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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uring coolant into molten material is one of the patterns in fuel coolant interaction which is af-
fected by jet velocity and density ratio. The hydraulic behaviors of coolant jet-melt interaction are 
simulated by VOF method based on FLUENT15.0.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gree with Park’s expe-
riments well. The parameter effects on hydraulic behaviors are discussed. As jet velocity and den-
sity ratio increase, the final depth increases. The conclusions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ara-
meter influence and the fluctuation mechanism of final penetratio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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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却剂刺入熔融金属内部是冷却剂和熔融金属相互作用现象中一种结构形式，受射流速度、密度比等因

素影响。本文基于FLUENT15.0软件，采用流体体积法(VOF)对水刺入液态金属水力学现象进行了数值模

拟，计算结果与日本Park实验结果吻合，并开展了水刺入金属水力学现象参数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射流

最终穿透深度与射流速度和密度比相关，且基本不受液态金属粘性系数影响，结果有助于了解冷却剂刺

入熔融金属过程的最终穿透深度波动机理和参数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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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压水堆核电厂严重安全事故中，如采用堆内注水方式冷却，可能导致低温冷却剂刺入熔融堆芯中，

此时高温熔融物和低温冷却剂互相接触，在一定触发条件下，低温射流发生进一步碎化，传热面积急剧

增大，引发蒸汽爆炸，造成重大核安全事故[1]。冷却剂刺入熔融物过程涉及到复杂高速多相传热、相变

等物理过程，相比于熔融金属落入水中模式，研究不足，缺乏统一的理论模型。 
对冷却剂射流刺入熔融金属的射流碎化过程研究，研究者们通过实验获得射流碎化行为和不同参数

影响效应[2] [3] [4] [5]。在冷却剂射流刺入熔融金属实验中，因熔融金属的不透明性，多数研究者采用透

明替代材料进行绝热条件下实验研究[2] [3]。STBAMOTO [2]采用中子照相技术捕捉射流形态变化，获得

了射流形态的图像及触发蒸汽爆炸的温度条件的成果，但因现有射线照相技术限制，难以捕捉射流表面

具体微观细节。很多研究者尝试采用数值计算方法研究冷却剂射流碎化机理[6] [7] [8]。Sachin Thakre [6]
等人基于 FLUENT 软件模拟研究了射流的水力学现象，分析了射流碎化长度的参数影响效应。日本

Hirokazu [7]等人采用 MPS 数值方法，对射流水刺入高密度液态氟化液的 Park 实验进行了模拟研究，基

于实验结果将射流现象分为两个阶段(线性下落后不稳定碎化阶段和碎化射流稳定于一定深度阶段)。数值

模拟成功模拟了第一阶段，但未能模拟射流在第二阶段的形态变化规律(如图 6 所示)。 
本文基于 FLUENT15.0 软件，采用流体体积法(VOF)模拟了射流穿透深度水力学的两个阶段现象，

模拟结果与日本 Park 实验吻合。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射流速度、密度比、张力和粘性系数对第二阶段

的射流最终深度的影响效应，为深入研究冷却剂刺入熔融金属过程奠定基础。 

2. 数值分析方法 

2.1. 数值方法 

本文基于 FLUENT15.0 软件，采用基于压力的瞬态求解器，通过多相流模型中的 VOF 法对射流水刺

入熔融金属过程进行界面追踪。VOF 法[9]，即流体体积法，可通过计算每个控制体内某种流体的体积份

额来实现界面追踪。公式(1)为 VOF 法中体积标量函数 F 的变化方程[4]，F 指一个网格单元内，特定物理

相的体积份额。 

0F F Fu v
t x y

∂ ∂ ∂
+ + =

∂ ∂ ∂
                                  (1) 

本文共设空气、水、液态金属三相，其中空气为第一相，水为第二相，熔融金属为第三相。若 F = 0，
则该控制体全部为初相空气；若 F = 1，则该控制体全部为第二相水；若 F = 2，则该控制体全部为第三

相熔融金属；若 0 < F < 1，则该控制体为空气–水交界面单元；若 1 < F < 2，则该控制体为水–熔融金

属交界面单元。VOF 法中引入 Body Force 公式用于加入体积力影响，Co 数设置为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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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模拟射流水刺入熔融金属的水力学现象，在运算公式中没有加入能量方程。采用 PISO 法用于

