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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四号中的流体物理实验!

解京昌! " " 林" 海" " 张" 璞" " 刘" 芳" " 胡文瑞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北京" #$$$%$）

摘" 要" " 在多年地基研究的基础上，作为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的有效载荷，在我国“神舟”四号飞船返回舱在

轨飞行期间进行了大 &’(’)*+), 数（&’）液滴热毛细迁移空间微重力实验- 实验中 ./ 0 12 液和 2345 硅油分别为滴

相和连续相实验流体介质，研究了在稳定、长时间的微重力环境中，不同温度梯度条件下液滴热毛细迁移的现象及

特征- &’(’)*+), 数到达 22$$，很大地扩展了过去液滴热毛细迁移实验的 &’ 参数范围- 实验结果表明，大 &’ 数液滴

热毛细迁移特征规律复杂，迁移速度与 678 模型线性预测有明显的差别- 文章介绍了液滴热毛细迁移研究进展，

给出了此次空间实验的一些主要结果- 讨论了大 &’ 液滴热毛细迁移的特征，并对自行研制的空间实验设备、实验

过程进行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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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重力环境中涉及到的流体问题，浮力效应

起着重要作用- 而在微重力环境下，流体内静压、流

体的沉降、分层现象基本消除- 相对其他一些现象，

如热毛细效应等界面现象便突出出来- 不均匀的界

面张力梯度分布造成的 &’(’)*+), 迁移（ 热毛细迁

移）是液滴、气泡动力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一问题

的研究目前已涉及到微重力科学领域- 液滴热毛细

迁移的驱动力来自于液滴自由表面温度梯度改变造

成的液滴或气泡界面张力的不均匀- 如果外场（ 母

液）温度不均匀，上面温度高，下面温度低，则导致

沿子、母相液 0 液界面上的界面张力的不均匀分布-
如果液滴自由界面上存在界面张力梯度且体系具有

负的界面张力温度系数，则会驱动界面附近介质从

上向下运动- 该驱动作用使液滴内液体形成对流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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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同时，由于外场流体从上向下运动，相对而言，液

滴整体向上迁移运动’ 液滴热毛细迁移现象在两种

情况下可突出出来：一是在重力场下，如果子相和

母相不混溶且密度接近时，由重力作用驱动的流体

运动将变得很弱，热毛细效应将显现出来；二是在

微重力环境下，浮力的影响已经消除，热毛细现象将

起主导作用，导致液滴迁移’ 微重力环境下的液滴或

气泡 ()*)+,-+. 迁移动力学问题，既有理论方面的

重要性，也有极强的应用背景’ 微重力环境下的材料

加工、晶体掺杂、空间焊接及电泳过程中都会遇到液

滴或气泡的迁移问题’ 如微重力条件是制备难溶合

金的最佳环境，在一些情况下有时是惟一的途径’
液滴或气泡的 ()*)+,-+/ 迁移现象常存在于微重力

环境下两相合金分离的熔化过程、热交换过程以及

相变过程中’ 再如，在空间半导体生长实验中，曾发

现其中有气泡产生并存留在晶体中，气泡在微重力

环境下如何排出与定向移动控制就成为空间单晶生

长加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在许多实际

应用中都存在液滴或熔滴在另一相液体中悬浮，并

且流体体系中存在温度分布的情况’ 由于微重力条

件下 ()*)+,-+. 效应引起的液滴迁移过程和机理具

有重要材料加工和其他应用背景，液滴热毛细迁移

研究在国际上受到高度重视’ 由于空间微重力实验

机会难得且费用昂贵，微重力环境下的实验相对很

少’ 这其中大多数液滴、气泡 ()*)+,-+. 迁移研究基

于简单的线性、轴对称模式假设，限于小雷诺数（!"
"&）的情况’ 然而，实际情况中常会有较大 !" 数液

滴迁移的情况，且大 !" 数的液滴热毛细迁移有其

自身的规律，线性、轴对称模式假设将不再适用’ 因

此，有必要开展大 !" 数或 () 液滴迁移实验研究，

以加深对液滴迁移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0-1+, 等人于 &232 年对液滴或气泡热毛细迁

