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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非对称头锥的分离系数矩眸差分法

中国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张鲁民 单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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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注 Ι 和 Ν分别表示单向后差和前差运算
,

方程 6 Χ 7 和能量方程联立可作为流场内点

计算公式
。

6二 7 边界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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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波面上采用 ( 一;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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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速锥身区推进方法

由头部计算给出初值
,

然后利用文献〔Χ 〕提供的方法
,

计算超音速锥身区的流场和

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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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中的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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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 同的头部外形和来流条件
,

需要给出较合理的初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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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物形逐渐逼近的办法进行计算
。

Χ
1

初值精度要求

为提供锥身初值
,

往往对头部初值提出较高的要求
,

这样计算初值费用昂贵
,

为节

省头部计算费用
,

通过数值试验证明
,

头部诸点上的激波速度为(,
,
二  

1

Ψ  #
一 “

即可满足

工程要求
。

四
、

数值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文计算了典型的非球头
一
削锥 6Γ

1 。

< 4
’

7外形
,

非球头区的物面压力分布见图

后身区的压力分布详见表  ,

小不对称气动力吼‘,
%Ζ分别为 Κ Η #

‘

的法向力系数和力

激波和者速线

 # 。

加
。 # # # “ 4 #

图  非对称头部物面压力系数% Δ

矩系数
,

见表 Χ
。

表  数据表明
,

头部不对称量对后体的影响
,

约在 Χ# 倍头部半径范围内
,

远离非对

称头部沿周向的压力分布逐渐恢复到球头锥的压力分布
。

表 Χ 为不同头部初值条件下计

算的%、
,

2 、。值
,

通过比较可知
,

∗ : Χ# #步亦可满足工程要求
。

根据数值计算分折
,
假若沿周向的压力分布仅在千分位上有差别

,

则△2
、[二 工

1

∀ 4 ∴



第 期 张鲁民等
Φ

绕非对称头锥的分离系数矩阵差分法 Γ 4 Θ

 #
一∀ ,

△% 一。:  
1

∀Γ Ψ  #
一‘,

表 Χ 中的小不对称量
,

是 由于沿周 向压力在十分位和百 分 位

这对数值解来说是有效数值
。

表  物面压力系数%
Δ ,

5 喃一  #, Κ : #
’

,

#
。

: 4

球 头 部

双向差分 6Χ ∴  Θ 7

非 对 称 头

−%5 6 4 火 7

#
1

Η  ! # ∀ #  Χ #  ! # 。

#
1

 #   

# ‘# Θ

#
1

# Θ 4 #

#
1

# Γ ∀

#
1

# ΧΘ

#
1

# Γ

#
1

# Θ

#
1

# Θ

#
1

# Χ

#
1

 Γ #

#
1

# Θ ! Χ

#
1

# Θ 4!

#
1

# Γ ∀ ∀

#
1

#  

#
1

# Γ  

#
1

# #

#
1

#  

#
1

# #

#
1

Χ

#
1

# Θ ! Γ

#
1

# Γ #

#
1

# Γ Γ

#
1

# Χ#

# # Γ Θ

#
1

# #

#
1

#  

#
1

# #

#
1

Χ Γ Θ

#
1

# Θ !

#
1

# Γ #!

#
1

# Γ

#
1

# Χ  

#
1

# ΓΘ

#
1

# #

#
1

#  

#
1

# #

#
1

Χ Γ ∀ Γ

# # Θ !

#
1

# Γ #!

#
1

# Γ

#
1

# Χ  

#
1

# Γ Θ

#
1

# #

#
1

#  

#
1

# #

  #Χ#Θ#Γ##∀##!#

表 Χ 小不对称气动力%
、 。,

% 。。

计算结果 6−%5 7 5
。

一
 # ,

Κ 一 # #
。

: 4

饨 度 比 力矩系数 % 。 。 法向力系数 % ∗ 。

( ∗ < ( Κ ∗ : ∀ # # ∗ : Χ ## ∗ : ∀ # # ∗ : Χ # #

#
1

#!

