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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灌区小型渠道数目多、需测控的断面多、而宜采用的移动式量水设备仍不够完善的问题，借鉴移动式薄

板量水槽和圆柱量水槽的优点，设计了一种便携式板柱结合型量水槽，在分析量水槽测流机理的基础上，开展原型

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并应用量纲分析法建立测流公式。结果表明，量水槽具有较好的水位 流量关系，上游壅水

高度在 １８５～１３６９ｃｍ之间，临界淹没度在 ０７０～０９１之间，槽前弗汝
!

数均小于 ０５；板柱结合型量水槽比现有

的圆柱量水槽和带尾翼的圆头量水槽体型小，便携度高，流线分布稍差，上游壅水高度稍大，临界淹没度稍低，但能

满足灌区测流要求；量水槽测流精度高，平均测流相对误差为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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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

的６０％以上，节约农业用水有利于缓解我国水资源
紧缺带来的压力

［１－４］
。我国农业节水潜力的 ５０％

在于管理节水
［５－７］

，完善我国灌区量水设施、实现农

业用水的精确计量是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实施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等管理措施的基础
［４，８－９］

。

我国灌区小型渠道数目众多，量水设施缺乏，导致农

业用水难以按量计费，仍普遍采用按公顷征收水费

的方式，不利于提高农民节水积极性，造成灌溉水浪

费严重
［１０－１１］

。小型渠道中 Ｕ形渠道占地面积小、
防渗抗冻性能好，且具有较强的输水、输沙能力，在

我国灌区应用广泛
［１２－１３］

。

有关小型 Ｕ形渠道量水方面的研究以固定式
量水设备为主，主要有平底抛物线形量水槽

［１４］
、抛

物线形喉口式量水槽
［１５］
、直壁槽式量水堰

［１６］
、机

翼形量水槽
［１７］
、Ｕ形喉道测流槽［１８］

、三角形剖面

堰
［１９］
和半圆柱形量水槽

［２０］
等。固定式量水槽在

灌溉水泥沙含量低、渠道底坡坡度较大的地区使

用效果较好。若设置在灌溉水泥沙含量较高、底

坡平缓的渠道中，会使量水槽上游水位长时间壅

高，流速放缓，造成泥沙不断淤积，导致测流精度

和渠道过流能力下降，致使农户对小型渠道固定

式量水设备的接受程度降低，并常造成对固定式

量水设施的人为损毁。此外，灌区末级渠道需要

测控断面多，采用固定式量水设施量水时建造成

本高。

为克服固定式量水设施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

多种移动式量水技术，其中较常用的有流速仪测流、

超声波测流和激光测流
［２１－２３］

。也有一些学者开展

了移动式量水槽的研究。移动式量水槽一般通过在

渠道边壁或渠道中央安装量水设施来缩窄过水断

面，形成临界流进行量水。如抛物线形移动式量水

堰板
［２４］
是一种设置在边壁的量水槽，其测流误差小

于５％，结构简单、造价低，利于泥沙及漂浮物通过。
由于 Ｕ形渠道横断面形式多样，每种装在边壁上的
量水设备仅适合特定的一种断面型式，且满足收缩

比要求时其断面收缩程度较大，造成边壁式量水设

施体型较大；而安装在中间的移动式量水槽，在满足

收缩比（设置量水设备后，量水槽喉口面积与渠道

断面面积之比）在适宜范围内的条件下，同一量水

设备经率定后可适用于多种断面型式和结构尺寸的

Ｕ形渠道［２５］
。ＨＡＧＥＲ［２６］对圆柱形量水槽的过槽水

流进行了理论分析，根据临界流原理推导出圆柱形

量水槽分别用于矩形、梯形及 Ｕ形渠道测流时的水

深 流量关系；何武全等
［２７］
在 ＨＡＧＥＲ的研究基础

上，对 Ｕ形渠道圆柱体量水槽进行了理论和试验研
究，提出了测流公式，相对误差为 ３７８％；刘嘉美
等

［２８］
基于圆柱绕流理论，在圆柱体的背水侧增设 Ｖ

形尾翼，提出了圆头量水柱；刘英等
［２９］
进一步进行

了 Ｕ形渠道圆头量水柱的研究，发现其水头损失比
长喉道量水槽小，且小于同收缩比条件下的圆柱体

量水槽。

以往研发的量水槽大多以流线型为参考设计，

流线型量水槽可以有效减少水流与量水槽壁面分

离，使水流更顺畅，减小水头损失和泥沙淤积，但

需要一定的顺流长度，其便携程度还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为进一步提高量水槽便携程度，在吸收

