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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环形激波聚焦实现爆轰波直接起爆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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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基元反应模型和有限体积法对环形激波在可燃气体中聚焦实现爆轰波直接起爆进行了数值

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标准状态下的氢气-空气混合气体在马赫数为3.1以上的环形激波聚焦产生的高温高

压区作用下会诱发可燃气体的直接起爆形成爆轰波,爆轰波与激波和接触间断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的波系

结构;爆轰波爆点位置在对称轴上并不是固定的点,而是随着初始激波马赫数的变化而发生移动;可燃气体初

始温度和压力对起爆临界马赫数都有影响,但是初始温度的影响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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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爆轰是一种前导激波和化学反应耦合自持传播的具有强间断的现象。爆轰波形成是非常复杂的过

程,一直是爆轰学中被关注的问题。目前通常认为爆轰波的形成可分为爆燃转爆轰(DDT)和直接起爆

(directinitiation)两种,前者是由于流动过程中各种非线性不稳定性导致低速爆燃向高速爆轰的转变,
而后者是直接形成过驱动爆轰波并逐渐过渡到C-J爆轰,对点火区的能量密度要求较高。在爆轰驱

动[1]和爆轰推进等领域中,要求在尽可能短的距离和时间内形成稳定的爆轰波,因此采用直接起爆的方

法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在实验中经常采用的有电熔丝熔断点火、火花放电点火、高能起爆炸药点火

等,但是由于点火源的能量密度不足,很难实现直接起爆而通常是DDT过程。由于激波聚焦[2~3]可以

在聚焦点附近产生高温高压区,这个区域可以通过增加激波马赫数获得很高的能量密度,因此理论上可

以作为高能点火区实现爆轰波的直接起爆。直接起爆的问题以前主要是研究流动中的动力学参数[4]及

其相关的流体力学和物理-化学机制[5],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B.E.Gelfand等[6]和 A.M.Bartenev
等[7]首先利用激波聚焦实现了爆轰波的点火,在激波管道末端设置具有不同形状的反射面,研究了激波

在反射后聚焦产生高温高压并点燃可燃气体的情况,观察到了点火后爆轰波和爆燃波分别形成和传播

的过程,并分析了反射面形状和初始条件等因素对聚焦点火的影响。王春等[8]在设置内楔面的分部式

激波管中,实现了激波聚焦产生的射流前向点燃高速运动的气流。

  环形激波聚焦[9]是轴对称激波聚焦的一种,通过激波绕射后在对称轴上产生聚焦并在聚焦点附近

形成高温高压区。环形激波聚焦具有聚焦前后波的传播方向不发生改变,聚焦发生在对称轴上没有壁

面边界层的干扰的特点,是一种比较有特色的聚焦方式,因此对利用其实现直接起爆的研究是有意义

的。本文中通过拟采用基元反应模型和有限体积法对环形激波聚焦直接起爆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

爆轰波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揭示直接起爆对流场和聚焦的影响,讨论起爆点的位置受气体温度的影响而

发生的变化,计算、分析温度和压力对起爆的临界马赫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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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问题和数值方法

  本文中所讨论的流动区域如图1所示。在外半径R=0.05m、内半径r=0.04m的环形截面管道

中的中有一正激波向右传播,由于传播截面的突然变化在圆截面管道中激波发生绕射形成向对称轴传

播的绕射激波,绕射激波会聚到对称轴上形成高温高压的聚焦区。由于管道中充满了可燃气体,在一定

的条件下聚焦区能够诱发可燃气体的化学反应实现直接起爆。通常利用数值模拟再现实验中的爆轰形

成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通过瞬态能量释放形成的点火区的初始条件在计算中很难确定,因此数值模

拟结果的可信度不高。本文中采用激波绕射聚焦形成直接起爆,而且在聚焦过程中无壁面反射,因此流

场的重复性很好,数值模拟的结果是有意义的。

图1 环形激波聚焦实现起爆的示意图

Fig.1Thesketchoftheinitiationinducedbytoroidalshockwavesfocusing

  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可燃气体中的聚焦诱发直接起爆,粘性在流动和起爆过程中的作用很