#
1

# # #

#
1

## #

#
1

# # # Γ

#
1

# # # Θ

#
1

# # # Χ

#
1

# # #  

#
1

# # # Γ

#
1

# # #

#
1

# # # Γ

#
1

# # # Θ

#
1

# # #

#
1

# # #

# # # #

# # # #

#
1

# ## Γ

#
1

# ## Θ

#
1

# # # ∀ Γ

#
1

# # # #

#
1

# # # #

# # # # #

ϑ丹任才ϑ怪 卫Υ月山,几 二,几  
11

⋯
4&Π&7&甘&7&3

参 考 文 献

〔2 〕

〔< 〕

〔Θ 〕

〔Ο 〕

+ ϑ ΡΣ % ∗ ∗
, 5

3 , 2Τ Υ 0∋ . 1 Τ 1 & ∗ ∃ %& ς 1 1 Ω & % Ξ : 1 ∃ Ψ∋ 0

Α∋ Τ Υ : ∗ %& Κ Ζ: Υ 1 0 ∃ ∋ & %1 Ι 2: & [ ∴ ∋ ] Ρ )2∋ Σ ∃ ,
Η ?Η Η

Γϑ Γ1 0 Μ ∀ 一∀ ∀ Ν ,
8 ∀ Λ Μ ∀ ;

张鲁民
、

单小楠
,

超音速三维分离系数矩阵差分法
,

空气动力学学报
, ∀Λ Μ Ο年第四 期

,

第Ο∀ 页一 Ο∴ 页
3

张鲁民
、

郭 智权
,

有侧滑角 的非对称体超音速无粘流的数值计算和近似计算
,

空 气动力学 学 报
, ∀Λ Μ Θ年

第四 期
,

第Ο  一 Ο Λ页
。

周荣春
、

侯天相
,

混合初边值 问题解的渐近性质及其差 分解
,

航空学报
, ∀ Λ Μ Ο年第一期

,

第 ∀ 页 ⊥ ∀ 页
。

ΖΓ≅_ς 一Α − ⎯ )) ?Α ?⎯ α ς βΗ ς # _χ ) ?α ?ς + _))⎯ # ⎯ α Α ⎯

β⎯ ςδ − + )− # ς δ ⎯ Η Ζ(ββ⎯ ς # _Α α − Ζ⎯ 一Α−α ⎯

9 Ωϑ& Κ ≅ “Τ 讯 “九] Ζ Ω邵 χ %ϑ ∋ 九ϑ 九

8 ΑΩ% , ϑ Η 1 0 ∋ ] 夕。ϑ ∋ % 1 # 1 ε 1 ϑ 0 1 Ω ϑ ∋ ] + 1 ∋ 1 2∋ 夕。1 & ∗ Α 1 ∋ 01 0
;

Η肠∃∗ 0 ϑ 1 ∗

ς Ω 1 ∃ Υ 2% ∗一 1 ∋ 1 ΨΨ % 1 % 1 & ∗ Τ ϑ ∗ 0 % φ 8 ΖΑβ ; Ψ∋ 0 ∃ ∋ 2. %& Κ % & . % ∃ 1 % ] Ψ2∋ Σ ∋ . 1 ε ∗Ω 1

ϑ ∃Ρ Τ Τ 1 ∗ 0 % 1 & ∋ ∃ 1 一1 ∋ & 1 ∀Ν Υ 0 1 ∃ 1 & ∗ 1 ]
3

Η 1 1 ∋ 0 ] % & Κ ∗∋ Ζ Αβ ∗ 1 1 Ω & %Ξ : 1 ,

Κ ∋ . 1 0 & % & Κ

1 Ξ : ϑ ∗ %∋ & ∃ ϑ 0 1 ∃ ∋ 2. 1 ] Χ Ρ β ϑ 1 Α ∋ 0 Τ ϑ 1 γ
‘ Ν ∃ 1 1 ∋ & ]一 ∋ 0 ] 1 0 ∃ 1 Ω 1 Τ 1 % & ϑ Υ 0 1 ] % η

1 ∗ ∋ 0 一 1 ∋ 0 0 1 1 ∗ ∋ 0 ∃ 1 Ξ : 1 & 1 1
3

ς Ω 1 Υ 0 1 ∃ 1 & ∗ Υ ϑ Υ 1 0 Υ 0 1 ∃ 1 & ∗ ∃ ∗Ω 1 & : Τ 1 0 % 1 ϑ 2 0 1 ∃ : 2∗ ∃ ∋ Ψ

∗Ω 1 Ψ2∋ Σ Ψ % 1 2] ϑ & ] ϑ 1 0 ∋ ] Ρ & ϑ Τ % 1 1 Ω ϑ 0 ϑ 1 ∗ 1 0 % ∃ ∗ % 1 ∃ ∋ . 1 0 ϑ & ϑ ∃ Ρ Τ Τ 1 ∗ 0 % 1 & ∋ ∃ 1 η

1 ∋ & 1
·

ς Ω1 ϑ 1 1 : 0 ϑ 1 Ρ ϑ & ϑ 2了∃ 1 ∃ ∋ Ψ ∗Ω 1 0 1 ∃ ∋ 2∗ ∃ ∋ 0 1 ϑ 2∃ ∋ 琴% . 1 & % Β ∗Ω % ∃ Υ ϑ Γ1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