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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讨论的激波管由氢氧前向爆轰产生高压驱动气体
、

并配有收缩截面段
,

它能产生高烩超高速气流
.

对此

进行了模拟
.

既对变截面角度的作用
,

两端截面积比的作用又对比正向反向爆轰有何不同效果做了探讨
.

正向

爆轰时主膜处的收缩段产生的汇聚作用既加强主激波又产生反向激波
,

缓解了爆轰波阵面后紧跟着的稀疏波

导致主激波衰减偏快的不利影响
.

当收缩角度在 3 00 和 4 50 之间时
,

主激波的强度较高
,

衰减较小 ; 当 尽接

近 9 00 时在主激波传播过一小段距离之后
,

主激波后高温高速气流较均匀
,

且主激波的衰减最小
,

具有实用价

值
.

驱动段与被驱动段的截面积比越大
,

主激波的强度越高
,

但是最初阶段衰减也越快
.

反向爆轰时产生的主

激波衰减最缓
,

但是同样的主激波强度需要的驱动段与被驱动段初始压力比前向爆轰高 1 个量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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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要想在激波管中产生很强的激波
,

加热驱动气

体是有效 的途径 l[]
.

现有各种加热驱动气体的方法

中
,

燃烧加热是最简单的且代价最低廉
.

燃烧加热可

分为两种方式
:

燃烧 (火焰) 加热和爆轰波加热
.

从

2 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
,

人们对前一种加热方法寄

予厚望并开展广泛 的应用研究 [2一 4 ]
.

然而实践经验

显示 同
:

燃烧加热方法产生的试验气流品质较差
,

还存在潜在 的危险
.

iB dr 0[] 最先对爆轰驱动进行了

分析
.

他指出
:

爆轰驱动存在两种实用可行的方式
,

即前向爆轰驱动和反向爆轰驱动
.

所谓前向爆轰驱

动
,

爆轰波在驱动段上游端部起始
,

其运动方 向与

随后产生的入射激波传播方 向相同
.

由于跟随在爆

轰波后的 T a y l o :
膨胀波 v[] 不断追上主激波

,

使其强

度不断衰减
.

反向爆轰驱动中
,

爆轰波在主膜片附

近起始
,

其传播方 向与入射激波相反
.

驱动气体参

数为 T ay lor 膨胀波后静止区气体状态参数
,

因此其

驱动性能与常规加热气体驱动段相当
.

20 世纪 60

年代
,

对爆轰驱动进行了试验探索 18一 12]
.

前向爆轰

驱动试验结果表明
:

产生的入射激波衰减严重
,

不

满足气动试验要求 l[ 0]
.

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试验气

2 0 0 4一 0 1一 2 0 收到第 1 稿
,

2 0 0 5一0 3 一2 0 收到修改稿
.

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 目 ( 4 0 2 2 15 0 3 )
,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

流品质虽然良好
,

但由于爆轰波抵达驱动段尾端并

在该处反射时
,

将形成峰值压力超过初始压力百倍

的高压
,

因而难以实现高起始压力运行
.

受上述难

点的制约
,

爆轰驱动研究工作一度处于沉寂状态
,

20 世纪 80 年代中
,

由于航天飞机试飞后发现

的有关高温真实气体效应问题需要解决
,

提高激波

风洞试验气流烩值成为研究热点
.

俞鸿儒 l3[
, 1 4 } 提

出消除爆轰波在驱动段尾端形成反射高压的方法
,

促使反向爆轰驱动实用化
.

前向与反向爆轰驱动相比
,

由于前向爆轰驱动中

爆轰波后燃气的巨大动能直接参与驱动
,

使得其驱

动能力大大高于反向爆轰驱动
.

如能设法缓解并消

除爆轰波后 T a y lor 膨胀波的不利影响
,

则前向爆轰

驱动可用来产生更高烩值和更高压力的试验气流
.

uY 〔̀ 5 } 采用增大驱动段直径有效地缓解了爆轰波后

T a吞
了

lor 膨胀波的有害作用
.

这种前向爆轰驱动产生

的入射激波
,

其衰减率已基本满足实用要求
.

与反

向爆轰相 比
,

当被驱动气体初始参数 (气体组分
,

压力
,

温度 )相同以及产生的入射激波与马赫数相等

时
,

前向爆轰驱动所需爆轰驱动段初始压力可较反

向爆轰驱动低一个数量级
.

