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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大涡模拟（ＬＥＳ）和边界元方法对轴流压气机叶栅湍流流场以及流场诱导的噪声进行计算，在不同叶栅安装

角下研究来流攻角和来流雷诺数对叶栅气动噪声产生、辐射的影响。研究表明：来流雷诺数不变时，同一安装角下，随着

来流攻角从－５°～２０°变化，叶栅监测曲线上的声压级先减小后增大，在０°来流攻角下声压级达到最小。安装角为４５°

时，外场总声压级随来流攻角的分布与３０°安装角变化趋势相近。但安装角为６０°时，总声压级的变化则明显变缓。在０°

来流攻角下，总声压级比安装角为３０°和４５°时增加了近６ｄＢ，但在其他正来流攻角下，变化并不明显。叶栅的最小声压

值出现在弦线方向附近，安装角改变时，最小声压级出现的位置也不同。安装角不变，随着来流雷诺数的增大，叶栅表面

的分离减小，损失降低。但叶栅表面的压力脉动随着来流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使外场辐射噪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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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型／叶栅的气动参数对叶轮机械气动性能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叶型／

叶栅气动性能的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并获得了

详实的研究成果。如Ｈｅｒｒｉｇ等
［１］通过实验，得到

ＮＡＣＡ６５系列叶栅在不同工况下的升阻力系数、

叶栅表面压力系数的变化规律，建立了ＮＡＣＡ叶

栅气动性能数据库，为高效压气机叶栅气动设计

提供了依据。张华良［２３］和张文龙［４］等通过数值

模拟，研究二维扩压叶栅内流动分离以及尾缘涡

脱落特征，尾缘涡脱落频率与冲角和来流马赫数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定常流场下，随着冲角

的增加，流场中奇点总数增加；非定常条件下，流

动分离主要表现为尾缘涡脱落，冲角很大时，流场

中同时出现吸力面涡脱落和尾缘涡脱落，涡脱落

频率随着来流马赫数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冲角的

增加而降低。

随着人们对噪声污染的日益重视，气动噪声

逐渐成为叶轮机械设计中另一个应当考虑的重要

因素，叶型／叶栅流动诱导的气动噪声与叶栅几何

参数和来流参数的关系成为低噪声叶轮机械设计

者必须掌握的问题。如Ｔｏｍｉｍａｔｓｕ等
［５］通过实

验的手段，研究了流体环绕叶栅的流动情况以及

噪声的产生机理。Ｎａｋａｎｏ
［６７］和Ｆｕｊｉｓａｗａ

［８］等采

用粒子成像测速（ＰＩＶ）技术观察了叶栅的湍流特

性，证明流体在叶栅壁面的分离、附着点位置及周

期性的尾缘涡脱落将影响宽频噪声的产生。

随着计算机计算速度的提高和计算流体力学

（ＣＦ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运用数

值模拟手段观察叶栅通道内非定常流动的特征与

气动噪声的关系。Ｋｉｍ等
［９］采用大涡模拟（ＬＥＳ）

和有限元方法对ＮＡＣＡ００１８叶栅进行了研究，探

讨了叶栅非定常流动和辐射声场的关系。发现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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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２．０３ｋＨｚ时，出现最大声压值，该结果同实

验值相一致。Ｓａｓａｋｉ等
［１０］采用ＣＦＤ数值模拟方

法，研究了叶栅气动噪声产生的机制。结果显示：

吸力面出现分离时，随着来流攻角增大，叶栅表面

产生的噪声变小；前缘点出现分离时，随着来流攻

角增大，气动噪声逐渐变大。柳晓丹等［１１］则通过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叶栅气动噪声与来流攻角的

关系。结果显示：来流攻角改变，使分离出现的位

置发生改变，负来流攻角和大的正来流攻角下叶

片表面的分离影响尾缘涡脱落，进而影响叶栅的

气动噪声；０°来流攻角下出现的声压级最小，随

着来流攻角的增大或者减小，总声压级均增大。

本文基于大涡模拟和边界元方法对压气机叶

栅的湍流流场以及流场诱导噪声进行了计算。在

安装角γ分别为３０°、４５°和６０°的情况下，研究来

流攻角（α＝－５°～２０°）及来流雷诺数（犚犲＝

２４５０００，４４５０００，６４５０００）对叶栅气动噪声辐射

的影响。

１　流场与声场计算方法

叶栅表面的气流形成紊流附面层之后，附面

层的压力脉动Δ狆ｓ作用在叶栅表面，产生偶极子

噪声，本文主要模拟这种非定常力所产生的气动

噪声。采用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模型进行定常流场计

算，以定常计算的收敛解为初场采用大涡模拟进行

非定常计算，模拟叶栅通道内的大尺度湍流运动，

获得叶型表面的非定常压力分布，并以此为声源，

利用边界元方法计算声源向远场的噪声辐射。

１．１　大涡模拟模型

大涡模拟方法放弃对全尺度范围内涡的瞬时

运动模拟，只将比网格尺度大的涡用瞬时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计算出来，小尺度的涡则通过在大涡