以往量水槽设计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体

型尽可能小、且满足测流要求的板柱结合型量水

槽，并通过原型试验和数值模拟对其水力性能进

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结构设计与测流原理
１１１　结构设计

板柱结合型量水槽通过局部缩窄渠道过水断面

面积，使过槽水流加速并产生临界流，形成稳定且单

一的水位 流量关系，利用驻点水深计算过槽流量。

便携式量水槽不需要固定在渠道中，测流时间短，不

会造成泥沙淤积，因此对水头损失、壅水高度等指

标的要求较低。由于便携式量水槽需要经常进行

安装、拆卸和搬运，所以对便携程度的要求高，除

了需要满足测流条件外，还要求结构简单、体型

小
［３０］
。ＨＡＧＥＲ［３１］提出了“文丘里量水槽”，该量

水槽由两块分别安装在矩形渠道两侧的薄板构

成，结构简单、体型小。水流收缩程度随着量水槽

宽度和量水槽相对长度的增大而增大
［３２］
。因此，

量水槽需要有足够的宽度或者顺流长度才能使过

槽水流达到临界流状态。量水槽的顺流长度对水

流收缩程度的影响程度比其宽度小，增加顺流长

度会造成量水槽体积大幅度增大，严重降低量水

槽便携程度
［３２］
。理论上，满足测流条件的体型最

小、结构最简单的量水槽就是在渠道中央放置一

块与水流方向垂直的薄板。薄板量水槽的缺点是

流线差，水头损失大，不易形成稳定的驻点水深，

圆柱量水槽、带尾翼的圆头量水槽以及椭圆形量

水槽（长轴与水流平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薄

板量水槽的缺陷。

本研究结合薄板和圆柱各自的优点，提出了板

柱结合型量水槽。该量水槽由一个圆柱体和分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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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圆柱两侧的两块薄板（圆柱体和薄板部分可移

动，量水时置于渠道中间，减小过水断面以形成临界

流），以及原 Ｕ形渠道共同组成。量水槽的薄板部
分可以有效地缩小量水槽尺寸，提高便携度；圆柱体

部分可以改善量水槽流线分布情况，形成较稳定的

驻点水深。

根据以往经验
［３３］
，受水流脉动的影响，驻点水

深存在一定的波动，且驻点区域的位置会随渠道底

坡坡度的变化而改变，影响驻点水深量测精度，导致

测流精度降低。为了进一步优化板柱结合型量水槽

的结构，提高测流精度，本研究改进了驻点水深的量

测方法。在量水槽迎水面前端钻一排小孔，使水流

进入量水槽的圆柱内部，柱内水深波动极小，可通过

圆柱内水深间接测得驻点水深。板柱结合型量水槽

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 １　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ｆｌｕｍｅ
　

１１２　测流原理
板柱结合型量水槽基于临界流原理测量过槽流

量。将量水槽安装在渠道中央，通过局部缩窄渠道

过流断面面积，使过槽水流加速并形成临界流，产生

不受下游水流影响的稳定且单一的水深 流量关系，

达到最佳测流效果
［３４－３５］

。结合能量守恒原理，通过

驻点水深来计算过槽流量。

临界流断面的能量方程为

Ｈｋ＝ｈｋ＋
αｖ２ｋ
２ｇ

（１）

式中　Ｈｋ———临界流断面总水头（总能量），ｍ
ｈｋ———临界流断面水深，ｍ
ｖｋ———临界断面流速，ｍ／ｓ

ｇ———重力加速度，ｍ／ｓ２

α———动能修正系数，取１０
临界流断面的弗汝德数 Ｆｒ等于１，即

Ｆｒ＝
ｖｋ
ｇｈ槡 ｋ

＝１ （２）

Ｑ＝ｖｋＡｋ＝Ａｋ ｇｈ槡 ｋ （３）

式中　Ｑ———计算过槽流量，ｍ３／ｓ
Ａｋ———临界断面面积，ｍ

２

渠道断面形状尺寸及量水槽尺寸一定的情况下可由

临界流断面水深 ｈｋ计算得到 Ａｋ。
理论上，在临界水深已知的情况下，可通过

式（３）计算出过槽流量。但由于临界断面会随着流
量、收缩比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实际测量临界