压力–速度耦合计算；采用 Geo-Reconstruct 法进行界面重建；表明张力采用连续张力模型(CSF model)。 

2.2. 数值模型 

冷却剂刺入金属的过程中伴随着射流表面的失稳碎化现象，为研究射流碎化机理，日本原子能研究

所 Park 等人以氟化液为熔融物，水为冷却剂开展了关于 FCI 基本过程的可视化实验。本文以 Park 实验

为基本工况[7]，进行 3D 轴对称数值模拟计算。Park 实验物性参数如下表 1 所示。 
采用 3D 对称模型，两个对称面使得实际数值计算区域为真实模型的 1/4 (如图 1)。其中水池上部中

心区域为进口边界条件，水池上部非中心区域为出口边界条件，其余部分为墙壁边界条件。水和熔融物

相互作用数值模拟实验真实模型几何结构尺寸如下表 2 所示。 
计算区域网格采用局部加密，总体均匀划分的网格方案，网格单元共 250000 个。具体来说，将计算

区域按 y 轴平均分成 4 份(如图 1 所示)，因射流形态变化主要发生于中间两个部分，故中间段 0.2 m 区域

y 轴节点 170 个，上下 0.2 m 区域节点共 80 个。底部为 20 × 50 的均匀矩形网格，射流区域共有 5 × 5 个

正方形网格。最小网格位于中段区域，体积为 1.191173 mm3，最大网格位于上下区域，体积为 2.468741 
mm3。最大纵横比为 7.13529e+00，最小矩形质量为 4.63386e−01 (数值越接近 0 网格质量越差)。初始化

时，定义了液态金属的区域(X 轴为 0 到 0.05 m，Y 轴为−0.4 到−0.2 m，Z 轴为 0 到 0.02 m)，速度为 0 m/s、
熔融物体积份额为 1；初始化射流水定义于熔融物表面正上方(X 轴为 0 到 0.005 m，Y 轴为−0.2 到 0 m，

Z 轴为 0 到 0.005 m)，速度设为 Y 轴方向−3.8 m/s、水体积份额为 1。 
 

Table 1. Physical parameters 
表 1. 物性参数表 

 密度 
ρ (kg/m3) 

粘性系数 
μ (kg/m*s) 

表面张力 
σ (N/m) 

空气 1.225 1.76e−05 0 

水 1000 0.00109 0.072 

熔融物 
(氟化液) 

1880 0.00109 0.017 

 
Table 2. Geometrical parameters of real model 
表 2. 真实模型几何尺寸结构参数 

参数名 参数值 

容器宽度(x 轴) 0.1 m 

容器高度(y 轴) 0.4 m 

容器厚度(z 轴) 0.04 m 

射流入口边长 0.01 m 

射流速度 3.8 m/s 

射流入口类型 速度入口 

出口类型 压力出口 

对称面个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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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3D calculation model and mesh number scheme 
图 1. 3D 模型计算区域及网格节点示意图 

3.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Park 实验数值模拟 

熔融物与冷却剂互相作用过程的形态结果如图 2 所示。通过对比文献中实验结果(见图 3)，可以看到

形态模拟图 2 和实验图 3 可以较好吻合。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0 s~0.1 s)，形成了空气口袋，

空气口袋在 0.1 s 左右封口；第二阶段(0.1 s~0.133 s)，空气口袋出现塌缩，空气被向下挤压，空气封口变

细；第三阶段(0.133 s~0.167 s)，射流出现流动不稳定性，熔融物、水和空气互相混合形成混流区域。 
为定量比较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7]，分别选取水刺入深度变化和液态金属液位变化进行比较，见图

4 和图 5。由图 4 和图 5 所示，实验结果都近似线性变换，模拟结果在趋势上与实验结果一致。实验数据

出现了转折情况，说明射流速度在不断减小，这是因为射流在刺入高密度液体后，因为浮力作用而不断

减速。 

3.2. Park 模拟结果分析 

在理论模型上，Hirokazu 等人[7]提出射流碎化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重要阶段(如下图 6 所示)：1) 射流

匀速穿透熔融物，并在射流周围形成空隙；2) 熔融物表面向射流靠拢，空隙变成闭合口袋状，随后“空

气口袋”破裂，流动不稳定性占主导，射流表面和前端不断剥离碎化，最后稳定于某一深度位置。 
Hirokazu 等人采用 MPS 方法完成了第一阶段模拟，但并未成功对第二阶段进行模拟。本文通过数值

模拟，得到了第二阶段的模拟结果(如下图 7 所示)。第一阶段结束后，射流达到最大深度，之后由于水在

向上浮力和不断下落的熔融物重力作用下，最终达到稳定位置，称为最终深度。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

验证了本模型的可行性。本文进一步对最终深度的参数效应进行探究。 

速度入口

压力出口

对称面1
对称面2

射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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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Y
X

Z

50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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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Numerical results of jet behaviors 
图 2. FLUENT 数值计算结果 

