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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固两相流动与数值模拟》对气固两相流动的基本知识、研究方法、描述气固两相流动的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的求解以及气固两相流动数值模拟的研究案例等方面做了介绍。
学习《气固两相流动与数值模拟》内容需要具备工程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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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CFX是第一个发展和使用全隐式多网格耦合求解技术的商业化软件，这种求解技术
避免了传统算法需要“假设压力项—求解—修正压力项”这样的反复迭代过程，而是同时求解动量方
程和连续性方程，再加上其多重网格技术，CFX的计算速度和稳定性较传统方法提高了许多。
此外，CFX的求解器在并行环境下获得了极好的可扩展性。
CFX可运行于Unix、Linux、Windows平台。
 CFX可计算的物理问题包括可压与不可压流动、耦合传热、热辐射、多相流、粒子输送过程、化学反
应和燃烧等问题，还拥有诸如气蚀、凝固、沸腾、多孔介质、相问传质、非牛顿型流体、喷雾干燥、
动静干涉、真实气体等大批复杂现象的实用模型。
在其湍流模型中，纳入了k—e模型、低雷诺数k—ε模型、低雷诺数Wilcox模型、代数雷诺应力模型、
微分雷诺应力模型、微分雷诺通量模型、SST模型和大涡模型。
 CFX为用户提供了CFX表达式语言（CEL）及用户子程序等不同层次的用户接口程序，允许用户加入
自己的特殊物理模型。
 CFX的前处理模块是ICEM CFD，所提供的网格生成工具包括表面网格、六面体网格、四面体网格、
棱柱体网格（边界层网格）、四面体与六面体混合网格、自动六面体网格、全局自动笛卡尔网格生成
器等。
它在生成网格时，可实现边界层网格自动加密、流场变化剧烈区域网格局部加密、分离流模拟等。
 ICEM CFD除了提供自己的实体建模工具之外，它的网格生成工具也可集成在CAD环境中。
用户可在自己的CAD系统中进行ICEM CFD的网格划分设置，如在CAD中选择面、线并分配网格大小
属性等等。
这些数据可储存在CAD的原始数据库中，用户在对几何模型进行修改时也不会丢失相关的ICEM CFD
设定信息。
另外，CAD软件中的参数化几何造型工具可与ICEMCFD中的网格生成及网格优化等模块直接连接，
大大缩短了几何模型变化之后的网格再生成时间。
其接口适用于SolidWorks、CATIA、Pr0／ENGINEER、LDEAS、Unigraphics等CAD系统。
1995年，CFX收购了旋转机械领域著名的加拿大公司ASC，推出了专业的旋转机械设计与分析模块—
—（CFX—TASClow。
CFX—TASCflow一直占据着旋转机械CFD市场的大量份额，是典型的气动／水动力学分析和设计工具
。
此外，它还有两个辅助分析工具：BladeGen和TurboGrid。
BladeGen是交互式涡轮机械叶片设计工具，用户可以通过修改元件库存参数或完全依靠BladeGen中的
工具设计各种旋转和静止叶片元件及新型叶片，对各种轴向流和径向流叶型，从CAD设计到CFD分析
在数分钟内即可完成。
TurboGrid是叶栅通道网格生成工具，它采用了创新性的网格模板技术，结合参数化能力，工程师可以
快捷地为绝大多数叶片类型生成高质量叶栅通道网格。
用户所需提供的只是叶片数目、叶片及轮毂和外罩的外形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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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固两相流动与数值模拟》可作为能源与环境学科研究生气固两相流动与数值模拟课程的教材，也
可作为相关科研人员或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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