流场运动方程中引入附加应力项来体现。经过滤

波处理之后的瞬时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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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流体密度；狌犻 为犻方向的速度大小；狌犼

为犼方向的速度大小；上标“－”表示滤波后的变

量；μ为动力黏度；狆为作用在流体微元上的压

力；τ犻犼为亚格子尺度应力（简称ＳＧＳ应力）。

本文所有工况下的来流马赫数均小于０．３，

在流场计算中可以忽略密度的变化，即保持密度

ρ为常数。τ犻犼体现了小涡运动对大涡流场的影

响，亚格子模型即求解亚格子尺度应力τ犻犼的经验

公式，建立该模型的目的是让方程组式（１）封闭。

本文采用ＣＦＤ商业软件ＦＬＵＥＮＴ中的亚

格子尺度（ＳｍａｇｏｒｉｎｓｋｙＬｉｌｌｙ）模型，基本的ＳＧＳ

模型由Ｓｍａｇｏｒｉｎｓｋｙ
［１２］提出，亚格子尺度应力中

的湍流黏度是由Ｌｉｌｌｙ
［１３］进一步发展的。

根据文献［１４］，远离壁面的流动区域，可以认

为流体湍流运动满足各向同性湍流特性。该流体

区域内，湍动能传输链中的大尺度脉动几乎包含

了大部分湍动能，小尺度脉动的作用则是耗散湍

动能。大涡模拟模型是将大于网格尺度的涡直接

计算出来，因此要求计算网格的尺度能够覆盖流

场中的大涡尺度。相关资料［１４］表明，网格长度处

于惯性子区范围内时能满足此要求，一般认为网

格步长小于泰勒尺度λ即可。

λ＝
１５ν狌

２

槡ε
（２）

式中：狌２ 为湍动能；ν为流体介质的分子黏性；ε为

湍动能耗散率。

在近壁面区域，湍流脉动受到固壁约束，不具

备各向同性湍流特性，难以采用泰勒尺度判别网

格尺度是否符合大涡模拟。通常情况下，在近壁

面区域，当叶栅表面的狔
＋值均在１以下时，可认

为满足大涡模拟模型对网格尺度的要求。

１．２　边界积分方程

本文首先通过大涡模拟获得叶栅非定常湍流

场的数值解，并提取叶片表面的声压脉动信号为

声源，然后在频域内求解声波动方程计算该声源

向远场的辐射噪声。本文在声场求解时忽略了平

均流场对声辐射的影响，基本方程为经典的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方程
［１５］：

Δ

２
狆（狓，狔，狕）＋犽

２
狆（狓，狔，狕）＝０ （３）

式中：犽＝ω／犮＝２π犳／犮，犽为声波数，ω为角频率，犮

为声速，犳为频率。对于外部辐射问题，声波在一

个无界的空间里传播，声学空间犞 即为声源表面

Ωａ和无限远处的声学边界Ω∞所围成的空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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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图１为外部辐射声场问题的示意图，狉

为声学空间内任意点犃（狓，狔，狕）的位置向径，狉ａ

为声学边界上任意点的位置向径。在无限远处的

声学边界上，声波满足无反射条件。

图１　外部辐射声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ｓｏｕｎ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根据边界元理论［１５］，结合格林公式和第二格

