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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定常强激波反射马赫杆突出变形准则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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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了滑移线延长线与楔面交点附近的流动特点,研究了准定常强激波反射中马赫杆的变形,建
立了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的过渡准则,并用激波极曲线方法进行了求解。对马赫杆的变形过程进行了描述,

研究了比热比、马赫数的变化对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条件的影响,并对突出变形消失区域与终点双马赫反射

区域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马赫杆突出变形的消失是低比热比介质中出现的一种激波反射现象。马赫杆突

出变形的消失,导致出现一种新的无射流、直马赫杆的双马赫反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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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激波的马赫反射现象被发现以来,一直是激波物理研究领域中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当前,无论

是与航空航天相关的高超声速科技,还是与爆炸、冲击相关的工业实际应用,都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强激

波反射问题。当入射激波很强时,马赫反射的波形结构会发生变化,如马赫杆向前突出[1-3],这与经典马

赫反射的直马赫杆假设相异。进一步讲,强激波反射的马赫杆不再是过三波点垂直于楔面的直线,而是

与之呈一角度并具有扭曲点的曲线;马赫反射结构形态的变化对流场内物理量的分布有明显影响,不再

能用三激波理论进行准确的预测[2]。强激波还出现在高超声速气体动力学的研究中,如飞行器头部的

弓形激波、机翼附近的激波相互作用、飞行器前体的激波/边界层相互作用等。所以对强激波马赫反射

的研究,无论是对激波反射基本理论的探讨还是对高超声速科技方面的工程应用都有重要的意义。

  I.I.Glass[2]综合考察实验数据后认为:马赫杆向前突出[1,3]主要出现在马赫数较高的情况下,并用

马赫杆偏离过三波点到楔面垂线的角度描述马赫杆的向前突出。文献[4-6]中对相关实验进行了数值

模拟。乐嘉陵等[7]也开展了有关马赫反射的实验与计算。H.Mirels[8]、H.Li等[9]进一步给出了马赫

杆突出变形出现的过渡准则,但还没见到有关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过渡准则的研究。因此,开展这方面

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马赫杆突出变形的规律,判断马赫杆的形状,对马赫反射的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

  本文中主要在分析马赫反射中滑移线延长线与楔面交点附近流动特点的基础上,建立马赫杆突出

变形消失的过渡准则,用激波极曲线方法[10]求解马赫杆变形消失的条件,得到马赫杆变形过程的基本

规律,分析比热比等因素对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条件的影响。

2 过渡准则

2.1 马赫杆突出变形产生的原理

  H.Mirels[8]、H.Li等[9]都对马赫杆的突出变形进行了研究。图1说明了马赫杆突出前、后,强激

波反射波形结构的变化。其中O、θw 为楔面的顶点和楔角,I、R、M 分别为入射激波、反射激波和马赫

杆,R′、M′为第二次反射的反射波和马赫杆,T、T′为双马赫反射的两个三波点,S 为滑移线,D、G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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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马赫杆突出前后反射波形结构示意图

Fig.1SchematicofwaveconfigurationsofMachreflections

滑移线的延长线、滑移线的延长线、马
赫杆与楔面的交点。图1(a)是普通

的激波双马赫反射波形结构图,此时

马赫杆是直的。随着入射激波马赫数

的增加、楔角的增大,当满足一定条件

时,马赫杆向前突出,整个反射波形结

构发生变化,如图1(b)所示。可以看

到:马赫杆向前突出后,不再是垂直于

楔面的直线,三激波理论中的直马赫

图2 滑移线附近流动示意图

Fig.2Schematicofflowfieldsnearslipline

杆假设遭到破坏。三波点处,马赫杆

与过三波点垂直于楔面的直线呈一角

度,然后逐渐弯曲,最后到达楔面,并
与楔面垂直。

  按照 H.Mirels[8]、H.Li等[9]的

观点,引起马赫杆突出变形的条件为:
当强激波遇到楔面发生过渡马赫反射

或双马赫反射时,滑移线与楔面相交

处的压力高于马赫杆后区域的压力。
在该超压作用下,沿壁面将产生一股

气体射流进入马赫杆后的流场,向马赫杆流动,该射流相对于马赫杆的速度与反射的条件有关。当入射

激波不强、楔角不大时,射流沿楔面的运动速度小于马赫杆的速度,这时马赫杆不变形,自三波点开始、
垂直于楔面;随入射激波的增强、楔角的增大,射流的相对速度增大,当射流沿楔面的运动速度大于马赫

