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教技司［!"""］%& 号）；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教外司留［!"""］’%( 号）

作者简介：丁宏锴（#)((—），男，山西繁峙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流体测试与控制 *

绞吸式挖泥船疏浚动态特性与仿真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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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绞吸式挖泥船疏浚动态特性的数学模型和仿真系统设计进行了探讨 * 采用面向对象的

+,-./0 1 22 语言和 3,456-678 96.:;/8,6: 10/-- 图形函数，仿真不同疏浚工况下的动态特性，有助于指

导挖泥船的高效、安全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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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江河湖库众多，泥沙淤积问题严重，清淤疏浚是提高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及通航能力行之有效的工

程措施 *在机械疏浚工程中，淤积泥沙或粘性土在绞刀或斗轮的切削作用下与水混合形成高浓度泥浆，并在

泥泵的抽吸与推动下，通过各种途径输送到排泥场 *由于疏浚土质、河床形态和作业过程的复杂性，严格地

讲，疏浚工况是非恒定的 *对于多泵和多船接力远距离输送系统，其清淤过程，特别是启动、停机过程的动态

特性，将更为复杂，直接关系到挖泥船设备的安全高效运行 *因此，研究泥泵管道系统的动态特性变化，仿真

疏浚实际作业过程，对于船员掌握先进的疏浚设备，高效的作业方法，避免泥泵出现汽蚀乃至整船意外事故

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
以疏浚工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绞吸式挖泥船为例，开发基于 A,:;6B- )C D E= D !""" 的挖泥船疏浚动态系

统仿真数学模型，实时显示疏浚作业过程中挖泥船动态的俯视图、侧视图、横剖面图及各项性能参数，帮助船

员对挖泥船进行有效的操作和控制，提高疏浚效率和安全性 *

! 数学模型的建立

在实际的疏浚作业过程中，被输送泥浆的密度和特性随时间变化，导致泥泵进口真空度和出口压力随之

发生变化 *泵出口压力的变化一方面会引起泵轴扭矩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泥浆流速发生变化，这就意味

着混合物会加速或减速，管道的阻力随之发生变化 *泥泵在泥浆通过时，会对泥浆的密度和固体颗粒或泥团

特性的变化迅速作出响应，而管道的阻力却是由贯穿整个管道的混合物流动决定的，对泥浆密度和固体颗粒

或泥团特性的变化，响应相对缓慢，这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挖泥船疏浚过程包含土壤切削和泥浆输送两个过程，在实际的疏浚作业中，水流、风力和波浪等的作用

也不容忽视 *从动态特性研究的角度来看，泥浆输送过程是疏浚作业的核心部分 *鉴于水下土壤切削涉及机

械、岩土、流体力学等多门学科，切削机理和固液混合过程十分复杂，为简便起见，本文将切削过程作为泥浆

输送过程的一个边界条件来处理 *
! *! 泥泵柴油机机组旋转运动

挖泥船上一般采用柴油机直接驱动或通过减速箱驱动泥泵，在稳定状态下，柴油机输出的扭矩 !"#等于

泥泵做功所需的扭矩 !$% &此时柴油机的角加速度为零 & 如果柴油机的扭矩负载大于额定全扭矩点（图 # ’
点），则转速下降，柴油机在满喷油量下工作，即 ’ F ( 线 &对大多数柴油机而言，随着转速的下降，燃油泵的

喷油效率相对提高，而使扭矩略有增加 &一般情况下，近似认为在 ’ F ( 线工作范围内扭矩保持不变，也就是

柴油机在所谓的恒扭矩区工作（即功率 ) 与转速 * 之比 ) + * G 常数）&随着泥泵流量进一步增加，柴油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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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柴油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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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持续下降，在工作点 !处，没有足够的空气进行

完全燃烧，此时会发生“堵转”，扭矩急速下降 " !点又

称为“冒烟极限”点，此时的运转极为不利，将加剧柴

油机的磨损 " # ! $ 线是柴油机近似的恒速工作区 "
在此区域内，柴油机负荷下降时，转速略有上升，这是

调速器控制的结果，转速的微小变化取决于调速器的

调节特性 "
上述特性说明，负载的变化导致柴油机转速变

化，变化的快慢还取决于泥泵柴油机机组的惯性 "所
以，泥泵柴油机机组旋转运动的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 %&’ ( %)* ( %+,）
#!
# - . /&’ 0 /1- （$）

