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二  管道阻力特性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1、 测定不同雷诺数 Re 时的沿程阻力系数λ； 

2、 测定管道突然扩大及突然缩小的阻力系数ξ； 

2、掌握沿程阻力系数和局部阻力系数的测定方法。 

二、实验原理 

(一)、沿程阻力系数测定原理 

对Ⅰ、Ⅱ两断面列能量方程式，可求得 L 长度上的沿程水头损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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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达西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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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积法测得流量，并计算断面平均流速，即可求得沿程阻力系数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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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部阻力系数测定原理 

1、管道突然扩大 

在管道扩大前后取 1—1 及 2—2 断面，因管道水平放置，可列出上述两断面的能量方程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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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突然缩小 
    在缩小前后取 3—3 及 4—4 断面，列能量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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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装置及流程 

实验装置及流程简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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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步骤 

(一)、沿程阻力系数测定 

1、关闭测点 1、2、5、6、7、8、9、10 的小阀。 

    2、打开阀门 1、3、4、8、9。 

    3、关闭阀门 2、5、6、7。 

4、开泵，调节阀门 1，使测压管 5、6 中出现高差。此时管中液位较高，可用压气球从

测压管中打压，使液位降至中部，以增大测量范围。 

    5、用计量箱测量流量。 

6、读出测压管读数，并记录压力及流量数据。 

7、调节阀门 1 开度，以调节流量，重复测定压力及流量。 

注意事项：如出现测压管冒水现象，可把阀门 9 全开，或停泵重做。 

(二)、局部阻力系数测定 



    1、测定管道突然扩大时关闭测点 1、2、3、4、5、6、7、8、的小阀门，其余测点小阀

打开。 

    2、打开阀门 1、3、4、8、9。 

    3、关闭阀门 2、5、6、7。 

    4、开泵，调节阀门 1，使测压管中出现压差，如管中液位太高，可从测压管中打压，

以增加测量范围。 

    6、用量测箱测量流量。 

6、读出测压管读数，并记录压力及流量数据。 

7、调节阀门 1 开度，以调节流量，重复测定压力及流量。 

(二)、计算机数据采集阻力系数测定 

为提高实验速度和实验自动化程度，对压力和流量可以采用计算机数据采集并处理数

据。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 将测压小阀及阀门开闭情况调至上述对应情况； 

2、 打开计算机； 

3、 《开始》点击《程序》；双击《流体力学综合实验台》。 

4、 屏幕显示计算机控制流体力学实验台。 

5、 点击屏幕，显示设备名称，研制单位及使用单位。 

6、 点击《用户》。 

7、 点击《登录》。 

8、 输入用户名称(学生学号)及密码(自设)后。确定。 

9、 点击《实验》，共五种(本实验测定 1、4、5 三项)。 

10、 点击需要做的实验，即显示该实验的实验数据表。 

11、 每个实验共做十个实验点，调节十次流量，可由大到小，最小流量因受涡轮流

量计测量范围的限制，故最小流量不宜小于 300 ，否则会影响精度。 scm /3

12、 点击《测量》，即得所测数据，可多次点击《测量》数据以求得理想数据。 

13、 实验完成后点击《打印》，即打出实验数据。 

注意事项： 

14、 端子盒上接线编号 A、B、C、D 流量应与测点编号一致。 

15、 传感器规格应与测点要求一致。 



16、 由于压力传感器有量程限制，测试时如出现超出量程情况(数据显示对应量程

的最大或最小值)时，调节进出口阀门 1 和 9，使得所测压力在传感器量程范围以内。 

 

五、数据处理 

将实验过程中的数据按下表记录。表中管道的沿程阻力系数按式(2)和(3)进行计算；局

部阻力系数按式(5)和式(7)计算。 

沿程阻力系数测定实验数据记录表 

d=    mm            L=    m 

No h3/m h4/m hΔ /m V/m3 t/s Q /m3/s v/m/s λ 

1         

2         

3         

4         

5         

6         

7         

8         

9         

10         

局部阻力系数测定实验数据记录表(突然扩大) 

d=    mm    D=    mm 

No h9/m h10/m hm/m V/m3 t/s Q /m3/s V1/m/s v2/m/s ξ 

1          

2          

3          

4          

5          

6          



7          

8          

9          

10          

局部阻力系数测定实验数据记录表(突然缩小) 

d=    mm    D=    mm 

No h11/m h12/m hm/m V/m3 t/s Q /m3/s v1/m/s v2/m/s ξ 

1          

2          

3          

4          

5          

6          

7          

8          

9          

10          

实验报告中数据应绘制成λ－Re 及ξ－Re 图，并对测试误差进行分析。 
 

六、分析讨论题 

1、在不同 Re 数情况下沿程阻力系数和局部阻力系数是否为常数，为什么？ 

2、若测试管道中存在阀门、弯头或其它阻力件，是否会影响该管道的沿程阻力系数？ 

3、影响管道沿程阻力系数的因素有哪些？定性的影响规律如何？ 

 

( 执笔人：周勇敏、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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