“

新一代高分辨率大气环流模式的设计及其伴随同化系统的建立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1 0 0 8 2 0 0 4 ) 以及 9 73 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 (G 1 9 9 9 0 3 2 8 0 1) 联合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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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增大驱动段直径以及其它因素

对前向爆轰驱动性能影响的详情
,

本文开展了有关

问题的数值模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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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方法与难点

本文研究的具有消除 T叮 lor 波影响结构 的前 向

爆轰驱动激波管如图 1
.

在点火爆轰前
,

驱动段 L 4

中是均匀静止的被压缩的氢气和氧气 (体积比 H : :

o : = 4 :
l)

,

变截面段 L 。 和工作段 L l
中为低于大

气压的常温空气
.

计算的第 1 个难点在于爆轰以后

空气与爆轰产物两者的比热比 守 是不同的
.

如果采

用欧拉 自变量
,

则直到 1 9 9 8 年国际国内都难于算好

接触间断 卿
,“ 1]

.

除振荡外有时出现个别非真实的离

散点 前向爆轰在截面 A 处进行点火
,

在粗管 L ;

中产生平面爆轰波
,

它传向位于 叫 截面处的膜片
,

g d 的右面是空气
.

当爆轰波冲破膜片后
,

它 的动能

和内能 (高压 ) 引发空气中高烩高速的非定常气流
.

对破膜前 L 4
内氢氧爆轰波后爆轰产物的流场

,

本文

采用了 z N D 模型和 c J 条件 v[] 得到具有自模拟性

质 的解析解
.

方程组如下

( A户)
` + ( A户。 )

二 = o

( A p二 )
` + ( A p二 2 + pA )

x

e 亡 + (
e 二 + AP

。
)
二 = 0

其中
,

按常比热完全气体的模型

1
.

0

A p

e = 二 A P u
`

+

—2 甲 一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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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激波管的形状示意图

F ig
.

1 T h e s h a p e o f t h e s h o e k t u b e

数值模拟的第 2 个难点是破膜后 L。
中除了向

L :
方 向传播的主激波外

,

还 出现新的向 A 点方向
,

亦即面对 T a y lor 波的反射激波
.

它的产生与 卫 l y lor

波的干扰
,

以后又在 A 点处反射等等
,

都不可能用

分析解描述
.

本文假设气体在激波管中运动
,

勃性效应忽略

不计
,

本文不用 L a gr a n ge 自变量的原因是要研究管

内壁形状对 L l
中气流的影响

.

将垂直于激波管轴线

的截面 (见 图 l) 上 的物理量进行平均
,

我们得到变

截面的一维问题
.

虽然变截面里的变化很激烈
,

但

是
,

由于 L ; 》 L 。 ,

因此一维平均下
,

在 L :
管中离

开 hc 一定距离后
,

气体的压力
、

速度和密度是可以

把握住的
.

选
x
坐标固定于管轴上

,

一维气动欧拉

A 是横截面面积
,

只与
x
有关

.

上述 的无勃气体非定常运动的 E ul er 方程是非

线性的双曲型方程组
,

即使初值光滑
,

经过一段时

间
,

也可能出现强间断
.

其对应的物理现象为激波或

接触间断
.

流场中强间断的数值模拟始终是计算流

体力学 中研究的重点之一 其数值模拟方法主要有

两类
:

激波装配法和激波捕捉法
.

激波装配法就是将

激波作为待求的未知边界
,

边界上还要满足代数形

式的激波关系式
,

并且满足热力学的嫡增加条件
.

但是
,

它要求气体运动的流场中强间断的结构为 已

知并且数 目不多
,

二三维的问题中对于双介质流至

今没有很通用的程序 ; 激波捕捉法是将激波
、

接触间

断
、

弱间断和光滑区用同一个格式统一计算
,

而该格

式能自动地捕捉激波和接触间断
.

该方法又叫计算

激波的
“

穿行法
, , ,

是由 vo
n N e u m a n n 和 R ic ht 卿

e r

首创的 ( 1 9 50 )
·

1 9 8 3 年
,

A m i H ar 七en 创立了一种全变差递减

T v D ( t o t a l va
r i a t io n d i m i n i s h i n g ) 格式

,

原来的全

称是 T V N I (t o t al va
r i a t io n n o n i n e r e a s i n g ) 格式 [̀ 6 ]

.

