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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涡流水力空化原理，构建了污水处理装置模型，利用ANSYS CFX软件进行了计算机仿
真，对装置的结构参数以及影响装置内流体压力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仿真结果进行了实验
和放大模型仿真验证，进而提出了保证最高降解效率的涡流水力空化污水处理装置的设计原则：选
择合适的涡流仓窄缝宽度；除在装置底部要设计档板外，在涡流仓的顶部增开小孔；在系统允许压
力范围内，应选择输出压力高的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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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污水量逐年增多，污染物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传统的水处理方法已经显得力不
从心．水解法、光催化氧化法等传统的物化处理方法存在诸多缺点，例如：水解法存在酸碱消耗量大，水解后
进一步稀释要消耗大量水资源等问题；光催化氧化法虽然氧化效率较高，但存在药剂费用高、反应装置复杂、
处理费用高等一系列问题．利用空化效应作为难降解废水的处理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去除许多难降解物质和
有毒物质，而且具有无二次污染、反应装置简单等优点，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新型水处理方法〔’1．本文根据
涡流水力空化原理，构建了污水处理装置模型并对其进行了研究．

1空化降解机理

    空化效应是由于液流系统中的局部低压（低于相应温度下液体的饱和蒸气压）使液体蒸发而引起的微气
泡爆发性生长现象［2-3]．水流中产生空化后，在空化泡进人正压区产生溃灭的瞬间，其周围极小的空化范围内
会产生190(）一5200K高温和超过50 MPa的高压，温度变化率高达109K/s，并伴有强烈的冲击波和时速高达
100 m/s的射流．由于这种极端高温、高压、高射流是以每秒数万次连续作用产生的，在局部可产生足以打断
有机物长分子链的能量，从而实现降解污水中有机物的目的［4-51
    根据空化效应产生的方法不同，可将其分为声空化效应、水力空化效应、光空化效应和粒子空化效应等
4种类型［[6]．水力空化是让流体通过急剧变化的几何截面，或流速、流向的急剧变化，出现局部压力低于饱和
蒸气压的区域，形成空化的条件．射流和涡流是形成水力空化的2种方法．
    从现有资料来看，获得水力空化的方法无外乎是让流体以一定的速度流过文丘里管或孔板，其本质是流
体通过特定的装置产生射流空化．由于流体在进人这些装置前必须获得很高的初速度，所以射流和涡流相比
要求设备更为复杂，耗能也更多，而涡流则能够在较低的进口压力情况下形成空化［[71 . Chahine等［“一9〕利用空
化喷射装置在不同的操作条件下进行了降解P一硝酸苯酚的实验，结果表明：水力空化确实对P一硝酸苯酚有
降解作用．以后Jyoti等研究了利用水力空化方法对自流井水进行杀菌消毒，使其达到饮用水标准的效果［10]
国内王金刚等[u]成功运用涡流空化效应对罗丹明B进行了的降解试验．本文在Chahine等研究成果基础上，
提出了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置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和实验验证．

2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置及仿真模型

    理论上能够形成涡流的结构形式很多，但是结构简单、制造容易的实用结构形式可归纳为图1所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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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形式及其变形．图1所示的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组合仓、涡流仓和挡板，在圆柱形的涡流仓四周均
布着4个呈直角的切向窄缝，流体由进口注人组合仓，再通过切向分布的窄缝进人涡流仓，在外界压力的作
用下产生很高的切向速度，使得流体在涡流仓内高速旋转产生涡流，而涡流的中心压力很低，会形成低于饱
和蒸气压的压力区域．空化气泡在这一区域不断地形成，带有空化泡的流体从涡流仓底部流出，冲击设在底
部的挡板，使压力在此时急剧升高，导致空化泡破灭，形成空化效应．在涡流仓顶部设置小孔，让另一股液体
从小孔进人，得到一个向下的力，从而更快地将涡流仓形成的涡流排出仓外．
    运用ANSYS Workbench协同仿真平台构建三维模型并进行网格划分．由于装置窄缝和小孔的存在且尺
寸相对较小，在网格尺寸的设置中必须考虑进去，三维网格最大尺寸定义为5mm；表面网格中最小边长定义
为0.1rum、最大边长定义为5mm．这样设定得到的ANSYS CFX网格模型如图2所示，网格数量在30万左右．
对比试验表明，将网格数提高到80万一100万时，仿真时间会大大增加但精度没有明显提高，所以选择25万
-30万网格数，这样在保持计算速度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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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污水处理装呈结构
Structure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device

