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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轴流通风机的设计计算 
§1  概述 

目前轴流通风机的设计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利用单独翼形空气动力试验所得到数据进行

设计，称为孤立叶形设计方法；另一种利用叶栅理论和叶栅吹风试验成果来进行设计，称为叶

栅设计法。 

对于轴流通风机，由于叶栅稠密度不大
t
b

<1，可以把叶片当作一个个互不影响的孤立叶片

按孤立叶型法设计，即令
'
yC ＝ yC 。这种方法广泛用于低压轴流通风机设计。B. Eck，R.A Wallis 

的设计资料比较全。 

对于高压通风机
t
b

>1，由于叶栅叶型间相互影响以及叶栅的扩压性质，使得叶栅的空气动

力特性与孤立叶型有较大的区别。F.Weinig 提出的“干涉系数 K 法”： 

K＝
y

y

C
C '

           (5-1) 

 
 

图 5-1 
 
利用图 5-1 查出的干扰系数 K 来修正孤立叶型的试验数据。此法未获得广泛应用，但是当

叶型的弯度和厚度不大时，此法还是可以的。在高压通风机中，叶片较多， yC 与
'
yC 相差较多，

所以利用叶栅吹风试验得到的实验曲线进行设计，称为叶栅设计法。一般τ >1 时采用叶栅法，

τ <1 时采用孤立叶型法，或导叶按叶栅设计，叶轮按孤立叶栅设计。 
孤立叶型法设计步骤： 

（1） 一般选
*
yC =(0.8~0.9) maxyC 为设计的工况点相对应的攻角为

*α （α ＝8°左右）； 

（2） 风机沿半径取 5～9 个断面，确定速度三角形，各断面的攻角α 以轮毂到轮缘减少； 

（3） 根据 ε
εβ

β
cos

)sin(
sin2 2

'

z

u

m

m
y w

w
t
bC

Δ
+

=  

以及 *

*
1

y

x

C
C

tg −=ε （式 °= 5~3ε ）计算出
t
b

 

（4） 叶栅的安装角
*αββ +=Λ m ，其中， Λβ 为翼型弦线与周向夹角， mβ 为 mW 与周向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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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α 为攻角。 

（5） 选择叶片数 Z，求出 t，进一步求出 b 
（6） 由于

*α 各断面基本相同，但是 mβ 不同，所以 Λβ 不同。 

在叶栅法时，吹风试验曲线是用“理论升力系数” 0yC 绘制的。所谓叶型的理论升力系数

是指ε ＝0 时，该叶栅具有的速度三角形与 0±ε 时相同。 

   
z

u
my w

w
t
bC

Δ
= βsin2'

0        （5-2） 

   
m

z
m w

w
=βsin  

   
m

u
y w

w
t
bC

Δ
= 2'

0          （5-3） 

（5-3）式使用更为方便。 
 
§2．孤立叶型试验数据 
一． RAF-6E，美国发表的叶型。 

%3.10=c  

 
图 5-2  RAF-6E 叶型 

 
二． CLARK  Y 叶型 

NACA 早期叶型  %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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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CLARK Y 叶型 

 
三． LS 叶型，英国 LS 螺旋桨翼型 

 
图 5-4 LS 螺旋桨翼型 

 
四． 哥廷根叶栅 

德国发展的翼型共有： 622， 623，624，625，682 型号等（ PP29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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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哥廷根翼型 

五． 圆弧板叶型 

由于翼型试验次料为： 5:1=
b
l

 (l 翼展，b 弦长) 

冲角要检验： αΔ 减少： 

 y
yy C

C
b
lC

65.3)
5

3.57(3.57)(0 ==⋅=Δ
ππ

α  

  
7.15

22
yy

x

C
b
lC

C ==Δ
π

 

  对第四种翼型：
0092.04 α+=

b
fCy  

 
§3 主要参数的选取 
   在进行叶轮设计时，必须合理选取叶轮的结构参数，如轮毂比υ，Z，外径 tD  

一． 轮毂比υ  

t

n

D
D

=υ （ nD 轮毂直径， tD 为外径） 

 υ是一个重要参数，它对风机的压力，流量效率都有影响。 

y

m

tz C
t
buC

β
ηρ

υ
sin2ΔΡ

=           （5-4） 

 
这样υ与ΔΡ成正比，与η成反比。当风机压力或压力系数较高时，应取较大的υ，但是υ过大，

叶片过短，流速损失大，风机性能恶化。如图 5-6 所示，当 tu 较大时，可以选υ较小一些；这

样η大。对于风压高流量小的可取较高的υ，风压低流量大的风机取较小υ。υ太小，叶片过

长，并在底部产生分离。υ＝0.25～0.75 为常用。例如，单独叶轮时，υ＝0.3～0.45，其他方

案υ＝0.5～0.7，也可以低于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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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由大量试验，υ与 sn 的关系如图 5-7： 

