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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研究高速离心泵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对其内外特性及转子轴向力的影响 ，
以一台转速

为 ３００００ ｒ／ｍｉｎ 的高速离心泵为研究对象 ， 利用 Ｎ－Ｓ 方程及 ＲＮＧｋ－

ｅ 湍流模型进行全流场数值计

算 。 结果表明 ： 陳着轴面安放角的増大 ， 高速离心泵轴功率 Ｐ基本保持下降趋势 ， 下降为最大轴功率

的 ２ ．８％
； 效率 Ｉ

？基本保持上升趋势 ， 上升为最小效率 的 １ ． １％
； 扬程 ｉｆ最大变化量为设计扬程的

１
．
５％

，并出现极值点 ； 随着轴面安放角的增大 ，平衡孔泄漏的高压射流对离心轮进 口 的主流排挤越小 ；

当轴面安放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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彡 ０ 彡 ２０
°时

，
随着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转子轴向力减小 ，

在轴

面安放角 ０
＝

０
°

时 ， 轴向力发生骤増 ，
出现极大值点

；
与传统轴面安放角 ０

＝

０
°的平衡孔安装方式相

比 ， 本研究中轴面安放角 ０

＝

２〇
。时

， 轴向力降低 ６７ ，９２％
， 可有效平衡转子轴向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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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速离心泵利用高转速提髙叶轮出 口 的线速

