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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分析净铝器石墨搅拌机构的失效特性ꎬ利用流体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 中的多重参考系法、流
体体积函数和标准的湍流模型对搅拌炉内铝液和气体流动进行数值模拟ꎬ获得净铝器搅拌过

程中的流体运动特性ꎬ通过试验进行验证ꎮ 结果表明:铝液槽内搅拌叶轮附件区域流速最大ꎬ
石墨搅拌叶轮外边缘存在应力集中ꎬ铝液槽内气－液交界面存在气体积聚现象ꎮ 结合实际试

验ꎬ石墨搅拌机构高温失效特性主要在气－液交界处和浸入铝液区ꎬ气－液交界处因氧化气体聚

集ꎬ其失效特性主要为氧化磨损ꎻ铝液区ꎬ石墨棒反复提起和浸入铝液ꎬ造成较大温度差ꎬ其主

要是石墨氧化和残余拉应力共同作用而导致开裂失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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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利用铝合金材料代替钢铁金属材料是汽车轻量化设

计中常见的举措ꎬ也是国家推行节能减排的有效措施之

一[１－２] ꎮ 对于所替代的铝合金材料应当保障其强度、硬度

等使用性能不变ꎮ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铝合金材料的脱硫、脱氢工艺的研究ꎬ即在铝合金熔炼制

造过程中通过对铝液的搅拌ꎬ然后通入氮气等氧化气体ꎬ
使得高温下与氢、硫离子产生化学反应以去除有害杂

质[３－５] ꎮ 对于搅拌石墨碳棒的高温失效特性研究ꎬ国内外

较少有相应的报道ꎮ 因铝合金熔化温度较高及高温氧化

反应激烈ꎬ搅拌石墨碳棒常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氧化反应而

失效ꎬ影响了铝合金材料的熔炼性能[６－９] ꎮ

为了分析净铝器石墨搅拌机构的失效特性ꎬ本文综合

石墨碳棒高温失效影响因素下ꎬ利用流体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中的

多重参考系法(ＭＲＦ)、流体体积函数(ＶＯＦ)和标准的湍

流模型对搅拌炉内铝液和气体流动进行了数值模拟ꎬ获得

了净铝器搅拌过程中的流场分布特点ꎮ 结合石墨棒高温

试验ꎬ分析石墨搅拌棒的高温失效原因ꎬ以期为设备和工

艺的改进提供参考ꎮ

１　 石墨搅拌机构的高温数值模拟

１.１　 计算流体力学理论分析

假设石墨棒搅拌器槽内的铝液流体和空气为不可压

缩模型ꎬ选用流体体积函数模型对石墨棒搅拌器槽内的流

场进行数值模拟ꎮ 遵循能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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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 表示铝合金液态下的密度ꎻμ 表示铝液流动黏稠程

度ꎻｋ 是铝合金的热传导系数ꎻＴ 表示旋转铝液温度ꎻｃｐ表
示流场流量ꎻＳＴ 表示黏性ꎮ

文中的铝液流体是变化不定的ꎬ所以计算模型选用了

湍流模型(ｋ－ε)ꎬ湍流模型相对于其他液体流动形态ꎬ具
有适应性强、计算精度控制性好的特点ꎮ 湍流的动能计算

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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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Ｇｋ表示层流速度梯度下的湍流动能ꎻＧｂ表示浮力产

生的湍流动能ꎻＹｍ表示扩散的波动ꎻ常数Ｇ１ε ＝ １.４４ꎬＧ２ε ＝
１.９２ꎬＧ３ε ＝ ０.０９ꎻＳｋ、Ｓε表示源相ꎮ

１.２　 计算模型

为了搅拌过程与实际情况一致性ꎬ本次模拟石墨搅拌

棒的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ꎬ石墨搅拌棒总长 １ ０００ｍｍ、直径

６０ｍｍꎬ共设置 ８片叶片ꎬ叶片厚度 ８０ｍｍ、直径 １６０ｍｍꎬ石
墨棒搅拌过程中浸入铝液深度 ６００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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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石墨棒结构

铝液流体搅拌区结构如图 ２所示ꎮ 为了更好地了解

石墨棒的失效特性ꎬ把流体区域分为铝液的转动区域和搅

拌过程中带动空气的转动区域ꎬ铝液中放入挡板改善铝液的

转动流向ꎬ以减少铝液转动过程中的共振引起铝液上下波动ꎮ
铝液搅拌中ꎬ熔化温度为 ７２０℃ꎬ搅拌时间约为 ８ｍｉ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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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流体域模拟结构及有限元网格

