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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空冷系统喷雾装置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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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喷雾系统能够极大地改善空冷机组的运行特性，提高空冷系统在极端高温条件下的降温性能，但空冷机组喷雾系统存

在布置方式不合理，导致喷淋效果差，雾化效果不佳的问题，造成局部区域冷却效果不明显，文中采用数值模拟方式分析直

接空冷系统喷雾装置的运行特性，喷嘴之间的布置方式采用修正后的正三角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水压、喷雾角度对喷雾系

统增湿降温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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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ay system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 cooling unit and the cooling performance of 

the air cooling system under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s. However, the spray system of the air cooling unit has an 

unreasonable layout, resulting in poor spray effect, poor atomization effect, and poor cooling effect in local areas. In this paper, the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ray device of the direct air cooling system are analyzed by mean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arrangement of nozzles is in the form of a modified triangle. On this basis, the influence of water pressure and spray angle on the 

humidification and cooling effect of the spray system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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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喷雾系统能够提高高温条件下直接空冷机组的换热

效果，其工作原理是对除盐水施加一定压力，通过喷嘴向

特定方向喷射雾状的细小水滴颗粒，通过轴流风机的吹动

而向翅片散热器流动，流动过程中空气与夹杂着的雾滴相

互接触，从而形成汽、气、水的混合物。通过雾滴的蒸发

能够使空气降温，并带走一部分翅片管换热器的温度，从

而提高直接空冷的冷却效果。 

喷雾系统在众多设备上广泛应用，针对空喷雾系统的

研究主要涉及到喷嘴的布局设计等方面。何青等
[1-2]

运用

射流动力学和计算流体力学理论分析喷嘴结构和喷嘴到

翅片的距离对喷嘴射流能力的影响，提出距离越大，翅片

入口的空气速度越小，射流面积则先增大后减小；惠雪松

等
[3]
基于 SIMPLE 算法，采用 k-ε模型分析喷嘴位置、喷

雾方向、喷嘴孔径及喷雾压力对空冷凝汽器压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压力越大喷雾增湿效果越明显；刘彦丰等
[4-5]

基于计算流体力学理论，提出雾化压力、流量系数和雾化

角对冷却效果有很大的影响，而喷嘴孔径对冷却效果的影

响却不大。石维柱等
[6]
提出喷淋系统的喷雾越均匀，雾滴

覆盖范围越大，喷淋冷却系统的性能越好；王松岭等
[7]

基于标准湍流模型和离散相模型，利用流体动力学方法对

喷雾系统进行数值模拟，研究雾滴的雾化过程和雾滴在空

冷单元内热湿交换效果。通过对喷雾系统的研究，了解了

喷雾降温的机理，但为进一步地贴合工程实际，本论文将

基于已投运的直接空冷机组的喷雾系统进行分析，研究影

响冷却效果的因素。 

通常喷雾结构按照一定形式将喷嘴布置在散热器下

方，由于存在雾滴无法触及到的区域，并且雾化效果不均

匀，造成了除盐水的大量浪费，同时降温效果不均匀，造

成局部强化，需要强化部位并未冷却，因此，在考虑不同

环境温度、环境风速和风机运行条件下，基于空冷单元流

体模型分析结果优化喷雾结构的布置位置、喷嘴雾化角度

等，在降低直接空冷机组建造成本的同时，使直接空冷机

组的冷端降温程度和均匀度得到合理优化。 

1 喷雾装置增湿降温效果分析 

1.1 雾化喷嘴的工作原理 

喷雾系统的雾化喷嘴能够将除盐水等液体雾化喷出，

工作过程是通过高压使液体撞击喷嘴内部的铁片，从而形

成微米级的雾化颗粒从喷嘴喷出，喷出的雾滴能够从两方

面提高空冷机组冷却效果，一是经过喷嘴雾化后的雾滴与

空气接触，可降低空气的温度，从而提高直接空冷机组的

换热效果；另一方面是雾化后的雾滴在轴流风机的驱动下，

直接接触到空冷单元的换热器，而雾滴在蒸发过程中能够

吸收一部分热量。水的传热能力要优于空气的传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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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水蒸发为水蒸汽后所吸收的热也远远超过其自身的焓

