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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射流及其破碎特性研究进展

邱发成，张　昊，贺世豪，李文生，全学军

（重庆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５４）

摘　　　要：液体的射流破碎及雾化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演变过程。随着相关研究成果
在生活上、工程上的实际应用，研究学者结合实验测量、数值模拟仿真等手段，对其进行了大量

的探索。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射流破碎的３种方式，即自由射流、气流中的射流雾化及
射流撞击雾化。总结了破碎雾化的发生机制，并概括了在各种环境下，喷嘴结构、气流条件以及

撞击情况等众多因素对其破碎模式、液滴分布、液滴尺寸等方面的影响。对于现阶段的相关研

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可为射流破碎相关研究提供思路。

关　键　词：液体射流；破碎机制；横向气流；撞击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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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液体流动的不稳定性是流体力学中被广泛讨

论的问题，也是造成射流破碎的原因。射流破碎

是指液体从相对狭小的孔径射出，由于不稳定性

导致部分液体从射流液柱中脱落的现象。这种射

流破碎现象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

生活中的水龙头、淋浴头、喷泉、消防枪等［１］，并大

量运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环境、航空航天等诸多

领域［２－３］。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射流破碎行为

研究后发现，射流过程的基本演变行为大致可描

述为：当射流进入无限大空间的静止流体中时，由

于湍流的脉动，卷吸周围静止流体进入射流，两者

掺混向前运动。上述情况会导致射流断面不断扩

大，流速不断降低，而流量沿程增加。由于射流边

界处的流动是一种间隙性的复杂运动，所以射流

边界实际是交错组成的不规则面，即射流边界层

的宽度小于射流的长度，射流边界层的任何断面

上，横向分速远小于纵向（轴向）。在实际研究中，

常按照统计平均概念将其视为直线。

实际上，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４］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对
液体射流中的圆柱射流进行了理论研究，发现液

体的表面张力是导致射流破碎的原因。Ｗｅｂｅｒ［５］

探究了不同液体物理参数对射流状态的影响机

制，并提出了无量纲韦伯数用于指导相关研究。

Ｔａｙｌｏｒ［６－７］发现当液体进入符合条件的气流中时，



射流破碎形成的液滴可以进一步破碎，雾化形成

更小的液滴。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众多学者研究了多种射

流破碎形式及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据空气

与液体射流相互作用机制的不同，可分为如液体

自由射流、气流中的射流雾化及射流撞击雾化。

事实上，自由射流与撞击射流雾化主要是液体自

身的射流行为，其演变行为的差异主要与射流喷

嘴的构型有关。气流中射流雾化主要是由于射流

发生在有气流的条件下。上述３种液体射流模式
在实际工程中应用较为广泛。为此，立足于３种
液体射流破碎形式，综述近期射流破碎方面的研

究情况，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射流破碎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学者通过数值模拟、实验观测等不同