度 ， 达到髙扬程的 目 的 。 高速离心泵轴向距离较

小 ， 结构紧凑 ， 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 。 由于高

速离心泵高扬程的特点 ，
泵腔内髙压区与低压区压

差很大 ， 使得髙速离心泵内部泄漏很严重 ， 并且转

子受到 的轴向力很大 。 在离心轮后盖板开平衡孔

将高压流体引人离心轮进口
， 能够减少轴向力 ， 改

变离心泵内部流场特性 ，对离心泵性能产生
一

定影

响 ［
１ 

＿

３
］

。 平衡孔布置合理时 ， 能较好地平衡转子轴

向力 ，
且对高速离心泵性能影响较小 。 对于平衡孔

的设计方法 ， 国 内外相关学者做了
一

些研究 ， 但主

要依靠经验的方式 ， 没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指导 。 关

于平衡孔内 的流动特性 ， 相关学者也做了
一些研

究 。 周金鑫［

４
］ 通过实验及量纲分析法推导了平衡

孔内 的流动可近似看成圆管流动与沿旋转轴旋转

流动的组合 。 他提出平衡孔泄漏量受两个因素的

影响 ，
首先是叶轮转速或向心加速度对泄漏量的影

响 ， 其次是平衡孔长径比对泄漏量的影响 。 李嘉

等 ［

５
］研究了诱导轮与叶轮组合式航空燃油离心泵

轴向力间隙补偿 ， 提出减小出 口 间隙至 ０ ． １ｍｍ 时

可实现轴向力 的补偿 。 曹卫东等［

６
］ 研究了采用径

向 回流平衡孔的低比转速离心泵压力脉动特性 ，
比

较了无平衡孔 、 轴向平衡孔 、 径 向平衡孔 ３ 种方案

对离心泵压力脉动的影响 ， 提出采用径向平衡孔能

改善蜗壳隔舌处的压力脉动 。 刘在伦等 ［

７
］ 通过理

论计算与实验验证的方式对离心泵平衡孔泄漏量

进行研究
，
表明依据平衡孔泄漏量特性曲线计算得

到的轴向力 曲线
， 可以满足工程计算需要 。 陆雄

等 ［

８
］ 采用实验的方法 ， 研究了平衡孔径向位置与孔

径的匹配规律对单级单吸离心泵轴向力 的影响 。

刘在伦等
［
９

］ 通过对离心泵平衡孔泄漏量的实验研

究 ， 指出平衡孔液体泄漏量系数随着比面积增大而

减小 。 董玮等 ［

１°
］ 研究平衡孔直径对离心泵性能及

平衡腔压力 的影响 ， 指 出 比面积 ｉ 彡 ２ ．６４５ 时离心

泵平衡腔区域盖板力基本平衡 。 沙玉俊等？ 研究

了平衡孔对髙温髙压离心泵性能的影响 ， 指出平衡

孔对离心栗性能影响不大 ， 但能有效平衡轴向力 ，

与无平衡孔的离心泵对比 ， 平衡孔可减少约 １ ５％

的轴向力 。

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低速离心栗平衡孔 ， 对于髙

速离心泵平衡孔研究较少 。 高速离心泵平衡孔两

侧腔体压差很大 ， 高压差驱动下 ， 平衡孔内的流动

状况复杂 ， 传统的平衡孔安装方式 ， 能较好地平衡

转子轴向力 ， 但对离心栗进口 的流态影响较大 ， 从

而影响离心泵的性能 。 本文研究平衡孔轴面安放

角变化对髙速离心泵内外特性及转子轴向力的影

响 ，有望在今后平衡孔的研究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１ 研究对象及方案

１ ． １ 几何模型

髙速离心栗转子部件采用等螺距诱导轮加离

心轮结构 ， 压水室采用蜗壳式压水室。 图 １ 为高速

离心泵泵体装配图 。 高速离心泵离心轮采用圆柱

型长短叶片结构 ， 其中离心轮进 口４枚
，
出 口８枚

，

相间轴对称分布 。 转子轴向力 的平衡方式采用后

口 环加平衡孔结构 。 考虑叶轮进 口 叶片数为 ４枚 ，

为保证平衡孔与离心轮较好匹配 ， 采用 ４个平衡

孔
，
与叶片相间轴对称分布 。 表 １ 为髙速离心泵转

子部件主要参数。

１ ．２ 研究方案

本文通过 ６ 种方案研究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对

高速离心泵 内外特性及转子轴向力 的影响规律 。

引用后 口 环面积与平衡孔总面积的 比值 奴比面

积） 定义平衡孔直径的特征尺寸
［
１ ２

］

， 选择比面积 ｉｔ 

＝

１
， 计算出平衡孔孔径 ０

＝

３ ．
１ｍｍ 。 表 ２ 为不同方

案下平衡孔 的几何参数 ， 图 ２ 为方案示意图 。 如

图 ２ 所示 ，在离心轮轴面上 ， 径向定位尺寸线 ０
ｊ
０

２

为轴向安放角为 ０
°时的平衡孔的中心线 ， 定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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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径 向 定位尺寸线 在平衡腔端面的垂 足