值，通过这两种途径能够有效的提高直接空冷机组的冷却

效果。通过对相关研究资料的整理，影响喷雾系统增湿降

温效果的因素归纳为：空气质量流速的影响，喷水系数的

影响和喷嘴布置方式的影响。 

1.2 喷嘴的布置形式 

许多学者对喷嘴雾化性能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单个喷

水装置而言，但实际的直接空冷机组中的冷却区域是由大

量喷嘴交叉与重叠，通常直接空冷机组的喷嘴布置方式是

如图 1 所示的正方布置为主，这种结构安装与维护方便，

应用较为广泛。 

 
图 1  喷嘴布置形式和范围 

当喷嘴成组布置时，喷水区域的交叉重叠决定了雾化

的均匀性和温度变化特性。喷嘴喷雾均匀性采用公式（1）

所示的波诺马林科经验公式： 

          （1） 

其中，计算结果小于等于 0.3 的喷雾具有均匀性；

的值与喷嘴距离换热器高度有关； ：喷嘴喷雾范围，

等于总喷淋水面积除以喷头数，多喷嘴时必须进行修正，

其修正系数： 

               （2） 

其中， 可以利用喷嘴的具体形式进行计算。 

不同的布置方式使得喷嘴之间重叠区域不同，如图 2

所示的部分重叠区域降温效果加强，合理的喷嘴间隔能够

有效提高降温效果，对局部区域进行加强，但也会造成冷

却区域的浪费，应基于空冷单元的冷却效果分析，对需要

强制换热的区域加强雾化操作。 

 
图 2  喷雾系统的喷嘴布置方式 

通过图 2 的示意图可以看出正三角形喷雾范围大于

正方形，并且通过经验公式计算得到三角形的修正系数小，

均匀性优于正方形。所以本工程喷雾系统采用图 3 所示的

正三角形布置方案。 

 
图 3  喷嘴三角形布置方式 

本项目喷雾系统的喷嘴平行翅片布置，高度距离翅片

0.5～1.0m，具体高度和数量根据现场实际确定。在确定

喷嘴布置形式的前提下，建立喷雾增湿系统的仿真模型，

以分析喷嘴角度、喷嘴水压对雾化效果的影响。 

2 喷雾增湿系统仿真模型 

2.1 建立仿真模型 

基于气液两相流的传质传热理论，在 FLUENT 建模过

程中，将雾化后的雾滴用离散相模型计算，该模型更适用

于求解直接空冷机组喷雾增湿的效果，其中采用欧拉法对

连续相模型进行求解，并采用拉格朗日法对离散相进行数

值计算，分布在连续相中的离散相由雾滴颗粒构成。而流

体在空冷单元内的运动较为复杂，气液两相的传热传质不

规律，导致对空冷单元的流场仿真精度较低，因此，将空

冷单元内的流体沿翅片管部件的运动看作是在多孔介质

内的流动，从而提高仿真精度。利用 FLUENT 建立喷雾增

湿系统的流体模型，选择软件自带的旋流喷嘴模型模拟实

际的雾化过程，设置流体区域的边界条件，计算域初始状

态下空气保持静止，当喷嘴从计算域上表面雾化产生液滴

时，将引起计算域内空气的流动。将喷嘴所在的上表面设

置为压力入口边界，初始时刻保持静止；基于直接空冷系统

的结构特点，将计算域四周边界设置为压力出口；底部的表

面特征为绝热壁面；周围的环境温度以及壁面温度都按照常

温 20℃设置。数值模拟过程中，选择 Realizable k-湍流模

型，采用 coupled算法，压力及动量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2.2 不同前水压的雾化分析 