 
图 5-7 

 
 

55.0log)30log(log
30log15log

55.0log0.1loglog +−
−
−

= snυ  

 
0143734.1log8624955.0

10
+−

= sn
υ       35≤sn  
 

0637792.1log904504.0
10

+−
= sn

υ       3580 >>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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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轮外径 

 
图 5-8 

 
确定叶轮外径 tD  

ρυ
ΔΡ

=
ΔΡ

=
22

u

g

uKu          （5-5a） 

根据图 5-8，求出 sn 下的 uK ，然后可以计算出 tD  

   
n

K
D

u

t π
ρ
ΔΡ

=

260
          （5-6） 

    

   0.1
30

+= s
u

n
K            （5-5b） 

ρ  =1.20 时 

   
n

K
D u

t π
ΔΡ

=
4.77

          （5-7） 

此外  smut /80~60≤  

   smut /130max <  
3．叶片数 Z 
υ   0.3  0.4  0.5  0.6  .07 
Z  2-6  4-8  6-12  8-16  10-20 
 
 
§4 孤立叶型设计方法之一 
首先把给定参数转换成标准进口状态的参数。其设计步骤如下： 
1． 根据压力系数或比转速，进行方案选择： 
 

ψ  <0.15 或 sn >32.5    单独叶轮级 

ψ =0.15~0.25 或 sn =20.8~32.5  叶轮加后导叶 

ψ >0.25 或 sn =14.5~0.8   叶轮加前导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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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电机及转速 n  

轴功率：
m

pQN
ηη ⋅

Δ
=

1000
 

3． 计算比转速 sn  

4
3

2
1

ΔΡ
=

Qnns  

4． 确定外圆直径 tD 和轮毂比υ  

0.1
30

+= s
u

n
K  

n

K
D

u

t π
ρ
ΔΡ

=

260
 

按图 3-5 或公式选轮毂比υ  
一般： 

υ =0.25~0.75 
单独叶轮时，υ＝0.3～0.45，其他方案υ＝0.5～0.7，也可以低于 0.5。总之 sn 大，υ小 
5． 计算轮缘速度和压力系数： 

    
60

t
t

Dn
u

π
=   m/s 

    
2

2
1

tuρ
ψ ΔΡ

=  

6．计算轴向速度 

    
( )22

4 ht

z

DD

QC
−

=
π

 

 
7．计算各截面的扭速 uCΔ  

（1） 等环量设计：  ηρ uCup Δ=Δ  

ηρu
Cu

ΔΡ
=Δ  

式中：η全压效率，参照已有的风机选取，或自行估算：  
（2） 变环量设计： 

计算几何平均断面的扭速 uMCΔ  

2

22
ht

M
DD

D
+

=  

60
nDu

C
MM

uM π
ρηηρ

ΔΡ
=

ΔΡ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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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
MuMu rCrC Δ=Δ    

确定变环量的指数α ＝0~1 

α

α

r
rC

C MuM
u

Δ
=Δ  

8．计算栅前和栅后的平均速度和气流角 mw 和 mβ  

   22 )
2

( u
zm

C
uCw

Δ
−+=  

   
m

z
m w

C
arcsin=β  

9．选择叶片数，根据υ选叶片数 
10．选择翼型，根据翼型的试验气动力特性曲线选取 yC 和α  

 yC 选用从叶尖到叶根逐步增加，如相对厚度 c 不变，可取额定工况点的
*
yC

（ max
* 8.0 yy CC = ）为叶根的

'
yC 。即叶根处：

'
yC ＝

*
yC ＝0，8 maxyC ，然后依直线规律到叶尖

减少。对各断面依此进行以下计算： 
（1） 利用叶栅气动力基本方程计算弦长 b。例如： 

ηρ
π

my wZwC
Pb Δ

=
4

 