移问题做了开创性工作，提出了被称为 045 模型的

线性理论预测，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气泡迁移实

验［&］’ 他们用分析的方法处理了小雷诺数（!""&）

和小 ()*)+,-+. 数（()"& ）的线性情况’ 当液滴迁

移方向与温度梯度方向相同时，迁移速度的 045 模

型表述为

! ! ! ! # $ #, % #6， （&）

! ! ! #, $ &!#，#6 $ ’!!， （#）

& $ #(（" ) "*）（# % #*）
"#（## % "#*）

’ $ 7$
7+

#%
（## % "#*）（#% % %*）

， （"）

其中 #, 是由浮力引起的迁移速度项，在微重力条件

下趋于零’ #6 为由于自由表面张力不均匀引起的热

毛细迁移速度’ ! 为液滴半径，$，#，" 和 % 分别为界

面张力、母液动力学粘性系数、密度’“ 8”表示液滴相

应的物性参数’ 7$ 9 7+ 和 ! : 7+ 9 7, 分别表示无穷

远处界面张力温度系数和温度梯度’ 该预测假设温

度变化和速度变化都很小，忽略对流引起能量和动

量输运的影响’ 之后，各国研究人员陆续完成了包括

地面常重力下的及微重力环境下的液滴、气泡迁移

实验［#—&$］’ 同时，针对这一问题也开展了一些分析

方法及数值方法的研究工作［&&—&%］’ 在这些实验中，

具有小 !" 数的液滴迁移实验结果与 045 线性预测

速度符合较好［%］，而具有较大 !" 数或 () 数的实验

结果表明，液滴热毛细迁移速度远低于 045 线性理

论预期值［3，;，<—&$］’ 这说明具有大 !" 数的液滴热毛

细迁移有其自身的规律’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关于大

() 数液滴迁移的研究成果仍很有限，对运动规律尚

不完全清楚’ 对这个问题目前也还没有一个较理想

的理论预测’ 此次在“神舟”四号飞船上进行的具有

大 () 数的液滴热毛细迁移空间实验，目标是扩展

液滴迁移参数范围，观察大 () 数液滴迁移特征’

#! 空间实验装置及过程

“神舟”四号飞船载流体实验设备由 % 部分组

成，即液滴迁移实验装置、记录仪、电控装置和二次

电源’ 实验设备全部安装在飞船的返回舱中’ 实验系

统原理框图如图 & 所示’

图 &! 液滴热毛细迁移空间实验系统原理框图

液滴迁移实验装置由液池系统、光学测试系统

和注液装置组成’ 液池中充满硅油作为母液介质’ 液

池上、下两端面间施加温差’ 液池一面侧壁上装有

·!!·

“神舟”飞船与物理学专题



物理

热电偶排，监测池内纵向温度分布；液滴注入及液路

系统采用了双套筒技术及无增压液体存储补偿等技

术! 液滴的尺寸控制和液滴的注入、分离由安装在池

底部的注液头及两个注液活塞筒组成的注液装置完

成，注液精度为 " # "$$$%&! 实验装置中装配光学测

试系统，用来观测液滴的运动轨迹和液池内温度场

的变化图像! 温度场的变化和液滴周围外场的情况

通过简单稳固的不失调等厚干涉测量系统进行观

测! 记录仪由两台视频磁带记录仪组成，分别实时记

录液滴的运动轨迹和干涉图像! 电控系统由温控系

统、测控系统、数据和图像采集传输系统组成! 电控

特性包括空间实验的状态控制、工程参数检测和数

据存储传送等! 采用预编程程序控制，具有故障检

测、切控、重新初始化、停机、断电保护等处理能力!
在轨飞行实验中下传工程参数、科学数据，包括切换

下传两路图像! 通过程控、遥控及数据注入多种手段

可对实验过程进行干预，具备了一定的遥科学功能!
空间实验在注入液滴前约 ’ 小时开始对液池进

行加热，并根据设计温差进行控温，以在液池母液中

建立稳定的温度梯度场! 之后，注入液滴! 由于所选

用体系具有负的界面张力温度系数，注入的液滴由

低温端向高温端沿温度梯度方向进行迁移运动! 液

滴迁移实验选择在飞船稳定的轨道飞行期间及圈次

进行! 根据加速度测量和分析，在实验期间，加速度

水平可达到 "$ ()!$，!$ 为地面重力加速度!

’* 实验结果

实验中使用的连续相液体介质（ 母液）为 +,-
./0 系列 )123 硅油，液滴相介质为 ,4-5) 氟液! 实验

液体体系的选择考虑不混溶、有较大的界面张力温

度系数和较小母液粘性等因素! 图 6（ 7），（8）给出

了由飞船返回舱回收的录像带中的两幅图像 ! 图

6（7）为液滴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热毛细迁移时的

图像! 该图很好地反映出在微重力环境下液滴热毛

细迁移的情况! 由于液滴密度接近母液密度的两倍，

在地面上注入到母液中的液滴会立刻沉落到池底!
而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浮力作用基本消除，液滴可

在母液中悬浮，并且液滴仅在界面张力梯度力的驱

动下，沿温度梯度方向运动! 图 6（8）为液滴热毛细

迁移时的干涉图像!
* 温度场的建立是在注入液滴 ’ 小时前开始的!

