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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直角坐标系
、

柱坐标及球坐标系中研究一维匀速活塞在强引力场中的动力 学 过程
.

用

特征践法数值求解流体力学方程组
,

得出符合活塞速度条件及联结条件的解
.

分析讨论了不 同 坐

标系对压缩区
,

常流区
.

稀疏区流场
、

激波传播速度及活塞面上声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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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体物理中观测到大量爆发现象
,

例如超新星爆发
、

日冕瞬变等
.

太阳表面频繁地向外

喷射物质
,

这些物质具有很高的能量
,

呈现为不同形态
.

瞬变前沿为向外运动的
、

明亮的高

密度区域
,

其后为一低密度暗区域
.

最近提出用活塞驱动模型来研究太阳引力场中爆发物质的

动力学过程“阅 ’.

不 计 引力场及在弱引力场中一维匀速活塞的压缩区流动及激波传播过程已

有详细的讨论“一 召, 。

中晚期恒星密度大
,

在恒星表面所发生的爆发现象
,

会受到很强的恒星

引力的作用
,

因此有必要研究强引力场对活塞运动的影响
‘。, .

可以用不同 模型模拟不同形态

的瞬变现象
。

例如用球对称模型研究实泡状瞬变爆发
,

用柱对称活塞模拟环状 日 冕 瞬 变 现

象
,

⋯⋯等等
。

因此
,

分析讨论强引力场中平面
、

柱对称及球对称活塞运动的差别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实用上均有一定的意义
。

研究在静止坐标系中平面
、

柱面及球面活塞向与引力作用相反方向的匀速运动
.

引力场

很强
,

压缩区及稀疏区的流动都不再是自模拟的
.

用特征线法数值求解气体动力学方程组
.

激波条件及稀疏区边界条件取决于恒星大气中的声速分布
,

即取决于恒星引力场的大小
.

初

条件由 二 == 1 处
, t= 1 时刻活塞的运动决定

.

二
、

基本方程
、

边界条件及解法

取恒星中心为坐标原点
, 戈 沿恒星半径向外

,

研究恒星大气中一维活塞运动
.

活 塞扰动
·

区流体质点的流动符合下列一维非定常气体动力学方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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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为恒星质量
,

G 为引力常数
,

v取 5邝
, n = O , 1 , 2 分别对应于平面

、

柱面
、

球面活塞

问题
,

其余符号均为通常含义
。

引入声 速
a = /而 、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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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取活塞初始位置介 为特征长度
,

活塞运动速度为特征速度
,

得到无量纲 形 式的一维非定常

气体动力学方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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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一 (GM /介 )告为二 .
处的特征重力逃逸速度

,

计算中取(。“
v ,
)

, = 3
.

3 75
.

活塞前有一

压缩区
,

活塞后形成常流区及稀疏区 (图 1 )
.

活塞面为一稳定间断面
,

对活塞前 后 分别求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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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活塞运动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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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区
:

活塞面上质点流速
v ,

= 1
,

声速由激波条件决定
.

压缩区前沿的激波应 满足激

波守恒关系
。

考虑激波前气体处于静止状态
,

以下标
“ 1

”

表示此区的参量
,

以
“ ; ”

表示激波后

压缩区的参量
.

激波守恒关系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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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流区及稀疏区
:

活塞面上质点流速 街= 1
,

声速由稀疏区边界条件决定
。

以一价(幻 的速度在静止恒星大气中传播
,

稀疏区边界上有
。

刀 ,

= 0

稀 疏 区边界

(2
.

8 )

二(· , 一

厚瓷
(2

.

9) 式由静止恒星大气中引力与流体压力相平衡
,

并考虑绝热过程得来
.

决定了它周围的声速分布
。

(2
.

9 )

恒星质 量 的大小

用特征线法数值求解强引力场中的一维活塞运动问题
.

按照特征理论
,

特征线及特征方

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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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咒在代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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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6 阴强引刃 物甲
,

在 戈= 1 处
,

估 墓 以
“ p

v , = 1的速度匀速运动所形成的初始间断随时间的发展
.

初始流场与坐标系的选取 无 关
,

在

本文中用平面活塞运动的分析结果作为初值
,

研究在强引力场中不同坐标系的选取对初始流

场及初始间断演化的影响
.

三
、

计 算 结 果 及 讨 论

与普通气体动力学的结果类似
,

平面
、

柱面及球面活塞在强引力场中作匀速运动时
,

按

流动特征可将流场分为三个区域 (图 1 ). I
,

活塞前压缩区
,

以激波与静止恒星大气 相 联

结
。

I
,

活塞后常流区
,

以一弱间断与稀疏区 I 分界
.

