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研讨会报告—— 水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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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 上海 2 0 0 0 9 3率时
， 不同 间距和运动相位差下的受力情况和流场分析 ， 揭

2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 食品学 院 ， 上海 2 0 0 0 9 3示并列蝌蚪群游的流动机制 。

针对罔心栗内 部非定常压 力脉动特性 ， 采用滑移网格技ｗｒｈｕ＠ｓ
ｊｔ
ｕ ｅｄｕｅｎ

术和大涡模拟方法对离心泵 内 部非定常流动进行 了数值模
拟 。 获得 了壳体内壁面各测点的压力脉动频谱特性 曲线 。 分Ｍ Ｓ 4 9 ：ｎＣ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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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样频率对蜗壳
半圆柱后蝌蚪游动的水动力 学研究

内壁面各测点压力脉动频谱特性的影响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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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齩駄学工程 力轉 ， 上海 2 0 0 2 4 0

上海交通大学与千叶大学 国 际合作研究中 心 ， 上海 2 0 0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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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1 8 2 （） 水动力学辦纏点实验室 ， ＿ｈ海 2 0 0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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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圆麵动顆合研究？过求解非定常不可压缩 Ｎａｖｉ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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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ｔｏｋｅｓ 方程组 ， 觀

Ｓａ—蝌钭特殊的运动方式 ， 分别研究掛抖在均匀来流中 以及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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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酿后游动 的水动力学特征 ， 分析半圆柱对蝌蚪的游动造成
通过分析雖模觀 吩析雜 ？＃酿輔 ；

ｔ隨响 。 耐分脈变翻雜 ， 撕■与半酿之间的

士
射平面＾ ＝

场議合效应 。舰分 析觀雖 ， 猶 ］讨 距离 、絲的雷诺舰及半酿龍顺丨
顺祕影响 ，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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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该圆盘 ？

尸 系统＿性＿及咖平＿非紐冑 找雖匹配关系 ， 达成最优化 的游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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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山大学工学院应用力学与工程系 ， 广 州 5 1 0 2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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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肥大型船 ＫＶＬＣＣ 2 模型为研究对象 ， 由于存在

海底地震激发的海啸
、

波多为 ｎ 波形式 ， ｎ 波跨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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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波臟本不变 ， 難＿浅水大陆架上时会贼孤立

波或波状水跃。 本文分别采用基于非线性浅水方程的解析方 ＝ ｆ
法和基于 Ｂ哪 ｉ

ｎ ｅｓ
ｑ 方■雌方法

， 计算了Ｎ 波賴坡
ｈ 的姥仆 龙您碎里讲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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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模 5＾ ， 永用非疋 吊 汁 算模式 ， 考虑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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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 ｅｄ ｕ ｃｎ麵和真实的螺旋桨转动 ， 在设定航速 、 航 向 、 舵 角下 ，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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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船 、 桨 、 舵 以及完整船桨舵组合 的水动力性能 ， 分析船 、

－桨 、 舵之间 的相 互作 用 以及 自 由液面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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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云状空泡旋满运动特麵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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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麵齡絲力学重点实齡 ， 北京ＰＷＣ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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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1 9 0隔水管附加附属管 的涡激振动离散涡模拟

针对典型回转航行体云状通气空泡非定常演化现象 ， 基ｌｕ

于 Ｖ 0 Ｆ 和大涡模拟方法开展研究 ， 典型数值工况 的 空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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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 上海 2 0 0 2 4 0

态演化与 实验结果吻合 良好 。 通气与回射流相互作用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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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水动力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 上海 2 〇 〇 2 4 〇

空泡末端诱导形成强烈旋涡 ， 旋涡发展 能够导致空泡的三维采用 离散涡数值方法 （ ｄ ｉ
ｓ ｃｒ ｅｔｅ ｖｏｒｔｅｘｍｅ ｔｈｏｄ ，ＤＶＭ）

，

不规则断裂现象 。 通气空泡脱落尺度及诱导 的压力脉动幅值对附加附属管的隔水管涡激振动 问题进行 了模拟 ， 探讨附属

均明 显小于 自然空泡形态 ， 能够显著改善空泡稳定性 。 进
一 管对作单 自 由度运动 圆柱的影响 。

步从涡量动力学的角度 ， 自然空泡与通气空泡条件下旋涡生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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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扩散机制 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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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与 多 体结构相互作用 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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蝌蚪并列游动的数值研究 1

浙江大学工程力学系 ， 杭州 3 1 0 0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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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 ， 上海 2 0 0 2 4 0ｆｏｒｄ 0 Ｘ 1  3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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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千叶大学 国际合作研究 中心 ， 上海 2 0 0 2 4 0本文对包含多体结构的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 系统考察

上海交通大学／水动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上海 2 0 0 2 4 0了两种典型的生物体游动形式 ， Ｓ卩 ： 鱼体的波动和 水母的扩
采用混合动态 网格 ， 求解粘性非定常不可压缩流动方程张和收缩运动 ； 同时 ， 分别考察了 不同的铰接部件对多体结

组
，
对两条蝌蚪并排游动进行了 数值模拟 。 分别与单条蝌蚪构的水动力学性能的影响 ，

Ｓ 卩 ： 铰链处 由弹簧控制 的被动运
的游动 ， 以及并排双鱼的游动进行比较 。 通过对不 同运动频动和 由电机控制的主动运动 。 针对鱼体的波动和水母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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