方式对射流破碎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

现影响射流破碎的主要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外

部物理因素，也就是引发射流产生的喷嘴结构；另

一类则是外部环境导致的流体流动状态及不同流

体内部物理因素，由相应的无量纲常数（雷诺数、

韦伯数及Ｏｈ数）反映。
１．１　喷嘴结构对射流破碎机制的影响

大量科研结果表明，不同射流喷嘴引发不同

的射流破碎机制。射流从喷嘴结构上可大致分为

圆孔射流和非圆孔射流。Ｊｉａｎｇ等［８］对３种不同喷
嘴锥角的圆形喷嘴进行射流破碎实验，发现随着

喷嘴锥角的增加，射流破碎长度减小，射流表面波

的初始振幅增加。Ａｂｈｉｊｅｅｔ等［９］认为喷嘴出口的

不同几何形状能改变射流发生前的流动方式，对

射流产生不稳定性的作用至关重要。Ｒａｊｅｓｈ等［１０］

在探究非圆形孔径液体射流界面震荡的过程中，

采用椭圆形、三角形、正方形进行实验探索发现：

对于相同的射流速度，不同的孔口是导致不同的

液体射流波长的原因进而产生不同的射流破碎情

况。而相关学者在对矩形孔射流的相关研究中表

示：不同的喷嘴尺寸会产生不同的液滴尺寸及不

同的液滴序列。并且通过增加矩形喷嘴的纵横

比，使得射流中的轴转换波长增加进而导致更短

的分裂长度，增加了固有了不稳定性效应［１１－１３］。

Ｅｔｚｏｌｄ等［１４］使用长径比很小的喷嘴进行实验，得

出的数据结论与现有液体射流破裂长度相关的理

论研究并不一致。Ｗｕ等［１５］也表明喷嘴直径显著

影响着破碎时间和破碎长度。喷嘴的尺寸和形状

是获得理想的射流破碎情况的必要参考条件。

１．２　流体特性及环境对射流不稳定性的影响
流体的流态环境及流体自身的特性也是影响

射流情况下破碎的关键因素。Ｙｉ等［１６］在射流破

碎研究中得出液体流速是射流破碎的主要条件，

而粘性则在射流的不同状态下有着不同的影响程

度。Ｂｒａｖｏ等［１７］发现在燃料射流中，雷诺数的大

小影响着破碎模式，并且黏度大的燃料显著延迟

了不稳定性波的初始状态并会产生更细的液滴。

Ｌｉａｎｇ等［１８］探索了雷诺数对于液滴破碎的影响机

理发现：射流雷诺数不仅主导着液滴破碎模式还

是子液滴体积的主要控制条件。在射流破碎长度

研究方面，万云霞等［１９］在圆孔射流破碎的实验研

究中，利用雷诺数与破碎长度间的相关性研究，分

析了卫星液滴和主液滴的形成及运动规律（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基于雷诺数与破碎长度间的液体射流破碎示意图

　　在对有空气夹带的射流实验中发现，卷吸进
入射流中的空气对射流破碎行为有一定的延迟作

用［２０］。Ｓｈｉ等［２１］在水射流中加入纳米材料发现：

纳米粒子对射流不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由增强黏

度和空化促进引起。而对纳米流体的研究中，纳

米粒子浓度升高，导致流体韦伯数降低，破碎液滴

的平均直径变小。而在临界浓度中有效表面张力

被最小化，破碎液滴直径也被最小化［２２］。在对非

牛顿流体的射流破碎研究中发现无量纲破碎长度

与雷诺数呈线性增长关系［２３］。而在存在气泡的

非牛顿流体中，表面张力、气泡的存在更加有利于

射流破碎的产生［２４］。

２　气流中的液体射流破碎特性

发动机、航空、发电系统等领域对射流破碎有

１４２邱发成，等：液体射流及其破碎特性研究进展



着更严格的要求。气流中的液体破碎机理是众多

学者探索的方向。现有的理论体系主要对低速横

向气流和高速横向气流中的射流破碎进行研究。

２．１　横流中的雾化特性及低速横流中的射流
破碎

雾化是射流破碎产生的液滴在横向气流剪切

作用下进一步破碎成更加细小的液滴，其破碎模

式由ＲＴ（Ｋｅｌｖｉ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不稳定性和ＫＨ（Ｒｅｙ
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不稳定性共同主导，使得破碎过程为
柱状破碎和表面破碎［２５－２６］，如图２所示。对于有
横向气流参与的过程，破碎过程可分为初级破碎、