对液池上、下端板进行温差控制，在母液内建立稳定

的温度场! 飞船下传的热偶温度数据表明，通过温差

图 6* （7）液滴热毛细迁移图像；（8）液滴迁移时外场干涉图像

控制，在液滴注入前池内温度分布在液滴的迁移区

域内 " 方向上已基本达到线性分布，线性偏离误差

的范围在 /9 以内! 实验温差设定为 :); 与 /$; !
液滴的尺寸及相应的实验参数在表 " 中列出! 可以

看到，实验中液滴迁移具有从中到大的 <7 数范围，

最大 <7 数超过 ))$$!

表 "* 实验参数范围

温度梯度 # # 1% #$ <7

.; # 1% $! 5—:! $ ’—.$ ":=—:"$$

"6; # 1% $! )—’! ) :—’$$ ":)—))6)

* * 图 ’ 给出了两个不同尺寸液滴迁移运动时在 "
方向的迁移速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从图 ’ 可见，液

滴在热毛细力的驱动下，由低温端向高温端沿温度

梯度方向迁移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加速过程，并

且速度率还表现出增加趋势! 速度没有出现预计的

稳态情况! 这一现象说明，大 <7 数液滴的迁移行为

复杂! 对此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液滴在迁移过

程中液滴周围母液粘性随温度改变所致!

图 ’* 液滴迁移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 示出了液滴迁移无量纲速度 % & %>?@与 <7
数的关系! %>?@即（6）式中的 %A ! 图 : 同时给出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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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实验结果和两个不同理论预测结果’ 为了与理论

预测进行清楚的比较，图 % 还给出了仅为空间实验

() 数在 &$$$ 以内的归一化速度数据’

图 %! 归一化速度 ! " !*+,随 () 数变化的关系以及实验结果与

理论预测的比较

从图 % 可以看出，具有中大 () 数的液滴迁移

速度与经典 *+, 线性预测有较大差别，迁移速度明

显小于 *+, 模型给出的热毛细迁移速度’ 另外，实

验数据的分析结果还表明，当 () 数继续增加并达

到 --$$ 时，! " !*+, 数值仍在 "$.—%$. 范围之内’
由图 % 可见，对于大 () 数的数值解预测，在 () /0$
左右 ! " !*+, 数值开始随 () 数的增大快速增加；渐

进分析解预测也随 () 数的增加而明显增加’ 但实

验结果与这两个理论预测显然不能很好地符合’ 这

些都表明大 () 数液滴迁移行为有其自身的运动规

律，其规律性还未被完全认识’

%! 讨论

在“神舟”四号飞船上完成的具有大 () 数的液

滴热毛细迁移空间实验，使液滴热毛细迁移 () 数

达到 --$$，为目前国际上实验获得的最大液滴迁移

() 数’ 实验观察到大雷诺数热毛细液滴的非线性

动力学迁移特征’ 微重力环境下的实验结果表明，所

施加的温度梯度、液滴与母液液体体系界面张力温

度系数及液滴尺寸大小是影响液滴热毛细迁移速度

的主要因素，并且迁移速度与其呈正比关系’ 此次实

验中，在所获得的最大 () 数情况下，液滴的迁移速

度仍然明显低于 *+, 线性理论预测’ 实验发现绝大

多数尺寸液滴在整个迁移过程中在不断加速’ 由于

液滴迁移一直处于加速过程中，实验结果所给出的

迁移速度是实验中液滴迁移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最

大瞬时迁移速度，迁移速度显然应有继续增加的可

能’ 另外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情况是，在 () 扩展到

--$$ 的情况下，! " !*+,值在 %$. 左右范围内，与以

前实验结果相比，无量纲速度 ! " !*+, 值随 () 数的

增大有所增加’ 特别是这一结果是在液滴迁移速度

仍在增加，且尚未达到稳定速度的情况下得到的’ 仅

从现有的实验结果，并考虑到实验所受到的如液滴

迁移距离等的限制和其他因素，显然还不能得出该

无量纲速度何时开始上升并如何发展的明确结论’
总之，大 () 数液滴的热毛细迁移问题较为复杂，且

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理论预测结果’ 通过此次实验，

对大 #$ 数液滴迁移行为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结

合实验中所发现的新现象，我们将对这一问题开展

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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