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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贯流式水轮机内部低频压力脉动特性，针对某电站贯流式水轮机进行了非定常数值计算，分析了不

同工况下水轮机内部的压力脉动特性，揭示了贯流式水轮机低频压力脉动产生的机理，并提出了改善低频脉动的

方案。研究表明，在额定工况和小流量工况下，水轮机内部的压力脉动主要受到叶片通过频率（５２６Ｈｚ）以及低频

脉动（０２０Ｈｚ）的影响，低频脉动的幅值从水轮机进口到出口逐渐增加，且小流量工况的低频压力幅值较额定工况

高；不同工况下，水轮机尾水管内均存在一个与转轮旋转方向一致的螺旋状偏心涡带，该涡带按一定周期演变，其

对应频率为 ０２２Ｈｚ，与低频压力脉动频率（０２０Ｈｚ）较为接近，因此可以说明该水轮机内部的低频压力脉动是尾

水管涡带引起的；为了减小水轮机低频压力脉动系数幅值，提出了一种在尾水管内增设导流板的方案，该方案能有

效降低由尾水管涡带引起的低频压力脉动系数幅值，导流板通过降低尾水管内的涡带能量，达到消涡目的。研究

结果可为贯流式水轮机组的稳定运行提供依据。

关键词：贯流式水轮机；尾水管；低频压力脉动；涡带特性；数值计算

中图分类号：ＴＫ７３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６５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７ ０７ 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１３３９００５、５１５７９０８０）和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１６０８０８５ＭＥ１１９）
作者简介：郑源（１９６４—），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流体机械及水利水电工程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ｈｈｕ．ｅｄｕ．ｃ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Ｖｏｒｔｅｘ
ｏｆＴｕｂｕｌａ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１　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ｑｉｎｇ２　ＣＨＥＮＹｕｊｉｅ３　ＳＵＮＡｏｒａｎ３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ｂｕｌａ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ｔｈｅ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ｉｎａｔｕｂｕｌａ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ｏｆａ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Ｕ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ｏｆｉｎｌｅｔｃｏｎｄｕｉｔ，ｂｕｌｂｂｏｄｙ，ｇｕｉｄｅ
ｖａｎｅ，ｒｕｎｎｅｒａｎｄ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ｂｌａｄｅ（５２６Ｈｚ）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ｓｅ（０２０Ｈｚ）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ｗ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ａｔ
０２０Ｈｚ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ｉｎｌｅｔ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ｌ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ｌｏｗ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ｈｅｌｉｃａｌｖｏｒｔｅｘｒｏｐｅ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ｆｔ
ｔｕｂｅ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ｕｎｎｅｒｈａｎｄ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ｖｏｒｔｅｘｒｏｐｅｉｎ
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ｗａｓ０２２Ｈｚ．Ｔｈ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
ｖｏｒｔｅｘｒｏｐ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ｏｒｔｅｘｒｏｐｅ，ｔｈｅ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Ｔｈｅ
ｖｏｒｔｅｘｗａｓ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ｖｏｒｔｅｘ．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ｓｅｉｎ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ｗ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ｗｈｉｃｈ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ｈａ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ｂｕｌａ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ｕｂｕｌａ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ｓｅ；ｖｏｒｔｅｘ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贯流式水轮机由于具有轴向贯通、水力损失小、