杆的速度时,射流追上马赫杆,与马赫杆发生相互作用,使马赫杆靠近楔面的部分向前加速、突出,造成

整个马赫杆的变形,同时在马赫杆后形成一个回流区。结合图2中的描述方法,此条件可以表示为:当

uD
E ≤uD

G 时,马赫杆是直的;当uD
E>uD

G 时,马赫杆是弯的;其中uD
E 为射流头部E 相对于D 点的速度,uD

G

是过三波点垂直于楔面直线的垂足G 相对于D 点的速度。

2.2 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准则的建立

  一旦马赫杆的突出变形发生以后,如果通过增大楔角、增加入激波马赫数等手段进一步增强激波反

射的条件,直到转变为正规反射,这期间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考察滑移线延长

线与楔面交点附近的流动情况。

  图2是滑移线延长线与楔面交点附近流动情况的示意图,其中0、1、2、3区分别为未扰动区、入射

波、反射波和马赫杆后的流动区,4区为第二个反射波后的区域,粗虚线为滑移线的延长线、细实线为2
区气流遇到楔面所产生的第一个压缩扰动和最后一个压缩扰动的影响范围。如图2所示,2区气流流

向楔面的过程中,由于在D 点附近发生气流的转折,所以要产生压缩扰动,向四周传播。当2区相对于

三波点T 的流动速度小于声速时,扰动能够影响到三波点,此时发生单马赫反射。随着2区相对于T
点流动速度增加到声速,这时D 点附近的压缩扰动已经影响不到三波点T,开始发生过渡马赫反射,此
时随后的压缩扰动在与反射波相交前追不上第一个压缩扰动,反射波阵面出现拐点,斜率连续发生变

化。随着相对T 点速度的进一步增大,第一个扰动后的压缩将在与反射波相交前追上第一个压缩扰

动,形成激波,此时反射波阵面发生转折,开始发生双马赫反射。此后,压缩扰动叠加形成的激波逐渐向

D 点靠近,当2区相对于D 点的速度达到声速时,该激波已靠近D 点[8]。该激波与楔面相交之前,都是

脱体的,由于2区气体经过压缩后压力高于3区压力,将在3区中沿楔面形成一股射流,流动情况类似

于图2(a);与楔面相交后,激波变成附体的,气流越过激波以后,速度与楔面平行,激波阻挡气体向3区

流动,3区中将不能产生射流,流动情况则如图2(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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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无射流、直马赫杆马赫反射结构示意图

Fig.3Schematicofanewwaveconfiguration
ofMachreflection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3区形成沿壁面的射流是马赫杆

发生突出变形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形成射流,马赫杆则不

会向前突出发生变形。D 点附体激波的出现,是封锁射流,
在3区中不出现射流的充分条件。这时,将出现一种新的

无射流、直马赫杆的反射结构,如图3所示。这种条件的出

现,将会使马赫杆的变形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马赫反射不

是很强时,马赫杆是直的;随着反射条件的增强,马赫杆发

生突出变形;然而当反射条件再进一步增强时,马赫杆的突

出变形消失,重新变为直的。这样,在D 点是否出现附体

激波成为判断马赫杆突出变形是否消失的判别准则。

2.3 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准则的求解

  2区气体向楔面的流动可看成气流冲向一个尖劈的流动,此尖劈的半顶角为滑移线与楔面所成的

夹角。判断此过程中形成的激波是否是附体激波,可以用激波极曲线方法求解[10]。由三激波理论求出

2区的流动参数[11],将坐标原点固定在D 点,可写出2区流向楔面产生的激波R′的激波极曲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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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D
2 为2区气体相对于D 点的流动速度,Q 为单位质量的流体通过激波时化学能的变化,对于惰

性介质中的激波Q=0。对于比热比γ为常数的完全气体,式(1)可简写为

tanθ=±

p4
p2-1

γ(MaD
2)2-p4

p2+1

2γ
γ+1

[(MaD
2)2-1]-p4

p2+1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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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aD
2 =uD

