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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锥锥头弹丸不同速度下垂直
入水冲击引起的空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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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用高速摄像拍摄了90°锥头弹丸低速入水的空泡形态演变过程,全面讨论了不同入水冲击速度下

空泡的闭合方式及其演变过程,分析了空泡闭合时间、闭合点水深和弹头空泡长度随入水速度的变化规律以

及不同水深位置空泡直径的变化规律;研究了水幕闭合和近液面空泡收缩上升所形成的射流现象及其相互

耦合作用过程,探讨了空泡深闭合后其壁面波动规律。结果表明:随着入水速度的增加,空泡分别发生准静态

闭合、浅闭合、深闭合和表面闭合,每种闭合方式对应的一个速度区间;弹头产生空泡的临界入水速度为

0.657m/s;不同水深位置的空泡直径呈现非线性变化;随着水深的增加空泡扩张初速增大,空泡最大直径减

小,扩张段缩短,收缩段延长;同一时刻水深越大空泡扩张收缩的加速度也越高;水幕闭合后会产生向上和向

下两股射流,向下射流速度较大时会对弹丸运动产生影响;近液面空泡收缩上升时会产生强度正比于空泡体

积大小和闭合点水深的射流,并与上两股射流相互耦合形成一股更强的向上射流;空泡深闭合后长度缩短和

产生的向下射流使弹丸受力发生改变,弹丸速度因受力产生的变化带动了流体质点速度的波动,进而导致空

泡壁面发生波动,壁面波动遵循空泡截面独立扩张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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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丸入水时会产生复杂流动现象,最主要的是在冲击过程中形成入水空泡。空泡的形成、发展、闭
合、溃灭对弹丸入水瞬间的运动特性、流体动力特性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研究空泡产生的临界条件以

及空泡壁面波动规律等对入水导弹、鱼雷和声纳浮标等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低速入水问题进行了研究。Yan等[1]利用高速相机记录了低Froude数

下球形自由落体入水过程中空泡形态的演变过程,得到了空泡发展规律的渐近线理论。Aristoff等[2-3]

对轻质球体垂直入水问题进行了实验与数值研究,分析了球体动力学过程以及球体速度衰减对空泡形

态的影响。马庆鹏等[4]实验研究了球体垂直入水的空泡形成、发展、闭合及溃灭过程,空泡在此过程中

发生了表面闭合和深闭合;分析了入水速度和表面沾湿对入水空泡流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球体的

运动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球体入水是一个非线性问题。

  除球体外,人们还研究了其他外形物体的入水过程,如Bergmann等[5]通过实验与数值方法研究了

Froude数小于200的圆盘入水过程中空泡的发展过程。蒋运华等[6]对圆盘空化器航行体入水空泡问

题开展了约束航行体姿态的实验研究,讨论了入水空泡的生成、发展及倾斜入水下的空泡流动特性。

  因声纳浮标、导弹、鱼雷等的主体部分常采用柱形体,因此更多的学者对简化的柱形体入水问题进

行了较多的研究。Yao等[7]基于Rayleigh-Besant问题建立了圆头柱形弹丸空泡形状演变过程的理论

模型,获得了与实验一致的位移和速度衰减规律。杨衡等[8]对圆头及90°、120°、150°锥头柱形弹体低速

垂直和倾斜入水空泡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对比了四者入水过程空泡形态变化的异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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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入水速度和俯仰角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此外分别选取120°、90°锥头弹研究了入水速度对垂直和

倾斜入水空泡形成和闭合方式的影响,并选取150°锥头弹研究了在不同入水角度下空泡形态的变化过

程。何春涛等针对平头和140°锥头圆柱体,研究了入水空泡的深闭合和表面闭合2种方式的形态演变

过程[9],并针对对单个圆柱体低速入水情况,分析了入水空泡的生成、发展和闭合,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多

弹体串列和并列情况下入水空泡的演变过程,对并列情况下空泡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串列情况下多弹体

对空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0]。施红辉等[11]通过不同头型钝体入水实验,研究了头型对空泡产生的初

始位置和整体形状的影响。

  Truscott等[12]和王永虎等[13]分别对入水冲击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了综述,均指出入

水冲击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工程背景的高难度研究领域,一直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以上对于柱形弹低速入水的研究侧重于定性分析入水空泡在表面闭合、深闭合下的演变过程,并未

