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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用于处理格子波尔兹曼（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方

法中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的边界条件。当压力驱动的不可压缩流体充分发展时，可

以在周期性截面上直接用压力梯度而不是采用当量体积力的常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来确定周

期性流动截面上的粒子分布密度。应用所提出的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的边界处理方

法，对二维压力驱动下充分发展的泊肃叶流（ｐｏｉｓｅｕｉｌｌｅｆｌｏｗ）和周期性方柱扰流进行了数值模拟。

结果表明：该周期边界条件处理方法能够很好地保持系统周期性，在其宏观的周期性边界截面上产

生了连续的压力分布，真正地实现了直接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条件下的所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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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微观动力学方程，用于处理微观粒子的分布

密度，并通过粒子分布密度的积分求出相应宏观量

的 一 种 计 算 流 体 力 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方法。该方法不同于常规的直接求解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ＮＳ）方程从而得到宏观变量（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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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速度等）的数值计算方法［１６］。在过去近２０

年时间里，ＬＢＭ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泛地应

用于多孔介质内的流体流动与传热、复杂多相流的

流动与传输等领域，逐步发展成为常规ＣＦＤ数值计

算的一种替代方法［７８］。

与求解常规ＮＳ方程为主的ＣＦＤ方法类似，边

界条件的处理在ＬＢＭ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过去几十年时间里，ＬＢＭ的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在

不同情况下精确有效的边界条件处理方法［９１９］。由

于ＬＢＭ中原始变量是粒子的分布密度，宏观世界

的变量（例如压力和速度等）是通过对微观粒子分布

密度进行相应积分处理后而获得，因此在ＬＢＭ 中

物理模型真实边界上的宏观变量与微观粒子分布密

度间没有直接的、一一映射的关联，从而导致真实边

界上的宏观边界信息很难直接、有效地反映到微观

粒子分布密度的变化中去。因此，这种在物理世界

中可直接观测的宏观变量如何正确、有效地转换到

建立在介观尺度上的ＬＢＭ 微观粒子分布密度，给

ＬＢＭ在工程实际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定局限性。

在工程实际应用过程中，压力驱动的不可压缩

流体周期性流动现象非常普遍。如何采用ＬＢＭ 来

直接、有效地体现出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

流动的所有特征，在目前的工程实际应用中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在ＬＢＭ 研究者们