〇 为旋转中心 ， 平衡孔轴线 〇
３
〇

４绕 （９ 点旋转时与

径 向定位尺寸线 的夹角为平衡孔轴面安放

角 逆时针为正 ， 顺时针为负 ） 。

１ 

一进 口段
；
２
—诱导轮 ； ３

—离心轮 ； 衡孔 ；
５
—蜗壳 ；

６
—转轴

图 １ 高速离心泵栗体装配图

表 １ 高速离心菜转子部件主要参数

模型 主要参数

进口轮毂直径 出口轮穀直径 轮缘直径 螺距 叶片数

诱导轮 ４＾ ／ｍｍ ｄ＾／ｍｍ Ｄ
ｙ
／ｍｍ Ｐ／ｍｍ Ｚ

１ ０ １ ８ ４０ １３ ．９３ ２

流量 扬程 进口直径 出 口直径 出 口宽度

离心轮 Ｑ／（ｍ
＾

／ｈ
）

Ｈｉｍ Ｄ
ｉ
／ｍｍ Ｚ） ２／

ｍｍ ６２／
ｍｍ

１ ６．３ １ ２００ ４ ０ ９５ ３

表 ２ 不同方案下平衡孔几何参数

方案
轴面安放角 孔径 径 向定位直径后 口环直径

９／ （
°

） ？ ／
ｍｍ Ｄ／ｍｍ Ｄ

ｉ
／ｍｍ

１

－

３０ ３ ．
１ ３２ ５２

２
－

２０ ３ ． １ ３２ ５２

３
－

１０ ３ ． １ ３２ ５２

４ ０ ３
． １

３２ ５２

５ １ ０ ３ ． １ ３２ ５２

６ ２０ ３ ． １ ３２ ５２

２ 数值计算

２ ． １ 流体域几何模型

利用 Ｐｒｏ／Ｅ 三维造型软件对高速离心泵各过

流部件进行三维建模 ， 图 ３ 为高速离心泵全流场三

维水体模型 ， 髙速离心泵主要过流部件包括进 口

段、 诱导轮 、 离心轮 、 蜗壳 、 前腔 、 后腔 、 出水段 ，

为保证数值计算流场结构的稳定性 ， 对进出 口段经

行了延长 。

１
＿进 口段

；

２＿诱导轮
；

３＿离心轮
；

４－平衡腔
； ５
－早衡孔

；

６—蜗壳
｜

７
＿出 口段

图 ３ 计算模型水体图

２．２ 流体域网格划分

利用 Ｇａｍｂｉｔ 网格划分软件对高速离心泵全流

场水体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 考虑计算域几何模型空

间结构较为复杂
， 选择适应性较好的四面体非结构

化网格 。 对诱导轮叶片进 口边 、 离心轮叶片进 口

边 、 平衡孔孔壁及蜗壳 隔舌处进行 网格加密处

理。 通过网格无关性检测 ， 确定了最合理的网格单

元数 。 表 ３ 为流体域网格数量统计 。 图 ４ 为高速

离心泵主要过流部件网格结构 。

表 ３ 计算域网格单元数量

计算域 网格数 ／ｘ ｌＯ
４

进 口段 ２０１ ．０

诱导轮 １５３ ．７

离心轮
１ ５３ ．７

蜗壳及出 口段
１ ３ １ ．４

全流场计算域 １０３９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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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轮离心轮蜗 壳

图 ４ 主要过流部件网格图

２
．３ 求解方法及边界条件

根据计算模型所具有 的特点 ， 选用分离求解

器 。 假定髙速离心泵在稳定工作时 ， 内部流场为定

常流动 ， 选择 ＲＮＧ ｈ ｅ湍流模型 ， 假设固体壁面无

滑移 ， 近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 压力与速度的耦

合计算采用 Ｓ ＩＭＰＬＥ算法 。 对方程组的离散格式 ，

压力项采用标准格式 ， 速度项 、 湍动能项和湍流黏

性系数均采用
一

阶迎风格式 。

高速离心菜诱导轮 、 离心轮旋转区域与蜗壳 、

吸水室静止区域之间的耦合模型 ，
选用多参考旋转

坐标系模型 （
Ｍｕｌｔｉｐ 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

）＇ 旋转速度

为高速离心泵转速 （
３０００ ０ｒ／ｍｉｎ

） ， 进 口边界条件采

用速度进 口
（Ｖｅｌｏ ｃｉｔｙ

－

ｉｎ ｌｅｔ
） ， 出 口边界条件采用 自

由出流 （
Ｏｕｔｆｌｏｗ） ， 各交界面设为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当各计算

误差都小于 １ （Ｔ
５

或者监测的出 口 总压基本不变

时
，
认为计算已收敛。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３ ． １ 高速离心泵外特性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为了验证数值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 对平衡孔轴