      图2污水处理装里的网格模型

Fig.2 Meshes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device

3 流体仿真
3.1窄缝和有无小孔对低压区域的影响

    影响空化效应强度的因素有很多，如进口压力、温度、液流速度、涡流仓的尺寸、窄缝的宽度、涡流仓顶部
是否设置小孔及小孔直径等．运用ANSYS CFX计算分析网格模型，对流体状态和压力分布进行模拟计算．当
流体进口速度为3.2m/s、涡流仓高度为120mm、涡流仓内径为10mm、水温25℃时（此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气压
力为3174Pa[12-13])，在ANSYS CFX仿真设置中建立理想空气和水的两相流体模型，将理想空气设为离散相，

水设为连续相，并选择标准、·模型为此次仿真的湍流模型，模型中湍流，度，：＝、譬．设水为不可压缩
流体，湍流动能k和耗散率。的方程分别定义为
                    匹迎业．匹尸丝应＿三【（⋯丛1akl．le,

                            ～．．．at卜  +－   axi一“石以“＋副砚J＋玩一阵tl）
                  匹迈2． 旦二燮应＿且1（二色、丝】。吩里    ，  ＿已
            二借言汤＋～节万二 二衣以“＋划式J＋久丫一“2‘1（2）

                              f r l〕。．、2，〕‘．、2，〕＿二、2，    ，〕。．     〕＿．‘、2，，＿＿     ，＿ 、2，，＿1、2，

其中   。＝。‘｛，［（笑）一（器）一（箭）一J· （箭·箭）一（箭＋箭j一‘（笑·箭）一J
                        CI。 二1．44C2。 二1．92几二1．0几＝1．3

式中：凡―由平均速度梯度产生的湍流动能；p―流体密度；“，，，w―速度分量甲―液体猫度系数．
    涡流仓顶部带孔（直径为Zlnln）和不带孔时，窄缝宽度取值分别为0．Ilnln，0．巧Inlu，0。Zmrn，0．3nun，
0．4Inzn，0．Slnln，0．6Inln，0．Slnln，1．Olnln时的区域最低压力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由于主要考虑空化效应产生
的条件和强度，这一方面要看压力是否能够低于该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产生的低压区压力必须低于
3174Pa）；另一方面要看低压区面积的大小，面积越大形成空化的效果就越好，对有机物的降解效果也就越
好．不带孔时低于饱和蒸气压的区域面积为189．383mn12，带孔时为300．24InullZ，都出现在窄缝宽度为0．Zln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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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图3的试验结果曲线可知：(a)随着窄缝宽度的增加，装置所能形成的最低压力呈上升趋势，压力上升
到一定阶段趋势将趋于平缓．这一点符合实际情况，当窄缝变宽时流体能够大量且快速地流人涡流仓，仓内
外的压力差将逐渐缩小．(b)窄缝宽度在0.1 nun, 0. 15 nun, 0. 2 mm时，不论涡流仓顶部是否带孔，形成的最低
压力都能满足形成空化效应的压力条件．

    进一步比较仿真后压力分布云图（图4)，可以看到当窄缝宽度为0.1mm且不带孔时，虽然低于饱和蒸气
压区域面积仅次于最大值，但是低压区域明显靠上，不能按照设计的设想通过撞击设在底部的挡板让气泡快
速破灭；形成的大量气泡会随着液流流走．窄缝宽度为0.2mm且带孔时，形成的低压区靠近挡板，能够在形
成气泡、气泡成长后通过撞击挡板及时地破灭，从而提供打断长分子链需要的能量，达到降解有机物的目的．
这也验证了降解装置在涡流仓顶部设置小孔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t 20 r

了携，一 矛
    1之

岔岔护

．d

赶
只
名
一
幸
碍
娜
困

8
0
4
0

，创旧．嘴翻”