柱状破碎和二次雾化三大类，如图３所示［２７］。

图２　２种表面波的作用位置示意图

图３　横向气流下射流破碎过程示意图

　　Ｓｏｎｇ等［２８］介绍了水 －柴油混合物在空气横
流中的雾化特性，不混溶的水和柴油在喷雾场中

没有显著的混合从而可根据液滴尺寸来判断混合

物中的水含量。Ｇｕｏ等［２９］在对幂律流体燃料射流

的研究中发现提高气体的密度和增大气体流速都

能改善其破碎效果，提高燃烧效率。在横流中液

体射流进入条件的探究中证实：与层流射流相比，

湍流射流表现出不同的破碎模式并且雾化更快更

有效［３０］。Ｈｕａｎｇ等［３１］对射流雾化进行数值模拟

发现环境气体温度升高有助于稳定液柱界面运

动，延缓射流破碎时间。喷嘴形状的不同使得射

流在气流中的迎风面积不同也是破碎的影响因

素。通常有着较大的迎风面积，横流的剪切作用

更强，会产生更小的液滴直径［３２］。Ｔａｉｓｕｋｅ等［３３］

对发动机燃烧室中的横流雾化研究表示：ＲＴ不
稳定性在液柱边缘占主导地位并且室温不稳定的

情况下，雾化液滴尺寸明显变化。对于低速横流

射流破碎的研究中，兰天等［３４］提出液气动量通量

比和液体韦伯数主导着其射流破碎行为模式，

Ｏｌｙａｅｉ［３５］发现除了喷嘴孔径外，喷嘴相对于横流
的位置对射流穿透，破碎长度等有直接的影响。

Ｓｈｉ等［３６］则讨论了低气体韦伯数下纳米添加剂对

射流的影响，得出低浓度的纳米颗粒添加剂对于

射流内部的不稳定性有明显的增强作用。

２．２　高速横向气流中的射流破碎
高速横流主要是对亚声速气流和超声速气流

情况下的研究。对于亚声速横流中的射流破碎研

究中表明，横流的湍流强度影响射流表面不稳定

性，是其破碎模式的主要因素［３７］，但横流速度并

非射流柱纵向表面波长的关键因素［３８］。在超声

速横流中射流破碎的研究中，Ｌｉ等［３９］研究了其液

体雾化特性，试验结果表明超音速横流中的喷雾

截面近似为ω形，截面液滴尺寸范围和尺寸分别
取决于气动力和横向距离。Ｚｈｕ等［４０］观察到与稳

定射流相比，速度脉冲射流产生了不同的雾化形

态并且射流穿透率和尾流区宽度显著扩大，能改

善雾化和混合性能。Ｈｕ等［４１］发现当液体射流中

伴有气体射流时，液体射流的穿透力则会显著增

强。而在具有扩张截面的燃烧室导致超音速气流

方向和强度变化，气流决定了喷雾扩散的方向从

而影响其破碎模式［４２］。Ｌｉ等［４３］也提出气流结构

对液滴的混合过程有显著影响。

３　射流撞击破碎特性研究

撞击式射流雾化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等领域已

成熟应用，雾化效果往往在应用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因此，不少学者进行了射流撞击雾化特性方

