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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方程对比研究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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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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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

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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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摩阻系数方程与
1(23%&4,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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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方程
$

经典的
8%7(9$%%:;1,04(

摩阻系数方程

应用实际运行数据计算
#

经过对比分析得出
%

1(23%&4,

方程适用于管壁粗糙度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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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

道
&

5(6.$%7.

方程适用于从光滑管道粗糙管流态剧烈变化的摩阻系数计算
&

在进行当量粗糙度反算

时
#

建议使用
8%7(9$%%:;1,04(

方程
#

避免出现不合理的数值
&

当
!"#!

摩阻系数方程中的可调节参

数
"@A

时与
8%7(9$%%:;1,04(

摩阻系数方程计算结果接近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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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方程中的可调节参数

"!B

时
#

摩阻系数计算结果趋于稳定
&

"

值反映了流态的变化
#

其数值的设定与反映流态的雷诺数一

致时结果准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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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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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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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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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摩阻系数是用来描述固体表面和流体之间由于摩

擦而产生的能量损失的经验参数
$

在输气管道中
#

管壁

摩擦力是造成压力降的主导因素
#

摩阻系数是决定管道输

气能力的一个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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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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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摩阻系数方程进行实例计算
#

进

一步分析方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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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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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道

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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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取管壁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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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适用于管径小
%

输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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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程度较差的矿区集气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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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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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摩阻系数的方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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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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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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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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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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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经验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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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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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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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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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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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道内

壁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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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道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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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雷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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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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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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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准

确计算摩阻系数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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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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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实验的结果

得出摩阻对输量计算的影响
#

当流速较低时候
#

实验输

量比理论计算的输量大
#

因为实际摩阻系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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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预测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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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摩阻系数偏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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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预测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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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根管道输送的天然气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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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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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
!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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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道内壁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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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道内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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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阻力因子
&

等同于输送效率
'!

无量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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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幂指数
!

描述

从光滑管到粗糙管转变的变化剧烈程度
)

,-

为雷诺数
!

无量纲
$

:<2:

方程有以下特点
(

1

'

是使用在役管道的最新实验数据对方程进行拟

合所得
$

K

'

对于完全紊流区
&

阻力平方区
'!

雷诺数非常大

时
!

该方程与
L'53K%''M@J(+-3

方程等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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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力光滑区
&

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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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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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传输系数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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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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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律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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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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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来源于

普林斯顿大学在
BGGQ

年所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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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力粗糙管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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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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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同样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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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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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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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方程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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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算当量粗糙度

&!'(#

计算实例

使用挪威天然气长输管道的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对

比
!

根据输送的实际压力
*

温度
*

流量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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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摩阻系数方程
!

反算整个管道的当量粗糙度
!

通过对比

摩阻系数和当量粗糙度来讨论摩阻系数方程的适用性
!

由于
J3I0'8-(

方程只与管径有关
!

在此不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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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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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只与雷诺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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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计算当量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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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根管道的实际运行数据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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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根管道内输送的天然

气组分见表
"

!

计算的管道平均数据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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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雷诺

数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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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算摩阻系数时假设管道为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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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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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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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粗糙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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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量粗糙度结果分析

计算的摩阻系数和当量粗糙度见表
,

"

从计算结果

可得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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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在计算管道
0

)

1

当量粗糙度时
"

出现非合理数值
"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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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在计算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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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量粗糙度时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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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量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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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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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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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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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量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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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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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在计算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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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量粗糙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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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量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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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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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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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摩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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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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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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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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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

的计算结果相同
*

当量粗糙度
*$($)''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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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系数计算对比

!!"!#$$ !%

!

与
"!$

时的
&'(&

方程计算结果相同
"

)

#

&'(&

方程求解摩阻系数时
!

"!*

时结果趋于

稳定
"

由于雷诺数决定了流态
!

&'(&

方程中的系数
"

反

映了流态的变化
!

故在用
&'(&

方程求解摩阻系数时

候
!

"

在某一个值时结果趋于稳定
"

从文中数据分析可

得
!

管道
+

$

,

$

&

的雷诺数在
-!./"-0

1左右
!

故摩阻系数

稳定在某一数值时
"

的值也比较接近
"

%

结论

%!# &'()*+,-

方程

从本研究来看
!

234%5678

方程适用于管壁粗糙度
!

为
90:$0 !%

的管道
"

%!! .'/01*20

方程

与
&'(&

方程相比
!

;3<=>5?=

具有如下特点
%

=

&

&'(&

方程中系数
!!0

时就转化为
;=<=>5?=

方

程
!

可以说
;=<=>5?=

方程是
&'(&

方程的一个特例
'

因

此
!

&'(&

方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

@

&

;3<=>5?=

方程计算的结果和
&'(&

方程中
"

值较

大时相同
!

可以认为
!

;3<=>5?=

方程适用于计算从光滑管

到粗糙管流态剧烈变化时的摩阻系数
"

%!3 4*2'51**67&-8,'

方程

=

&

在进行当量粗糙度反算时
!

建议使用
A2

方程
!

避免出现不合理的数值
"

@

&

A2

方程形式简单
!

且可以用数值计算软件
(

如

B+CD+E

&

直接计算
!

无需编程迭代
)

)

&

A2

方程仍是目前使用最广的摩阻系数方程之一
"

%!$ 9:;9

方程

当粗糙度或当量粗糙度已知时
!

使用
&'(&

方程计

算摩阻系数
!

具有以下特点
%

=

&

由于其方程中含有参数
"

!

其调整范围在
-:-0

!

使得
&'(&

方程适用范围更广
"

@

&

"

值在大于某一个值时摩阻系数计算结果趋于稳

定
"

)

&

"

值反映了流态的变化
!

其数值的设定与反映流

态的雷诺数一致时结果准确
"

F

&

方程中输送效率系数
#

可调整方程的适用性
"

3

&

形如
&'(&

方程的摩阻系数方程在不断发展之

中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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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

硫比过高
"

时
#

可考虑以自循环式络合铁
!

$%&'()

"

法

装置替代克劳斯法硫黄回收装置
$

*

"

膜分离
%

低温分馏和变压吸附等三大物理分离脱

碳技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特别是膜分离法应用于

+,-

伴生气脱碳
#

与其它工艺相比具有明显的技术经济

优势
#

建议充分重视此工艺的技术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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