面安放角 ６
＞＝

〇
°

的高速离心泵经行试验验证 。 外

特性试验测试采用开式试验台 ， 图 ５ 为高速离心泵

外特性测试试验台示意图 。 进出 口压力采用精度

为 ０．３ 级的 ＤａｎｆｏｓｓＡＫＳ３２
－ＬＰ压力表 ， 流量采用

精度为 １
．０ 的 ＬＤＧ 智能电磁流量计 ，

转矩测量采

用转速转矩仪 ， 量程为 ０
￣

１〇〇〇Ｎ ＿

ｍ
， 测量精度为

０ ．３ 级 。 图 ６ 为高速离心泵外特性数值计算与试验

结果对比曲线 。 可知扬程 ／／、 效率 ” 的试验值与数

值计算值基本吻合 ， 在规定的误差范围 内 ， 该数值

计算方法较为合理。

３ ．２ 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变化对高速离心泵外特性

的影响

如图 ７ 所示 ，
随着轴面安放角 ０ 的变化 ， 高速

离心泵扬程、 效率、 轴功率有一定的变化 。 表 ４ 为

不同方案下 ， 髙速离心栗外特性的计算结果 。 当轴

面安放角 －

３ ０
°
＜０＜２０

°

时 ， 高速离心泵扬程

／／并非单调变化 ， 最大变化量为设计扬程的 １ ．５％
；

当—

３０
。
彡 ０

＜
０

。

时 ，扬程先增大后减小 ， 在 ０

＝
－

２０
。

处 ， 扬程达到极大值 ； 当 ０
°
＜０ 彡 ２０

°时 ， 扬程先增

大后减小 ， 在 ０ 
＝
１０

°

处 ， 扬程达到极大值 ；
当 ０

＝

６ １

６０

５９

５８

专

５７
１

５６

５５

５４

６８

６７

６６

６５

６３耷

６２

６ １

６０

５９

图 ７ 高速离心泵外特性与平衡孔轴面安放角的关系曲线

表 ４ 不同方案下高速离心泵外特性计算结果

方案 轴面安放角你 （

。

） 扬程／ｉ／ｍ 效率々
／％ 轴功率Ｐ／ｋＷ

１

－

３０ １２ ３９ ． ４０ ５４ ．４４ ６６ ．
１ ３

２
－

２０ １２５６ ． ３３ ５４．６９ ６６ ．４

３
－

１ ０
１
２５ １ ． ６４ ５４．

２３ ６６ ． ５

４ ０ １２３７
．
１ ５ ５４

．
５８ ６６ ．２７

５ １０ １２５０ ． ５０ ５５ ．
１ １ ６５ ．９２

６ ２０ １２３９ ．９１ ５５ ．５４ ６４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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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