过流能力强等优点
［１］
，在低水头资源的开发中备受

关注。水轮机的稳定运行一直是近些年来的焦点，

而贯流式水轮机内部的非定常压力脉动是影响机组

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
［２］
。

国内外研究学者通过数值计算
［３－４］

与试验
［５－６］

相结合的方法，对水轮机内部的非定常流动进行了

研究。钱忠东等
［７］
采用大涡模拟方法，分析了贯流

式水轮机在不同工况下的压力脉动特性，发现额定

工况下，转轮出口振幅最大；小流量工况下，尾水管

内振幅最大。李仁年等
［８］
采用数值计算与模型试

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水泵水轮机在低水头下的

压力脉动特性，结果表明转轮出口处的主频随着水

头的增加逐渐减小，幅值变化规律却相反。文献［９－
１０］为了探讨混流式水轮机内部的压力脉动形成机
理，采用不同的湍流模型预测了混流式水轮机内部

压力脉动，发现尾水管内涡带以及转轮与导叶间的

动静干涉是产生压力脉动的根本原因。李万等
［１１］

研究了不同湍流模型对尾水管偏心涡带的影响，结

果发现ＳＳＴ模型的适应性及模拟结果与试验的吻合
度均为最佳。姚丹等

［１２］
结合模型试验，阐述了水轮

机模型压力脉动的测试原理及方法。钱忠东等
［１３］

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泄水锥对混流式水轮机压力脉动

的影响，发现不同形式泄水锥的减振效果与水轮机

的工况有关。ＳＵＤＳＵＡＮＳＥＥ等［１４］
对灯泡贯流式水

轮机进行了非定常计算，对前缘空化及转频进行了

分析。ＬＵＯ等［１５］
对双向潮汐电站灯泡贯流式水轮

机受重力影响下的４种运行工况压力脉动特性进行
了分析。

郑源等
［１６］
提出混流式水轮机运行不稳定的重

要原因是尾水管内的压力脉动，总结了减小或消除

尾水管涡带的有效措施。吴玉林等
［１７］
对三峡水轮

机模型机组的两个活动导叶开度工况进行了尾水管

内的漩涡流动模拟，揭示了尾水管涡带的形成和发

展。王正伟等
［１８］
针对混流式水轮机的典型部分负

荷工况，计算了尾水管内部由于涡带引起的不稳定

流场，得到了尾水管不同部位的压力脉动对转轮内

压力的影响。童朝等
［１９］
基于 ＣＦＤ对混流式水轮机

尾水管内的导流隔板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尾水管内

加设导流隔板，能有效减轻压力脉动，不同部位的导

流隔板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上述对于水轮机尾水

管涡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混流式水轮机，对贯流式

水轮机的研究相对较少。

现有的研究可以得出贯流式水轮机在某些工况

运行时会产生低频压力脉动，但就低频压力脉动的

产生机理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基于 ＣＦＤ技
术对贯流式水轮机尾水管内涡带流动的时间和空间

特征进行数值计算，分析水轮机内部的压力脉动特

性，揭示灯泡贯流式水轮机内部低频压力脉动的产

生机理，并提出一种改善低频脉动的方案。

１　计算模型及方法

本文以某灯泡贯流式水轮机为研究对象，其主

要设计参数如下：额定流量 Ｑｒ＝３４０４５ｍ
３／ｓ，额定

水头 Ｈ＝８３ｍ，额定转速 ｎ＝７８９ｒ／ｍｉｎ，水轮机转
轮直径 Ｄ１＝６６５ｍ，叶片数 Ｚ＝４，导叶数 Ｚ０＝１６，
轮毂比 Ｄｈ＝０３６，转频 ｆｒ＝１３１４９Ｈｚ，叶片通过频
率为５２６Ｈｚ。

计算域包括进水流道、导叶、转轮以及尾水管，

如图１所示。

图 １　计算域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１．转轮　２．进水流道　３．灯泡体　４．导叶　５．尾水管

　
采用 ＩＣＥＭＣＦＤ对计算域进行网格划分，考虑

到该贯流式水轮机模型结构的复杂性，采用了自适

应性比较强的非结构化网格，对近壁面等关键部位

进行了局部网格加密。通过网格无关性验证，最终

将网格数量确定在 ６７０万左右，且将网格质量控制
在０２以上。计算中选用了 ＲＮＧｋ ε湍流模型，
计算精度设置为 １０－４。将壁面设置为无滑移壁面；
进出口边界条件设置为质量流量进口以及自由出

流；为了使数据能在交界面上传递，定常计算时，将

动静交界面设置为冻结转子类型 （Ｆｒｏｚｅｎｒｏ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非定常计算时，将动静交界面设置为瞬态
冻结转子类型（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非
定常计算的时间步长设置为 ６３３７５×１０－３ｓ，即叶
轮转过３°所需要的时间。

为了获得该贯流式水轮机运转时内部各处的压

力脉动的信息，在水轮机转轮进口、尾水管进口以及

尾水管内部设置了若干监测点
［２０］
，如图 ２所示，在

转轮的进口处，从轮毂到轮缘，设置的４个点分别是
Ｐ１～Ｐ４；在尾水管进口处，从轮毂到轮缘，均匀布置
了４个点，分别是 Ｇ１～Ｇ４；在距尾水管进口 ０４Ｄ１
截面处，沿着轮毂到轮缘，均匀布置的４个点分别是
Ｇ５～Ｇ８。为了保证非定常计算结果的稳定性，采样
的时间设置为１６个周期，选取最后２个周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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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监测点设置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作为压力脉动特性分析的数据。

２　流场数值计算结果验证与分析

在东方电机 Ｔ４水力机械试验台对该水轮机模
型进行了全面的外特性试验以及压力脉动试验，将

　　