林公式可将在三维空间内成立的微分方程式（３）

转换为声学边界上的积分方程。其中犌 为格林

函数，定义为

犆（狉）狆（狉）＝∫Ωａ

（狆
犌

狀
＋ｊρ０ω犌狏ｎ）ｄΩａ

犌＝
ｅ－ｊ犽 狉－狉

ａ

４π狉－狉

烅

烄

烆 ａ

（４）

式中：ρ０ 为声场中均匀介质的密度。当犃点位于

光滑声学边界时，系数犆（狉）＝１／２；当犃点位于声

学空间内时，犆（狉）＝１。首先利用边界条件由式

（４）求出声学边界上所有节点的声压狆和法向速

度狏ｎ后，再由式（４）即可获得声学空间内任意点

的声压。本文的声学计算由商业软件ＬＭＳＶｉｒ

ｔｕａｌ．Ｌａｂ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的边界元模块完成。

１．３　计算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数值方法的计算精度和可靠

性，对ＮＡＣＡ００１８对称翼型的非定常湍流及声场

进行了计算。Ｎａｋａｎｏ等
［６］通过实验对弦长犫＝

８０ｍｍ的ＮＡＣＡ００１８对称翼型的流场及声场进

行了测量。图２为来流雷诺数犚犲＝１．６×１０５、来

流攻角α＝０°时叶型表面的压力系数犆狆 的分布，

图中模拟值由流场的定常数值解给出，压力系数

定义为

犆狆 ＝ （狆ｓ－狆０）／狇ｌ （５）

式中：狆ｓ为叶型表面静压；狆０ 为进口平均静压；

狇ｌ为进口平均动压。由图２可以看出，模拟结果

同实验值整体趋势吻合良好。但是，在狓／犫＝０．９

处，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模型没有捕捉到翼型表面的

分离。

图２　ＮＡＣＡ００１８翼型表面压力系数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ＮＡＣＡ００１８

ａｉｒｆｏｉｌ

　

以ＮＡＣＡ００１８定常收敛解为初场，通过大涡

模拟获得了 ＮＡＣＡ００１８叶型非定常湍流模拟的

数值解。图３为某一时刻叶型附近的流线图。该

图表明无论从实验测量还是从数值模拟，均可观

察到来流攻角为０°时叶型尾缘的上下表面出现

了结构几乎对称的分离涡，且顺着叶栅弦长的方

向，分离泡逐渐加大。从分离涡开始发生的弦向

位置、分离涡的大小均可看出实验测量与数值模

拟结果十分吻合。对比图２，可以看出，相对于

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模型，大涡模拟能更好地捕获到

翼型表面的分离。

图３　ＮＡＣＡ００１８翼型绕流场的瞬时流线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ｆｆｌｏｗａｒｏｕｎｄＮＡＣＡ００１８

ａｉｒｆ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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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为ＮＡＣＡ００１８叶型在０°来流攻角下声

场监测点的频谱图，纵坐标为声压级ＳＰＬ，监测

点均位于翼型３０％弦长点正上方９５ｍｍ处。由

图４可以看出，在大部分频率范围内，模拟值同实

验值的分布趋势相同，值的大小基本吻合，尤其是

在２．５ｋＨｚ之后，声压级均在５０ｄＢ左右。模拟

值与实验测量结果在低频范围误差偏大，尤其是

０．８５ｋＨｚ处两者之间的声压级峰值相差２２％，分

别为７０ｄＢ和８５ｄＢ。另外，图４表明数值模拟没

能捕捉到２．０３ｋＨｚ处的声压峰值。分析实验和

数值模拟之间的误差，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来源于

两方面：一方面声学计算中的声源数据是由非定

常流场决定的，非定常流场计算中，无论是离散格

式还是亚格子模型均有可能带来数值误差，造成

同实际流动情况的差别；另一方面，实验是在一个

四周铺设吸声材料的箱体中完成的，在一定程度

上不再是孤立翼型绕流，而且测试箱壁面敷设的

吸声材料厚度有限，低频范围内测试环境可能不

符合自由声场条件，这两点使得实验与数值计算

的物理条件存在一定偏差。综合图２、图３和图４

给出的流场与声场结果，计算误差在可接受的范

围，表明本文的方法可以用来计算叶栅通道内湍

流、叶型尾缘涡脱落引起的流动噪声。

图４　ＮＡＣＡ００１８叶栅监测级频谱图（α＝０°）

Ｆｉｇ．４　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ＡＣＡ００１８ａｉｒｆｏｉｌ

（α＝０°）

　

２　计算模型

以弦长犫＝１２７ｍｍ的ＮＡＣＡ６５１２１０叶型为

基础叶型，在叶栅稠度为１．０的条件下改变安装

角，获得了３种不同的叶栅。安装角为弦线与狔

方向的夹角，如图５所示，安装角γ＝３０°，４５°，

６０°。在计算中通过改变来流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获得不同的来流雷诺数和来流攻角，研究３种压

气机叶栅的噪声辐射特性随来流雷诺数和来流攻

角的变化规律。

图５　ＮＡＣＡ６５１２１０叶栅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ＮＡＣＡ６５１２１０ｃａｓｃａｄｅ

　