时 ， 扬程达到最小值 。 这表明 ， 当平衡孔轴面安

放角－

３ ０
°
彡 ０ 彡 ２０

°

时 ， 平衡孔轴线与离心轮进口

方向有一定夹角时 ， 扬程有所提髙 ， 并且此夹角存

在最优值 。 当平衡孔出 口靠近离心轮出 口 处 ， 最优

夹角为－

２０
°

，
当平衡孔出 口靠近轮毂处 ，

最优夹角

为 １〇
°
。 这是由于平衡孔泄漏的高压射流与离心轮

入 口的主流相撞之后混掺流入叶片流道 ， 如图 ８所

示轴面流线图 。 流体质点在撞击过程中发生水力

损失 ， 当轴面安放角为 ０
°

时 ， 流体质点发生正碰 ， 能

量消耗较大 ， 水力损失较为严重 ， 扬程较低 。 当平

衡孔轴线与离心轮进 口方向有一定夹角时 ， 流体质

点发生斜碰 ，
能量消耗较小

，
水力损失较小

，
并且当

夹角为－

２０
°与 １０

°时
，
髙速射流与主流碰撞后能够

较均匀混掺 ， 水力损失最小 ， 扬程达到极大值。

当轴面安放角在
－

３０
° 彡 ０ 彡 ２０

°

时 ，
随着轴面

安放角的增大 ， 高速离心泵轴功率 Ｐ基本保持下降

趋势 ， 下降为最大轴功率的 ２ ．８％ 。 效率 ？
／基本保

持上升趋势 ，
上升为最小效率的 １

．
１％ 。 可 以看出

轴面安放角在
－

３０
°
＜０＜０

°

时 ， 轴功率、 效率基

本保持不变
；
０
°
＜０＜２０

°

时 ， 轴功率明显下降 ， 效

率明显上升 。 这是 由于轴面安放角在
－

３０
° 彡 ０ 彡

０
°时

，
如图 ８ （ ａ ） 、 ８ （ｂ ） 、 ８ （ ｃ） 、 ８（ ｄ ）所示 ，

平衡孔出

口 的高压射流直接进人叶片流道内 ， 使得叶片受到

的载荷较大 ， 轴功率较大 ， 效率较低 ； 轴面安放角

０
°
＜０ 彡 ２０

°

时 ， 如 图 ８
（ ｅ ） 、

８
（
ｆ
）所示 ，平衡孔出 口

的高压射流没有直接进人叶片流道内 ， 而是先进入

离心轮进 口 处
，
与主流混掺后均勻进人叶片流道 ，

叶片受到的载荷相对较小 ， 轴功率较小 ， 效率较高
；

如图 ８ 所示 ， 随着平衡孔轴面安放角的增大 ， 高压

射流越贴近离心轮轮毂壁面流动 ， 对主流流场的扰

动越小 ， 轴功率越小 ， 效率越高 。

３ ．３ 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变化对高速离心泵内流场

的影响

平衡孔作为髙速离心泵髙压腔体与低压腔体

的连通部位 ， 其轴面安放角的变化对内部流场有较

大的影响 。 如图 ９ 所示 ， 随着平衡孔轴面安放角的

增大
，
高速离心泵平衡腔压力的变化范围越小 。 主

要是因为靠近叶片处叶片对流体做功 ， 叶片附近流

体的压力上升 ， 而随着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衡孔

出 口距离叶片越远 ， 出 口 处的压力降低 ， 平衡孔两

端的压差增大 ， 泄压能力增大 ， 使得平衡腔的压力

变化范围减小 ，并趋于均勻 。

平衡孔泄漏的高压射流进人离心轮 ，
在平衡孔

出 口靠近叶片的后盖板上出现局部低压区 ，并且随着

轴向安放角的增大 ， 此低压区范围增大 。 当轴面安

放角 １ ０
°

彡 ０ 彡 ２０
°

时 ， 随着低压区范围进
一

步增

大 ， 平衡孔泄漏的高压射流进入离心轮进 口
， 压力

逐渐衰减 。 这主要是因为平衡孔泄漏的髙压射流进

入离心轮 ， 流道瞬扩 ， 在平衡孔出 口靠近后盖板处产

生漩涡 ，
形成局部低压区 ，

并且随着轴面安放角的

增大流道扩散程度越大 ， 漩涡区域越大 ， 低压区越

大 。 当轴面安放角 １０
。 ＜０＜２０

。时
，
随着漩涡区域

进一步增大，
消耗了髙压射流的能量 ，使得压力衰减 。

为描述高速离心泵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对内部

流场的流动特性 ， 绘制如图 ８ 所示的轴面流线图 。

可以看出 ， 平衡孔对高速离心泵离心轮流道内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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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０ 高速离心泵转子轴向力与平衡孔轴面安放角 的关系

曲线 （规定轴向力 Ｆ方向背离离心轮进 口 ）

心轮进 口
， 利用平衡孔泄压减小平衡腔压力 ， 达到

平衡轴向力 的 目的 ， 因此平衡孔的泄漏量与转子轴

向力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 由于各方案所采用孔径

相同 的平衡孔 ， 平衡孔的泄漏量主要由平衡孔内流

体的速度决定 。 当
－

３ ０
°彡 ０ 彡

－

１ ０
°

时 ， 平衡孔泄

漏的高压流体与离心轮主流流体流动方向较为一

致 ， 平衡孔 出 口 处流体质点相撞时动量损失较小
，

平衡孔内流体的速度相对较大 。 随着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衡孔泄漏的高压流体与离心轮主流流体

流动方向发生偏离 ， 流体质点相撞时动量损失增

大 ， 平衡孔内流体的速度减小， 泄漏量减小 ， 轴向力

减小 ， 在 ０
＝－

１ ０
°

处 ， 泄漏量及转子轴向 力均取得

极小值 。 在 ０

＝

０
°时 ， 平衡孔内的流动沿中心轴线

对称 ， 可近似看做
“

管嘴出流
”

。 由 于
“

管嘴出流
”