小,因此可以忽略粘性耗散的影响,控制方程选用轴对称多组分守恒型Euler方程组

∂U
∂t+∂F∂x+∂G∂r+1rS=Sc

式中

U=[ρ1,ρ2,…,ρn,ρu,ρv,e]T

F=[ρ1u,ρ2u,…,ρnu,ρu2+p,ρuv,(e+p)u]T

G=[ρ1v,ρ2v,…,ρnv,ρuv,ρv2+p,(e+p)v]T

S=[ρ1v,ρ2v,…,ρnv,ρuv,ρv2,(e+p)v]T

Sc=[ω·1,ω·2,…,ω·n,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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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各式中ρi(i=1,…,n)为第i组分的质量分数,混合气体的总密度为ρ=∑
n

i=1
ρi;u、v为x 和r方向

的速度分量;e为单位体积总能,且有e=ρh-p+12ρ
(u2+v2),混合气体比焓h=∑

n

i=1

ρihi

ρ
,第i种组分

的焓hi 由多项式拟合的方法给出[10];p为理想混合气体的压力,由道尔顿分压定律和组分气体状态方

程得出p=∑
n

i=1
ρiRiT,Ri 为第i种组分的气体常数,T为混合气体温度;ω· 为基元反应模型中第i组分的

单位体积的质量生成率。

  本文中采用时间分裂算法将流动和化学反应解耦后分别求解[11]。首先在自适应四边形无结构网

格[12]上离散控制方程,并选用了 MUSCL-Hancock格式和 HLLC格式求解流动过程。流场中的化学

反应对起爆过程影响很大,通常的化学反应模型有多步反应模型和基元反应模型,前者对体系的化学反

应人为的进行了线性化从而使计算效率得到了提高,而后者具有更高的计算精度。为了提高数值结果

的可靠性,选用了11种组分(H2、O2、O、H 、OH、HO2、H2O2、H2O、N2、N、NO)23个反应的基元反应

模型,利用CHEMKIN程序包求解化学反应[13]。计算区域如图1所示,初始时刻激波位于环形管道中

向左方的静止气体传播。上边界和后台阶为固壁,下边界为对称轴,在Euler方程的计算中统一给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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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滑移壁面,并且不考虑壁面对化学反应的影响,即给定化学非平衡流动的非催化壁面条件。在计算

中所有的初始激波马赫数都大于2.068,因此非定常正激波后方是超声速流动,左边界指定为超声速来

流边界。对右边界采用自由出口边界,同时确保计算结束时波面尚未到达右边界,以减小误差。在数值

模拟中采用了均匀正交网格,网格尺度为0.5mm,网格加密1倍的计算试验发现数值结果几乎没有差

异,说明网格密度足够大网格相关性很小。本文中数值模拟结果的输出压力利用波前压力无量纲化,空
间坐标单位为米。

图2 一维爆轰压力分布曲线

Fig.2Thepressuredistributionofone
dimensionaldetonationwave

3 计算程序的初步验证

  研究目的是利用数值方法来模拟激波聚焦实现

爆轰波直接起爆的过程,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正

确的模拟可燃气体在高温高压作用下的力学和化学

行为。为了对计算程序进行初步的可靠性检验,首
先计算了一维静止的高温高压区诱导可燃气体的起

爆过程。模拟结果表明,对标准状态下的氢气-空气

可燃气体 (化学当量比H2∶O2∶N2=2∶1∶4,T
=298K,p=0.1MPa)在x=0处的高能点火区

(网格数大于5,T=3000K,p=3.0MPa)作用下

会迅速的产生稳定自持传播的爆轰波,图2显示了

不同时刻爆轰波传播到不同位置的压力分布,可以

看到计算所得到的爆轰波的压力分布与C-J爆轰的

自相似解基本符合。同时通过图2的波面位置与计算得到的传播时间联合得到爆轰波的传播速度为1
958.1m/s,无量纲C-J压力为16.2,在几乎相同条件下经典的基元反应模型的验证报告[14]给出相应的

值分别为1971.4m/s和15.8,相对误差均在3%之内。因此,本文的反应模型和数值算法可以用来模

拟可燃气体高温高压作用下直接起爆问题,计算结果是可信的。

4 计算结果讨论

4.1 聚焦实现直接起爆的流场分析

  图3给出了标准状态下马赫数为3.6的环形激波聚焦后,在氢气-空气混合气体(化学当量比为 H2
∶O2∶N2=2∶1∶4,T=298K,p=0.1MPa)中直接起爆的不同时刻的流场。从图3(a)中可以看出,
由于入射环形激波马赫数比较大,因此绕射过程中发生了非均匀膨胀,弧形波面在后台阶壁面附近向内

凹陷形成很弱的马赫杆。在绕射激波向对称轴传播过程中,台阶壁面前方的激波随着波面面积的减小,
波后压力不断增大,而且增加越来越快,最终在对称轴上实现聚焦[9]。聚焦点附近的可燃气体在高温高