2  2 - 侧 洲

0
－40
－80

一
︸
︸
弘

一
︸J

一
﹄

一‘20砚卜0.2 0 . 4    0 . 6    0 . 8

窄缝宽度/mm

0    1 . 2

(a)窄缝宽0.lmm无孔    （b）窄缝宽0.2 mm有孔

              图3区域最低压力分布曲线                 图4仿真结果压力分布云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lowest pressure curves in certain region        Fig.4 Nephograms of simulated pressures
3.2小孔直径对低压区域的影响

    仿真分析表明，小孔存在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小孔的直径大小对低压区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则需要进一
步仿真分析．由图3得知，窄缝宽度为0.2mm且小孔直径为2.0mm时形成的区域压力最低且低于饱和蒸气
压区域面积最大．现取窄缝宽度为0.2 mm不变，改变小孔直径大小，直径取值分别为1.0 mm,2.0nun,
2.5nun, 3.0nun, 3.5nun, 4.0mm,4.5nun, 5.0mm,6.0mm，运用ANSYS CFX仿真后比较装置内部形成的区域最
低压力值和低于饱和蒸气压区域面积值．
    由图5中不同小孔直径时区域最低压力分布曲线可以
看出，在小孔直径为2.0mm以后随着小孔直径增大，区域最
低压力值不断升高，形成不了低于饱和蒸气压区域，小孔直
径在2.0mm时形成的区域最低压力最小且低于饱和蒸气压
区域面积最大（309.241 mm2 )；虽然小孔直径为4.0mm时出
现了奇异点，但是总体趋势是不变的．理论上，当小孔直径增
大时由进口进人小孔的流体会不断增加，小孔进口处的压力
也会逐渐地接近装置进口处的压力，这样通过涡流在涡流仓
里形成的低压区域会因此不断变小，最后就无法形成空化效
应区域，也就实现不了装置的污水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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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不同小孔直径时区域最低压力分布曲线
Fig.5 Distribution of lowest pressure curves in

the region with different orifice diameters

3.3进口压力对低压区域的影响
    该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置进口通过管路连接到水泵出口上，装置的进口压力由水泵提供．在保持装置的
结构参数（窄缝宽度为0.2 mm和小孔直径为2.0mm）不变时，将初始条件中设定流体的初速度值改为设定流
体在装置进口处的压力，分别取装置的进口压力为0.5 MPa, 0.6 MPa, 0.7 MPa, 0.8 MPa, 0.9 MPa, 1.0 MPa,
1.1 MPa，运用ANSYS CFX仿真，比较装置内部形成的区域最低压力值和低于饱和蒸气压区域面积．

    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进口压力和装置内形成的最低压力值呈线性关系，斜率为负值．这证明
提高装置的进口压力能够增大低于饱和蒸气压区域面积，空化效应发生的区域也就增大，从而提高装置处理
污水的能力．为了使降解效率最大，理论上进口压力可以无限增大，但实际工程运用中，水泵的最大输出压力



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36卷

盛  。＼
碍当               、、
只       、 、
理  一40一                 、、
毕           ＼
嗒            、、
W-80一                               ＼
凶               ＼
    一120－一～‘一～－“－～－－‘－－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曲    进口压力值洲p。．

是个定值，管路和装置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也是一定的，所以必
须考虑实际条件限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高进口
压力，以达到最佳降解效果．

图‘不同进口压力时区域最低压力分布曲线
Fig.6  Distribution of lowest pressure curves in

   the region with different inlet pressures

3.4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置降解罗丹明B
    以下通过具体实验降解有机物验证涡流空化装置的可行
性．实验条件：罗丹明B（上海化学试剂公司，分析纯）溶液的初
始质量浓度为5 mg/L、溶液pH值为3.8；溶液总量为12dm3，采
用循环处理，金属冷却管控制温度；溶液中罗丹明B的质量浓度
测定采用722E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厂），测定波长为
554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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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空化降解
～涡流空化降解流空化（压力为0.6 MPa，温度4090）与超声空化（功率150 W，频