所提出的几种不同压力边界处理方法中［１２１３］，几乎

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陷，都不能够完全、真正

地体现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的所有特

征。譬如，在目前所提出的ＬＢＭ 压力边界处理方

法中，有些方法要求事先知道截面上的压力分布或

者要求在该边界面上的宏观切向速度分量必须为

零［１３］。一方面，在实际工程应用过程中，边界面上

的压力分布可能很难获得；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实际

工程流动过程中，物理边界面上的切向速度不可能

或很难满足为零这一苛刻条件；此外，在ＬＢＭ 中的

周期性边界条件处理方面，只有常规的周期性边界

处理方法（即，给定方向上的分布密度直接从出口边

界返回到入口边界的方法）不受非物理扰动现象的

影响和切向速度为零这一苛刻要求。然而，对于压

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问题而言，这样简

单处理的方法需要用当量体积力来代替驱动流体实

际流动的压力梯度，从而获得计算区域内正确的速

度场分布。由于当量体积力的引入，导致了该方法

最终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计算域内沿流动方向上的压

降信息，最后造成计算域内的压力分布与实际压力

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压力分布严重不一致

的结果。

笔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用于处理压力驱动不可压

缩流体周期性流动的ＬＢＭ 边界处理方法。这种边

界处理方法克服了常规ＬＢＭ 压力边界方法和周期

性边界方法的缺陷，真正地直接实现了压力驱动不

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条件下的所有特征。

１　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的边界

条件

　　如图１所示，它是在两平行平板中间布置周期

性的方形物体，从而实现在压力驱动下不可压缩流

体周期性地流动。从实验研究压力驱动下不可压缩

流体周期性流动的文献中［２０２１］可知，在这种周期

性结构系统中，流体流动的入口段长度较短，并且一

般能够在两个几何结构周期内变为充分发展流态。

因此，在此系统中宏观变量（速度犝 和压力犘）具有

如下特点［２２］

犝（狓，狔）＝犝（狓＋狀·犔，狔），　　　　 （１）

犘（狓，狔）＝犘（狓＋狀·犔，狔）＋狀·β·犔， （２）

图１　二维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示意图

　　其中：狀是任意整数，犔是沿流动方向上的周期

长度，β是沿流动方向上的压力梯度，即：β＝－
ｄ犘
ｄ狓
。

对于一个周期长度的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

期流动（即，狀＝１，如图２所示），相应的宏观周期性

图２　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的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如下：

犝ｉｎｌｅｔ（狓，狔）＝犝ｏｕｔｌｅｔ（狓＋犔，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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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ｉｎｌｅｔ（狓，狔）＝犘ｏｕｔｌｅｔ（狓＋犔，狔）＋β·犔， （４）