对其他闭合方式进行详细分析,也未得到各闭合方式所对应的速度区间。另外,弹头空泡产生的临界速

度、闭合时间与闭合点的水深分别与入水速度的关系、空泡演化过程中射流的产生及相互耦合作用和壁

面波动规律等仍不清楚。

  基于此,本文中利用90°锥头弹进行不同速度垂直入水实验,研究不同入水速度条件下空泡特性;
采用傅里叶变换拟合计算弹头产生空泡的临界入水速度,并通过实验进行验证;探索空泡闭合时间、闭
合点水深随入水速度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水深位置空泡直径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分析不同空泡闭合方

式对应的速度区间及不同水深位置空泡的扩张特性;观察空泡演变过程所产生的射流现象,并分析射流

间的相互耦合机理;分析空泡闭合后近液面空泡上升产生的射流强度与空泡大小及闭合点深度的关系,
以及在一定入水速度下水幕闭合后产生的向下射流对弹丸运动和空泡形态稳定性的影响;通过分析空

泡深闭合后的壁面波动现象,探索壁面波动的机理。

1 实验装置与模型参数

图1 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1Schematicdiagramofexperimentalsetup

  图1为实验装置示意图,主要包括玻璃水槽、高
速摄像机、计算机、光源、电磁铁、支架、坐标纸、水槽

底部防护层、水平尺等。弹体垂直入水实验在室内

进行:电磁铁断电后失去磁性控制钢质弹丸垂直下

落入水;采用Phantom高速摄像机以3000Hz的频

率拍摄入水空泡的演变过程;由与高速摄像机连接

的计算机控制拍摄与弹丸下落的同步;采用功率为

1000W 的平行光源照明,以提高摄像清晰度;弹体

入水速度通过改变支架高度来调节。水槽尺寸为

500mm×250mm×250mm,由厚8mm的普通玻

璃粘接而成,水槽底部设有防护层,水槽背面张贴每

小格尺寸为5mm的坐标纸作为拍摄背景;实验用

图290°锥头弹丸尺寸图

Fig.2Dimensionsof90°cone-shapedheadprojectile

水为 自 来 水,弹 丸 材 料 为 普 通 碳 素 钢,密 度 为

7.85g/cm3,直径(D)为8mm、长度为44mm,弹头

长4mm,头部锥角为90°,如图2所示。

2 实验结果分析

  为方便讨论,将弹丸入水前空中自由落体阶段

略去,以弹头接触水面瞬间为t=0时刻,u0 表示t=
0时刻弹丸的入水速度,水面为x轴,竖直方向为y
轴,水面与竖直轴的交点为原点。

0911 爆  炸  与  冲  击               第38卷 



2.1 不同入水速度条件下的空泡演化过程

  对常规高速入水问题通常基于空化数分析来讨论入水过程中自然空泡的生成与演化。但由于本文

中弹丸入水速度较低,入水空泡的形成主要是水面空气卷入到运动体排水空腔形成,此时空化数较大,
且其变化与速度改变成反比,因此本文中基于速度对空泡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与讨论。

  图3~6分别给出了u0 分别为0.44、1.36、2.80、3.98m/s时,空泡依次发生准静态闭合、浅闭合、
深闭合和表面闭合的过程。

图3 准静态闭合空泡(u0=0.44m/s)

Fig.3Quasi-staticsealimpactcavity(u0=0.44m/s,)
图4 浅闭合空泡(u0=1.36m/s)

Fig.4Shallowsealimpactcavity(u0=1.36m/s)

图5 深闭合空泡 (u0=2.80m/s)

Fig.5Deepsealimpactcavity(u0=2.80m/s)
图6 表面闭合空泡(u0=3.98m/s)

Fig.6Surfacesealimpactcavity(u0=3.98m/s)

  如图3所示,弹丸入水速度为0.44m/s,空泡发生准静态闭合。弹头入水后因速度较低,对液体的

冲击较小,未观察到明显的液面波动,弹头也未产生空泡;弹丸尾部没入水后,当弹尾与自由液面的距离

小于弹径D 时,受液体表面张力、惯性力、水压的影响,在两者之间会形成一个近似圆柱形的弹尾空泡,
其直径与弹径相近,空泡上边界与自由液面相接,如图3(a)~(b)所示;弹尾空泡随弹丸入水深度的增

