,

导致 发现 “ 。 一 。。 锥 ” 文章还评述
一 。 。 及其

研究所对高速空气动力学的贡献

第 篇文章 ,’多组元对流 ,, 一 。 〔 的作者 ,
·

。 是双

扩散现象研究领域里公 认的权威学者
,

他在本文中总结了他在 年为本年鉴第 卷撰写的



“ 双扩散现象 ” 综述文章以来的 年中
,

这一学科领域在深度 与广度上的 长足进展 这 年
,卜 三要的研究推动力是海洋学

。

除了过去 己确 认双扩散这种输运机制在特定海区 的 重 要 性

外
,

在这 年中
,

无论理论研究
,

实验室研究
,

或海上观察手段
,

都正在致力于系统地估价

双扩散这一机制作为具有全面重要性的混合机制的地位
。

包括用先进测试手段愈来愈多地发

现的海洋精细结构特性及输运特性
,

都表明与双扩散过程有密切关系 本文的重要特色还在

于
,

从更广泛的意义 综述了原来称为双扩散的这一过程 作者引进 “多组元对流 ” 这一新

的术语
,

概括了许多不 同领域不 同过程的共同联系 在多组元对流这一推厂
‘

了的新概念下
,

问题 已远超出原来所主要关心的海洋学范围 作者例举了近 年来引起研究兴趣的一些新的

应用领域 例如
,

对流对扩散系数与温度浓度关系的影响问题
,

化学家过去在测量扩散系数

时头痛而尽力避免
,

现在这种对流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估算出来
。

生物学家抱着把观察到的

现象与联结组织及膜中的输运过程联系起来的终极 目标
,

现在表明重力始终是一 个 重 要 因

索
,

一些实验室模拟表明多组元对流控制着某些过程 在天文学中
,

如一个星体就有两个以

上重要因素如角动量
、

热
、

磁场等以不 同的扩散系数扩散 己有人用类比热
一

盐扩散对流来解

释高氦核的大星体特性 在材料科学中
,

电子工业关心高纯度晶体的生长
,

但晶体从溶液中

生 长涉及传热和传质
,

常发生双扩散性质的对流而导致晶体的缺陷和非均匀性 此外
,

在地

质学中
,

在地慢对流方面也有相应的过程 总之
,

本文是一篇观点新颖
,

站得较高
,

开阔视

野的好综述文章
。

国际上对环境间题越来越重视 在水体的污染方面
,

河流及河 口水体内污染物散布问题

的研究非常活跃
,

出现了许多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模式 第 篇文章从比较根本的

观点讨论和分析了存在于现在流行的各种处理方法中的基本概念
、

基本假设和可靠程度
,

是

一篇值得注意与仔细研读的文章 文中不但介绍了多种实际处理湍流场中标量对流扩散的模

式
,

而且更着重于从物理本质上讨论每一步假设中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还缺少的实验及

理论依据 例如文中从 “ 平均 ” 的含义及几种平均概念优缺点的比较
,

讨论了系统平均
一

与各

态历经假设下平均对于时间
、

空间的依赖等困难及所采用假设带来的局限性 在河流与河 口

散布问题中重点讨论了 】。 纵向散布理论
,

指出特别在分层重要的 河 口 情 形
,

对流扩

散方程本质上是经验性的 文中综述了近些年来河流与河 口散布问题的若干重要处理方法
,

特别指出对于河口 ,

现有模式距离能解决问题还较远 结语中的如下两点意见对于从事此领

域的流体力学工作者是很中肯的 ①应对常规的模式乃至时间平均涡扩散系数等常规作法中

潜在的缺点与局限有足够的认识 ②关于散布问题的认识要取得显著进展
,

有赖于针对性 目

的性很强的实验室实验
。

第 篇文章介绍了用拖曳式水槽模拟大气边界层分层效应 以及复杂地形与分层效应联合

作用下的扩散作用 阐述了实验模拟的重要相似参数
、

边界条件注意事项
、

实验技术
、

与风

洞实验优缺点对比等实际问题 文中后半部分对分层流流过一个三维山地地形的问题讨论了

扩散问题的实验研究结果 本文写得比较实际
、

具体
,

对用分层流拖曳式水槽作扩散实验研

究的工作者是一篇有实用参考价值的综述文章

第 篇文章的作者 是当前从事湍流扩散研究的著名学者 文中综述了关