T v D 格式属
“

穿行法
”

.

该格式具有良好的性质
,

在激波间断处不产生显著的 (振幅小于 1% ) 数值振

荡
.

数值实验表明
,

T V D 格式的激波过渡区很窄
,

通常只有两到三 四个网格点
.

S we b y l[ 7} 将许多种

T V D 格式用 iL m it e r 的思想统一了起来
.

N N D 格

式 ls{ ] 经证明也是 T v D 的
.

另外中国也发展了一些

改进形式的 T v D 格式 卜9 1
.

因此本文采用二阶 T V D 格式与二阶 R u
gn

e -

K u t t a
法

,

并用 s t r a n g ` 5 s p li t t i n g 方法进行组合
,

以保证结果具有二阶精度
.

其中 S we b y 的 T V D 格

式 l i m i t e r
试了下列几种

,

包括 V a l l一 L e e ,

R o e , s u p e r -

b e e ,

C h ak
r

vaar
t娜 和 O s h e r 因子

,

还有 A im H a r t e n

的 T v D 格式 l[ 6}
.

本文采用的 s we b y 的二阶 T v D 格

式是以 L --ax rF ied ir hc
S
型的 E 格式为基础构造的

.

具体如下
,

将上述方程写成向量的形式

U , + F (U )
二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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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阶 T V D 格式计算方程

U ` + F (U )
二 = 0

用二阶 R u n ge
一

K u t at 法计算方程

U t二 G

设 A侧△ )t 为整个算法前进 △ t的算子
,

到△ t) 为二

阶 T V D 格式前进 △ t 的算子
,

R (△ t) 为二阶 R u n ge
-

K ut at 法前进 △ , 的算子
,

则整个算法可写成

U
。 + , = A L (△艺

二
) U

。 =

*

(鲁)
二 (△云

二
)、 (誓)

。 二 ,

n = 1
,

2
,

3
, ·

从式 (2 ) 中可以看出
,

爆轰产物和空气交界面两

侧 守 是不同的
、

近于 1 的常数
.

从单位质量的总能

量表达式易见
,

常数 守 的数值变化引起动能和内能

比例的显著变化
,

从而显著引起气体中能量分配和

气体动力学参数的变化
.

在 E u ler 坐标下
,

当用守恒

型差分格式计算多种介质流体力学问题时
,

在两种

不同物质相接触的交界面处有的物理量会出现强烈

振荡并且还可能出现个别类似于 占函数的不真实数

据
.

这与激波处二三阶格式中常出现的振荡不同
,

一

阶二阶格式都有这样 的现象
.

在穿行法中这是 由于

两侧物理量 的空间变化率有较大差别引起的
.

要算

好接触间断
,

历来常常选用 L ag ar n g 。 坐标 降。一 22 ]
,

因为交界面在 L ag ar gn
e
坐标下随时间不变

,

这时也

要在交界面两侧各作外插处理
,

以减小误差
.

本文采

用了 w d 等 [z3] 和高家全 [2 4〕的方法
,

就是在 E u ler

坐标下
,

在原有的 E ul er 方程组上再加一个关于 守的

守恒型偏微分方程
.

本文将其推广到变截面情形
,

所加方程如下

中有许多个重要的无量纲参数
.

它们是 C o 4几 /吼

L l
/ L 4 ,

L l
/ L 。 ,

D 4
/ D l ,

尹4
加

1 ,

守4 ,

甲 1 ,

其中 vC
4 ,

4T
,

p 4
分别是预混合气的等容 比热

,

温度和压力
,

q 是

爆热
,

p :
是空气的压力

,

甲4
是爆轰后混合气的比

热比
,

年1
是空气的比热比

.

在激波管的优化中
,

这

些参数都是要改变的
,

没有相似性可言
,

因此我们

没有进行无量纲化
.

但是按照要求
,

变截面部分的

长度 L O
与长度 L ; 比起来是一个小尺度

.

要把这个

小尺度算好
,

差分网格至少需要上百个格点
.

否则

运动细节无法辨认
,

整个计算精度会很差 阶 ]
.

因此

我们用一维模型简化该问题
,

否则计算量极大
.