面的研究。如图４所示［４４］，表示为相同射流角度

下，不同Ｗｅ数下的射流撞击破碎特性。

２４２



图４　不同Ｗｅ数下的射流撞击破碎特性

３．１　射流撞击破碎的影响因素
在双股射流撞击雾化中，撞击角度是关键的

影响因素，雾化角随着撞击角的减小而减小，但液

膜的破碎长度是增大的。孔径比增大雾化角同样

增大，但也使得雾化不充分产生较大的液滴尺寸。

动量比方面则对雾化角影响有限，并且射流表面

波的不稳定性受射流湍流强度的影响［４５－４８］。李

佳楠等［４９］探究了强迫扰动下的射流撞击雾化，观

察显示：扰动环境下的喷雾场的液滴分布并不像

自然喷雾场中的分布均匀，同时液膜破碎的长度

随着幅值的增大而减小。撞击液膜运动行为也影

响着初级破碎液滴的分布和初始速度［５０］。随着

射流Ｗｅ数的增大，撞击形成液膜的模式也从稳定
模式变为振荡模式，雷诺数的增大也会使得射流

撞击形成均匀液滴的尺寸逐渐下降［５１］，这对雾化

效果有促进作用［５２］但撞击角及射流速度对液膜

的形状尺寸影响却十分有限［５３］。撞击射流虽然

有良好的混合特性，但 Ｂｒｕｎｏ等［５４］在多重射流撞

击的研究中表明：当射流数量增加时雾化效率反

而会降低。

在射流撞击垂直板的破碎特性的实验表明：

射流破碎产生的液滴冲击在靶板上形成的液膜上

时会形成飞溅现象，并且当射流韦伯数足够大的

时候飞溅率趋于稳定［５５］。当改变其射流速度时

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射流破碎状态并影响其飞溅现

象［５６］。Ｚｈａｎ［５７］在射流撞击平面固体表面的研究

中了飞溅的二次破碎形成的液滴尺寸由初级破碎

的液滴尺寸决定并建立了比例关系。当射流撞击

到圆杆形防溅板上时，平均液滴直径受射流速度

大小的影响而对防溅板的表面直径不敏感［５８］。

３．２　射流撞击雾化的实际应用
由于射流撞击形成理想的雾化效果，在众多

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Ｒｏｘａｎａ等［５９］在射流雾化

反应器中，以二氧化钛纳米粒子和硝基苯酚的两

个射流撞击，极大增强了混合效果实现高效率的

传质。Ｈａｆｅｚｉ等［６０］设计构建了射流撞击雾化反应

器作为新型 ＵＶ／Ｈ２Ｏ２反应器，并且还可以快速、
连续的用于处理较低污染物浓度的水处理情况。

在液体火箭动力系统中具有剪切希化特性的非牛

顿流体的射流撞击也在该领域是被广泛采用的雾

化手段［６１－６２］。在研发火箭推进剂方面，凝胶材料

相比于水来讲，射流撞击雾化更彻底，更有利于其

领域应用［６３］。

４　结论

液体射流作为一种性能稳定、结构简单、维护

简便的高效传质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化工、

能源环境等领域。从自由射流、气流中的射流雾

化及射流撞击雾化出发，总结了数值模拟与实验

研究方面的射流破碎雾化形成演变行为，概述了

其影响因素和射流破碎相关的研究成果。然而，

射流破碎雾化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演变过

程，具有典型准周期的三维高湍流动力系统，在时

空尺度上具体呈现出跨越数个数量级旋涡与涡流

的非线性混沌演化过程，伴随流动形态的非稳态

随机脉动现象，其流动信号蕴含大量具有时空混

沌的时频特征。为此，还需考虑射流破碎过程中

局部特征行为。随着时频特征分析技术的不断发

展，分数阶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提取与
分析具有非线性非平稳时频特征的动力学行为。

实质上，分数阶傅里叶变换具有明显的时频旋转

特性，随着变换阶次从０到１的连续变化，它能将
从时域到频域变化过程中的所有特征呈现出来。

因此，建立基于数阶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的射流破碎雾化
局部特征分析方法对丰富射流破碎雾化理论具有

重要意义。

３４２邱发成，等：液体射流及其破碎特性研究进展



参考文献：

［１］　李帅兵，司廷．射流破碎的线性不稳定性分析方法

［Ｊ］．空气动力学学报，２０１９，３７（３）：３５６－３７２．

［２］　司廷，李广滨，尹协振．流动聚焦及射流不稳定性［Ｊ］．

力学进展，２０１７，４７：１７８－２２６．

［３］　张冲，焦光伟，祝韬，等．圆锥长直管段喷嘴内流场仿

真研究［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２０１７，３１

（１２）：１０５－１１０．

［４］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Ｌ．Ｏｎｔｈｅ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ｊｅｔ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９，２９

（１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７．

［５］　ＷＥＢＥＲＣ．ＺｕｍＺｅｒｆａｌｌｅｉｎｅｓＦｌüｓｓｉｇｋｅｉｔｓｓｔｒａｈｌｅｓ［Ｊ］．

ＺＡＭＭ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 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ｋ，１９３１，１１（２）：１３６－１５４．

［６］　ＴＡＹＬＯＲＧ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Ａ，Ｃｏｎｔａｉ

ｎ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１９２１，１００（７０３）：１１４－１２１．

［７］　ＴＡＹＬＯＲＧＩ．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ｖｉｓｃｏｕｓｌｉｑｕｉ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ｏ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１９２３，２２３

（６０５／６１５）：２８９－３４３．

［８］　ＪＩＡＮＧＹ，ＬＩＨ，ＨＵＡＬ，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

ｂｒｅａｋｕ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ｊｅ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ｏｚｚｌ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

１９３：２１６－２３１．

［９］　ＫＵＭＡＲＡ，ＳＡＨ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ｐｒｉ

ｍａｒｙ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ｏａｘｉ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ｓ［Ｊ］．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２２１：１１５６９４．

［１０］ＲＡＪＥＳＨＫＲ，ＳＡＫＴＨＩＫＵＭＡＲＲ，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Ｄ．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ｓ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ｎ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ｏｒｉｆｉｃ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２０１６，８７：１－８．

［１１］雷传超，邓松圣，管金发，等．淹没型空化水射流流场

数值模拟与冲蚀实验研究［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２０１５，２９（１２）：７１－７６．

［１２］ＭＯＲＡＤＭＲ，ＮＡＳＩＲＩＭ，ＡＭＩＮＩＧ．Ａｘｉｓ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ｕｐｏｆ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２０２０，１２６：１０３２４２．