水深有一定的难度。因此结合能量守恒原理，通过

上游总能量计算过槽流量。

假定上游断面至临界流断面的能量损失忽略不

计，根据能量守恒有

Ｈ１＝Ｈｋ＝ｈｋ＋
αｖ２ｋ
２ｇ

（４）

式中　Ｈ１———量水槽上游总水头（总能量），ｍ
由式（２）、（４）可得

Ｈｓ＝Ｈ１＝ｈｋ＋
１
２
ｈｋ＝

３
２
ｈｋ （５）

式中　Ｈｓ———驻点水深，ｍ
式（５）表明上游总能量与临界水深具有一一对

应的关系，而临界水深与流量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因此可以通过上游总能量计算出过槽流量。板柱结

合型量水槽安装后会在量水槽迎水面顶端形成驻点

水深，理论上驻点水深与上游总能量相等，故本研究

通过驻点水深来测量过槽流量。

由式（３）、（５）可得

Ｑ＝Ａｋ
２
３
ｇＨ

槡 ｓ （６）

假设量水槽过流面积最小的断面为临界流断

面。由于实际应用中该断面的水深一般大于渠道断

面圆弧段的高度，本研究仅对水深高于圆弧段的情

况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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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ｋ＝２ｒｓｉｎ
θ[２ ｈｋ－ (ｒ１－ｃｏｓθ) ]２

＋

ｒ２

２
（θ－ｓｉｎθ）＋ [ｍ ｈｋ－ (ｒ１－ｃｏｓθ) ]２

２

－Ａｂ

（７）

其中 Ａｂ＝ {ｂ ｈｋ [－ ｒ－ ｒ２ (－ ｂ)２槡 ] }２

[

＋

ｒ２ａｒｃｓｉｎｂ
２ｒ
－ｂｒ
２ (１－ ｂ

２ )ｒ槡 ]２ （８）

式中　ｒ———Ｕ形渠道圆弧段半径，ｍ
θ———圆弧段中心角，ｒａｄ
ｍ———Ｕ形渠道直线段边坡系数
ｂ———量水槽宽度，ｍ
Ａｂ———量水槽在临界流断面处截面面积，ｍ

２

已知驻点水深 Ｈｓ的情况下，通过式（５）～（８）
可计算出过槽流量。

１２　试验装置与方法
１２１　试验装置

原型试验装置主要由供水管道、流量调节阀门、

稳水池、试验渠道、板柱结合型便携式量水槽、渠道

底坡坡度调节装置、尾门、尾水池等组成，如图 ２ａ所
示。通过泵房将蓄水池的水抽入供水管道，利用阀

门调节试验流量。水流经稳水池后流入有机玻璃 Ｕ

图 ２　原型试验系统和有机玻璃 Ｕ形渠道横断面

尺寸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ｐｌｅｘｉｇｌａｓｓＵｓｈａｐ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
１．供水管道　２．流量调节阀门　３．稳水池　４．测针　５．板柱结

合型量水槽　６．有机玻璃 Ｕ形渠道　７．尾门　８．底坡坡度调节

装置　９．尾水池　１０．渠首支架

形渠道，然后进入尾水池，通过回水渠道流回蓄水

池。供水管道段安装有电磁流量计、回水渠道段设

置有三角形量水堰，以量测试验流量。板柱结合型

便携式量水槽的上、下游各处水位通过 ＳＣＭ６０型水
位测针测量，精度为０１ｍｍ。试验渠道为 Ｕ形有机
玻璃渠道，渠长 １２ｍ，渠道综合糙率 ｎ取 ００１１，坡

度可进行调节。渠道横断面参数如图２ｂ所示。
１２２　试验方法

本研 究在 ５个 渠 道 底 坡 坡 度 （ｉ＝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７个流量（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Ｌ／ｓ）的工况下，分别对 ５个不同收缩
比（ε＝０５１４２、０５６１１、０６０８５、０６５６４、０７０４８）
的板柱结合型量水槽进行试验研究。通过调节底坡