基于实际运行的水压值，针对不同喷嘴前水压情况下

的雾化效果，分别分析了 1MPa、1.5MPa 和 2MPa 的雾化情

况，得到如图 4 所示的雾化云图。 

 
图 4  不同压力下雾化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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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喷嘴前水压越大，液体流出的初速度也就越大，

因此，雾化云图中 2MPa 情况下的速度最大，进一步地研

究雾化过程的机理，出口压力越大时喷嘴出口处液膜与空

气相对速度也就越大，气体对液膜的剪切作用较强，导致

液膜变薄，破碎状态下的液膜速度较大，使得液滴穿过空

冷单元内的流场时间也越短，在相同的喷嘴布置形式下，

2MPa 压力下液滴的平均停留时间最短。 

直接空冷系统的翅片换热器与喷雾系统配合使用，而

喷嘴距离翅片管区的距离直接影响降温效果，如图 5 所示

的不同高度情况下的喷嘴雾化范围。 

 
图 5  喷嘴不同高度下雾化范围 

不同的喷雾高度使得液滴所能覆盖的翅片管区域随

之改变，结合现场喷雾管的压力，对喷嘴距离翅片管的高

度进行优化，以满足实际的冷却要求。 

2.3 不同喷射角度的仿真分析 

喷雾角度影响着喷雾系统的雾化效果，在固定喷雾高

度和水压的情况下，获得不同夹角的喷雾系统雾化效果。

如图 6 所示的喷嘴倾斜度示意图。 

 
图 6  喷嘴倾斜度的影响 

 

 
图 7  喷嘴不同角度下的云图 

 
图 8  不同喷嘴角度的横切面云图 

 
图 9  不同倾角下液滴直径分布 

采用控制变量的方式研究倾斜射角对雾化效果的影

响，图 6 中的夹角θ表示液体喷射轨迹的中心线与竖直方

向的夹角。在保证喷嘴的前水压和喷射高度固定不变的情

况下，得到如图 7所示的雾化云图，分别是喷雾角度为 0°、

15°、30°和 40°时的雾化效果，通过对不同喷雾角度

的分析以获得最佳雾化效果。 

通过不同喷嘴角度的颗粒直径分布图可知，当倾角

=15°时，直径在 75μm 到 100μm 范围内的液滴所占

比例接近，而其他倾斜角度的液滴直径范围主要集中在

90μm 附近。颗粒大小较为均匀的雾滴能够使降温效果更

好
[6]
，而喷嘴与翅片管的夹角不同影响着液滴分布，后期

结合现场实际，喷嘴倾斜角度不大于 15°时的降温效果

较为明显。 

2.4 喷嘴布置间距的仿真分析 

合理地布置喷嘴之间的间距，以使喷雾系统达到最佳

的工作状态，如图 10 所示给出了双喷嘴的示意图。双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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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同时进行雾化作业时，雾滴的运动轨迹存在干涉区域，

干涉区域内的雾滴密度更大，可提高换热效果，但也会存

在未被完全蒸发的雾滴形成水滴直接下落的问题。 

 
图 10  双喷嘴干涉区域 

间距过小会造成水雾的重叠，降低降温范围，但可以

实现局部的雾化加强；间距过大会使降温范围变大，减少

喷嘴数量，节约成本，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对直接空冷机

组进行流场分析，对需要加强降温的区域设置较小的喷嘴

间距，以达到最佳的降温效果。 

 

 

 

 
图 11  双喷嘴交叉重叠 

通过图 11 给出的四种不同双喷嘴交叉重叠云图，后

期结合现场施工位置，为喷嘴厂家提供雾化角度等参数，

在不同的位置设置相应的合理间距。 

3 结论 

通过对直接空冷系统的喷雾装置进行雾化效果分析，

喷嘴前水压值越大，雾化效果越好，喷嘴前水压达到 2MPa

压力时，液滴的平均停留时间较短。而喷嘴与翅片管的夹

角小于 15°时雾化的液滴直径更为均衡；通过双喷嘴重

叠效果的分析，为实际的喷雾系统布置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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