 

 
Figure 3. Experimental results [7] 
图 3. 实验拍摄结果[7] 

 

 
Figure 4. Comparison of melt surface level 
图 4. 熔融物液面高度对比 

空气口袋

0.033s            0.067s                0.1s              0.133s            0.167s

0.0 s          0.033 s         0.067 s          0.1 s          0.133 s         0.16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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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mparison of coolant penetration depth 
图 5. 射流透射深度对比 

 

 
Figure 6. The sketch map of the histories of jet leading position [7] 
图 6. 射流水穿透深度随时间变化示意图[7] 

 

 
Figure 7. Histories of jet leading position 
图 7. 射流深度随时间变化 

υj= αυ0

τ

Park’s correlation

Time

Je
t b

re
ak

up
 p

os
iti

on

(I) (II)

https://doi.org/10.12677/app.2017.78028


周源 等 
 

 

DOI: 10.12677/app.2017.78028 219 应用物理 
 

3.3. 参数影响 

数值结果表明最终深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现象，以密度比为 9 的工况为例，图 8 为波动现象较明

显的密度比为 9 的射流深度变化模拟结果。按照公式 2 确定最终结果，即 

( )max min

2final

L L
L

+
=                                   (2) 

其中 LMax 为射流深度波动的最大值，LMin 为最小值。 
通过对射流形态的分析，发现出现波动的原因是射流前端在碎化过程中，经历大块颗粒到小颗粒的

变化，在碎化为小颗粒后，浮力作用占主导，小颗粒开始回升，待与继续向下的未完全碎化射流前端相

遇后，会因重力作用重新开始下降，如此周而复始，导致射流最终深度出现波动现象。基于此现象，以

下所有最终深度结果，都按照公式 2 取为最终结果。 
对于碎裂长度，Park 和 Saito 基于实验提出了第二阶段下碎裂长度的表达式[7] 

( ) 0.5

0.5
II

j
br

p

L C Fr
D

ρ
ρ

 
=   

 
                                 (3) 

其中在 Park 模型中，Cbr = 1.45，Saito 模型中，Cbr = 2.1。 

3.3.1. 密度比影响 
熔融物密度和射流密度之比 ρp/ρj 是射流最终深度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共设置了 5 组不同密度比的工

况，分别为 1.88、3、6、9、11。其中射流水密度始终为 1000 kg/m3。最终深度结果如图 9 所示，结果表

明最终深度随密度比增大而减小，且下降趋势与关系式趋势基本一致。在熔融物密度增大时，射流水更

难将熔融物向上挤压，导致射流在熔融物池内减速得更快。 

3.3.2. 射流速度影响 
为研究射流入射速度对其最终深度的影响，设置了 4 组不同入射速度工况，其分别为 2 m/s、3.8 m/s、

6 m/s、8 m/s。通过模拟结果(见图 10)，射流最终深度随速度增大而增大，且与关系式一致基本满足线性

增长关系。这是因为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前提下，射流速度增大时，需要更长距离使得射流速度下降，

并最终出现碎化及达到最终深度。 

3.3.3. 表面张力影响 
为研究熔融物表面张力对射流最终深度的影响，设置了 4 组不同张力工况，其分别为 0.017 N/m、0.05 

N/m、0.1 N/m 和 0.3 N/m，通过模拟结果(见图 11)，在本节公式 3 中，碎化长度表达式认为张力对最终

深度(即 LII)无影响，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表明表面张力对最终深度影响不明显。 

3.3.4. 粘性系数影响 
为研究熔融物粘性系数对射流最终深度的影响，设置了 4 组不同粘性系数工况，其分别为 0.00109 

kg/(m*s)、0.002 kg/(m*s)、0.003 kg/(m*s)和 0.004 kg/(m*s)。通过数值模拟结果(见图 12)，发现与粘性系

数增大会导致最终深度轻微提高，粘性系数参数的变化对最终深度的影响不大。 

4. 结论 

本文基于 FLUENT 软件，采用 VOF 方法对 Park 实验射流水的碎化过程及射流碎化最终深度进行了

数值模拟，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很好，能够合理模拟射流形态变化和最终深度。主要结论有： 
1) 射流水进入液态金属现象可分为两个阶段：① 射流向下挤压熔融金属，使其周围形成空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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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fluctuation phenomenon of final depth 
图 8. 最终深度波动现象 

 

 
Figure 9. Parameter effect of density ratio on jet final depth 
图 9. 密度比对最终深度影响 

 

 
Figure 10. Parameter effect of velocity on jet final depth 
图 10. 射流速度对最终深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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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Parameter effect of surface tension on jet final depth 
图 11. 张力对最终深度影响 