调节装置，将渠道底坡坡度调整为试验坡度。按照

试验装置图在渠道适当位置处安置好板柱结合型量

水槽后打开水泵供水，利用直角三角堰及电磁流量

计监测渠道中的实时流量，通过流量调节阀门调节

流量至待测流量，之后调整渠道尾门开度，使水流处

于自由出流状态，按照编排好的控制断面顺序依次

读出水位测针读数并记录读数和水流现象。最后减

小渠道尾门开度，通过调节测试使水流处于临界淹

没状态，记录上下游断面水深。

１２３　模拟方法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分析安装量水槽后渠道中

的水流状况，根据模型试验的条件对量水槽上游

４ｍ处至其下游 ５ｍ处之间的流场进行了仿真模
拟。通过 ＡｕｔｏＣＡＤ软件建立渠道及量水槽的三维
模型，如图 ３ａ所示，并将模型导入 Ｆｌｏｗ３Ｄ软件对
其流场进行模拟。根据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工作原

理及特点，采用 ＲＮＧｋ ε三维湍流模型进行数值
模拟，并采用有限差分法将模拟控制方程离散为代

数方程组进行求解计算，对流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扩散项采用二阶中心差分格式，最小步长设为

１０－６。ＴｒｕＶＯＦ计算方法只计算含有液体的单元而
不考虑只含气体的单元，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模型收

敛所需的时间，对自由液面的描述更加准确。

图 ３　Ｕ形渠道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网格块及连接处

网格划分放大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ｉ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ｆｌｕｍｅｉｎＵｓｈａｐ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
　
共采用 ３个网格块对整个流场区域进行划分，

由于量水槽附近的流场中各水力要素变化较剧烈，

为了逼真地模拟渠道流态，同时减少计算时间，划分

该区域的网格块采用较小的网格尺寸，如图 ３ｂ所
示，单元网格长度为 ０５ｃｍ，该网格块上下游的网
格块的单元网格长度均设置为 １０ｃｍ，整个计算域

５２３第 ６期　　　　　　　　　　　　王玉宝 等：Ｕ形渠道便携式板柱结合型量水槽水力性能研究



的网格总数为４３０万 ～５５０万。
边界条件：上游进口设置为流量进口（Ｖｏｌｕｍｅ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根据试验中的实际流量给定一系列流量
的进口流量值，默认流体从整个边界开放区域流入，

流动方向与边界垂直；下游出口设置为出流边界

（Ｏｕｔｆｌｏｗ）；渠 道 底 部 与 侧 壁 均 选 择 固 壁 边 界
（Ｗａｌｌ）；渠 道 顶 部 空 气 入 口 设 定 为 对 称 边 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即默认无流体穿过该边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１１　测流公式及测流精度

测流公式决定量水槽的测流精度。以往量水槽

测流公式多是基于平坡（ｉ＝０）条件得到，但灌区渠
道大多为正坡，且修建的平坡渠道在冻融循环的影

响下其底坡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应用基于平坡条

件得到的流量公式会导致较大的测流误差
［３６－３７］

。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获得了适用于不同坡降、不同

收缩比条件下的流量公式。影响量水槽过流条件的

物理参数有：渠道底坡坡度、收缩比、驻点水深、量水

槽喉口水面宽度和重力加速度。基于量纲分析原

理，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回归分析得到具有量纲和谐性的
测流公式

Ｑ＝
(０５７８６
Ｈｓ
Ｂ )
ｃ

１６７６

ε１０２０ｉ１２８１８ｉＢ２５ｃ ｇ
０５

（ｉ＞０，Ｒ２＝０９９０）

(０２５３７
Ｈｓ
Ｂ )
ｃ

１５４３

ε－０１０８Ｂ２５ｃ ｇ
０５

（ｉ＝０，Ｒ２＝０９９６









 ）

（９）
式中　Ｂｃ———板柱结合型量水槽喉口处水面宽度，ｍ

图 ４　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测流相对误差累计频率

Ｆｉｇ．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ｌｏ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ｆｏｒ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ｆｌｕｍｅ