活塞为一稳定间断面
,

稀疏区的边界

特征线以速度一
a ,

在静止恒星大气中传播
.

首先分析无引力场作用时
,

平面
、

柱面
、

球面活塞运动的流场 (图 3
、

4)
.

对压 缩 区及
;

常流区
,

按相似解的结果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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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压缩区声速分布 (强引力场)

式中雪‘二/f
,

平面活塞有
。二。

,

对应不变的流场
.

在
v ,

= 1 , a 。
= 1

.

5 时
,

柱 面
、

球 面 活塞

的压缩区中睿> 。
, v > 。

, a > 。
,

城豹 < 占
,

且 r > (v( 约一约
2
所以 d叮心 与 d a/ 口君均小于零

.

这是由于柱面及球面活塞前压缩区逐渐扩大
,

将消耗流体质点的动能及内能
,

使流速及声速

沿活塞运动方向逐渐减小 (图 3
、

4 )
.

坐标系的影响反映在方程(2
.

1) 中增加了nP刃二一项
, n
越

大活塞前压缩区体积增加得越大
.

球对称活塞
n

值最大(n ‘约
,

这就是为什么相应于同一时

刻 (例如t= 4) 球面活塞运动有最低的流速及声速的原因
.

随着时间的增加
,

活塞及压缩区

越远离中心
, 二增大

,

球
、

柱坐标系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

因此 t= 功时刻的流速及声速分布曲

线较 t= 2 时坡度变缓
.

这也就决定了球面活塞将有最低的激波传播速度
、

‘

最小 的激 波强度

及最窄的压缩区
,

激波传播速度随 t 的 增加逐渐减小
,

开始减小得很快
,

最后接近于某一极

限 (图 1
、

2)
。

弓I力将使压缩区流体质点加速
,

声速降低
,

激波传播速度减小
【。几图 石表明

,

弓!力使平面活塞压缩区的流动加速
,

但这影响随 t 的增加而逐 渐 减 弱
,

所以 t =
、

2 的流速曲

线高于 t‘ 4 的结果
·

在我们的计算条件下
,

球坐标系的影响大于引力场的 作 用
.
因此

,

球

面活塞压缩区流动减速
,

并且 t= 功的速度曲线高于 t = 2 的结果
·

这两种因素的综 食将使压

缩区声速及激波传播速度减小得更多

二
常流区及稀疏区流场

:

平面
、

柱面及球面活塞运动有相同的稀疏区边界
.

在无引力场作

用时
,

从稀疏区边界到活塞面
,

与平面活塞相比球面活塞的流动区域体积膨涨
,

消耗能量
。

活塞处流体质点的流速由活塞运动速度决定
,

与坐标系的选取无关
.

因此在活塞面上
,

球面

活塞运动必然会有较低的声速 (图 7
、

5)
.

从 (3
.

1 )
、

(3
.

2 )式可以看出
,

常 流 区 中{
。
> 氛

(
“一占广< 砂 所以 d可d雪< 。

,

d a/ d 省> 。
,

这就决定了某一时刻常流区的流速及声速变化趋势

(图7
、

8)
.

也就形成了稀疏区中的流速及声速分布一 在球面活塞的弱间断面处应 比 活塞面

有较高的总能量
,

由 (3
.

2 )式决定此处流体质点的声速小于活塞面上的声速
,

因此 彭 间断面

上的流速必然较平面活塞运动的流速增加
.

在活塞后区域中弱间断面上有最高的流速及最小

的声速
.

在强引力场作用下
,

活塞后的流场如图 9
、

10 所示
、

,

不同的是
,

从活塞面到稀疏区边

界
,

声速单调增加
,

活塞面上流速最大
,

在稀疏区边界附近存在一个与活塞运动反向流动的

区域
.

、
-

, - 一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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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球面活塞较平面活塞运动有较小的激波强度及激波传播速度
,

较窄的压缩区

及常流区
.

压缩区的声速及流速减小
,

常流区及稀疏区流速增加
,

声速减小
.

引力场的影响

将使压缩区流速增加
,

常流区及稀疏区流速减小
,

其余影响均与球面活塞对流场 的 影 响 相

同
。

强引力场中
,

柱面
、

球面活塞运动的流场将受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
。

活塞扰动区流场中

的各量将由恒星质量M
,

活塞的起始位置
,

运动规律及坐标系的选取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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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活塞后声速分布 (强引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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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活塞面上声速分布

我们将用这些结果来分析讨论不同形态的日冕瞬变现象
,

解释观测到的日冕瞬变现象中

的密度分布和动力学特征
‘’“,

川
.

