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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压环境中凝相颗粒粒度分布实验研究

彭小波，张胜敏，万小朋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为了研究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内凝相颗粒的分布规律，改进了一种固体推进剂凝相燃烧产物收集

装置，针对典型的 ＨＴＰＢ复合推进剂，开展了不同聚集状态下凝相颗粒的收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凝相燃烧

产物在 ０２７～１００μｍ之间都有颗粒存在，凝相颗粒主要集中在 ０２７～１０μｍ之间，粒径大于 ２０μｍ的颗粒较

少；工作压强对颗粒粒径分布有较大影响，随着工作压强的升高，凝相颗粒粒径变小，粒度分布更为集中；工作

压强相同的条件下，随着聚集角度的增加，凝相颗粒粒径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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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对导弹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大多固体火箭

发动机采用含铝量较高的复合推进剂，发动机工作过

程中将产生大量的 Ａｌ２Ｏ３颗粒。由于 Ａｌ２Ｏ３颗粒粒径
分布对发动机工作性能有较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开展

发动机燃烧室内凝相颗粒的粒度分布实验研究。

国内外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内的凝相颗粒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

果。文献［１］设计了一种独特的飞镖系统，对静止点
火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羽流场中的颗粒进行了采集和

测量，测量结果表明，颗粒尺寸分布从亚微米到

４０μｍ，质量平均粒径为 ８～１１μｍ。文献［２］运用激光
全息装置测量了含铝推进剂燃烧场凝聚相的尺寸分

布，分析了滞留时间、铝含量和燃烧室压强对凝相颗

粒尺寸分布的影响。文献［３－４］对聚集状态下固体

火箭发动机的颗粒粒度进行了实验研究，由于实验过

程中随流性好的小粒子从喷管排出，因此得到的实验

结果较真实情况偏大。文献［５］对固体脉冲推力器排

气羽烟中的颗粒粒度进行了分析，得到推进剂燃烧产

物的中位径约为 ３９μｍ。文献［６］发展了一种双容器

粒子收集装置，但实验过程中压强波动较大，不利于

准确分析压强对凝相燃烧产物粒度分布的影响。文

献［７］设计了一种对称双喷管结构的粒子收集装置，

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收敛段不同部位的颗粒进

行了收集与分析，结果表明，颗粒质量平均粒径在

２２３～３４２μｍ之间。

文中改进了一种凝相颗粒收集装置，针对目前常

用的 ＨＴＰＢ复合推进剂，通过精确控制实验器中的压

强，获得了不同聚集状态下的凝相燃烧产物，进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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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仪、扫描电镜对凝相燃烧产物进行了分析。