压作用下发生了放热反应,局部温度明显升高,可达3615K,而且化学反应面耦合激波向外传播,如图

3(b)所示。通过传播时间和距离的计算,发现化学反应开始时向前传播的对称轴附近的激波马赫数高

达9.7以上,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马赫数逐渐下降但始终保持在5.2以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激波聚

焦诱发了直接起爆形成了爆轰波。爆轰波在向前方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马赫反射,马赫杆和反射激波

均与化学反应耦合传播,最后形成了轴对称椭球形的爆轰波,如图3(c)所示。爆轰波面在传播中马赫

杆在对称轴附近会向前倾斜,同时由于受到环形管道出口滑移面的影响会形成向内收缩的凹面反射爆

轰波,如图3(d)所示。在图3(e)中,台阶壁面附近的反射爆轰波在环形管道的入口发生绕射形成上行

的爆轰波,而反射爆轰波的波阵面形状则由于滑移面的影响进一步从初始时刻的弧形面发展成为两段

直线爆轰波,在连接两段爆轰波的拐点处形成了一道新的激波,这个拐点也就成为新的三波点。最后形

成的流场如图3(f)所示,有一道向前传播的近似为平面的爆轰波,在波面后存在一道横波往复运动,此
时波面后的圆截面管道中已经不存在可燃气体,从而完成了激波聚焦和爆轰波直接起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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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马赫数为3.6的激波聚焦实现起爆的压力等值线(对称轴上方)和温度云图(对称轴下方)

Fig.3Thepressurecontourlines(uptheaxis)andtemperaturecontourflood(belowtheaxis)of
directinitiationinducedbyshockfocusingwiththeMachnumber3.6

4.2 激波在惰性气体和可燃气体中聚焦的比较

  为了研究化学反应对聚焦过程的影响,模拟了环形激波在惰性气体中聚焦的流动,如图4所示。图

4(a)所示的环形激波绕射,绕射激波向对称轴传播的情况与可燃气体中的流动完全相同。但是在对称

轴上发生聚焦后,聚焦点附近的温度和压力随着反射激波的传播而迅速下降,而且在对称轴上发生了马

赫反射,如图4(b)所示。随着激波的传播,三波点远离对称轴,同时马赫杆变长,由于对称轴附近的马

赫杆的马赫数较大,马赫杆在对称轴附近向前凸起,如图4(c)所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激波的马赫杆

上存在一个拐点连接对称轴附近的弧形马赫杆和外围的直线马赫杆,在该点的后方内侧存在一个低压

涡区,这种结构即为球面双马赫反射[3],而激波聚焦的起爆过程中形成的爆轰波不会出现这种流动结

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激波聚焦诱发的化学反应在聚焦点形成起爆源,从而完成了可燃气体中的直接

起爆过程,同时使原有的波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激波到达对称轴后聚焦点附近的不同时刻的无量纲压力分布曲线如图5所示,从图5(a)显示的压

力曲线可以看到,激波聚焦在对称轴上的最早到达点两侧产生了两个极大值从而形成 U型曲线,聚焦

的几何聚焦点(绕射聚焦激波面在对称轴上的最早到达点)和有效聚焦点(压力极大值点)是不重合的。
这是由波阵面马赫数随绕射角的分布和聚焦波阵面入射角的关系决定的,详细的讨论见文献[9]。在本

文的算例中,惰性气体中的U型曲线第一个有效聚焦点位于几何聚焦点前方,其压力为160.8;第二个

有效聚焦点位于几何聚焦点的后方壁面上,其压力为108.2。聚焦从几何聚焦点发展到有效聚焦点的

515 第6期         滕宏辉等:用环形激波聚焦实现爆轰波直接起爆的数值模拟



过程中,最大压力不断升高。如果聚焦发生在可燃气体中,在第一个有效聚焦点附近就会诱发可燃气体

剧烈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使波后压力值在聚焦高压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明显的增加,达到189.4,如图5
(b)所示。通过比较图5(a)和图5(b)中相应位置的曲线可以看到,惰性气体的聚焦会在前导激波后方

产生一道稀疏波,而可燃气体中爆轰波的起爆使压力在原来的稀疏波区产生了一个近似的压力平台,压
力维持在120左右,提升了由于激波反射形成的波后稀疏波造成的压力下降。

图4 马赫数为3.6的激波在惰性气体中聚焦的压力等值线(对称轴上方)和温度云图(对称轴下方)

Fig.4Pressurecontourlines(uptheaxis)andtemperaturecontourflood(belowtheaxis)oftheshockfocusing
withMachnumber3.6intheinertgases