 

 
Figure 12. Parameter effect of melt viscosity on jet final depth 
图 12. 粘性系数对最终深度影响 

 
空腔闭合并破裂，射流水表面受不稳定性影响出现碎化过程，大块液滴剥离射流表面，并在重力，浮力

和摩擦力共同作用下不断向下运动，并碎化为小颗粒。小颗粒在浮力主导下回升，与向下运动的大块颗

粒接触结合，最后随射流水颗粒不断聚集和碎化，射流穿透深度呈现一定波动现象。 
2) 公式 3 和模拟结果表明密度比和射流速度对最终深度有规律性影响，其中密度比越大，射流最终

深度越小，且近似正比于 1/(ρp/ρj)0.5。而对于射流速度，射流速度越大，最终深度越大，且近似正比于射

流速度。 
3) 液态金属粘性系数对射流最终深度影响不明显。 

基金项目 

本论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51506134)资助。 

https://doi.org/10.12677/app.2017.78028


周源 等 
 

 

DOI: 10.12677/app.2017.78028 222 应用物理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Fletcher, D.F. (1995) Steam Explosion Triggering: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Design, 155, 27-36. 
[2] Sibamoto, Y., Kukita, Y. and Nakamura, H. (2012) Small-Scale Experiment on Subcooled Water Jet Injection into 

Molten Alloy by Using Fluid Temperature-Phase Coupled Measurement and Visualization. Journal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4, 1059-1069. https://doi.org/10.1080/18811248.2007.9711347 

[3] Park, H.S., Yamano, N. and Maruyama, Y. (1998) Study on Energetic Fuel-Coolant Interaction in the Coolant Injection 
Mode of Contact.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clear Engineering (ICONE-6), San Diego, 
10-15 May 1998, Article ID: 16813. 

[4] Songbai, C., Ken-ichi, M. and Mikio, I. (2014)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Local Fuel-Coolant Interactions by Deliver-
ing Water into a Simulated Molten Fuel Pool.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Design, 275, 133-141. 
https://doi.org/10.1016/j.nucengdes.2014.05.003 

[5] Songbai, C., Ken-ichi, M. and Mikio, I. (2015) The Effect of Coolant Quantity on Local Fuel-Coolant Interactions in a 
Molten Pool. Annals of Nuclear Energy, 75, 20-25. https://doi.org/10.1016/j.anucene.2014.07.042 

[6] Sachin, T., Louis, M. and Weimin, M. (2015) 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Jet Breakup in Melt Coolant Interactions. 
Annals of Nuclear Energy, 80, 467-475. https://doi.org/10.1016/j.anucene.2015.02.038 

[7] Hirokazu, I., Seiichi, K. and Yoshiaki, O. (2001) Numerical Analysis of Jet Injection Behavior for Fuel Coolant Inte-
raction Using Particle Method. Journal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8, 174-182. 
https://doi.org/10.1080/18811248.2001.9715019 

[8] Yuan, Z., Mingjun, Z. and Xing, F. (2016) 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ater jet injection Behavior in Fuel-Coolant In-
teraction. Journal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4, 174-181. 

[9] 沈正祥, 李金柱, 吕中杰, 黄风雷. 水动力作用下低速射流碎化的数值模拟[J]. 计算力学学报, 2013, 30(2): 308- 
312. 

 
 
 
 
 
 
 
 
 
 
 
 
 
 

 

期刊投稿者将享受如下服务： 

1.  投稿前咨询服务 (QQ、微信、邮箱皆可) 
2.  为您匹配最合适的期刊 
3.  24 小时以内解答您的所有疑问 
4.  友好的在线投稿界面 
5.  专业的同行评审 
6.  知网检索 
7.  全网络覆盖式推广您的研究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pp@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app.2017.78028
https://doi.org/10.1080/18811248.2007.9711347
https://doi.org/10.1016/j.nucengdes.2014.05.003
https://doi.org/10.1016/j.anucene.2014.07.042
https://doi.org/10.1016/j.anucene.2015.02.038
https://doi.org/10.1080/18811248.2001.9715019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pp@hanspub.org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Behavior in Coolant Jet-Melt Interaction
	Abstract
	Keywords
	水刺入液态金属水力学数值模拟
	摘  要
	关键词
	1. 前言
	2. 数值分析方法
	2.1. 数值方法
	2.2. 数值模型

	3.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Park实验数值模拟
	3.2. Park模拟结果分析
	3.3. 参数影响
	3.3.1. 密度比影响
	3.3.2. 射流速度影响
	3.3.3. 表面张力影响
	3.3.4. 粘性系数影响


	4.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