我

们也在个别情形做了轴对称流的计算
,

在工作段 L I

中离开图 1 中 hc 截面约 D l
距离后与拟一维流基本

相 同
.

实际激波管 L l 》 D l ,

可见 L l 右端气流的品

质可以用拟一维流动来描述计算 阵 }
.

2 计算结果

2
.

1 过渡段锥角的作用

预混合气是由氢气和氧气按体积比 4 : 1 混合
.

混合可燃气爆轰前状态为 p = 1 0 1 3 2 5 x 10 “ P a ,

“ 二 o m /
S ,

T = 30 O K
,

甲 = 1 4
,

膜片右端为空气
,

其

状态为 尹 = 1
·

0 13 2 5 x 10 4 p a ,
。 = o m /

s ,

T = 3 0 0 K
,

7 二 1
.

4
.

点火并爆轰后按分析解爆轰产物的压力剧

增
,

等效比热比 守采用 1
.

36
.

为简单明了起见
,

本小

节研究的几种情形见表 1
.

表 1 激波管的参数

J h b l e 1 P a r a m
e t e r s o f t h e s h o e

k t u b
e

C a s e L 4 = L l
/ m L 。

/ m

0

0
.

18 7

0
.

0 4 3

0
.

0 2 5

0
.

0 1 4

0
.

0 0 6 7

0

尽/ (
o

) D
4

/ D
l

D
l
/ m m

00000000000000
111上111.上1一1上1上0000 10000

,上1上峨土1一
ù
l
ō I一1上1上

423567

A P

(
,

共 、
\ 马 — I /

A P u

守 一 1 守 一 1
(理共、
\ 马 — l /

然后用守恒的格式统一求解
.

这个方程的物理含义

是质量守恒
,

同一质点运动时 守值不变
.

采用该守

恒型方程
,

使得一些原有的高分辨率格式很容易被

推广到双介质流或多介质流的情况中
.

文献 {25 ] 将

上述方法推广到一维变截面情形
,

几十个算例都是

成功的
,

虽然这样得到的接触间断有一定的宽度
,

但解决了 E u ler 坐标下接触间断处出现强烈数值振

荡的难点
.

另外一个难点就是无量纲化和计算网格的考

虑
.

这一问题看似简单
,

但认真思考就能看 出问题

1 5 1 5

3 0 1 5

4 5 1
.

5

6 0 1
.

5

7 5 1
.

5

9 0 1
.

5

不 同过渡段半锥角 口条件下
,

激波马赫数沿被

驱动段长度变化如图 2
.

当 D 4 > D l 时
,

锥形收缩

过渡段具有增强激波马赫数 M
。 和消除 T a y lor 膨胀

波不利影响的双重作用
.

当 口角较小时
,

爆轰波在

锥段反射很弱
,

增大驱动段直径如 同普通激波管一

样
,

只是增大激波马赫数 嘟 ]
,

而消除 几 y lor 波不

利影响的作用很弱
.

而当 尽接近 9 00 时
,

爆轰波在

过渡段将产生部分反射
,

该反射激波与 l b y lo r 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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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的变截面角度情形下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

入射激波衰减特性

F ig 卫 A t t e n u a t i o n e h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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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e
s

p r o d u e e d by fo r w a r d d e t o n at io n d r ive
r s w i t h

d i ffe
r e n t a P e x a n g l e s

图 3 不同截面积比的条件下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

入射激波衰减特性

F ig
.

3 tA t e n u at i o n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e s o f in e id e nt s h o e k w
vae

s

P r o d u e e d 妙 fo r w a r d d e t o n成 i o n d r 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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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n t r a t io s

o f e r o
ss

s e e t io n al ar
e a o f d r i v e r t u b e t o d r ive n t u b e

相干扰
,

将缓解甚至消除 肠 y lor 波的不利影响
,

而

增强入射激波的作用将很弱
.

前向爆轰驱动的主要障碍为 T a y lor 波对入射激

波的衰减作用
,

因此适于采用 月= 9 00 的形状
.

2
.

2 两端截面积比的作用

在带有局部锥形收缩截面的激波管中
,

两端截

面积 比例的不同
,

也显著地影响到被驱动气体的性

质
.

固定右端被驱动段的截面积
,

使左端驱动段的

截面积发生变化
.