试验得到的效率与水轮机模型数值模拟计算得到的

结果相对比，如表 １所示。其中，工况 ３为额定工
况，工况５为小流量工况，其余工况均为协联工况。
由表１可知，效率计算值与试验值具有较高的吻合
度，最大误差不超过 ０８５％，压力脉动系数幅值的
最大误差不超过 ４４％，且压力脉动系数幅值的计
算值均小于试验值，验证了本文所采用的数值计算

模型及方法的可靠性，为下文贯流式水轮机压力脉

动特性研究提供了佐证。

２１　压力脉动频域分析

（１）额定工况
通过数值计算得到了灯泡贯流式水轮机内部各

监测点压力脉动的时域信息，经过傅里叶变换得到

表 １　不同工况的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工况序号
水头／

ｍ

导叶开度／

（°）

桨叶角度／

（°）

转速／

（ｒ·ｍｉｎ－１）

效率／％ 压力脉动系数幅值／％

计算值 试验值 计算值 试验值

１ １３５ ５２ ２９０ １４２８ ９３１０ ９２３２ １７４ １８

２ １１９ ５２ ２６７ １５２２ ９３２０ ９３２３ １３６ １４

３ ８３ ６６ ３３０ １８２１ ９１８１ ９１８６ ２２４ ２３

４ ６０ ６７ ２９０ ２１４２ ９０３０ ９０２７ ３０１ ３１

５ ３６ ５５ １２５ ２７５０ ８２４４ ８２４７ ５１６ ５４

压力脉动的频域信息。根据文献［２１］，压力脉动系数
计算公式为

ＣＰ＝
ΔＨ
Ｈ
×１００％ （１）

式中　ΔＨ———水头脉动值，ｍ
Ｈ———计算水头，ｍ

图 ３　额定工况下不同监测点频域特性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３所示为额定工况下水轮机内部不同监测点
的频域特性，由图３ａ可知，在额定工况下，转轮进口
处的主频为叶片通过频率（５２６Ｈｚ），转轮转动是产
生压力脉动的主要原因，该部分的压力脉动系数最

大幅值为 １８８％；转轮进口处靠近壁面的监测点
Ｐ１、Ｐ４的压力脉动系数幅值明显高于内部的监测点
Ｐ２、Ｐ３；由图３ｂ可知，较转轮进口处，尾水管进口处
的主频为一低频压力脉动，对应频率约为 ０２０Ｈｚ，
其最大幅值约为２３５％，由于该部分受到的转轮影

响较小，次频为该水轮机的叶片通过频率（５２６Ｈｚ）；

由图３ｃ可知，在尾水管内部距尾水管进口 ０４Ｄ１处
仍存在着一频率约为 ０２０Ｈｚ的低频压力脉动，并
起主导作用，其最大幅值为 ３４６％。从水轮机的进
口到出口处，低频压力脉动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

叶片通过频率所起作用则不断减弱。

（２）小流量工况
为进一步探究贯流式水轮机内部低频压力脉动

产生的机理，本文计算了小流量（０３６Ｑｒ）工况下，
水轮机内部的压力脉动，并得到了不同监测点下的

频域特性，如图 ４所示。由图 ４ａ可知，小流量工况
下，转轮转动对压力脉动起主导作用，转轮进口处的

主频为叶片通过频率（５２６Ｈｚ），压力脉动系数最大
幅值为 ２５２％；由图 ４ｂ可知，与转轮进口处相比，
尾水管进口处的主频为 ０２０Ｈｚ的低频压力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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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大幅值约为２６４％，次频为水轮机的叶片通过
频率（５２６Ｈｚ），该部分低频压力脉动起主导作用；
由图４ｃ可知，在尾水管内部距尾水管进口 ０４Ｄ１处
对压力脉动起主要作用的仍为低频压力脉动，对应

频率仍为０２Ｈｚ，其最大幅值约为 ６７２％，由于与

转轮处距离较远，叶片通过频率基本不起作用。沿

着水流流动方向，低频压力脉动对应幅值逐渐增加，

其主导作用明显。由于流量的减少，转轮内部水流

紊乱度增加，漩涡增多，因此在小流量工况下其压力

脉动幅值较额定工况下大。

图 ４　小流量工况下不同监测点频域特性

Ｆｉｇ．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ｓｍａｌｌ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综上所述，从水轮机进口到尾水管出口，低频脉
动（０２０Ｈｚ）的幅值均逐渐增大，而叶片通过频率
（５２６Ｈｚ）对应的幅值逐渐减少，表明低频脉动的主
导地位不断提高，而转轮叶片对压力脉动的影响逐