［１３］王博滟，张靖周，吕元伟．波瓣喷嘴射流冲击平面靶板

对流换热数值研究［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２０１８，３２（４）：８７－９３，１０６．

［１４］ ＥＴＺＯＬＤＭ，ＤＥＳＷＡＬＡ，ＣＨＥＮＬ，ｅｔａｌ．Ｂｒｅａｋｕｐ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ｓｈｏｒｔｎｏｚｚｌｅｓ［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２０１８，９９：３９７－４０７．

［１５］ＷＵＳ，ＭＥＩＮＨＡＲＴＭ，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Ｂ，ｅｔａｌ．Ｂｒｅａｋｕ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ｓｆｒｏｍａ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ｌｅ

ｉｎｊｅｃｔｏｒ［Ｊ］．Ｆｕｅｌ，２０２１，２８９：１１９７８４．

［１６］ＺＨＡＮＹ，ＫＵＷＡＴＡＹ，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ｏｎ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ｂｒｅａｋｕｐ［Ｊ］．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

１１２：１０９９５３．

［１７］ＢＲＡＶＯＬ，ＫＩＭＤ，ＨＡＭＦ，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ｕｅ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ｒｅａｋｕｐ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ｌｉｑｕｉｄ

ｊｅｔ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ｏＸｒａｙ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９，３７（３）：３２４５－３２５３．

［１８］ＬＩＡＮＧＷ，ＷＡＮＧＤ，ＣＡＩＺ，ｅ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ｕｐ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ｄｒｏｐｉｎｌａｍｉｎａ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ｊｅｔ

ｆｌｏｗ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

３８６：１２１８１２．

［１９］万云霞，黄勇，朱英．液体圆柱射流破碎过程的实验

［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８（２）：２０８－２１４．

［２０］ＣＨＥＮＪ，ＺＨＯＵＹ，ＺＨＡＯＪ，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ｊｅｔ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ｒｅａｋｕ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ｉｔｈ

ａｉｒ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１，

１５１：１０７９００．

［２１］ＳＨＩＷ，ＬＩＦ，ＬＩＮＱ，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ｏｕｎｄｎａｎｏｆｌｕｉｄｊｅｔｓａｔ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Ｊ］．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１２０：１１０２５３．

［２２］ＺＨＵＯＺ，ＬＩＳ，ＬＵＹ，ｅｔａｌ．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ｎｏ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ｕｐ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ｎｏｆｌｕｉｄｆｕｅ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ｅａｔａｎｄ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１９，１３７：９４０－９５０．

［２３］ＣＳＩＺＭＡＤＩＡＰ，ＴＩＬＬＳ，Ｈ?ＳＣ．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ｊｅｔｂｒｅａｋｕｐｏｆＢｉｎｇｈａｍ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ｌｕｒｒｉｅｓｉｎａｉｒ［Ｊ］．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１０２：２７１

－２７８．

［２４］ＷＡＮＧＸ，ＮＩＮＧＺ，ＬＭ．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Ｂ／Ｆｌｕｉｄｓ，

２０１９，７７：１１８－１２４．

［２５］张彬，成鹏，李清廉，等．液体横向射流在气膜作用下

的破碎过程［Ｊ］．物理学报，２０２１，７０（５）：２３０－２４１．

［２６］王赓，宁智，吕明，等．圆环旋转黏性射流破碎过程及

表面波的研究［Ｊ］．车用发动机，２０１８（５）：１－７．

［２７］朱英，黄勇，王方，等．横向气流中的液体圆形射流破

碎实验［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１０）：２２６１－２２６６．

４４２



［２８］ＳＯＮＧＪ，ＬＥＥＪ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ｆｏｒｍｅｄｂｙ

ｄｉｅｓｅｌｗａｔｅｒｍｉｘｔｕｒｅｊｅｔ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ａｎａｉｒ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

［Ｊ］．Ｆｕｅｌ，２０２０，２８２：１１８８１８．

［２９］ＧＵＯＪ，ＷＡＮＧＹ，ＢＡＩＦ，ｅｔａｌ．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ｂｒｅａｋｕｐｏｆａ

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ｌｉｑｕｉｄｆｕｅｌｊｅ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ａｇａｓｃｒｏｓｓ