１　实验装置与测量方法
１１　实验装置

文献［６］发展了一种双容器粒子收集装置，其基

本设计思想是利用冷却液来冻结固体推进剂的燃烧

产物，用两个连通的高压容器分别来实现粒子收集功

能和压强保持功能。该装置的优点在于整个实验装

置是个密闭空间，能够对燃烧产生的全部粒子进行收

集，保证了粒度分析的精确性。不足之处是在推进剂

燃烧过程中，高压容器内的压强波动较大（实际压强

峰值比预设压强要高出 １３ＭＰａ），不利于准确分析工

作压强对凝相燃烧产物粒度分布的影响。

　图 １　压强 －时间曲线（文献［６］）

要准确分析工作

压强对凝相粒子燃烧

特性的影响，必须保

证推进剂燃烧过程中

工作压强的平稳。文

中在文献［６］的基础

上改进了粒子收集系

统，去掉了压强保持

容器，在粒子收集容

器底部增加了排水卸压流量控制装置，燃气生成的瞬

间从粒子收集容器底部喷射出水，来保持粒子收集容

器内部工作压强的稳定。

为了研究高过载及潜入喷管在背壁区出现的高

浓度颗粒流聚集现象对发动机工作性能的影响，需要

研究高浓度颗粒流中的颗粒粒径。文中通过改进燃

烧室构型，增加收敛段，可以较好的研究不同聚集状

态下颗粒的粒度分布情况。粒子收集实验装置如图 ２

所示，主要有燃烧室、收敛段、收集罐、充气孔、排气

阀、冷却水以及排水与过滤装置等部分组成。

图 ２　粒子收集装置示意图

１２　颗粒测量方法

目前，粒度测定的方法有多种，文中采用激光粒

度分析仪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

对收集到的凝相颗粒进

行粒度测定。该仪器应

用了完全的米氏（Ｍｉｅ）

光散射理论，提高了对

微小粒子测量的精度

（测 量 精 度 可 达

０００１μｍ），克服了老式

粒度分析仪采用夫朗和

费（Ｆｒａｎｈｏｆｅｒ）近似光散

射理论所带来的测量范

围受限制、漏检率大等

问 题。采 用 ＪＳＭ５８００

扫描电镜对凝相颗粒样品进行分析。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状态参数

采用含铝量１７％的 ＨＴＰＢ复合推进剂，燃气温度

约３４１０Ｋ，药柱直径为 Φ３０ｍｍ，端面燃烧。燃烧室分

别采用无收敛角和收敛角度为 ２５°和 ５０°三种构型的

燃烧室，三种构型燃烧室的总长度相同，２５°和 ５０°收

敛段的出口截面相等。

图 ３　压强 －时间曲线（５８８ＭＰａ）

２２　实验结果分析

有效开展粒子

收集实验５次。图 ３

为本实验装置典型

的压强 －时间曲线

图，从图 ３中可以看

出，在推进剂燃烧过

程中，收集器内的工

作压强平稳度较好，说明排水卸压流量控制装置作用

效果明显。表１为各次实验的颗粒粒度测量结果。

表 １　颗粒粒度测量结果

实验

序列

压强／

ＭＰａ

收敛角／

（°）

粒子数随粒径变化的百分比／％

０２７～１０μｍ １０～１００μｍ １００～２００μｍ ＞２００μｍ
ｄ４３／μｍ ｄ５０／μｍ ｄ３２／μｍ

１ ９１５ ０ ２２８６ ７７１４ — — ２３７ ２０５ １４４

２ ７１８ ０ １７５８ ７８３０ ２３９ １７３ ３７２ ２５９ １６７

３ ５８８ ０ ９６１ ７９９５ ６８９ ３５５ ５４３ ４３６ ２８３

４ ５９２ ２５ ８９０ ７３０８ １５１２ ２９０ ８３９ ６４３ ３２４

５ ５８６ ５０ ４９３ ５８４６ ２９８９ ６７２ ９６２ ７５６ ３６３

　　注：ｄ４３"质量平均粒径；ｄ５０"中位径；ｄ３２"体积平均粒径。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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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为不同压强下凝相颗粒粒度分布曲线图。由