式（９）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图 ４），平均相对
误差为 ２０７％。当 ｉ＞０时，测流相对误差均小于
１０％，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３４％，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０１％，其中９５％的相对误差不超过 ５％，平均相
对误差仅为 ０２２％；当 ｉ＝０时，量水槽相对误差均
小于５％，最大相对误差为４３０％，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１８％，平均相对误差仅为 ０１５％。表明板柱结

合型量水槽测流精度高，满足灌区测流要求。

２１２　壅水高度

过槽水流流经量水槽时，流线向渠道两侧弯曲，

流速急剧增大、水位明显降低，在量水槽后方一定距

离处汇合并形成水跃。由此产生的上下游水位差定

义为量水槽的壅水高度。过大的上游壅水高度会增

加渠道土方开挖量，导致投资加大。试验结果发现，

上游壅水高度最大值为１３６９ｃｍ，最小值为１８５ｃｍ，
平均值为 ５５２ｃｍ。渠道底坡坡度、流量和收缩比
均是量水槽壅水高度的影响因素。整体上，板柱结

合型量水槽的壅水高度随量水槽收缩比的减小而增

大，随渠道底坡坡度和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如图５所
示（其他坡降或收缩比条件下的壅水高度变化规律

与图５类似）。底坡较陡的渠道，水流流速较大，动
能占总能头的比例较大，能量转化引起的壅水高度

较大
［３８］
；收缩比越小，量水槽阻水能力越大，上游壅

水越高
［３８］
。因此，渠道底坡坡度较陡时适合应用收

缩比较大的量水槽；渠道底坡坡度较缓时，可以选用

收缩比较小的量水槽。以上游壅水高度不超过１０ｃｍ
为标准，当渠道底坡坡度ｉ≤１／１０００时，应采用收缩
比 ε＞０５１４２的量水槽；当渠道底坡坡度 ｉ≤１／５００
时，应采用收缩比 ε＞０６０８５的量水槽。

图 ５　上游壅水高度与量水槽收缩比、渠道底坡

坡度和过水流量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ｓｌｏｐｅｓ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２１３　临界淹没度

临界淹没度是指收缩比、流量和渠道底坡坡度

一定的条件下，量水槽下游水深刚好开始影响上游

水深时下游水深与上游水深之比。临界淹没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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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保证量水槽处于自由出流的下游水深的范围。

试验通过调节渠道尾门得到不同的下游水深，对量

水槽的临界淹没度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临界淹没

度最大值为０９１，最小值为 ０７０，平均为 ０８０。临
界淹没度与坡度没有明显的关系，总体上随收缩比

的减小而减小，随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如图６所示

图 ６　渠道底坡坡度 ｉ＝１／１０００下的临界淹没度

Ｆｉｇ．６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ｏｔｔｏｍｓｌｏｐｅｉ＝１／１０００
　

（其他坡降条件下临界淹没度的变化规律与图 ６类
似）。

２１４　驻点水深
根据能量守恒定理，驻点水深与上游总能量相

等，故可以利用驻点水深代替上游总能量来测流。

试验结果证实，驻点水深与上游总能量的决定系数

为０９８６，二者总体相等，如图 ７ａ所示。为了获得
更加精确的驻点水深，本研究通过测量柱内水深间

接得到驻点水深。理论上，柱内水深与驻点水深相

等，试验结果证实二者决定系数等于０９９１，如图 ７ｂ
所示。与驻点水深相比，柱内水面波动极小，水深易

测且受杂草、泥沙等的干扰小。因此，利用柱内水深

间接测得驻点水深的方法可行、高效。试验结果表

明柱内水深与流量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渠道底

坡坡度为 １／５００时柱内水深与流量的决定系数为
０９６６，如图７ｃ所示。

图 ７　驻点水深与上游总能量、柱内水深、流量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ｏｆ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ｉｎ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２１５　槽前弗汝

!

数

槽前弗汝
!