加逐渐拉长,当其中间部位的惯性力小于表面张力和水压的作用时空泡开始收缩,弹尾空泡逐渐收缩成

倒沙漏状,近液面处也会形成一个较小的沙漏状空泡(图3(c)~(d)),两个空泡最终会发生分离,弹尾

空泡呈闭合状(图3(f));此后近液面空泡逐渐缩小、上升并形成一股微弱的穿透液面的射流,射流消失

后液面恢复平静,而弹尾空泡随弹体一起运动,其形状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图3(g)~(h))。

  如图4所示,弹丸的入水速度为1.36m/s,空泡发生浅闭合。弹丸入水后在空泡壁面产生了表面

张力波(capillarywaves),液面上方产生了一层环状水幕(图4(a)~(b));随着弹丸入水深度的增加,环
状水幕逐渐降低到液面(图4(c)~图4(h));空泡在拉长过程中同样受到惯性力、表面张力、水压的共同

作用,导致其中间部位逐渐收缩,当空泡收缩部的直径收缩到与弹径D 相等时,空泡与弹丸接触而分裂

成两部分,一部分包裹住弹丸前端形成弹头空泡,另一部分位于弹尾并与液面相连(图4(e)),且受表面

张力波的影响其壁面呈现非线性变化(图4(e)~(f)),这与文献[3]观察到的实验现象一致;此后弹头

空泡形状几乎保持不变,而尾部空泡与准静态闭合类似会发生分离而形成弹尾空泡和近液面空泡(图4
(e)~(h)),弹尾空泡跟随弹丸运动未发生较大变化,而近液面空泡在收缩上升过程会形成一股较强的

细长射流,射流速度远大于弹丸速度。

  如图5所示,弹丸的入水速度为2.80m/s,空泡发生深闭合。弹丸入水过程中,在液面上方同样产

生了一层环状水幕,因弹丸入水速度较高,水幕高度和直径均有所增强,水幕在液面上方的时间也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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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t=48.3ms时,空泡在弹体尾部不远处发生闭合(图5(f)),并形成近液面空泡和包裹整个弹丸的

空泡,近液面空泡在随后的运动中逐渐向液面收缩并形成一股强度极大的向上射流,其速度远大于弹丸

速度。

  图6所示弹丸的入水速度为3.98m/s。弹丸头部入水后,立即出现较为明显的喷溅,同时在液面

上产生一层更为明显的环状水幕(图6(a)),水幕在液面上方闭合呈圆拱形并迅速下降到液面上;封闭

的空泡将弹丸包裹(图6(b)~(c)),水幕闭合后,随着弹丸下降,形成了向上和向下的两股射流(图6(c)

~(h));因向下射流的影响,弹尾空泡壁面出现紊乱;此后空泡随弹丸运动并发生深闭合。深闭合后近

液面空泡会向上收缩并与水幕闭合形成的射流相互耦合成一股强烈的向上射流,而弹尾空泡内存在一

股较弱的向下射流,该射流速度大于弹丸速度,射流逐渐追赶上弹丸并对其施加作用使弹尾略微左倾,
但空泡壁面并未受到较大影响;空泡深闭合前,先在液面上方发生闭合的方式为表面闭合。

  由上述4种工况下空泡演化过程可知,准静态闭合下,弹丸冲击力较小未能使液面产生波动而形成

水幕;浅闭合下虽然形成了水幕但冲击仍较小导致其在未闭合前就下降到液面上;深闭合下,水幕闭合

发生在空泡深闭合之后,且未能产生向上的射流;表面闭合下,水幕闭合后会形成一股向上的射流,水幕

状态变化最为快速。

  4种闭合方式下,近液面空泡收缩上升均会形成一股向上的射流,射流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深闭

合、表面闭合、浅闭合和准静态闭合,这主要由近液面空泡形成时体积及闭合点的水深决定:近液面空泡

近似于拉伸后的弹簧,体积越大,相当于弹簧的劲度系数越大,拉伸相同距离时,弹簧的弹力越大,近液

面空泡收缩上升时的动量越大,射流强度越高;闭合点水深越深,相当于弹簧拉伸得越长,弹簧的弹力越

大,近液面空泡收缩上升时的动量越大,射流强度也越高。

2.2 入水速度对空泡特性的影响

图7 弹头空泡长度随入水速度u0 的变化

Fig.7Changeofthecavitylengthofwarhead
withtheinitialvelocity(u0)