渐减弱。

２２　尾水管流态分析
通过上述对额定工况及小流量工况的分析可

知，越接近尾水管内部，水轮机产生的低频压力脉动

越明显，为了深入研究该水轮机低频压力脉动产生

的机理，对不同工况下的水轮机尾水管内部流动进

行了研究。

图 ５所示为不同工况下尾水管内部流线图，额
定工况下，尾水管内漩涡分布类似卡门涡，漩涡主要

分布在尾水管前半部分；小流量工况下，尾水管内漩

涡数量激增，且充满整个尾水管，在尾水管的中后位

置由回流引起的漩涡形态明显。尾水管内部的涡带

主要是由转轮带动的主流区与尾水管内的死水区相

互作用，死水区中的水流再回流而形成的漩涡。小

流量工况下，由于流量减少，转轮对水流的作用力相

对增大，使得尾水管内水流流态更紊乱。

图 ５　不同工况下尾水管内部流线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ｉｎ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本文基于 Ｑｃ准则研究了额定工况和小流量工

况下尾水管内部涡结构核心区域产生部位以及演化

规律，Ｑｃ准则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表征漩涡的产生以
及演化规律，其计算公式为

［２２－２３］

Ｑｃ＝
１
２
（ＷｉｊＷｉｊ－ＳｉｊＳｉｊ） （２）

式中　Ｑｃ———阈值　　Ｗｉｊ———涡量幅值
Ｓｉｊ———应变率幅值

图６为额定工况下阈值 Ｑｃ＝００２时，尾水管涡
核分布等值图，图７为小流量工况下阈值 Ｑｃ＝００４
时，尾水管涡核分布等值图。其中 ｔ０～ｔ６分别表示
不同涡带所对应的时刻。两种工况下的涡核大小类

似，但小流量工况对应的阈值更大，表明该工况对应

的尾水管流态更紊乱。由图可知，在不同时刻尾水

管内部均存在着螺旋状漩涡，其旋转方向与转轮转

动方向一致。由于水轮机转轮出口处的环量较大，

尾水管内部的水流产生了较大的圆周速度，圆周速

度分量和水轮机运行必然存在轴向速度分量相互叠

加致使涡按照螺旋状发展。对涡带进一步分析可

知，该涡带核心区域的演化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

周期性。在 ｔ０时刻，尾水管内的涡带初步生成，在
ｔ１～ｔ５时刻，尾水管内的涡带不断生长，在 ｔ６时刻，尾
水管涡带又恢复至初始时刻的状态，从 ｔ０～ｔ６时刻，
尾水管内的涡带存在明显的一个周期，因此，该涡带

的变化周期 Ｔ＝ｔ６－ｔ０＝４５７ｓ，经换算可得，其对应
频率为０２２Ｈｚ，与水轮机低频脉动的频率 ０２０Ｈｚ
较为接近，因此可认为，尾水管内部的涡带对水轮机

内部低频脉动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由于该涡主要存在于尾水管中，并作与转轮同

方向的低速旋进运动，因此无论是在额定工况还是

小流量工况，尾水管进口以及尾水管内部监测点的

低频压力脉动幅值均明显高于转轮进口的监测点，

转轮进口的监测点由于远离尾水管涡带，在转轮进

口处基本不存在明显的低频幅值，对压力脉动起主

导作用的是叶片通过频率。

３　低频压力脉动的改善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水轮机内部的低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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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额定工况下尾水管涡核心区域演化图

Ｆｉｇ．６　Ｖｏｒｔｅｘｃｏ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ｕｎｄｅｒ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 ７　小流量工况下尾水管涡核心区域演化图

Ｆｉｇ．７　Ｖｏｒｔｅｘｃｏ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ｕｎｄｅｒｓｍａｌｌｆ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脉动是由尾水管内的螺旋状涡带引起的。为了改善

尾水管内部的涡带，本文在尾水管内部增设一导流

板
［２４－２６］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破坏尾水管内部的涡

带，阻止涡带的产生及传播。图 ８所示为增设导流
板的水轮机尾水管，为了分析导流板对尾水管内部

流动状态以及各部位压力脉动的影响，分别对该水

轮机的额定工况以及小流量工况进行了研究。

图 ８　增设导流板的尾水管

Ｆｉｇ．８　Ｆｌｏｗ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ｉｎｄｒａｆｔ
　
表 ２所示为额定工况和小流量工况下，增设导