数 Ｆｒ是影响量水槽测流精度的重
要因素之一。过大的槽前 Ｆｒ可能导致量水槽上游
水面产生较大波动，影响驻点水深测量的精确性，导

致测流精度下降。一般要求明渠测流时槽前 Ｆｒ小
于０５。试验结果表明：量水槽收缩比越大，槽前 Ｆｒ
越大；收缩比相同的情况下，槽前 Ｆｒ总体随流量的
增大而增大，如图 ８ａ所示。当收缩比和流量一定
时，渠道越陡，槽前 Ｆｒ越大，如图 ８ｂ所示。根据试
验结果，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槽前 Ｆｒ均小于 ０５，
满足测流要求。其他坡降或收缩比条件下的槽前

Ｆｒ变化规律与图８类似。
２２　模拟结果
２２１　水面线

为验证模拟方法的可靠性，本研究原型试验中

测量了驻点水深及板柱结合型量水槽上、下游若干

断面处渠道中心线上的水深，并与模拟值进行对比

分析。结果表明：当水流接近量水槽时，水深沿水流

方向升高，在量水槽迎水面前端达到最大值，形成驻

点水深；渠道中心线上的水深在量水槽下游侧最后

端处最低，并沿水流方向不断增大，在量水槽下游侧

一定距离处达到最大，之后水深基本沿程不变。模

图 ８　槽前 Ｆｒ与渠道底坡坡度、收缩比、流量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Ｆｒｏｕｄｅ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ｓｌｏｐｅｓ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

拟值和实测值吻合程度高，表明可以通过数值模

拟的方法对板柱结合型量水槽进行研究，如图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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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设置板柱结合型量水槽后的渠道水面线

（ｉ＝１／２０００，ε＝０６０８５，Ｑ＝３５Ｌ／ｓ）

Ｆｉｇ．９　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ｆ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ｆｌｕｍｅ
　

２２２　流速分布

分析量水槽流场的流速分布对研究量水槽水力

特性和优化量水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板柱结合型

量水槽上游的水流流速较低，流速分布较均匀。在

量水槽上游侧靠近量水槽的区域，随着水流不断地

接近量水槽，渠道断面两侧的水流向渠道边壁收缩，

流速不断增大，中间的水流流速不断降低。渠道断

面中间的水流流速在量水槽迎水面最前端降为零；

断面两侧的水流在量水槽板的外端与量水槽分离，

之后继续向渠道两侧收缩，流速继续增大，在量水槽

后方一定距离处达到最大。随后，过槽水流急剧扩

散、交汇并形成水跃。经过水跃段水流质点不断混

掺、碰撞，水流流速重新分布，最终恢复均匀，回到缓

　　

流状态。图１０为ｉ＝１／２０００、Ｑ＝３５Ｌ／ｓ、ε＝０６０８５下
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沿程流速分布图。

图 １０　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沿程流速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ｆ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ｆｌｕｍｅ
　

３　讨论

与其他几种移动式量水槽的水力性能进行对比

发现：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精度较高，仅次于带尾翼的

圆柱形量水槽；其水头损失、上游壅水高度较其他移

动式量水槽大；临界淹没度相对较低，便携度较高

（表１）。

表 １　不同移动式量水槽性能对比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ｂｉｌｅｆｌｕｍｅｓ

量水槽类型 收缩比 ε 上游壅水高度／ｃｍ 水头损失／％ 临界淹没度 相对误差／％ 特点 数据来源

圆柱形 ０５７００～０６９００ ≤１０００ ／ ０７３～０８４ ≤３７８，平均１５６ 便携 文献［２７］（ｉ＝０）

带尾翼圆柱 ０５０００～０７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０～９５０） ０８６～０９６ ≤４９５，平均０１０ 便携 文献［４０］（ｉ＞０）

桥墩形 ０６０００～０７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０７３～０７６ 平均２４４ 较便携 文献［４１］（ｉ≥０）