式中：%&’———柴油机的转动惯量；%+,———齿轮箱的转

动惯量；%)*———离心泥泵的转动惯量；/&’———柴油机

输出扭矩；/1-———离心泥泵负载所需扭矩；!———角

速度 "
在稳定状态下，柴油机所输出的扭矩 /&’等于泥

泵的负载扭矩 /1-，柴油机处于稳定运行状态，角加速

度为零 "如果 /&’大于 /1-，柴油机转速增加；反之，柴油机减速 "假定两扭矩之差近似地正比于实际角速度与

额定角速度的差值［"］：

（/&’ 0 /1-）. 23（!4* 0!） （"）

式中：2*———比例系数，!4*———额定转速 "式（"）代入式（$），得

（ %&’ ( %+, ( %)*）
#!
# - . 23（!4* 0!） （%）

设（ %&’ & %+, & %)*）’ %-，"&’ ’
%-
23

，则上述一阶系统的解为

! . !( (（!4* 0!(）$ 0 )0（ - 0 -(）5"( )&’ （*）

!( 是初始时刻 - ’ ( 的角速度，设时间步长为!-，则在时段 6 的角速度

!6 . !60$ (（!4* 0!60$）$ 0 )0!- 5"( )&’ （+）

! "3 泥泵特性

泥泵特性包括扬程（压力）特性、功率特性、效率特性和汽蚀特性等 "数值计算时，可根据模型特性换算得

到原型特性，并根据原模型尺寸比，对换算结果加以修正 "也可以将泥泵的实测性能曲线直接输入计算机 "根
据相似定律可近似求得泵在不同转速下的特性参数值 "
! "4 管道阻力损失

浆体流动的阻力损失与浆体管道输送的流型密切相关 "在浆体管道输送中，可能出现的流型变化主要有

伪均质流（也称准均质流）、非均质悬浮流、滑动床与非均质悬浮流及定床跃移流 * 种，如图 " 所示，7 表示管

道断面上某点距管底的距离，8 为管道内径，9) 为管道的临界流速，9: 为非均匀流与伪均匀流间的过渡流

速，9& 为定床跃移流与非均匀悬浮流间的过渡流速 "在伪均质流中，管内浆体浓度大致呈均匀分布；非均质

悬浮流中，虽然固体颗粒仍处于悬浮状态，但管中从上到下出现浓度梯度，下部浓度明显高于上部；滑动床与

非均质悬浮流中，固体颗粒大部分集中于管道底部，并整体沿管壁滑动；在定床跃移这一流型中，管道下部已

形成一定厚度的颗粒定床，定床上部浆体浓度较低 "试验研究表明，流型不同，浆体管道输送的阻力变化规律

也不一样 "从图 % 可知：在伪均质流区，浆体的阻力损失为线性变化，且与清水的阻力损失曲线大致平行；进

入非均质区，随流速减小，浆体的阻力损失逐渐增大，曲线开始上凹，中间出现一最低点 "这一点处，浆体阻力

损失最小，与此相应的流速就称为临界流速 "当流速逐渐小于临界流速时，流型由动床转变为定床 "图中 9;

为浆体流速，!3; 为管长!< 上的浆体压力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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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浆体输送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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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流型与浆体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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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体管道输送阻力损失的内在机理是极其复杂的 !高浓度浆体中较细颗粒在一定流速下以悬移形式运

动，靠水流紊动动能支持颗粒，并以水流基本相同的速度运动 ! 较粗颗粒在同一流速下，依靠颗粒离散力支

持，以推移形式运动，这种离散力传递到底床后以摩擦阻力形式消耗掉，故推移运动直接消耗水流能量［!］!
6 !7 泥泵管道能量平衡方程

泥泵管道系统应满足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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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泥泵管道系统第 # 台泵的出口与进口的压力差；!(———局部阻力件的阻力系数；+,———管道爬

升高度；"&———浆体的密度；
$)&
$ , ———浆体的加速度；-———管道长度 !公式（%）的左端为系统各台泥泵产生的

压力总和；右端第 " 项为管道沿程阻力损失，第 # 项给出了管道所有弯管、阀门等附件的阻力损失，第 ! 项为

浆体势能的变化，第 & 项为浆体的惯性能 !