图5 马赫数为3.6的激波在惰性和可燃气体中聚焦点附近的压力分布

Fig.5PressuredistributionaroundthefocusingpointintheinertandcombustivegaswithshockMachnumber3.6

4.3 不同初始温度和压力对起爆的影响

  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环形激波聚焦实现爆轰波的直接起爆实际上发生在几何聚焦点前方的某一

点,其位置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聚焦能量的变化而改变。相同组分和压力下的可燃气体中马赫数为

3.6的入射激波起爆点的位置随可燃气体的温度变化,如图6所示。可以看到高温下的起爆发生在几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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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马赫数为3.6的激波聚焦起爆点

在不同温度下的位置分布

Fig.6Thepoisitionoftheinitiationpoint
asfunctionoftemperature

焦点附近,起爆点随着初始温度的降低沿着对称轴向

前方移动,趋向于第一个有效聚焦点,而且在较低的

温度(T<298K)下起爆点由于流动和点火延迟的作

用甚至可能移动到第一个有效聚焦点的前方。起爆

点的位置随着气体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是环形激波聚

焦形成爆轰波直接起爆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形成是

由于环形激波聚焦参数的提高有一个渐增的过程,是
环形聚焦几何和有效聚焦点的分离这一特性的体现。

  直接起爆本质上是利用高温高压来实现的,因此

初始压力和温度对点火区能量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

素。表1列出了在不同初始温度和压力下起爆的临

界马赫数,如果马赫数小于这个值,则聚焦不能形成

直接起爆。从表1中可以看出,起爆的临界马赫数受

初始压力变化的影响较小,而受温度变化影响很大。
对于一定初始温度下的可燃气体,其初始压力变化对

某一马赫数下起爆与否影响不大,而对于一定初始压

力下的可燃气体,其初始温度变化对某一马赫数下起

爆与否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温度的升高临界马赫数迅

速下降。同时数值结果表明,不同初始温度下临界马

赫数随着压力变化也有着相似的规律,比如0.05
MPa时起爆的临界马赫数最小,压力的增大或减小

都会导致马赫数的增加。可以肯定的是,压力的影响

要比温度的影响小得多,而压力对起爆临界马赫数的

影响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1 不同压力和温度下实现聚焦起爆的临界马赫数

Table1CriticalMachnumberwhichcaninducedirect
initiationatdifferentinitialpressureandtemperature

p/MPa
临界马赫数

T=298.15K T=373.15K T=473.15K
0.50
0.20
0.10
0.05
0.01

3.2
3.2
3.1
3.0
3.1

2.8
2.8
2.7
2.6
2.7

2.4
2.3
2.2
2.2
2.4

5 结 论

  对环形激波在可燃气体中聚焦实现直接起爆的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1)利用环形激波聚焦产生的高温高压区可以在可燃气体中实现直接起爆形成爆轰波,爆轰波在

流场中传播,与激波和接触间断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的波系结构;

  (2)爆轰波起爆点位置在对称轴上并不是固定的点,而是随着初始激波马赫数的变化而发生移动;

  (3)可燃气体初始温度和压力对起爆临界马赫数都有影响,但是初始温度的影响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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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investigationofdetonationdirectinitiationinduced
bytoroidalshockwavefocusing

TENGHong-hui1
*,ZHANGDe-liang1,LIHui-huang2,JIANGZong-lin1

(1.KeyLaboratoryofHighTemperatureGasDynamics,InstituteofMechanics,

ChineseAcademyofScience,Beijing100080,China;

2.DepartmentofModernMechanics,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

Hefei230026,Anhui,China)

Abstract:Detailedchemicalreactionmodelandfinitevolumemethodareusedtonumericallyinvesti-
gatedetonationdirectinitiationinducedbythetoroidalshockwavefocusingincombustiblegasmix-
ture.Numericalresultsshowthatdetonationdirectinitiationwillbeinitiatedbytoroidalshockwave
focusinginthestandardhydrogen-airgasmixtureiftheincidentMachnumberisabove3.1.Thenthe
detonationwaveinteractswithshockwavesandcontactsurfaces,whichresultsincomplexwavesys-
tem.TheinitiationpointisnotfixedonthefocusingpointbutvarieswiththeincidentshockMach
number.ThecriticalMachnumberisinfluencedbytheinitialpressureandtemperature,butthetem-
peratureisthemainfactor.
Keywords:mechanicsofexplosion;directinitiation;shockwavefocusing;detonation;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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