ｆｌｏｗ［Ｊ］．Ｆｕｅｌ，２０２０，２６３：１１６６０６．

［３０］ＳＵＲＹＡＰＲ，ＳＩＮＨＡＡ，ＴＯＭＡＲＧ，ｅｔａｌ．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ｉｎ

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ｅｎｔ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９３：４５－５６．

［３１］ＨＵＡＮＧＪ，ＺＨＡＯＸ．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ｔｏ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ｆｌｏｗ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２０１９，１１９：１８０－１９３．

［３２］ＹＵＳ，ＹＩＮＢ，ＢＩＱ，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ｏｒｉｆｉ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ｊｅ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ｔｓｕ

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Ｊ］．Ａｃｔａ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８５：１２４

－１３１．

［３３］ＮＡＭＢＵＴ，ＭＩＺＯＢＵＣＨＩＹ．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ｕ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２１，３８（２）：３２１３－３２２１．

［３４］兰天，孔令真，陈家庆，等．低速横流作用下液体射流

初次破碎实验［Ｊ］．化工进展，２０２０，３９（４）：１２８２

－１２９１．

［３５］ＯＬＹＡＥＩＧ，ＫＥＢＲＩＡＥＥ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ｑｕｉｄ

ｊｅｔｓ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１１５：１１００４９．

［３６］ＳＨＩＷ，ＬＩＦ，ＬＩＮＱ．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ｓｉｎａｇａｓｅｏｕｓ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２０２０，１３３：１０３４４９．

［３７］ＢＲＯＵＭＡＮＤＭ，ＡＨＭＥＤＭＭＡ，ＢＩＲＯＵＫＭ．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ｉｎａ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ｓｕｂｓｏｎｉｃｇａｓｅｏｕｓ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９，３７（３）：３２３７－３２４４．

［３８］刘日超，乐嘉陵，杨顺华，等．亚声速横向气流中液体

射流破碎过程的直接模拟［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６，３７

（１１）：２１３５－２１４１．

［３９］ＬＩＣ，ＺＨＯＵＹ，ＣＨＥＮＨ，ｅｔ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ｏｐｌｅ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ｉｎ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Ｊ］．

Ａｃｔａ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８６：１０９－１１７．

［４０］ＺＨＵＹＨ，ＸＩＡＯＦ，ＬＩＱＬ，ｅｔａｌ．ＬＥ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ｒｅａｋ

ｕｐｏｆｐｕｌｓｅｄ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ｉｎ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Ｊ］．Ａｃｔａ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１９，１５４：１１９－１３２．

［４１］ＨＵＲ，ＬＩＱ，ＬＩ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ｇａｓｊｅｔ

ｏｎ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ｌｉｑ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

［Ｊ］．Ａｃｔａ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１９，１５９：４４０－４５１．

［４２］ＺＨＡＯＪ，ＲＥＮＹ，ＴＯＮＧＹ，ｅｔａｌ．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ｉｑｕｉｄ

ｊｅｔｉｎ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ｉｎａ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ｗｉｔｈ

ａｎ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２０２１，１８０：３５

－４５．

［４３］ＬＩＰ，ＷＡＮＧＺ，ＢＡＩＸ，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ｄｒｏｐｌｅｔｇａｓｍｉｘ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ｉｎ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Ｊ］．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９０：１４０－１５６．

［４４］郑勒，白富强，杨子明，等．不同环境压力下幂律流体

撞击射流破碎特性［Ｊ］．内燃机学报，２０１９，３７（１）：７６

－８３．

［４５］刘昌波，雷凡培，周立新．两股湍流射流撞击雾化过程

的数值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４，３５（１２）：１６６９－１６７８．

［４６］邱发成，贺世豪，熊沛，等．射流闪蒸研究进展及其应

用［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２０２２，３６（３）：

２０７－２１４．

［４７］郑刚，聂万胜，何博，等．撞击角对撞击式喷嘴雾化特

性影响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５，３６（４）：６０８－６１３．

［４８］王宇奇，勾文进，陈明慧，等．孔径比和动量比对双股

射流撞击式雾化影响分析［Ｊ］．固体火箭技术，２０２１，

４４（１）：２６－３２．

［４９］李佳楠，雷凡培，杨岸龙，等．强迫扰动下的射流撞击

雾化特性［Ｊ］．航空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１２）：８４－１０５．

［５０］费俊，孙，杨伟东，等．射流撞击雾化液滴运动过程

与粒径分布特性的试验研究［Ｊ］．火箭推进，２０１５，４１

（１）：１０－１４，３５．

［５１］ＫＡＳＨＡＮＪＳ，ＫＥＢＲＩＡＥＥＡ．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ｊｅ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ｅｅｔｏｆ