图４结合表 １可以看出，燃烧室压强为 ５８８ＭＰａ时，

颗粒质量平均粒径为 ５４３μｍ，颗粒粒径主要集中在

０５～２０μｍ之间，约有９６５％的颗粒粒径小于 ２０μｍ。

燃烧室压强为 ７１８ＭＰａ时，颗粒质量平均粒径为

３７２μｍ，颗粒粒径主要集中在 ０２７～１０μｍ之间，约

有 ９６％ 的 颗粒粒径小于 １０μｍ。燃烧室压强 为

９１５ＭＰａ时，颗粒的质量平均粒径为 ２３７μｍ，颗粒粒

径主要集中在 ０２７～６５μｍ之间，约有 ９８％的颗粒

粒径小于６５μｍ。由此可见，压强对燃烧室内的颗粒

粒度分布影响较大，随着压强的升高，颗粒粒度分布

向小粒径方向集中，颗粒的质量平均粒径变小。分析

原因，随着燃烧室压强的升高，推进剂的燃速增大，熔

融态的铝颗粒受到的热应力和气动力之和更容易大

于其表面张力，使得铝颗粒更容易发生破碎，铝颗粒

的燃烧效率增加，更容易生成小颗粒。

图 ４　不同压强颗粒粒度分布

图５为不同收敛角度下的颗粒粒度分布曲线图。

由图５结合表１可以看出，在燃烧室压强基本相同的

条件下，颗粒不经过汇聚作用时，颗粒质量平均粒径

为５４３μｍ，约有 １０４％的颗粒粒径大于 １００μｍ；颗

粒经过２５°收敛段的汇聚作用后，颗粒质量平均粒径

为８３９μｍ，约有 １８％的颗粒粒径大于 １００μｍ；当颗

粒经过５０°收敛段汇聚作用后，颗粒质量平均粒径为

９６２μｍ，约有 ３６６％的颗粒粒径大于 １００μｍ。由此

可见，收敛角度对燃烧室内的颗粒粒度有一定的影

响，随着收敛角度的增加，颗粒之间发生碰撞聚合的

效应增强，使得颗粒粒径增大。

图 ５　不同收敛角颗粒粒度分布

利用扫描电镜对收集到的凝相颗粒进行分析，图

６是凝相颗粒扫描电镜照片，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凝相

颗粒为表面光滑、外形规

则的实心球体，颗粒群是

典型的多尺度分布。部分

外形不规则（中空、团聚、

开裂、哑铃等结构）的大颗

粒，多数是由多个小颗粒

碰撞聚合而形成的。

图 ６　扫描电镜照片

３　结论
１）改进了一种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凝相颗粒

的收集方法，可以用来开展不同聚集状态下固体推进

剂凝相燃烧产物的燃烧特性分析，获得全面、可靠的

实验数据。

２）对含铝量 １７％的 ＨＴＰＢ复合推进剂的实验研

究表明，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内的粒子分布在 ０２７

～１００μｍ之间，颗粒粒径主要集中在 ０２７～１０μｍ之

间，约有９６５％的颗粒粒径小于２０μｍ。

３）工作压强对燃烧室内凝相颗粒的粒度分布有

一定的影响，随着工作压强的升高，凝相颗粒粒度变

小，粒度分布更为集中；在工作压强基本相同的条件

下，随着收敛角度的增加，凝相颗粒的粒径变大。

４）燃烧室内的凝相颗粒绝大多数为表面光滑、外

形规则的实心球体，颗粒群是典型的多尺度分布；外

形不规则的大颗粒，多数是由多个小颗粒碰撞聚合而

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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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耦合系数大小变化不明显；宽边尺寸增加时，共

振频率无变化，耦合系数显著增大。分析认为，矩形

孔缝的共振频率主要受长边的影响，而孔缝的短边对

耦合系数大小具有重要影响，与文献［２］中实验结论
相符。

图 ９　孔缝参数对耦合系数的影响

３４　弹翼对耦合特性的影响
弹翼对导弹电磁散射具有重要影响，为分析弹翼

对弹体孔缝耦合特性的影响，在相同孔缝的基础上，

分别对有弹翼时电磁脉冲不同入射方向和无弹翼时

电磁脉冲的耦合特性进行仿真研究（图 １０）。可见，
弹翼的反射和边缘绕射效应改变了空间中场的分布，

对电磁脉冲耦合产生了影响。斜入射时弹翼使传播

到孔缝方向的电磁能量增加，耦合效应增强，在 Ｌ频
段增强效应比较明显；但共振频率未见显著变化；电

磁脉冲水平入射时，弹翼对耦合系数影响较小，再次

说明弹翼的反射和绕射对耦合系数的大小存在影响，

但对孔缝共振频率没有影响。

图 １０　弹翼对耦合特性的影响

４　结论
围绕弹体孔缝强电磁脉冲耦合效应，采用有限积

分法重点研究了弹翼孔缝的耦合特性。通过对比分

析不同极化方向、不同入射方向、不同弹体孔缝和弹

翼对耦合系数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看法：弹翼孔缝

与简单腔体上孔缝的耦合特性具有相似的特点，即：

共振频率与矩形孔缝长边的尺寸密切相关，宽边尺寸

影响耦合能量的大小；同时弹翼孔缝存在自身特点，

即：弹体弹翼改变了空间的场分布，影响孔缝耦合系

数的大小，在分析弹体耦合特性时不能被忽略。为了

更深入了解强电磁脉冲对导弹的耦合特性，还需开展

腔体内线缆和部件耦合特性的研究。文中研究的内

容对提高强电磁脉冲武器反导作战效能和导弹抗强

电磁脉冲打击能力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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