  由以上不同速度下空泡变化过程知,只有当u0
大于某临界值时,才会产生附着弹丸头部的空泡。
为获取该临界值,针对90°锥头弹丸,分别进行速度

为0.71~1.5m/s的入水冲击实验,观测各入水速

度情况下弹头空泡稳定时的长度Li(简称弹头空泡

长度),并通过傅里叶变换拟合Li 随u0 的变化曲

线,结果如图7所示。

  从 图 7 可 以 看 出,曲 线 与 x 轴 相 交 于

0.657m/s,即当u0=0.657m/s时,弹头处开始产

生空泡。为验证拟合得到的临界值的正确性,进行

了u0 =0.44,0.63,0.68,0.71,0.75,0.79,

0.88m/s的入水冲击实验,弹头空泡形态如图8所

示。u0=0.44,0.63m/s时,弹丸头部未产生空泡

图8 不同入水速度(u0)情况下弹头空泡

Fig.8Cavitiesofwarheadatdifferentinitialvelocities(u0)

(图8(a)~(b));u0=0.68m/s时,弹头产生了一个

微小的空泡(如图8(c)中箭头所示);u0=0.71m/s
时,弹头产生了一块片状的空泡,但并未形成包裹整

个弹头周长的环状空泡(图8(d));随着u0 的继续

增加,在弹丸头部逐渐产生了沿周向包裹整个弹头

的环状空泡,并且弹头空泡长度随着u0 的增大而加

长(图8(e)~(h))。

  为得到空泡闭合时间和闭合点水深随u0 的变

化,对初速为0~4.71m/s下,弹丸的垂直入水过程进行研究,图9为闭合时间(tp)、闭合点水深(Hp)随

u0 的变化趋势曲线。由图9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速度区间段空泡依次呈现准静态闭合、浅闭合、深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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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面闭合。当弹丸入水空泡发生准静态闭合时,tp 随u0 的增加线性下降,而Hp 保持在水下8mm左

右;当入水空泡发生浅闭合时,tp、Hp 随u0 的变化呈二次函数变化,tp 随u0 增加而降低,下降到最低点

47.7ms后tp 保持在48.7ms左右并逐渐过渡到深闭合,Hp 随u0 的增加而升高;当入水空泡发生深闭

合时,tp 不随u0 的变化而变化,保持在48ms左右,并平稳过渡到表面闭合,Hp 总体随u0 的增加而增

加,在接近表面闭合阶段略有下降,Hp 最高点为65mm;在空泡发生表面闭合阶段,tp 随u0 的增加呈二

次函数递减,因表面闭合发生位置是液面处,所以 Hp 均为0。

图9空泡闭合时间(tp)和闭合点水深(Hp)随入水速度(u0)的变化

Fig.9Changeofcavityclosingtime(tp)andclosingdepth(Hp)withinitialvelocity(u0)

  图10是弹丸入水后空泡发生深闭合时闭合点水深 Hp、空泡总长度La 随及其比值随u0 变化的曲

线。由图10可知,本实验中 Hp 和La 的比值在0.39~0.48之间,与文献[1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进一

步验证了本文实验方法的正确性。

图10 空泡闭合点水深(Hp)、空泡总长度(La)和两者之比(Hp/La)随入水速度u0 的变化

Fig.10Changeofcavityclosingdepth(Hp),cavitylength(La)andtheirratio(Hp/La)withinitialvelocity(u0)

2.3 不同水深位置空泡直径的变化规律

  针对弹丸在u0=2.8m/s时的入水过程,研究不同水深位置空泡直径的扩张收缩规律。图11为水

深 Hf分别为3.5、20、40、59mm(空泡闭合位置)处空泡直径Dc 随时间的变化,并通过傅里叶变换拟合

对应位置的Dc 随时间t的变化曲线。通过求导可得到不同水深位置的空泡直径变化速度曲线,如图

12所示。可以看出,空泡直径的变化呈现高度的非线性,并且空泡最大直径随水深的增加而减小。随

着水深的加大,扩张段逐渐缩短,收缩段逐渐延长。

  表1为不同水深位置处空泡相关参数,其中:tr为弹丸弹肩(锥形部与圆柱部结合处)运动到某水深

位置时的时刻,tm 为空泡直径扩张到最大时的时刻,ta 为位置空泡消失的时刻,Te 为空泡扩张阶段所用

的时间,Ts 为空泡收缩阶段所用的时间,Dm 为空泡的最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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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水深(Hf)处空泡直径(Dc)变化

Fig.11Changeofcavitydiameter(Dc)atdifferentdepths(Hf)