（2） 计算叶型安放角： 
αββ +=Λ m  

（3） 叶栅绘型 
 
例题：设计轴流通风机叶轮，给定如下设计参数： 

aP980=ΔΡ   smQ /50 3=   3/2.1 mkg=ρ  

单独叶轮级：   82.0=η    98.0=mη  
 
计算表格和初步结果如下： 

kWQN
m

61
1000

=
⋅
ΔΡ⋅

=
ηη

 

rpmn 1000=  
5.40=sn   4.0=υ     4.2=uK  

mDt 85.1=   mDh 74.0=    smut /97=  

smCz /2.22=   
压力系数 166.0=ψ  

 sm
u
PC
M

Mu /9.12==Δ
ηρ

 

5.0=α   84.10)
2
41:1(9.12)

2
( 5.05.0 ==Δ m

uM
D

C  

    5.0

84.10
r

Cu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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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叶型：  1.0=c  
 D 选取 0.7  1.13  1.41  1.645  1.85 

 
60

2 Dnrs
mu πω ==    

 η  选取 0.82     

 5.0

84.10
r

Cu =Δ      

ηρ uCuΔ=ΔΡ     

zC        

u
Cz        

u
Ctg z1

1
−=β     

)( 22 uuu CCCu Δ=−    

)( 2u

z
Cu

C
−      

])([
2

1
2

u

z
Cu

Ctg −= −β    

uCu Δ−
2
1

 

2)
2
1( uCu Δ−  

2
zC        

22 )
2
1( uzm CuCw Δ−+=  

m

z
w

C       

计算 β ，轮毂――轮缘：变小 

yC 和α ：根据选用叶型确定 

αββ +=Λ m  
Z（选取） 
ω  

my wZC
b

ηρω
ϕπΔΡ

=  

轮毂――轮缘：b 减少， Λβ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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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5  孤立叶型设计方法之二 

设计参数：流量：Q，全压：ΔΡ  和转速： secn  （ s
1 ），设计步骤如下： 

1．流量系数： 2
sec

3
2

41

4
ππϕ

nD
Q

uD

Q

t
tt

==  

 比转速：
4

3

2
1

ΔΡ
=

Qnns  

 4
3

2
1

4
3

4
3

4
3

2
1

2
1 827.24

2

30 ψϕ
ψρ

ϕ

π
==sn  

2．压力系数： 22
sec

2
2

2

2
1 πρρ

ψ
nDu t

t

ΔΡ
=

ΔΡ
=  

3．直径系数：
2

1

4
1

4 2 4 ϕ

ψπ
ρ
ψδ ==
Q

Dt  

    

4．转速系数：
4

3

2
1

4 3

2

sec

)(5.28
12

)2(
ρ

π

ρ

σ
ΔΡ

=
Ρ

=
QnQn  

 直径系数，转速系数和压力系数流量系数的关系： 

22

1
δσ

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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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σδ

ϕ =  

若已知优化的 optσ ， optδ ，即可以求出优化的 optψ 、 optϕ ，这样优化的直径和转速为： 

  

4
2

4 2

π
ρ

δ

Q

D opt
optt

ΔΡ
=  

  

π

ρ

σ

2
)2(4 3

2

Ρ

=
Q

n opt
opt  

  
ρψπ
ΔΡ

=
260

n
Dt  

  
60

t
t

Dnu π
=     

计算步骤： 
1． 求转速系数： 

π

ρ

σ 2
)2(4 3

2

sec Ρ
=

Qn  

 

 
图 5-10 

 
 
根据图 5-10 求出相应δ 和υ    

2． 计算 3

1
σδ

ϕ = 和 22

1
δσ

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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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估计效率η  

 3．
ρψπ
ΔΡ

=
260

n
Dt  

  
60

t
t

Dnu π
=  

 4．
)1(

4
22 υπ −

=
t

z

D

QC  

5．选 Z 

6．计算各毂面的转速，由断面方程  
ηρu

Ccu
ΔΡ

=Δ  

  D   u   zC   uCΔ   
2

uCu Δ
−  

 22 )
2
1( uzm CuCw Δ−+=  

m

z
m w

C1sin−=β  

ηωρ
π

m
y wZ
bC Ρ
=

4
 

 
 
§6 平板叶栅吹风试验数据 
一．平面叶栅吹风试验（根据试验求 0yC ，

'
yC ，

'
xC ）如图 5-11 

 
图 5-11 

 
测量叶栅前后气流速度的大小方向，以及压力，计算出理论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 
理论升力系数： 

 
z

uu
my w

ww
t
bC 21

0 sin2 −
= β  

 
b
tctgctgC my )(sin2 210 βββ −=       （5-27） 

Michael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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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2 *
2