当左端截面积较大时
,

也就是驱

动气体的能量较多
,

这使得主激波的马赫数增高
.

我们从下面几种情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其影响
.

为

简单明了起见
,

激波管的尺寸参数见表 2
,

左端预混

合气和右端空气的初始状态与 2
.

1 节相同
.

前向爆轰驱动就是爆轰波在驱动段上游端部起始
,

运动方向与入射激波传播的方向相同
.

而反向爆轰

驱动的爆轰波在主膜片处起始
,

其传播方 向与入射

激波方向相反
,

稀疏波后气体为常态
.

破膜后该常态

气体与空气进行自模拟 的间断分解
.

因此向右传 的

主激波没有衰减
,

可用来做实验 的气流品质很好
.

但是这种做法丢弃了可贵的爆轰波头部的巨大动能

和 内能
,

这部分能量的抛弃有些可惜
.

在此
,

我们

比较一下前向爆轰与反向爆轰
,

看看孰优孰劣
.

考

虑带有收缩截面 的激波管
,

尺寸如下
: L 4 二 10 巩

L o = 0
.

0 2 5 m
,

L i = L 4 ,

D ; = 0
.

1 5 m
,

D 4 : D i = 1
.

5
,

尽= 4 50
,

激波管总长为 20
.

0 4 2 5 m
.

预混合气是由氢

气和氧气按体积比 4 : 1 混合
.

为简单起见
,

把几种

情况中有变化的参数列入表 3
.

表 3 前向爆轰驱动和反向爆轰驱动中的参数

表 2 激波管的参数

T a b le 2 P a r a m
e t e r s o f t h e s h o e k t u b e

T a
b l

e 3 P ar
a n l e t e r s o

f t h e fo r w ar d d e t o n a t i
o n a n d t h e

b ac kw a r d d e t o n at i
o n

C a s e L 4

/m L l
/ m 口/ (

o

) D
4

/ D
I

D
l
/ m m

C韶 e
M i xt

u r e p r e s s u r e b e fo r e

d e t o n at io n

/ P a

2 0 2 6 5 x 1 0 6

A i r p r e s s u r e
/ P a

1 0 0

1 0 0

1 0 0

3
.

0 3 9 7 5 x 10 咬

1523

L 。 /m

0
.

0 4 2 5

0
.

0 8 7 5

0
.

1 7 2 5

000
,
1
111工000

J.上,上1上11
23

2
.

0 2 6 5 x 1 0 6 3
`

0 3 9 7 5 x 1 0 4

从图 3 可以看出
,

左端截面积越大
,

主激波的

马赫数也越大
,

对衰减率的影响不明显
.

可以尽量

地使驱动段的截面积增加
,

以得到能量更强
、

压力

更高的被驱动气体
.

2 3 前向爆轰与反向爆轰的比较

爆轰驱动分为前向爆轰驱动和反向爆轰驱动
.

T y P e o f

d e t o n时 io n

b a e k w a r d

d e t o n a t i o n

fo r e w a r d

d e t o n a t io n

fo r e w a r d

d e t o n a t i o n

2
,

0 2 6 5 x 10 5 3刀 3 9 7 5 x 1 0 4

从图 4 可以看出
,

当其它条件相同时
,

产生同

样强的激波
,

前向驱动所需爆轰段初始压力较反向

约低 1 个量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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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前向与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入射激波衰减特性

F i g 滩 A t t e n u at io n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e s o f in e i d e n t s h o e k w
vae

s

p r o d u e e d b y t h e fo r w a r d d e t o n a t io n a n d t h e b a e k w a r d

d e t o n a t i o n

入射激波衰减是由驱动气体品质和边界层效应

两大因素以及其他次要因素引起的
.

本文计算未考

虑豁性影响
,

而实验不可能避免赫性影响
.

因此难

以对 乳 y lor 波有害影响的数值计算结果与实验进行

简单的比较
.

即便计算中考虑勃性
,

由于激波管边

界层影响的理论预计仍很不完善
,

加上非理想破膜

和分界面混合
、

燃烧等效应
,

计算结果与实验的偏

差仍然很大
,

为此我们采用各种非理想效应相近的

两种实验结果进行对比
,

这样两者所受的非理想因

素影响可以大致抵消
.

从而可以重点考察所要研究

的现象
.