! 仿真系统的设计

! !6 系统结构

系统仿真对象为挖泥船疏浚作业时的动态特性，人们感兴趣的特性参数有每台泥泵入口的真空度及出

口压力，泥泵功率和效率，挖泥船的产量，管道流体的流速等 !由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根据相互作用关系将各

子系统的数学模型连接起来，从整体上反映系统的动态特性 !为了满足实时仿真的需要，可以对数学模型作

适当简化，以达到减少计算量的目的 !
绞吸式挖泥船疏浚动态特性仿真系统建立在单 ’( 机上 !由用户给定初始的参数即可进行动态仿真 !系

统模块由挖泥船俯视图，侧视图，横剖面视图及特性参数视图等构成 !在模拟过程中可以实时监视挖泥船各

部分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挖泥船高效、安全运行 !
疏浚动态特性仿真系统的数据由数据库管理 !系统驻留数据库已经保存有泥泵、柴油机、管道的基本特

性参数，用户设定了模拟的初始参数后，系统调用数据库中当前模块的相关参数，由计算机处理得到系统所

要求解的特性参数，由显示模块实现动态显示 !每一次模拟的所有数据都保存在由用户创建的数据库中，用

#& 河 海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 年 "" 月



图 ! 系统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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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以将显示的数据保存为多种文件格式，可实现数据查询、

打印等 %当然，在模拟过程中，用户可以灵活地与系统进行交

互，图 ! 为系统的数据流程图 !
4 !4 软件环境及函数类库的实现

软件环境采用 "#$%&’( ) * + ,- + ./// 作为开发平台，与

0$#1 系统相比，它具有软件资源丰富，价格便宜等优点，而且

由于计算机处理速度和存储量的增加，它完全可以满足实时

动态仿真的要求 2开发工具采用 3#(456 7 88 和汇编语言，由于

7 88 面向对象的特点，它的数据结构丰富、可重用性强、易于

扩展［!］2
数学模型的求解是仿真系统设计的关键 2编制类型安全、

重用性强，算法高效精确的函数类库，对于实时模拟疏浚作业

至关重要 2合理的层次结构、符合工程实际模型的函数类库将

有助于系统的维护和软件升级 2

5 结 语

绞吸式挖泥船疏浚动态特性仿真，使疏浚作业复杂的作业过程和参数变化过程可视化，便于挖泥船技术

人员直观形象地理解和掌握挖泥船工作特性，合理地确定系统布置和施工方案，有效地避免设备低效率运行

甚至意外事故的发生 2

参考文献：

［9］,# :，;4 <，"5$= >2 ,4?@A#B56 (#?465C#&$ &D EF%A546#B CA5$(#@$C( #$ EF%A&G&’@A G65$C 4(#$= (5D@CF ?@?HA5$@(［I］2 I&4A$56 &D ;F%A546#B
J$=#$@@A#$=，KL7J，9))M，9..（M）：.)N O P//2

［.］Q#@%@?5 L K2 Q&%@6#$= 5$% (#?465C#&$ &D CE@ %F$5?#B H@E5R#&A &D 5 G4?G + G#G@6#$@ (F(C@?［K］2 9SCE K$$456 Q@@C#$= T -@BE$#B56
7&$D@A@$B@ &D CE@ "@(C@A$ UA@%=#$= K((&B#5C#&$［7］2 ,@’ VA6@5$(：9))M2

［P］张兴荣 2 管道水力输送［Q］2 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9))S2W! O MS2
［!］X#BE5A% 7，-&? KABE@A2 3#(456 7 88 Y#H6@［Q］2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92N! O NS2

607+2#) 81*+9#’, +73 /#2:&+-#’7 /0/-12 31/#$7 ’. + ):--1, /:)-#’7 3,13$1,

6;<= >’7$?@+#，<; ":?/*17$
（"#$$%&% #’ (%)*+,-)+$ . /$%)01-)+$ /,&-,%%1-,&，2#*+- 3,-4 !

"*+,&5*#6 71+,)*，"*+,&5*#6 .9P/..，"*-,+）

A8/-,+)-：K %#(B4((#&$ #( ?5%@ &$ CE@ ?5CE@?5C#B56 ?&%@6 &D CE@ %F$5?#B H@E5R#&A &D 5 B4CC@A (4BC#&$ %A@%=@A 5$% #C(
(#?465C#&$ (F(C@? %@(#=$2 -E@ %F$5?#B BE5A5BC@A#(C#B( &D %A@%=#$= 4$%@A %#DD@A@$C B&$%#C#&$( B5$ H@ (#?465C@% HF 4(@ &D
VHZ@BC[VA#@$C@% <A&=A5??#$=（VV<）3#(456 7 88 5$% =A5GE#B D4$BC#&$ &D Q#BA&(&DC :&4$%5C#&$ 765((（Q:7），’E#BE 5A@
E@6GD46 C& CE@ @DD#B#@$C 5$% (5D@ &G@A5C#&$ &D 5 B4CC@A (4BC#&$ %A@%=@A 2

B10 (’,3/：?5CE@?5C#B56 ?&%@6；(#?465C#&$；%F$5?#B H@E5R#&A；B4CC@A (4BC#&$ %A@%=@A

P!第 P/ 卷第 M 期 丁宏锴，等 绞吸式挖泥船疏浚动态特性与仿真系统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