*
12

' pp
wt

bC
m

m
x −=

ρ
β

        （5-8） 

 2
1

*
1 2

1 ρω+= pp  

 zzz www =− 21  

 
m

m ww
β
β

sin
sin 1

1=  

又 1
*
1

2

2
ppwr −=ρ  

m
m ppw

β
β

ρ 2
1

2

1
*
1 sin

sin)(2
−=  

*
1p 、

*
2p 是叶栅进口的滞止压力（总压） 

1p  进口的净压 

 
b
t

pp
ppC m

x
1

2

2

1
*
1

*
2

*
1'

sin
sin

β
β

−
−

=        （5-9） 

实际升力系数
'
yC ： 

 
z

u

m

m
y w

w
t
bC Δ

+
=

)sin(
sin2

2
'

εβ
β

 

  
z

u

m

m

m

w
w

ctgtg
Δ

+
=

βε
εβ

β

1
)cos(sin

sin

2

2

 

  因为 1cos ≈ε  '

'

y

x

C
Ctg =ε  

 

   
z

u

m
y

x

m
y w

w

ctg
C
Cb

tC Δ

+
=

β

β

'

'
'

1

sin2  

   

m
y

x

y
y

ctg
C
C
C

C
β'

'
0'

1+
=  

   mxyy ctgCCC β'
0

' −=  

   mxmy ctgCctgctg
b
tC ββββ '

21
' )(sin2 −−=      （5-10） 

这样就可以得出不同攻角情况下的 0yC 、
'
yC 、

'
xC 曲线如图 5-12 

也可以用气流折转角 βΔ 代替升力系数。 

在计算时用 max
* 8.0 ββ Δ=Δ 作为设计工况或称额定工况点。 

 
二．叶栅额定特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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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过一定数量叶栅吹风试验数据的分析研究后。当 °±= 5*α ， °= 40~0θ ，

%12~5=c ， 5.0~4.0=b
a 条件下，气流折转角

*βΔ 主要是与
t
b
和

*
2β 有关。 

即： ),( 2
* ββ

t
bf=Δ  

这样可以将已有的叶栅试验曲线的数据
*βΔ ，

t
b
， 2β 画成曲线如图 5-12。 

 
图 5-12 

 

霍威尔提出经验公式计算叶栅的相对栅距
t
b
和额定升力系数： 

当 °°= 90~50*β 时： 
 

  
3
203.1

*
1

*
1

−
−

=
ββ ctgctgb

t
      

  75.2

2

1* )
sin
sin(2

β
β

=yC        

   
及茨威费尔经验公式： 

 
)(sin5.2

sin

212
2 βββ

β
ctgctgb

t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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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叶栅吹风试验的翼型造型 
（一） 原始叶栅 

对称叶型用的最多例如： 4−C  叶型（ %10=c ）和 65010NACA 叶型（ %10=c ） 
（二） 翼叶造型的几何角 

（1） **
11 αββ +=Λ  （ °±= 2*α ）      （5-11） 

（2） **
22 δββ +=Λ           （5-11） 

通风机叶栅气流滞后角： 

 
b
tmθδ =*   ΛΛ −= 12 ββθ       （5-13） 

 18.0002.0)2(23.0 2
2 +−< β

b
am       （5-14） 

收敛型叶栅（透平叶栅） 

 
b
t

b
a θδ ]2.0)2(23.0[ 2* −=         （5-15） 

（3） δβββθ +−Δ=−= ΛΛ
**

12 i        （5-16） 

  

b
tm

i

−

−Δ
=

1

**βθ  

（三） 叶型中心线绘型 
1．圆弧中心线 
 由两段圆弧组成： 21 xx +=θ ，这些叶栅都是在设计工作点上工作的。 
 

 
图 5-13 

 
1

1 sin x
aR =           （5-17） 

 
2

2 sin x
abR −

=           （5-18） 

1x 和 2x 为叶型前后缘方向角。 

 一般取 θ6.01 =x ， θ4.02 =x ， 45.0≈
b
a

 

如果用一个圆弧 

 5.0≈b
a  θ5.021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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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n2

21 θ
bRRR ===       （5-19） 

 