图12 不同水深位置空泡径向速度

Fig.12Radialvelocityofcavities
atdifferentunderwaterdepths

表1 不同水深位置空泡特性参数

Table1Characteristicparametersofcavity
atdifferentunderwaterdepths

Hf/
mm

tr/
ms

tm/
ms

ta/
ms

Te/
ms

Ts/
ms

Dm/
mm

3.5 2.7 63.0 82.0 60.3 19.0 32.0

20 8.3 42.0 61.3 33.7 19.3 21.5

40 14.7 28.0 50.3 13.3 22.3 16.5

59 22.0 31.5 48.7 9.5 17.2 15.0

  tr 时刻弹丸弹肩运动到该水深位置,与弹肩相

接触的流体质点受弹丸的挤压获得一定的动能,产
生沿弹丸径向的分速度,流体质点沿弹丸径向向外

运动,与弹肩分离,诱导产生向弹尾延伸扩张的空泡;由于空泡内部和周围水域存在压差,流体质点的速

度逐渐衰减,到tm 时刻,速度衰减到0,空泡直径扩张到最大Dm;此后,在压差继续作用下,流体质点反

向加速获得指向空泡内部的速度,空泡开始收缩,并在ta 时刻空泡溃灭。

  由图12知,水深越大空泡扩张的初速越高,但相差不大。由于空泡扩张的初速取决于弹肩到达该

处传递给流体质点的动能,这说明了在弹丸运动到空泡闭合点之前,弹丸速度逐渐增大,弹丸的重力作

用要大于空泡的阻力,进一步说明了空泡有利于弹丸水中减阻。

  图13为不同水深位置空泡径向加速度的对比曲线。空泡扩张收缩的加速度主要取决于周围水域

和空泡内部的压差,由于水深越深水压越大,造成周围水域和空泡内部的压差增大,故在同一时刻,越深

位置处空泡的加速度越大;另外,同一水深位置的空泡直径加速度先增加再减小,由此可知周围水域和

空泡内部的压差先减小后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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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不同水深位置空泡径向加速度曲线

Fig.13Radialaccelerationofcavities
atdifferentunderwaterdepths

2.4 空泡闭合产生的射流现象分析

  根据2.1节的讨论可知,在一定的入水速度条

件下,水幕闭合时会产生向上与向下的2股射流;空
泡闭合后近液面空泡的收缩上升也会形成一股向上

射流并与水幕闭合产生的射流相互耦合,包裹弹丸

空泡的尾部也存在一个强度与入水速度大小有关的

向下射流。为讨论射流的形成过程、演变耦合机理

及其对弹丸运动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在u0=3.33,

4.20m/s条件下弹丸入水过程中空泡形态的演变

过程,得到弹丸入水后不同时刻的空泡形态分别如

图14和15所示。

  随着弹丸入水深度的增加,空泡逐渐扩张,并在

液面上产生一层环状水幕,水幕直径随空泡扩张逐渐

图14 空泡形态、水幕和射流图(u0=3.33m/s)

Fig.14Cavity,watercurtainandjet(u0=3.33m/s)

图15 射流对弹丸及空泡的影响(u0=4.20m/s)

Fig.15Effectofjetsonprojectile
andcavity(u0=4.20m/s)

变大,水幕先是向上运动,边缘处水花向外运动,此后

在重力的作用下,水幕在入水点上方逐渐收缩并汇聚

到一点,形成一个拱形圆顶,如图14中26.3ms时

刻。水幕闭合后,在闭合点处分别形成了向上和向下

的射流,向下射流的速度大于弹丸,但因速度较小和

距离较大,未能追上弹丸,如图14中29.3~47ms时

间段内所示。在重力的作用下水幕高度逐渐降低,并
在38.3ms时刻达到最低点。空泡在弹丸向下运动

过程中逐渐拉长,并在中间收缩,最终在47.0ms时

刻发生深闭合,此时,空泡分为包裹整个弹丸和近液

面两部分。随着弹丸的运动,近液面空泡逐渐向液面

收缩,直径逐渐变大,收缩速度也逐渐增高,水幕逐渐

升高,并产生了向上的射流,该射流和水幕闭合时所

产生的向下射流相冲撞和叠加,形成一股较强的向上

射流。图14所示的空泡演变过程中,液面上方水幕

依次发生了扩张、闭合、收缩、膨胀。

  图15(a)中空泡在液面发生表面闭合后同样产

生了向上与向下的2股射流,射流强度与速度均比图14要大得多;由于向下射流的运动速度与图1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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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远大于弹丸速度,射流在图15(b)时刻追上弹丸并与弹丸尾部发生碰撞产生飞向四周的飞溅,飞溅作