2/a2 为2区气体流向D 点的马赫数。为简便起见,计算都采用比热比不变的完全气体。

图4 激波极曲线

Fig.4Shockpolar

  2~4区的激波是否脱体,可以通过激波极曲线R′的
相对位置来判断,参见图4。其中p 轴,即θ=0的直线表

示楔面,α表示滑移线与楔面的夹角,极曲线的起点由以D
为坐标原点时2区的流动状态确定。如果激波极曲线R′
与p轴不相交,说明2~4区的激波是脱体激波。此时,激
波与楔面不接触,激波后的部分气体可以沿楔面向3区冲

去,形成射流。如果激波极曲线R′与p 轴相交,说明2~4
区间的激波是附体激波。此时,激波与楔面相连,封锁住射

流,激波后的气体经过激波后速度与楔面平行,全部向下游

流去。

3 结果与讨论

  根据上面建立的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的准则,对一些情况进行了计算,为了更有针对性,重点给出

了对文献[9]中几种介质的计算结果。图5是CO2(γ=1.29)的计算结果。图中 Ma为入射激波的马

赫数,RR、DMR、TMR、SMR分别表示正规反射、双马赫反射、过渡马赫反射及单马赫反射,点断线为马

赫杆突出变形消失的过渡线,细实线为文献[9]中计算的马赫杆出现突出变形的过渡线。从图中可以看

出,随着马赫数的增大,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过渡线开始出现于正规反射过渡线之下,在两条曲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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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CO2(γ=1.29)的计算结果

Fig.5ResultsforCO2(γ=1.29)

的区域对应直马赫杆,3区中没有壁面射流的情况。
马赫杆出现突出变形的过渡线位于单/过渡马赫反

射过渡线与过渡/双马赫反射过渡线之间,在它的左

下方为直马赫杆的区域,但此时3区中有壁面射流,
只不过射流不能追赶上前面的马赫杆[9]。在马赫杆

出现突出变形的过渡线与变形消失的过渡线之间,
存在相当大的区域,该区域内马赫杆是向前突出的。
在该区域采用通常的直马赫杆近似时,应注意会产

生一定程度的误差。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对于CO2,
随楔角和马赫数的增大,马赫杆的变化呈现如下趋

势:开始马赫杆是直的,随后由于受到后面射流的作

用向前突出;之后由于射流的消失马赫杆变形消失,
重新变为直的;最后马赫反射转变为正规反射。

  H.Li等[12]在研究双马赫反射解析模型时,也
对滑移线延长线与楔面相交处产生附体激波的条件进行过研究,但是他们假设在向楔面趋近的过程中,
第二个反射波R′始终是与滑移线垂直的直线,该结构呈几何相似发展的观点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图6中描述了比热比的变化对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条件的影响。图中给出了γ =1.29,1.20,

1.13的计算结果,每种情况分别给出了三条曲线,从上向下依次为正规反射过渡线、马赫杆突出变形消

失过渡线和文献[9]中的马赫杆突出变形出现过渡线。可以看出,随着比热比的增大,马赫杆突出变形

消失过渡线依次上移,与正规反射过渡线交点的马赫数依次增大,由γ=1.13时的2.8增加到γ=1.29
时的4.3,而且与各自对应的正规反射过渡线之间的区域依次减小。这说明马赫杆变直要求的入射激

波马赫数和楔角增大,且区域依次减小。图中的细实线是这三种情况下突出变形消失过渡线与正规反

射过渡线交点的连线,它反映的是不同比热比的气体中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最先发生的条件。连线的

变化趋势说明:随着比热比的增大,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最先发生的入射激波马赫数和楔角都增大。马

赫杆突出变形的出现对比热比的依赖关系与突出变形的消失类似,随着比热比的增大,要求入射激波马

赫数和楔角都越来越大。

图6 比热比对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条件的影响

Fig.6Effectsofratiosofspecificheatsonconditions
forMachstemdeformationtodisappear