这些结果可用于分析高密星周围所发生的爆发现象
.

致谢 感谢胡文瑞同志的指导
.

参 考 文 献

[ 1 ] H u ,

W
.

R
. ,

T he d y n a m iea l p r o e e s s o f th e e o ro n a l t ra n s ie n t
,

X X IV Ple n a ry C o m 扭it
,

t e e o n Sp a e e R e s e a re h
,

o tt aw a (一9 82 )
,

39
.

[ 2 〕 H u ,

W
.

R
. ,

T h e d y n a m iea l p r o e e s s o f a e o ro n a l tra n sie o t a ss o e ia te d w ith a n e r u p t iv e

p ro m in en e e ,

1
.

Ba s ie 二e e h a n is m
,

滋: 才ro 夕h, s
,

a o d s夕a c e S c‘
. ,

5 2 ( 1, 83 )
,

37 3
.

[ 3」 H u ,

W
.

R
. ,

T 五e d了n a m ie a l p ro e e s s o f e o ro n a l tr a n s ie n t a s s o e ia te d w it五 a n e r u p t: v e

p r o m in en e e ,

11
.

A n a l了tie a l s o lu tio n in fin ite re g io n s ,

A s才阳乡h.
s

.
a n d S P a

“ S e‘
. ,

9 2

(138 3 )
,

396
.

【4 」 C助。 月
.

H
. ,

《力学中的相似方法与量纲理论》
,

科学出版社 (19 82)
.

[ 5 〕 B e二o a a A
.

B
. , ·

《气体动力学讲义》
,

科学出版社 (1马5 6)
.

【6 〕 胡文瑞
.

弱重力场中的平面活塞运动
.

应用数学和力学
,

6
,

l (13 85 )
.

(付印中)

【7 ] 胡文瑞
,

弱引力场中的枉面活塞过程
.

数学物理学报 (付印中)
.

〔8 〕 唐泽眉
,

弱引力场中活塞运动的球对称解
,

力学学报 (19 84 )
.

【, 〕 唐泽眉
,

强引力场中活塞运动的球对称解
,

力学学报 (待印 )
.

[ 10〕 H u ,

W
.

R
.

a n d 2
.

M
.

T a n g
,

T h e p is t o n m o d el o f e o r o n a l tr a n s ie n t s
,

月 str o p 人夕5 .

a n d S Po e e S e ‘
. ,

(一9 84 )
.

〔1 1〕 胡文瑞
、

唐泽眉
,

环状日冕瞬变的活塞驱动理论
,

天体物理学报 (送审)
.



e36 唐
‘

泽 眉
_

O n e 一

D im e n sto n a l
、

P蓄吐匕n Pro c e ss in st内n g

G ra v ita tio n a l Fie !d

T a n g Z

(I”St itu te oj M劣ha n ‘cs
, A e a d em ia S‘. ‘ca

,

压fj‘月口)

A七st r a Ct

In t五15 p a p e r ,

the dyn
a m ie p to e e s s d r iv e n b y o n e一 im e n sio n a l p is t o n in s t

ron
g g ra v ita-

t io n a l fie ld w a s o tu d ie d o n t五e c a r t。助
,

叮ha d e r

ica 1 a n d sp h e ri e a l COO
r d in a te s

.

T he

g a s d yn a m ic e q u a tion
s w e re n u m e r ica lly so lv e d b y the c h a ra e te r is tie m e th o d

.

T he so lu
~

tio n w 五ie h sa tis fie s tu e v e lo e ity e加 d iti七n a t p ist o n a n d the b o u n da r y eon d itio n s c o n
‘

n e e t th . ffo w re 义i的 a n d th e a u ie t re它 ion 1 5 ob ta in ed T he o r e s e n t o a o e r an a卜s e s e s o e
·

c la 几ly tn e 华l iu e皿 ce 0 1
、

c Q o r乓
In a t e sy s t e m s o n t此 i le ld 0 1 。。m Pre s s手D le 左lo w

, u n ll o r皿

fxo访
’

五n d : a r e fa c t
咖 f场, :

匆
o n ,

t五“
一

比。比 v e lo c、ty 。
时 t五e te o P o ra tu r e d i: t r山。tlon

a t th e p is t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