ｔｗｏｃｏｌｌｉｄｉｎｇｊｅｔ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２０６：２３５－２４８．

［５２］刘昌国，施浙杭，陈锐达，等．液体射流撞击液膜振荡

行为的实验研究［Ｊ］．推进技术，２０１９，４０（１２）：２７４８

－２７５４．

［５３］张伟，方维，王树光，等．粘性圆柱射流撞击理论研究

［Ｊ］．传感器世界，２０１９，２５（８）：１４－２０．

［５４］ＰＩＺＺＩＯＬＢ，ＣＯＳＴＡＭ，ＰＡＮ?ＯＭＯ，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

ｐｉｎｇｉｎｇｊｅｔａｉ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９６：３０３－３１０．

［５５］ＺＨＡＮＹ，ＯＹＡＮ，ＥＮＯＫＩＫ，ｅｔａｌ．Ｄｒｏｐｌｅ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ｏ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ｌａｔｅ［Ｊ］．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９８：８６

－９４．

［５６］ＫＩＭＨ，ＣＨＯＩＨ，ＫＩＭＤ，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ｓｐｌａｓｈ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ｏｎ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ａｌｌ［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

５４２邱发成，等：液体射流及其破碎特性研究进展



１１６：１１０１１１．

［５７］ＺＨＡＮＹ，ＫＵＷＡＴＡＹ，ＯＫＡＷＡＴ，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

ｉｍｐ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ｏ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ｏｌｉ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１２０：１１０２４９．

［５８］ＡＳＨＧＲＩＺＮ，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Ｒ，ＢＡＲＢＡＴＴ．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ｓｐｌａｓｈｐｌａｔｅａｔｏｍｉ

ｚ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ｔ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

１９９６，１７（５）：５０９－５１６．

［５９］ＬＡＲＩＪＡＮＩＲＳ，ＧＨＡＤＩＲＩＭ，ＨＡＦＥＺＩＭ，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ｓ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ｂｙａｎｉｍ

ｐｉｎｇｉｎｇｊｅｔ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ｒｅ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ｏ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１，４０８：１１３０８８．

［６０］ＨＡＦＥＺＩＭ，ＭＯＺＡＦＦＡＲＩＡＮＭ，ＪＡＦＡＲＩＫＯＪＯＵＲＭ，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ｊｅｔ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Ｖ／Ｈ２Ｏ２

ｒｅａｃｔ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０，３８９：１１２１９８．

［６１］朱呈祥，陈荣钱，尤延铖．低韦伯数非牛顿射流撞击破

碎直接数值模拟［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８）：６－１４．

［６２］朱呈祥，吴猛，陈荣钱，等．剪切稀化非牛顿射流撞击

液膜破碎直接数值模拟［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５）：

９２－１００．

［６３］ＢＡＥＫＧ，ＫＩＭＳ，ＨＡＮＪ，ｅｔａｌ．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ｊｅｔｓｏｆｇｅ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１，１６６（２１／２２）：１２７２－１２８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ｂｒｅａｋｕ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ＱＩＵＦａ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ＨＥＳｈｉｈａｏ，ＬＩ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Ｘｕｅｊｕ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ａｌｏｔ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ｍｅａｎ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ｊｅｔ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ｎａｍｅｌｙ，ｆｒｅｅｊｅｔ，ｊｅｔ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ｉｒｆｌｏｗａｎｄｊｅｔ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
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ｎｏｚｚ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ｉ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ｔｓ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ｅｔｃ．ｕｎｄｅ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ａｎｄｌｏｏｋ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ｈｉｓｓｔａｇｅ．Ｔｈｉ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ｄ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ｊｅ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ｑｕｉｄｊｅｔ；ｂｒｅａｋｕｐ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ｇａｓｅｏｕｓ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宋　洁）

６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