在

管壁内会产生贴壁的漩涡 区 ， 形成低压区 ，对腔体

的流体有抽吸效应 ，使得流出管口 的流量增大。 因

此 ， 在 ０ ＝
－

１ ０
°

处 ， 泄漏量发生骤增 ， 转子轴向力也

产生较大的影响 ， 使得离心轮进口靠近轮毂处产生

回流 ， 影响离心轮进口流态 。 随着平衡孔轴面安放

角的增大 ，平衡孔出 口靠近叶片的后盖板上出现游

祸 ， 漩涡区域逐渐增大 ， 对离心轮进 口 回流区域进

行挤压 ， 使得回流区域向轮毂处移动 ， 且 回流区域

减小 ，
Ｘｆ离心轮进口 主流流场的扰动减小 。

３ ．４ 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变化对高速离心泵转子轴

向力的影响

高速离心泵转子轴向力主要由 于离心轮前后

盖板受到 的压力不对称引起 。 本研究采用后 口环

加平衡孔的方式平衡轴 向力 ，
这种轴向力 的平衡方

式是在保证前盖板所受轴向力不变的情况下 ，
通过

改变平衡孔轴面安放角来改变平衡腔的压力分布 ，

进而调节后盖板所受的轴向力 ， 使得前后盖板所

受的轴向力趋于平衡。 如图 １ ０所示 ， 轴面安放角

－

３０
° 彡 ０ 彡 ２０

°时
，
随着平衡孔轴面安放角 ０ 的增

大， 高速离心泵平衡泄漏量 ？及转子轴向力 Ｆ先减

小后增大再减小 ， 并且变化趋势
一

致。 当
－

３０
°
＜

０＜
－

１０
°

时 ， 随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衡孔泄漏量

及转子轴向力减小 ， 在 ０ 
＝－

１０
°处 ， 泄漏量及转子

轴向力均取得极小值 。 当 －

１ ０
°
彡 ０ 彡 ０

°

时 ， 随轴

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衡孔泄漏量及转子轴向力骤

增 ， 在 ０
＝

０
°时泄漏量及转子轴向 力均取得极大

值 。 当 ０
°
彡 ０ 彡 ２０

°
Ｂ才 ， 随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

衡孔泄漏量及转子轴向力减小 ， 在 ０ 

＝

２０
°处 ， 达到

最小值 ， 轴向力满足设计要求 。

由于本研究的高速离心泵轴向力方向背离离

（ｃ）
ｅ ＝－ ＼ｏ

°

（ｄ） ０

＝
〇

°

（ｅ） ＾
＝

１０
°

图 ９ 高速离心栗轴面压力云图

（
ｆ
） ０

＝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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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增大 ， 泄漏量及转子轴向力均取得极大值 。

当 ０
°
彡 ０＜２０

°

时 ， 由于后盖板圆弧的导流 ， 平衡

孔泄漏的高压流体与离心轮主流流体流动方向有

相反的速度分量 ， 流体质点相撞时动量损失较大 ，

平衡孔内流体的速度相对较小 。 随着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衡孔泄漏的高压流体与离心轮主流流体

流动方向趋近于相反 ，流体质点对撞 ， 动量损失增大 ，

平衡孔内流体的速度减小， 泄漏量减小，
轴向力减小。

高速离心泵平衡孔的存在使得平衡腔端面的

压力分布发生变化 ，
从而改变转子轴 向力 。 图 １ １

为高速离心泵平衡腔端面压力云图 。 可以看出 ： 当

－

３０
°
＜０ 在

－

１０
°

时 ， 随着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

衡腔端面压力增大 ， 后盖板受到的轴 向力增大 ， 平

衡了一部分转子轴向力 ，
转子轴 向力减小

；
在 ０ 

＝

０
°

时 ， 平衡腔端面压力较小 ， 后盖板受到的轴向力

较小 ， 转子轴向力较大
；
当 〇

°
＜０ ＜２０

°时 ， 随着轴

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衡腔端面压力显著增大 ， 后盖

板受到的轴向力显著增大 ， 使得转子轴向力显著减

小
， 达到转子轴向力设计要求 。 通过分析平衡腔压

力分布 ， 与 图 ９显示的轴向力计算结果相吻合 ， 更

加证明了本研究高速离心泵转子轴向力的平衡方

法能有效地减少转子轴向力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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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平衡孔轴面安放角的变化对高速离心泵外

特性有
一

定的影响 ， 随着轴面安放角的增大 ， 轴功

率下降， 效率有所上升 ，扬程变化出现极值点 。

２
）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变化对离心轮进 口流态

有较大影响 ， 随着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平衡孔泄漏

的高压射流对离心轮进 口 的主流排挤越小 。

３
） 平衡孔轴面安放角变化对高速离心泵转子

轴 向力有较大影响 ， 当轴面安放角
－

３ ０
°
＜０＜

－

１ ０
°

与 ０
°
＜０＜２０

°

时 ， 随着轴面安放角 的增大 ，

转子轴向力减小 。 在轴面安放角 ０

＝

０
°

时 ， 轴向力

发生骤增 ， 出现极大值点 。 当轴面安放角 ０
＝２０

°

时 ， 与传统轴面安放角 ０ 
＝

０
°

的平衡孔安装方式相

比
， 轴 向力降低 ６７ ．９２％

， 可有效平衡转子轴向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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