W a ldr on sz[] 对中心轴爆炸丝点火的等容燃烧驱

动与前向爆轰驱动进行了实验对比
.

实验结果显示
:

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激波衰减率非常严重
,

较等容

燃烧高 3 倍
.

本文图 2 中状态 1 曲线是等截面激波

管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入射激波马赫数沿被驱动段

长度分布的数值结果
.

从曲线形状可以得出
:

激波

衰减严重
,

与 从电 ld or n 的实验结果定性相符
.

J F 10 激波风洞的驱动段内径 15 0 m m
,

被驱动段

内径 l oo m m
,

在主膜处突然收缩
.

图 6 为 J F 10 在前

向爆轰驱动操作下产生的入射激波马赫数沿被驱动

段的分布
.

图中曲线按下列经验公式 [咧 计算求出

一
卜

c eR 一 / 5

(w0 舀)
` / 5

些w0

3 计算结果与有关实验数据的比较

3
.

1 前向与反向爆轰驱动强度

图 5 转引自文献 !15 }
.

图中数据为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高温气体动力学实验室 J 1F 0 激波风洞

的实验结果
.

从图可以看出
:

当入射激波马赫数相

同时
,

前向爆轰驱动所要求的驱动段与被驱动段初

始压力比约为反向爆轰驱动的 1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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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W0 为激波初始速度
,

R 。 为激波后气流雷诺

数
,

C 为依赖性于驱动与被驱动段气体初始状态的

常数
.

该公式适用于激波管边界层为湍流
、

考虑真

实气体效应以及在破膜瞬间驱动气体状态参数均匀
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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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 4 中状态 1 为反 向爆轰驱动产生的入射

激波马赫数沿被驱动段长度的分布
,

状态 3 为前向

爆轰驱动产生的激波马赫数分布
.

两者初始激波马

赫数和被驱动段初始压力相同
,

而前向爆轰的驱动

段初始压力只有反向爆轰的 1 / 10
.

清晰地表明
:

计

算结果与实验相一致
.

尸 1 = .O O 6 M P a 了 一 l-

lP 二住 0 8 M P a 卜 一 ,一

月 一 十 一 声 勺如

习 _ 土 _ ,_ _ 一 _

1 1 1 1

l ! 互 {

, 一 甲 一 :一 一一一

3
.

2 变截面缓解 T句
了

10 r
波影响的作用

图 6 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激波衰减特性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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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合
.

从图可以看到
:

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入射

激波衰减特性与经验公式相符
.

表明 T a y lor 波有害

影响基本上得到抑制
.

从而定性地证实图 2中状态

7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

4 结 论

本文为了模拟双介质流
,

在原来的 E ul er 方程

组上加了一个跟踪爆轰产物与空气这两种不同气体

分界面的偏微分方程
,

这个方程使比热比 甲 有一个

窄的没有显著震荡的过渡区
,

这个过渡区也代表了

两种介质的分界面
.

这使得在 E u ler 坐标下
,

用二阶

T V D 格式模拟双介质流时在接触间断处不再产生非

物理的数值振荡
.

一维问题中变截面的长度相对于整个激波管来

说是一个很小的尺度
,

但是物理量在变截面内的变

化却是非常剧烈的
.

为了保证计算结果有较高的准

确性
,

变截面内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网格
,

这样一来
,

整个激波管的网格数就很大了
,

本文所有例子网格

数都在 10 0 0 0左右或 10 0 0 0 以上
,

有时达到 10 0 00 0
,

变截面内的网格数在 100 左右或 100 以上
.

一维数值模拟说明
,

一方面正向激波不断增强
,

另一方面又形成一个反向的激波
,

它向不断变化的

稀疏波方向传播
,

从而减弱 了稀疏波的不利影响
.

因此
,

变截面起到了聚能和消弱 肠 y lor 波不利影响

的作用
,

使前向爆轰驱动产生的入射激波马赫数衰

减降低到可接受 的程度
,

与实验相符
.

前向爆轰驱

动与反向爆轰驱动相比
,

在其它条件都相同时
,

产生

同样强的激波
,

所需爆轰点火前的初始压力较反向

情形低约 1 个数量级
.

当过渡段角度发生变化时
,

对 口接近 90
“

的情况
,

激波马赫数衰减小
,

具有实

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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