叶栅模型的网格采用 Ｇａｍｂｉｔ软件生成，栅

前计算域为１倍弦长，栅后计算域为４倍轴向弦

长。为了得到高质量的结构化网格，对叶栅通道

模型采用分块处理方法，并在叶栅附近设置Ｃ网

格结构（如图６所示）。同时，为了满足流场对网

格精度的要求，在叶栅表面设置边界层，第１层网

格步长为０．００５ｍｍ，并对前缘、尾缘加密处理，

网格总数为９２３０００。经过验证计算，离开叶栅固

壁的流动区域，所有网格尺度均小于相应位置的

泰勒尺度。而近壁面区域，叶栅表面的狔
＋值均在

１以下，可以认为满足大涡模拟的要求。

图６　ＮＡＣＡ６５１２１０叶栅拓扑结构及网格

Ｆｉｇ．６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ｓｈｏｆＮＡＣＡ６５１２１０ｃａｓｃ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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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及分析

３．１　安装角对叶栅流场辐射噪声的影响

为了更方便地观察辐射声场情况，图７给出

了叶栅外场监测点的位置示意图。其中，以叶栅

尾缘为中心，设置半径为１ｍ的圆形监测曲线，

在曲线上每隔１０°设置一个监测点。同时，在半

径为１ｍ的监测曲线上、４５°方向插入一个固定的

监测点，即图７中的点犃。

图７　监测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图８为来流雷诺数犚犲＝２４５０００时，不同安装

角下叶栅监测点犃的总声压级随来流攻角的变化

曲线图。图中显示，在安装角γ＝３０°时，随着来流

攻角的增大，总声压级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

势。其中，在负来流攻角和较大的正来流攻角下，

叶栅的声压级比较大；来流攻角α＝０°时的声压级

最小；在来流攻角大于５°之后，声压级的增加趋

势变缓。图８还表明安装角γ＝４５°时，监测点犃

的总声压级随来流攻角的分布与安装角γ＝３０°

变化趋势相近。但安装角γ＝６０°时，监测点犃的

声压级的变化则明显平缓，在来流攻角α＝０°下，

点犃 声压级比安装角为３０°、４５°时增加了近

６ｄＢ，但在其他正来流攻角下，变化并不明显。

图９为来流雷诺数犚犲＝２４５０００时，不同安

装角下叶栅表面阻力系数犆犇 分布图。由图９可

见，随着安装角的增大，阻力系数逐渐增大；同一

安装角下，随着来流攻角的增大，阻力系数逐渐降

低。在来流攻角为５°左右的范围内达到最小值。

与总声压级分布的对比可以看出，如果使叶栅保

持较好的气动性能和较低的声压级，安装角尽量

小于４５°，且来流攻角最好保持在０°和５°之间。

图８　监测点犃的总声压级（犚犲＝２４５０００）

Ｆｉｇ．８　Ｔｏｔａｌ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ｒ犃 （犚犲＝

２４５０００）

　

图９　叶栅表面的阻力系数分布（犚犲＝２４５０００）

Ｆｉｇ．９　Ｄｒａ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犚犲＝２４５０００）

　

　　图１０给出了安装角γ＝３０°，４５°，６０°的叶型

在α＝０°、犚犲＝２４５０００下同一时刻的流线图。由

图１０可以看出，安装角对叶栅通道内压力面侧的

流动影响比较大，随着安装角的增大，叶栅表面的

分离加剧。分离点由前缘开始，逐渐向尾缘移动，

扩压分离区范围也增大。因为安装角增大时，叶

栅流道变短，扩压区内分离占流道的比重增加，使

得流动损失增大，图９也说明了这一现象。

图１１为安装角变化（α＝０°，犚犲＝２４５０００）时，

叶栅外场指向性曲线图。从图１１可以看出，叶栅

表面的脉动声压向远场各个方向辐射噪声的能力

不尽相同，在叶型弦线方向声压级最小，而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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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α＝０°、犚犲＝２４５０００时叶栅的瞬时流线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α＝０°，

犚犲＝２４５０００）

　

图１１　α＝０°、犚犲＝２４５０００时叶栅外场指向性曲线

的声压级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α＝０°，

犚犲＝２４５０００）

　