 
图 5-14 

（2）抛物线中心线 
  02 222 =+++++ DCyBxyAAxyx     （5-20） 

  0=x  1tgx
dx
dy

=  0=y  

  bx =  2tgx
dx
dy

−=  0=y  

 
2

22 ctgxctgxA −
=  

 bB −=  1ctgxbc ⋅=  0=D  

 
cAx

Bxxy
+

−
−=

2

2

 （略去
22 yA 一项） 

 
xb

ctgxctgx
y −

+= 21

2
1

         （5-21） 

 )25.1(1 b
ax −=θ  

 )5.02(2 −=−=
b
axx θθ        （5-22） 

 4.0=
b
a

， θ6.01 =x ， θ4.02 =x  

 中心线长度 

 双圆弧 
2

2

1

1

sin
)(

sin x
xab

x
axl −

+=       （5-23） 

 单圆弧 
1

1

sin x
bxl =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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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物线 

2
sin2 θ
θbl ≈         （5-25） 

 
图 5-15 

 
§7 叶栅设计方法之一 
1．选择风机转速 n ，计算比转速： 

 
4

3

2
1

ΔΡ
=

Qnns   并选择级的方案 

2．确定 tD ，并验算 tu （同叶型设计方法之一） 

 π
ρ

n

K
D

u

t

Ρ

=

260
 

 
60

t
t

Dnu π
=  

 2

2

tuρ
ϕ Ρ
=  

3．选择υ   （同叶型设计方法之一） 
4．计算 zC  
5．计算 uCΔ  

6．计算 1β ， 2β ， βΔ  

7． *ββ Δ=Δ  *
22 ββ =   求出

t
b
（利用叶栅试验特征曲线）或按公式计算 

8．选择Z ，  
2
Dt π

=  

9．计算b  
10．选用

*i  （ °−°+ 3~5 ） 
11．计算θ  计算滞后角 
12．叶栅绘型 
 
§8 叶栅设计方法之二 
对于低负荷风机： 
 
计算系数μ  考虑孤立叶型与叶栅的区别： 

 
1
1lnsin

2
2

2

−
+

=
R
Rb

t
mβπμ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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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θ
θμ ∞=  

 ∞θ  无限叶片数时，圆弧叶片之圆心角 
  12 ββθ −=∞  
 θ  有限叶片数时的圆心角 

  )(
2
1

21 ββθ +=m  

 R  圆弧叶栅保角变换特性值： 
  ∞−= θθγ2  

  )1(
2

)
2

1(
22

μθμθθθ
γ −=

−
=

−
= ∞∞  

其中：  5.15.0 <<
b
t

 

利用图 5-16 得出μ ，计算出γ  
  γββ −= 11A   γββ += 22 A  
以上用于圆弧叶栅。当采用机翼型叶栅 mβ ，修正 

  2
1 )(

t
bββ Δ=Δ  

由图 5-17 求出 1βΔ  

  12.0~05.0=b
c  

  βγββ Δ−−= 11A  
  βγββ Δ++= 22 A  

 

μ   
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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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9 导叶的计算 
一．前导叶 
 前导叶是进口导流器，可采用机翼型或圆弧板型，产生负预旋，是加速叶栅，压力不断下

降。为了提高经济性，常使进口导叶可调方式，或带有调节机构的可转功叶片。 
   iA += 00 αα   （ °°= 5~2i ） 

 出口角： δαα += 11A   （ °°= 4~2δ ） 
  为决定 1α ，确定 uC1  
  前导叶的出口环量： 
      uup DC1π=Γ  

  转轮的环量变化： )( 12 uuR CCD −=Γ π  

      1
12

1 n
CC

C

uu

u

R

up =
−

=
Γ

Γ
 

      pnn Rup Δ=Γ⋅=Γ
ρω
π2

1
1  

      pR Δ=Γ
ρω
π2

 

  一般， )6.0(~)5.0(1 −−=n  
  前导叶的数目略少于动叶： 

5.1~8.0=
b
t

 

叶片厚度：  lb )1~2.0(=   
式中： l 为叶片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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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前导叶 

 
图 5-19 后导叶 

 
 
二．后导叶 
 后导叶即出口导流器，是一种扩压元件，其作用时把流出叶轮的偏转气流旋回轴向，同时

将偏转气流的动能（
2
22

1
uCρ ）转变为静压能。因此，相对于无后导叶的单叶轴流通风机而言，

装有后导叶的风机，静压效率显著提高。并使风机最高全压效率工作点和最高静压效率工作点

彼此接近。对于管网阻力大的场合的风机，一般使用后导叶。 
 后导叶可以采用机翼型，或等厚圆弧板叶型，试验表明，后者也有良好的空气动力性能。 
 后导叶的设计计算也可以用孤立翼型法或叶栅法。 
 （一）孤立叶型法 
  采用公式： 

   
m

u
y C

C
t
bC Δ
=

2
 

   
m

u
y ZC

CdbC Δ
=

π2
          （5-27） 

  式中， d 为导叶直径， Z 为导叶叶片数。 
  后导叶叶片数一般为也叶轮的 2~5.1 倍，为了防止振动，两个叶片数互为质数。导叶

的安装角为： 
   ααα += mA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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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叶栅法：其步骤如下： 
1．求出导叶进出口气流角：