椭圆形 ０６３６０ ５５６ １２４７ ０７３ ／ 便携 文献［４１］（ｉ≥０）

板柱结合型 ０５１４２～０７０４８ １８５～１３６９ １４９５～２４２２ ０７５～０８３ 平均０２２ 便携度高 本研究（ｉ＞０）

　　注：“／”表示该文献中缺少对量水槽该项性能的研究或无法从文献中获得；为 ε＝０５６００～０７５００时的水头损失。

　　（１）测流精度
量水精度是评价量水槽性能的决定性指标。量

水误差主要来源于渠槽系统修建过程中的施工误差

和测流断面水位量测误差
［３７，３９］

。与以往研究成果

相比，板柱结合型量水槽通过柱内水深测量驻点水

深，可有效避免槽前水面波动、水尺零点误差和渠道

底坡坡度变化引起的驻点位置改变等带来的水位测

流误差。同时，板柱结合型量水槽体型小、结构简

单、安装简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施工因素对测流误

差的影响。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平均测流相对误差

仅为２０７％，测流精度高于 Ｕ形渠道机翼形量水槽
（平均测流相对误差为 ２５８％）［１７］，Ｕ形渠道半圆
柱形量水槽（平均测流相对误差为 ３５５％）［２０］。刘

英等
［４０］
研制的带尾翼圆柱形量水槽制作和安装误

差小，测流精度高，其测流相对误差最大值为

６２２％，最小值为 －００１％，平均相对误差仅为
０１％。板柱结合型量水槽在正坡条件下的测流精
度与带尾翼圆柱形量水槽相差不大，最大相对误差

为７３４％，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０１％，平均相对误
差为０２２％。带尾翼圆柱形量水槽结构较接近流
线型，过槽水流顺畅，驻点处水深稳定；板柱结合型

量水槽是非流线型结构，驻点处水深存在一定的波

动。本研究通过柱内水深间接测得驻点水深，有效

地减小了板柱结合型量水槽驻点处水深波动造成的

测流误差。圆柱形和桥墩形量水槽不属于流线型结

构，驻点水深存在一定的波动，直接测量驻点水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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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测流误差较大（表１）。
（２）壅水高度、水头损失、临界淹没度
与其他几种便携式量水槽相比，板柱结合型量

水槽阻水能力较强，导致上游壅水高度较大；水流流

线弯曲明显，局部水头损失较大。移动式量水槽只

需在测流时临时安装在渠道中，测流时间一般不超

过５ｍｉｎ，虽壅水高度和水头损失较大，但不会出现
泥沙淤积，渠道过水能力降低等问题。在流量较

大时可选用收缩比较大的量水槽，以免上游水深

超过渠道安全超高即可。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临

界淹没度较圆柱形和带尾翼的圆柱形量水槽低，

与桥墩形量水槽相差不大，可在较大范围内保证

自由出流。

４　结论

（１）借鉴薄板和圆柱形量水槽各自的优点，设
计了一种 Ｕ形渠道便携式板柱结合型量水槽，并结
合连通器原理，改进了驻点水深的量测方法。该量

水槽体积小，结构简单，易于制作、安装和拆卸，便携

程度高，具有良好的水位 流量关系，驻点水深容易

获得，可临时安装在 Ｕ形渠道中测流。测流精度较
高，可满足灌区测流要求。在 ｉ＞０时测流相对误差
均小于１０％，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３４％，其中 ９５％的
相对误差不超过５％；当 ｉ＝０时，量水槽相对误差均
小于５％。

（２）板柱结合型量水槽的壅水高度随收缩比的
减小而增大，随渠道底坡坡度和流量的增大而增大。

以上游壅水高度不超过 １０ｃｍ为标准，当渠道底坡
坡度 ｉ≤１／１０００时，宜采用收缩比 ε大于０５１４２的
量水槽；当渠道底坡坡度 ｉ≤１／５００时，宜采用收缩
比 ε大于０６０８５的量水槽。能在较大范围内保证
自由出流，其临界淹没度总体上随收缩比的减小而

减小，随流量的增大而增大，与坡度没有明显的关

系。槽前 Ｆｒ均小于０５，满足测流要求。
（３）板柱结合型量水槽较现有的圆柱形量水

槽、带尾翼的圆头量水槽、桥墩形量水槽和椭圆形量

水槽体型更小，便携程度更高。其上游壅水高度稍

大，临界淹没度稍低，但均能满足灌区测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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