垂线方向存在最大的辐射声瓣，呈偶极子声场特

性。叶栅安装角为３０°和６０°时，声压级最小值出

现的方位随弦线发生了变化。不过安装角为４５°

时，叶栅流场向各方向辐射噪声的能力基本接近，

没有出现明显的辐射声瓣。

３．２　来流雷诺数对叶栅流场辐射噪声的影响

图１２为安装角γ＝３０°时，叶栅监测点犃 的

总声压级随来流攻角以及来流雷诺数的变化曲线

图。由图１２可以看出，当来流雷诺数由２４５０００

增加到４４５０００时，监测点犃的总声压级随着来

流攻角的变化大约增长７～１１ｄＢ，当来流雷诺

数由４４５０００增加到６４５０００时，总声压级大约增

长７～１０ｄＢ。不过，来流雷诺数对监测点犃总

声压级随来流攻角的变化趋势影响较小，基本

上是先减小后增大，且在０°来流攻角下达到最

小值。

图１２　监测点犃的总声压级（γ＝３０°）

Ｆｉｇ．１２　Ｔｏｔａｌ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ｒ犃

（γ＝３０°）

　

　　图１３给出了来流攻角α＝０°、安装角γ＝

３０°时不同来流雷诺数下的远场噪声指向性曲

线。由图可以看出，随着来流雷诺数的增大，叶

栅监测曲线上的声压级均增大。来流雷诺数

犚犲＝２４５０００时，叶栅声压级最大值为６１ｄＢ。

当来流雷诺数增大到４４５０００和６４５０００时，最

大声压级分别为７４ｄＢ和８１ｄＢ。

图１３　α＝０°、γ＝３０°时叶栅外场指向性曲线的声压

级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α＝０°，

γ＝３０°）

　

由文献［１６］可知，当来流雷诺数大于临界雷

诺数时，来流雷诺数对叶栅流动损失的影响很小。

但声压级却随着来流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下面

将给出叶栅的非定常流场特性图（如图１４和图

１５所示）来解释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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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不同时刻下叶栅的瞬时流线图（α＝０°，γ＝３０°）

Ｆｉｇ．１４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ｓ（α＝０°，γ＝３０°）

　

图１５　叶栅尾缘监测点压力脉动分布（α＝０°，γ＝３０°）

Ｆｉｇ．１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ｔｈｅｔｒａｉｌｉｎｇ

ｅｄｇｅ（α＝０°，γ＝３０°）

　　图１４为两个不同时刻、叶栅在０°来流攻角时

的瞬时流线随来流雷诺数的变化。图１４（ａ）表

明，在狋＝０．０３３ｓ时，随着来流雷诺数的增大，叶

栅压力面的分离区逐渐减小，使得叶栅流动损失

降低。对比图１４（ａ）和图１４（ｂ）可以看出，随着

时间变化，来流雷诺数对流线图的影响规律基

本不变。

图１５是位于叶栅尾缘点附近的同一监控点

的瞬时压力在时域和频域下的变化曲线。图１５

（ａ）给出的静压随时间的变化表明：随着来流雷诺

数的增大，叶栅尾缘监测点的压力时均值逐渐减

小、脉动幅值逐渐增大，这说明来流雷诺数增加使

流场声源增加，从而使得远场的噪声值增加，图

１２也表明了这一点。图１５（ｂ）为经快速傅里叶变

换后监测点的压强分布，可见，来流雷诺数不仅影

响声源的强度，同时也影响了声源的频率特性，在

来流雷诺数为２４５０００与４４５０００，压强脉动呈现

较好的周期性，脉动频域为８００Ｈｚ左右，而来流

雷诺数为６４５０００，压强脉动呈现为较明显的宽频

特性，这可能是随雷诺数增加，湍流脉动起主导作

用引起的。

综上所述，来流雷诺数增大时，叶栅内流动损

失减小，而外场辐射噪声增加。因此，如何选择安

装角、来流雷诺数以及来流攻角，使压气机具有较

低的流动损失和声压级，是压气机叶栅设计过程

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４　结　论

１）来流雷诺数不变时，同一安装角下，随着

来流攻角的增加，叶栅监测点总声压级先减小后

增大，在０°来流攻角下达到最小值。而随着安装

角的增大，０°来流攻角下，叶栅的总声压级增大；

其他正来流攻角下，由于流场情况恶化，叶栅的阻

力系数随着安装角的增大而增大，但总声压级变

化不明显。因此，综合考虑叶栅的气动性能和噪

声辐射特性，应使安装角尽量小于４５°，且来流攻

角最好保持在０°和５°之间。

２）叶栅的最小声压值出现在弦线方向附近，

安装角改变时，弦线方向改变，因此最小声压级出

现的位置也发生改变。但安装角为４５°时，最小

声压级出现的位置不明显。

３）安装角不变，随着来流雷诺数的增大，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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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表面的压力脉动增大，外场辐射噪声增大。而

叶栅内流动损失随着来流雷诺数的增大而减小。

因此，如何设计压气机叶栅，使其具有较低的流动

损失和声压级，是压气机叶栅设计过程中要考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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