于复杂揣流流动中局部源的散布机制的一些基本思想
,

依据这些思路可反映出这类湍流流动

的非均匀
、

非定常特征
,

平均流动的辐散辐合
, 回流表面的影响及湍流的非 型影响等



这些问题都具 有很人实川意义 义 排常棘
一

手 文‘ ,

较系统地阐述 这类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处

理方法
,

并着重
一 二

物理 的阐述
。

作者在这方而的 一系列工作在污染扩散研究 及解决实际间题
中受到 了

’ ‘

泛的注意
,

它们兼有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及明确的实用 目的 作者近些年来曾多次

综述这方面的工作
,

本文是较为简明的一篇
,

值得从事湍流扩散特别是从事大气污染监浏
,

预报的研究工作者参考

有关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和环境流体力学的文章还有好儿篇 如第 篇文章讨论了单散布
性悬浮体的沉淀

、

多散布性悬浮体的沉淀
、

用斜槽加强沉淀作用等问题
,

对 化 工
、

石 海工

业
、

煤浆脱水
、

废水净化
、

处理钻井泥浆或矿浆等很有实用意义 第 篇文章鉴于赤道海洋
「卜海面温度异常对全球气候有重大影响

,

介绍了研究赤道海洋动力学的很多模式 及 其 解法

包括丧而层模式
,

线性连续分层模式
,

非线性连续分层模式等 并介绍了研究赤道信风的
。。 模式 第 篇文章讨论了当前地球的表面变形速度分布

,

板块构造的发展
,

过去协年
的有关理论研究 与观测研究 简要分析了球壳模型线性稳定性

,

进行了极高 数下

环流的数值计算
,

简单讨论了把化学非均质性与相变的组合效应结合到环流数值模型和更复

杂水动力学模型中所作的工作 展望了这种动力学理论今后的发展

聚合物熔体具有复杂的非线性流变特性 它不仅是高粘度流体
,

而 几是假塑性体 格性

随剪切率的增加而减小 和粘弹性体 力学响应同时间及频率相关
,

因此研究其流动极其

困难 第 篇文
一

章综述了聚合物熔体流变学的线性粘弹性方法
、

挤压成形流变学
、

物料测耀
函数和一般剪切流动

、

用于单轴拉伸的流变计
、

多轴伸长问题等

涂层流动是工业上非常有用的一种流体流动
, ’

它把一个面积很大的表面用一层或多层很

薄的均匀流体层涂上后使之千燥
, 以保护或装饰被涂物

,

或用以记录信 息
、

第 篇文章讨论

了这方面的如下问题 预计量涂层流
,

用涂层弯月而或涂层弯月面上游计量的涂层流
,

镶层

流的不稳定性
,

模拟流动的计算机方法
,

动态接触角及空气挟卷作用
。

关 于边界层理论有三篇文章 第 篇是很有趣的一篇文章
,

讨论了板球
、

垒球和高尔失

球的侧旋
、

上 下旋对球的运动路线的影响
,

评述 了对这类球的运动所作的若干较 重 要的研
究

,

侧重于实验结果及用 以获得各种旋转的技术 第 篇文章简评了湍流边界层特征
,

强佩
了时间尺度和

一

长度尺度分布
,

提出了各种扰动分类图并分别予 以探讨
,

讨论
一

包括激波与边
界层相互作用的多个扰动同时作用的流动 第 篇文章阐述了非定常流中 ,加 条件的特征

和基础
,

概括了 协 条件的许多应用和现在的主要作用
,

讨论了 协 条件可能的进一步

应用及其理论和实验解释
关于数值方法有两篇文章 第 篇文章介绍 了建立任意坐标系的两个主要策略

,

一是代

数方法
,

一是偏微分方程法
,

包括固定网格和运动网格 探讨了这两个方法的优缺点及有关

应用 第 篇文章讨论 了高 数下不可压缩流体三维定常涡旋流的数值模拟
,

一

说明

各种三维涡旋流都可用 。。 。 涡旋元来数值模拟 如果流动由几个孤立涡管构成
,

卿可

用涡丝来逼近
,

这样
,

只用极少量涡旋元就可很快很容易地得到 良好结果

贾 复 魏启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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