用于空泡壁面,导致其产生紊乱,使得包裹弹丸的空泡呈现非对称性。弹丸在非对称空泡和非对称射流

作用下出现倾斜(图15(c)~(d))。在射流的作用下空泡闭合状态也呈现出不稳定性(图15(e))。空泡

深闭合后,由于入水速度较图14大,位于弹尾部的射流速度较大,仍对弹丸尾部产生作用,使其更为倾

斜(图15(e)~(g))。因此在弹丸一定入水条件下产生的射流会影响其运动特性及空泡形态的稳定性。

2.5 深闭合空泡的壁面波动机理

  在90°锥头弹丸低速入水实验过程中,空泡深闭合后,空泡壁面产生了波动现象。为研究其波动机

理,以静止的自由液面为横轴建立惯性坐标系,弹丸以2.8m/s的速度入水后10个典型时刻的空泡壁

面波动情况如图16所示。由图16可以看出,同一条横线上(同一水深处),空泡壁面均为波峰或者波

谷,这说明波动在深度方向上不会进行传播,波动为横波。根据空泡截面独立扩张原理,不同水深位置

空泡相互影响很小,任意水深位置的空泡截面独立扩张,扩张程度与弹丸经过此位置时水的流动状态有

关,所以空泡的壁面波动现象是不同截面空泡扩张程度不同的体现。

图16 惯性参考系中空泡的壁面波动(u0=2.80m/s)

Fig.16Fluctuationofthecavitywallinstaticcoordinate(u0=2.80m/s)

  以弹体底部中心点建立参考系,图17给出了不同时刻距弹头1.5D 处空泡的壁面波动规律,可以

看出空泡壁面由波谷到波峰,再由波峰到波谷进行周期变化。图16(d)~(k)中刚好经过一个周期的波

动,时间周期为2.4ms,波动在纵向方向上相对弹丸向上传播,进一步证实了波动为横波。随着弹丸入

水深度的增加,空泡波动在纵向逐渐收缩,其长度逐渐变短,直至在图17(m)时刻才基本保持稳定。

图17 弹体坐标系中空泡的壁面波动(u0=2.80m/s)

Fig.17Fluctuationofthecavitywallinthebodycoordinate(u0=2.8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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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空泡波动阶段弹丸速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18Changeofprojectilevelocitywithtime
atthestageofcavityfluctuation

  图18为空泡壁面波动阶段弹丸速度随时间的

变化曲线。弹丸弹肩在49.78ms时刻运动到第一

个波谷所处深度,并在52.16ms时刻到达第二个波

谷所处深度,两个波谷之间的时间间隔约为2.4ms,
与图17(d)与图17(k)之间的时间间隔基本一致,图
中弹丸速度的振幅呈现波动变化,这很好地解释了

空泡壁面的波动现象。根据空泡截面独立扩张原

理,不同空泡截面的扩张规律主要与弹肩经过该空

泡截面时传递给空泡截面流体质点的动能有关,所
以空泡的壁面波动现象主要由空泡壁面连续流体质

点速度的波动变化引起。空泡深闭合时,会产生向

上与向下的两股射流,并导致空泡长度缩短,同时向

下射流会与弹尾碰撞并产生反射,使弹丸受力发生

变化,导致弹丸速度波动,弹丸速度的波动进一步引起流体质点速度的波动,从而引起空泡壁面波动。

  通过观察不同速度下弹丸的运动过程,发现只有当空泡发生深闭合之后,空泡壁面才会产生波动现

象,且随着弹丸的运动,当空泡长度不再变化时,波动现象逐渐消失,如图19所示。对比不同入水速度

产生空泡的壁面波动现象,发现波动持续时间取决于空泡闭合后的长度收缩时间,收缩持续时间越长,
则空泡壁面产生波动时间越长。

图19 两种速度情况下的空泡波动图

Fig.19Fluctuationofthecavityattwoinitialprojectilevelocities

3 结 论

  对90°锥头弹丸进行不同入水速度的垂直入水实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随着入水速度的增加,弹丸入水空泡分别发生准静态闭合、浅闭合、深闭合和表面闭合,每种闭