本文采用的搅拌机构划分为 ３个计算区域:铝液流体

静域、空气静域和铝液动域ꎮ 计算域结构存在倒角、结构

不规则ꎬ有限元分析网格采用了非结构四面体网格划分ꎬ
共 １ ０４５ １０１个网格单元ꎬ１８６ ４０９个网格节点ꎮ 网格划分

完成后ꎬ通过装配网格形式导入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求解ꎮ 计

算采用多重参考系法、流体体积函数、标准的 ｋ－ε 湍流模

型对搅拌机构进行数值模拟ꎬ通过计算迭代 ２ ０００步得到

稳态计算结果ꎬ分析出搅拌器流场分布特点ꎮ

１.３　 计算结果

石墨棒搅拌器流体速度云图如图 ３所示ꎬ铝液搅拌区

域流体转动呈现向叶轮中心聚集靠拢ꎬ越接近石墨搅拌叶

轮边缘转速越快ꎮ 空气区域搅拌机构处于封闭熔炼炉运

动ꎬ因铝液的旋转运动ꎬ同时带动了空气的转动ꎬ并向气－
液交界处汇聚在搅拌棒周围ꎬ形成旋转气流ꎬ即在气－液
交界面石墨棒周围形成气流积聚ꎬ加快了石墨棒的高温氧

化现象ꎮ 石墨棒叶轮外边缘由于切割水流ꎬ形成了较大的

应力集中ꎬ高温下加快了叶轮的磨损失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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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石墨棒搅拌器流体速度云图

２　 搅拌机构石墨棒的高温失效试验

２.１　 试验装置

本次试验采用了搅拌熔炼炉ꎬ熔化铝液温度达

７２０℃ꎬ石墨棒搅拌器通过从转运熔炼炉上盖浸入熔化铝

液进行搅拌ꎬ搅拌叶片转速为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ꎬ每次搅拌时间

８ｍｉｎꎬ搅拌间隔 ３０ｍｉｎꎬ反复循环 ２ ０００ 次ꎬ观看石墨棒搅

拌的高温失效特性ꎮ

２.２　 试验结果分析

石墨棒搅拌器高温失效如图 ４所示ꎬ石墨棒搅拌器主

要失效发生在:ａ 点区域ꎬ即石墨棒高温搅拌过程中铝液

与空气交界处ꎻｂ 点区域ꎬ即浸入高温熔炼铝液的石墨棒

空气冷却过程中裸露于空气接触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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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石墨棒搅拌器高温失效试验结果

　 　 ａ点铝液与空气交界处ꎬ石墨棒搅拌器直接与空气产

生接触ꎬ由于石墨棒在气－液交界面与高温熔铝合金接触

处温度高达 ７２０℃ꎬ温度随远离气－液交界面迅速降低到

４００℃以下形成较大温度梯度ꎮ 石墨高温一般超过 ５００℃
以上存在较强高温氧化反应ꎬ形成了 ＣＯ２或 ＣＯ 气体ꎬ并
且温度越高氧化速度越快[１０] ꎬ在较大的切应力作用下石

墨棒产生了高温磨损ꎮ 由上述数值模拟结果表明ꎬ由于石

墨棒搅拌高温熔铝形成旋转气流ꎬ在气 －液交界面处形成

气流集中和加速ꎬ同时石墨棒在气－液交界面的温度差产

生变应力以及气－液旋转产生的切变应力差ꎬ加速 ａ 点区

的高温磨损ꎮ 因此 ａ点区是石墨棒高温失效危险区ꎬ特别

是转轴与液面相接触部位的工况异常恶劣ꎮ 同时ꎬ也验证

了本文对石墨棒搅拌器数值模拟的正确性ꎮ
ｂ点区域石墨棒搅拌过程中浸入熔化的铝水中ꎬ与空

气进行了隔绝ꎬ氧化保护较好ꎮ 但是ꎬ熔炼期间ꎬ需要将石

墨转子反复从铝合金熔池提升ꎬ暴露在空气中ꎮ 石墨材料

具有多孔特性ꎬ且大多孔隙彼此相通(图 ５)ꎮ 这些孔隙使

得氧气很容易侵入石墨材料内部ꎬ导致组织变得疏松ꎬ从
而造成结构性破坏[１１－１３] ꎮ 同时ꎬ石墨棒静止冷却过程中

表面粘附了熔化铝的快速凝固层ꎬ铝合金与石墨棒的热膨

胀系数差别ꎬ同时冷却过程中的温度梯度ꎬ使得石墨棒表

面存在了较大的残余拉应力ꎮ 因熔化铝的重力作用ꎬ铝合

金在石墨棒表面凝固厚度不均ꎬ残余拉应力变化较大ꎬ而
且部分区域暴露与空气接触ꎬ产生了高温氧化ꎮ 因此ꎬ
ｂ点区域石墨棒搅拌器的高温失效主要是残余拉应力和

石墨高温氧化共同作用的结果ꎬ失效形式以石墨棒的开裂

失效为主ꎬ呈现出麻花形态(图 ５(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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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多孔性石墨结构图

３　 结语

通过利用有限元仿真软件 ＡＮＳＹＳ模拟石墨棒搅拌器

旋转流场以及高温应力分布ꎬ结合对石墨棒搅拌器的试验

的结果表明:石墨棒搅拌过程中气－液交界面存在空气流

场聚集和温度梯度差ꎬ石墨棒在该区域主要为氧化磨损失

效ꎻ搅拌区域的石墨棒的失效主要是静止冷却过程中高温

凝固的铝合金与石墨棒的热膨胀系数差和温度梯度差ꎬ石
墨棒开裂是该区域的主要失效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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