图7 马赫杆变直与终点双马赫反射的比较

Fig.7ComparisonofMachstemstraightening
withterminaldoubleMachreflection

  对γ=1.40的双原子完全气体及γ=1.67的单原子完全气体也进行过计算,计算结果显示,马赫

杆的突出变形一直维持到转变为正规反射之前,都不会消失。与低比热比的情况不同,已经不再出现马

赫杆重新变直的区域了。在真实情况下,由于强激波后,气体要发生振动的激发、分子的离解等真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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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效应,比热比减小,所以考虑真实气体效应时,马赫杆突出变形的消失要容易一些。甚至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假设气体为完全气体时,马赫杆的突出变形在转变为正规反射前不能消失,但考虑气体的高温

真实气体效应后,马赫杆的突出变形会在正规反射前消失。

  终点双马赫反射也是在低比热比、高马赫数和大楔角的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的激波反射现象,图7中

比较了SF6(γ=1.093)马赫杆的突出变形消失区域和文献[11]中的终点双马赫反射区域。图中马赫

杆的突出变形消失区域,即图中标注的直马赫杆区域,为粗实线与短断线之间的区域,终点双马赫反射

区域为粗实线与点线之间的区域。终点双马赫反射包括在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区域里面,这与二者的

定义是一致的。马赫杆突出变形的消失,是由于接触面延长线与楔面交点附近附体激波的产生,封锁了

流向3区的壁面射流,这时第二个三波点还位于楔面之上;而终点双马赫反射是负双马赫反射[11]的一

种极端情况,第二个三波点落在楔面上,出现的条件理应比马赫杆突出变形的消失苛刻。由于见到的实

验照片较少,还没有有力的证据直接证明马赫杆重新变直现象的存在,但是终点双马赫反射的直马赫杆

实验结果[11]也可以作为这种现象存在的一个例证。

  以上结果及讨论都建立在流动无粘的基础上,如果有边界层存在,对马赫杆的变形将具有抑制作

用。包括两方面的原因:(1)当D 点处激波脱体产生射流向马赫杆运动,但尚未使马赫杆变形时,边界

层使射流头部E 相对于马赫杆的速度减小,难以追上马赫杆使其向前突出,发生变形;(2)当马赫杆已

经变形时,由于边界层具有负位移厚度[13],激波更容易变为附体激波,封锁射流,使马赫杆重新变直。

4 结 论

  通过对滑移线延长线与楔面交点附近区域流动的分析,提出了准定常强激波马赫反射中马赫杆突

出变形消失的判别准则,并用激波极曲线方法计算了马赫杆突出变形消失的条件。马赫杆突出变形的

消失,将导致一种新的无射流、直马赫杆的双马赫反射结构。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得到:马赫杆突出变形

的消失是低比热比、高马赫数、大楔角条件下双马赫反射中出现的一种情况,并且随比热比的增大,突出

变形消失的条件越来越苛刻。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在低比热比的激波反射中马赫杆的变形过程呈现

以下特点:马赫杆开始是直的,随后由于受到后面射流的作用向前突出,之后由于射流的消失马赫杆的

变形消失,重新变为直的,最后马赫反射转变为正规反射,马赫杆消失。对马赫杆变形的描述,有助于了

解直马赫杆假设的准确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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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ransitioncriterionofMachstemdeformation
forMachreflectionsofpseudosteadystrongshock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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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investigateintothedeformationoftheMachsteminastrongshockreflection,theflow
fieldneartheintersectionpointbetweensliplineandwedgesurfacewastheoreticallyanalyzed,anda
transitioncriterionforMachstemdeformationtodisappearwasderived,whichwassolvedwiththe
shockpolarmethod.ProcessesofMachstemdeformationweredescribed,andeffectsofratioofspe-
cificheatsandMachnumberonconditionsforMachstemdeformationtodisappear,whichwerecom-
paredwiththoseinpresenceofterminaldoubleMachreflections,were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
thatthedisappearanceofMachstemdeformationisareflectionphenomenonofshockwavesinmedi-
umswithlowratiosofspecificheats.ThedisappearanceofMachstemprotrusionleadstoanewcon-
figurationofdoubleMachreflectionwithastraightMachstemandnowalljet.
Keywords:mechanicsofexplosion;transitioncriterion;polarmethod;shockreflections;Machstem
deformation;disappearanceofprotr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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