流装置前、后不同压力脉动的主频和压力脉动系数

幅值的对比。额定工况下，设置在转轮进口处的监

测点 Ｐ１、Ｐ４，在增设导流装置之后其幅值降低明显，
约下降为原值的３５％左右，但并没有影响该部分的

压力脉动主频，其仍为叶片通过频率。设置在尾水

管内部的监测点 Ｇ３、Ｇ４以及设置在距离尾水管进

口０４Ｄ１处的监测点 Ｇ６、Ｇ７，虽未改变该水轮机尾
水管内部的压力脉动主频，但是压力脉动系数幅值

得到了降低，约降为原值的 ６０％左右，可见增设导
流板对水轮机内部的低频压力脉动有一定的改善作

用。在小流量工况下，监测点 Ｐ１、Ｐ４相应的幅值和
主频均未有明显改变，监测点 Ｇ３、Ｇ４以及 Ｇ６、Ｇ７
幅值均有明显下降，幅值最大下降值约为原值的

５０％，但其压力脉动的主频并没有明显变化，仍然为
０２０Ｈｚ。

图 ９所示为增设导流板后尾水管涡核心区域

图，此时的阈值 Ｑｃ＝００１，与增设导流板前尾水管内
存在的螺旋涡带相比，在导流板的作用下，尾水管内部

的涡带被消除了，只在尾水管进口存在少量的涡带。

增设导流板可有效消除尾水管中的尾水管涡带。

综上所述，增设导流板能有效阻止尾水管涡带

的产生，降低尾水管内的涡带能量，使水流在尾水管

内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涡，最终达到降低低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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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不同工况增设导流装置前、后压力脉动系数幅值

Ｔａｂ．２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监测点

额定工况 小流量工况

增设导流装置前 增设导流装置后 增设导流装置前 增设导流装置后

主频／Ｈｚ
压力脉动系数

幅值／％
主频／Ｈｚ

压力脉动系数

幅值／％
主频／Ｈｚ

压力脉动系数

幅值／％
主频／Ｈｚ

压力脉动系数

幅值／％

Ｐ１ ５２６ ２１４ ５２６ ０７７ ５２６ １２５ ５２６ １２０

Ｐ４ ５２６ ２３７ ５２６ ０７４ ５２６ ３１３ ５２６ ３０８

Ｇ３ ０２０ １７３ ０２０ １０９ ０２０ ２７７ ０２０ １９３

Ｇ４ ０２０ ２４６ ０２０ １８２ ０２０ ２１６ ０２０ １６９

Ｇ６ ０２０ ３５９ ０２０ ２２６ ０２０ ２８４ ０２０ １４８

Ｇ７ ０２０ ３２９ ０２０ ２５９ ０２０ ６８４ ０２０ ４８４

图 ９　增设导流板前、后尾水管涡核心区域图

Ｆｉｇ．９　Ｖｏｒｔｅｘｃｏ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ｄｒａｆｔｔｕｂ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ｄ

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ｄ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脉动的目的。在增设导流板之后，对比转轮进出口、

尾水管进口以及距离进口 ０４Ｄ１处优化前后的监测
点压力脉动系数幅值发现，水轮机各部位的压力脉

动的频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幅值却均有相应的变

化，并且在不同工况下，导流板对压力脉动的作用也

不尽相同。在额定工况下，转轮进口处的压力脉动

系数幅值降低得最为明显，为原值的 ３５％左右；尾
水管内部监测点的压力脉动系数幅值也有所下降，

约为原值的６０％。在小流量工况下，尾水管内部监
测点的压力脉动系数幅值降低最为明显，约为原值

的５０％；而在转轮进口处监测点的压力脉动系数幅
值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在小流量工况下，导流板对

尾水管内部的压力脉动系数幅值影响效果更为明

显。但增设导流板只降低了低频压力脉动系数幅

　　

值，并不能将低频完全消除。

４　结论

（１）不同工况下，贯流式水轮机内部的压力脉
动总是受到叶片通过频率（５２６Ｈｚ）以及低频脉动
（０２０Ｈｚ）的影响，从水轮机进口到尾水管出口，低
频压力脉动系数幅值逐渐增加，且小流量工况由于

偏离额定工况，其低频压力脉动系数幅值较额定工

况高。

（２）不同工况下，在贯流式水轮机尾水管内部
均存在一明显螺旋状偏心涡带，其旋转方向与水轮

机转轮旋转方向一致，该尾水管涡带按照一定的规

律演变，其频率为 ０２２Ｈｚ，与低频压力脉动频率
（０２０Ｈｚ）较为接近，因此可以说明该水轮机内部的
低频压力脉动是由尾水管涡带所引起的；由于该涡

带向下游传播，因此，越靠近尾水管内部，低频脉动

的幅值越大。

（３）为了减小低频压力脉动对水轮机的影响，
提出了一种在尾水管内增设导流板的方案，该方案

能有效降低由尾水管涡带引起的低频压力脉动系数

幅值，导流板通过降低尾水管内的涡带能量，对尾水

管涡带造成破坏，预防了尾水管涡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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