*
2α 和

*
3α  

 
u

z

C
Ctg

2

1*
22

−==αα          （5-29） 

   
u

z

C
Ctg

3

1*
33

−==αα          （5-30） 

   uu CC 23 )25.0~0(=          （5-31） 

  一般 uC3 若为零，效率更高一些。 

  2． 2α ， 3α ，求出气流折转角 αΔ  

   *
23 αααα Δ=−=Δ  

  然后由
*αΔ 求出最佳稠密度 t

b  

  3．选择叶片数 Z ，求出 t  
4．确定b  

  5．计算弯折角θ  

   

b
tm

i

−

−Δ
=

1

**αθ  18.0002.0)2(23.0 2
2 +−= β

b
am  

  6． °= 3~0*i   *
22 iA +=αα  

  7．
b
tmθδ =*   *

33 δαα +=A  

  例如利用 Winning 法的计算步骤为下列顺序计算： 
   （1）绘出直径 d  （ =υ 0.5 0.75  1.0） 
   （2） )( 2uu CC ≈Δ  

   （3） zC  
   （4） 2α 进口 

   （5）
u

z

C
Ctg

3

1
3

−=α  （ uu CC 23 2.0= ） 

   （6）
22

23 ααθ −
=∞  

   （7）
2

32 ααα +
=m  

   （8）
b
t
取，

3
03.1

32

α
αα

υ −
−

=
ctgctgb

t
i  

   （9）查图得出系数μ  

   （10） )1(
2 μ

μθ
γ −
= ∞  

   （11） γαα −= 2
'
2  

   （12） γαα += 3
'
3  



 22

   （13）选用叶片数 Z  

   （14）
Z
dt π

=  

   （15）由叶栅稠密度计算出b    

   （16）叶栅相对厚度： b
c  

   （17）根据翼型形式计算 1βΔ  ， 

   （18） 2
1 )(

t
bββ Δ=Δ  

   （19） βαα Δ+= '
2

''
2  

   （20） βαα Δ+= '
3

''
3  

 
§10 径向间隙和轴向间隙 
 一．径向间隙 

  01.0≤
l
δ

时： 间隙可能已被端面的附面层堵塞。 

  02.0=
l
δ

时： 效率下降 %3~2 ，压头减少 %6~4  

  间隙控制在 01.0008.0 −≤
l
δ

 

  效率变化可估算： )01.0(8.2 −=Δ
l
δη  

 
图 5-20 径向间隙 

 二．轴向间隙 
Δ  保持一定的厚度，主要是为了消除叶栅间的影响，保证叶栅后，对下一叶栅有均匀进气

条件， 
    b)4.0~25.0(≥Δ  
 
§11  集流器，整流器，扩散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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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1：集流器 2：整流器 3：整流体 4：扩散筒） 
 

一．整流器 
 整流器的作用是使气流加速，在压力损失小的情况下，保证进气速度均匀。加整流器风机

效率提高 %15~10 。尺寸： 
     tDR 25.0≥  

 整流器的外径： tcal Dd )4.1~2.1(=  

 整流器的长度： tcal Dl )4.0~2.0(=   
 
二．扩散筒 
 1．型式 

2．效率   
令： 3p ， 3C  ， 3A 为进口的压力，速度和面积， 4p ， 4C  ， 4A 为出口的压力，速度和面

积， dpΔ 为损失。扩散筒效率为： 

    
)(

2
2
4

2
3

34

CC

pp
d

−

−
= ρη  

    
])(1[

2

1
)(

2

1
2

4

32
3

2
4

2
3 A

AC

p

CC

p dd
d

−

Δ
−=

−

Δ
−= ρρη  

  一般 85.0~8.0=dη  
 3． 扩散筒的长度： DL )2.2~5.1(=  

 4． 扩散筒的扩散角：
l
ddtg

22
34 −=

θ
  °°≤ 12~8θ  

Michael Wang
新建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