率20 kHz，温度4090）降解罗丹明B的速率对比．由图7可见，涡
流空化降解效率更高，而且涡流法处理的液体量（0.012 m3）远远
大于超声法（(0.00I..,)．用能量效率（每单位输人能量降解的污
染物的绝对量）可以更直观地对两者做出比较，涡流空化的能量
效率（2.5mg/MJ）远大于超声空化的能量效率（(0.15 mg/MJ).
3.5放大模型的仿真

    以上模型仿真结果和实验结果都表明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
置能够降解有机污水，仿真结果具有可信性．由于实验条件限
制，无法在实验室中进行大比例模型实验，故仍采用ANSYS CFX
对大比例装置进行仿真以验证大尺寸装置依然可以采用同样结
构的装置进行污水处理．

一 ． 二 入
0.5  1. 0  1. 5 2. 0 2. 5  3. 0 3. 5

降解时间小

  图7涡流空化和超声空化降解罗丹明B
Fig.7 Rhodamine B for swirling and ultrasonic
          cavitation degradations

    放大模型参数如下：进口和出口面积为原模型的2倍，涡流仓整
体尺寸为原模型的1.5倍，窄缝宽度保持不变，长度为原模型的1.5
倍，小孔直径仍为2.0mm，流体在进口的速度为3.2m/s．这样既保持
了进口和出口的压力差不变，又可保证进人窄缝的流体流量增加且切
向速度不会明显下降．图8为放大后的模型仿真结果，由图8可知，低
于饱和蒸气压力的区域仍然存在，表明装置尺寸放大后仍有效．有关
放大模型和原模型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I

4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置的设计原则
    由计算机仿真实验得到的数据分析可知，涡流仓窄缝的宽度会影
响空化的形成，窄缝越宽所能形成的最低压力值就越高；当窄缝宽度
超过0.2mm时，所形成的最低压力值就会高于饱和蒸气压，也就形成
不了空化效应．所以，在设计装置时窄缝的宽度必须小于0.2mm．从降

图8放大模型的仿真压力云图
F5g.8 Nephogram of simulated pressures
         of large-scale model

解效果来看，空化效应产生后得让空化泡及时破灭，不能让空化泡长时间的存在影响降解效率．因此，在装置
设计过程中除了在底部设计挡板外，还必须在涡流仓的顶部增开小孔．小孔的直径对空化效应有影响，小孔
直径越大低压值就越大，低于饱和蒸气压区域面积就越小；当小孔直径为2.0 nun时，装置所能形成的低压值
最小，低于饱和蒸气压区域面积最大，空化降解效果最好．在系统压力允许范围内，可以通过选择输出压力高
的水泵提高装置的进口压力值，从而提高装置的空化降解效率．该装置可以被放大，但是必须考虑保持涡流
仓的压力值和流体进人窄缝和小孔时的速度．                                                                 卜                                                了
5 结‘  论

    根据涡流水力空化的原理，构建了结构简单、便于制造的污水处理装置模型，利用流体仿真软件AN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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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X进行了计算机仿真，根据仿真和分析的结果提出了涡流空化污水处理装置的设计原则：涡流仓窄缝的宽
度会影响空化的形成，当窄缝宽度超过0.2 mm时，产生不了空化效应，所以窄缝的宽度必须小于0.2mm；空
化泡必须及时破灭，才能保证降解效率，因此，除在底部要设计挡板外，在涡流仓的顶部增开小孔，小孔直径
为2.0 nun时降解效率最大．在系统允许压力范围内，应选择输出压力高的水泵．该装置可以放大运用，在实
际制造过程中必须考虑保持涡流仓的压力值和流体进人窄缝和小孔时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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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flow fields based on
swirling hydrodynamic cavitation degradation

                               LU Kai, GUO Pei-quan, Sill Jin-pi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二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A wastewater treatment devi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swirling hydrodynamic
cavitation. Various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the device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luid pressure in the
device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the simulation software ANSYS CFX. The Simulated二suits were validated by
experiments and verified by simulation of enlarged model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highest degradation efficiency, the
design principles for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device based on the swirling hydrodynamic cavitation degradation were put
forward: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width of the slits of the swirling chamber, the arrangement of orifices on the top of the
swirling chamber in addition to the set-up of baffle pla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device, and the use of water pumps with
high output pressure under the allowable pressure scope of the device.

Key words: hydrodynamic cavitation; swirl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simulation of flow 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