合方式均对应着一个速度区间;

  (2)通过研究入水速度与弹头空泡长度的关系,得到弹头产生空泡的临界速度约为0.657m/s;空
泡闭合时间和闭合点水深随入水速度的变化在不同的闭合方式区间内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空泡深

闭合时,闭合点水深为空泡总长度的1/3~1/2;

  (3)随着水深的增加空泡扩张初速增大,空泡最大直径减小,扩张段缩短,收缩段延长;同一时刻水

深越大空泡扩张收缩的加速度也越高;

  (4)在一定的入水速度条件下,弹丸入水引起的水幕闭合后,会在闭合点处分别形成了向上和向下

的射流,向下的射流速度较大时会对弹丸的运动产生影响;空泡随着弹丸的运动逐渐拉长收缩分裂为包

裹弹丸和近液面两部分,近液面空泡收缩形成的向上射流与水幕闭合形成的射流相互作用形成一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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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向上射流;

  (5)弹丸入水空泡深闭合后,在弹丸带空泡运动阶段空泡壁面会发生波动现象,主要原因为空泡长

度收缩会引起弹丸受力以及速度的波动,弹丸速度的变化进而引起流体质点速度的波动,当空泡长度不

再收缩时空泡壁面也不再波动;空泡壁面波动遵循空泡截面独立扩张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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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studyofcavitycharacteristicinducedbyverticalwaterentry
impactofaprojectilewitha90°cone-shapedheadatdifferentvelocities

HUANGZhengui1,WANGRuiqi1,2,CHENZhihua1,HOUYu1,LUOYuchuan1
(1.NationalKeyLaboratoryofTransientPhysics,NanjingUniversityof

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210094,Jiangsu,China;

2.LanzhouInstituteofPhysics,Lanzhou730000,Gansu,China)

Abstract:Experimentalstudiesoftheverticalwaterentryofprojectilewith90°cone-shapedheadwere
conductedbyusinghighspeedcamera.Thepinch-offtypesandevolutionaryprocessofthecavity
werecomprehensivelydiscussedatdifferentwaterentryimpactvelocities.Thevariationsofcavitation
closuretime,waterdepthattheclosurepointandlengthofthewarheadcavitationwithwaterentry
velocities,aswellasthecavitationdiameteratdifferentwaterdepthpositionswereanalyzed.Thejet
phenomenoncausedbytheclosureofthewatercurtainandcontraction-risingprocessofthecavity
nearundisturbedfreesurfacewerestudied,aswellasthecoupledeffectbetweenthem.Thecavity
wallfluctuationoccurringafterthedeepsealwasdiscussed.Theresultsshowthatwiththeincreaseof
waterentryvelocity,thequasi-staticclosure,shallowclosure,deepclosureandsurfaceclosureofthe
cavitationoccursrespectively,andeachclosuremodecorrespondstoavelocityrange;thecriticalwa-
terentryvelocityofformingcavitationis0.657m/s.Thediameterofthecavitationpresentsanonlin-
earincreasealongwiththewaterdepth.Theinitialcavityexpansionvelocityincreases,themaximum
diameterofthecavitydecreases,theexpansionsectionshortens,thecontractionsectionlengthens,

andtheaccelerationoftheexpansionandcontractionofthecavityincreasesalongwiththeincreaseof
thewaterdepthatthesametime.Whenthewatercurtaincloses,therewillbeupwardanddownward
jets,andwhenthedownwardjetvelocityisrelativelylarge,theprojectilemotionwillbeaffected.
Thestrengthofawaterjetinducedbylongitudinalupwardcontractionofthecavitynearfreesurface
isproportionaltothevolumeofcavityandpinch-offdepth.Alargestrengthupwardwaterjetisin-
ducedbythecouplingoftheaboveallwaterjet.Thelongitudinalcontractionofthecavityaroundthe
projectileandtheimpacteffectofdownwardjetonprojectilewouldcausetheforcechangeofthepro-
jectileafterdeepseal.Thefluctuationoftheprojectile’svelocitybecauseofitsforcechangebringsthe
velocitychangeoffluidandthenleadstothefluctuationofthecavitywall.Thefluctuationofcavity
wallfollowstheprincipleofindependentexpansionofcavitationsection.
Keywords:verticalwaterentryimpact;thetypesofcavitypinch-off;fluctuationofcavitywall;water
jet;criticalwaterentry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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