　　在不可压缩流体ＬＢＭ的Ｄ２Ｑ９模型中，以压力

分布密度为原始变量的平衡态分布函数如下：

犳
（ｅｑ）
犻 ＝ω犻· 犘＋犘０· ３·

犲犻·犝

犮２
＋
９

２
· 犲犻
（ ）犝 ２

犮４
－
３

２
·犝
·犝
犮［ ］｛ ｝２

， （５）

这里， ω犻 ＝

１

９
，　犻＝１，２，３，４；

１

３６
，　犻＝５，６，７，８；

４

９
，　犻＝９

烅

烄

烆
。

　　　　　　　　　　　　　　　　　　　　 （６）

犲犻＝

犮·（ｃｏｓ［（犻－１）／２］·π，ｓｉｎ［（犻－１）／２］·π），　犻＝１，２，３，４；

槡２·犮·（ｃｏｓ［（２犻－９）／４］·π，ｓｉｎ［（２犻－９）／４］·π），　犻＝５，６，７，８；

０，　犻＝９

烅

烄

烆 。

（７）

　　其中，犮为微观格子速度，犝 是宏观速度矢量，

犘０ 是系统参考压力。

宏观变量（压力和速度）的计算公式则如下

犘＝
９

犻＝１

犳犻，　　　　　 （８）

犝·犘０ ＝
９

ｉ＝１

犲犻·犳犻， （９）

　　把ＬＢＭ中宏观变量的计算公式（８）和（９）代入

宏观周期性边界条件（３）和（４），则有：


８

犻＝０

犲犻·犳ｉ，ｉｎｌｅｔ

犘０
＝

８

犻＝０

犲犻·犳犻，ｏｕｔｌｅｔ

犘０
， （１０）


８

犻＝０

犳犻，ｉｎｌｅｔ＝
８

犻＝０

犳犻，ｏｕｔｌｅｔ＋β·犔， （１１）

　　在ＬＢＭ中，对每次迭代计算，都可分为２个单

独的交替计算步骤［２３２４］，即：

碰撞步：

犳犻（狓，狋）＝犳犻（狓，狋）－
１

τ
犳犻（狓，狋）－犳

（犲狇）
犻 （狓，狋［ ］），

（１２）

　　迁移步：

犳ｉ（狓＋犲犻·狋，狋＋δ狋）＝犳犻（狓，狋）， （１３）

　　此处，犳犻（狓，狋）表示碰撞后的密度分布函数，

犳ｉ（狓，狋）和犳
（犲狇）
犻 （狓，狋）分别指当前状态的密度分布函

数和该位置所对应的平衡态密度分布函数，τ是无

量纲松弛因子。

于是，在如图２所示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

期性流动的边界面上，当完成１次迭代计算以后，在

进、出口截面上，将会有如图３中圆圈所示方向上的

未知密度分布函数（即，进口边界上有方向１、５、８上

的密度分布函数未知；出口边界上有方向３、６、７上

的密度分布函数未知）。为了使ＬＢＭ 的计算能够

顺利进入下１个迭代步，则必须解决如何确定这些

在边界面上特定方向上的未知密度分布函数。

图３　迁移后进出口截面上的未知分布函数

对方程（１０）和方程（１１）进行重新整理，则可以

得到如下方程


８

犻＝０

犲犻·（犳犻，ｉｎｌｅｔ－犳犻，ｏｕｔｌｅｔ）＝０，　　　　　 （１４）


８

犻＝０

（犳犻，ｉｎｌｅｔ－犳犻，ｏｕｔｌｅｔ－ω犻·β·犔）＝０，　 （１５）

　　在如上的方程（１４）和方程（１５）中，一共有６个

方向上的密度分布函数未知（即，犳１，ｉｎｌｅｔ，犳５，ｉｎｌｅｔ，

犳８，ｉｎｌｅｔ，犳３，ｏｕｔｌｅｔ，犳６，ｏｕｔｌｅｔ，犳７，ｏｕｔｌｅｔ），然而方程的个数却

只有３个（即，方程（１４）包含狓和狔方向上的２个方

程和方程（１５）），因此该方程组不封闭，具有无穷组

解满足上述方程组。从数学的角度而言，只要能够

找到一组满足上述方程组的解，且能够方便地确定

未知方向上的密度分布函数，则ＬＢＭ的迭代计算就

能够顺利继续下去。显然，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方程

１４和１５中一种最简单的解为

犳犻，ｉｎｌｅｔ－犳犻，ｏｕｔｌｅｔ＝ω犻·β·犔， （１６）

　　这里，对进口截面未知密度分布函数而言，犻＝

１，５，８；对出口截面未知密度分布函数而言，犻＝３，６，

７。在ＬＢＭ的每次迭代迁移步后，可以方便地通过

方程（１６）求出进、出口截面上所有的未知密度分布

函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的处理方法不同于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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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常规的处理方法就是简

单地把流出边界上的密度分布函数沿该方向上重新

流入进口边界，完全没有考虑进、出口边界上存在着

一定压差这一事实。然而，从方程（１６）中可以清楚地

看见：在同一个方向上，进、出口截面上的密度分布函

数并不相等，其差值就是最终导致进、出口截面上应

有的压差。因此，该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能够在很好

地保持系统周期性的同时，也不会丧失计算区域内沿

流动方向上的压降信息，并且还没有其他一些苛刻的

限制性条件（比如：进、出口截面上压力分布要求已知

或进出口截面上的切向速度必须为零等）。

２　数值模拟结果

为了验证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边

界条件的合理性，用ＬＢＭ 分别模拟了二维压力驱

动不可压缩流体充分发展的泊肃叶流和周期性方柱

扰流问题。

在表１中，给出了用ＬＢＭ来模拟泊肃叶流和周

期性方柱扰流时的各种参数设置。

表１　数值模拟参数设置

项　目
压力驱动

泊肃叶流

压力驱动周期

性方柱扰流

计算域／ｍ×ｍ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

单位格子长度／ｍ ２．５Ｅ－４ １．０Ｅ－４

格子速度／（ｍ－１·ｓ） ６８０ ６８０

无量纲松弛时间 １．０ １．０

密度／（ｋｇ·ｍ
－３） ６．４９ ６．４９

粘度／（ｍ２·ｓ－１） ２．８３Ｅ－２ １．１３Ｅ－２

压力梯度／（Ｐａ·ｍ－１） １．０Ｅ６ １．０Ｅ６

雷诺数 １６．０ ８．０

收敛判据 １．０Ｅ－７ １．０Ｅ－７

其中，雷诺数的计算是通过最大流通截面上流

体的平均速度和上下平行平板的间距来确定；迭代

计算的收敛判据是通过统计连续２次迭代计算所得

的宏观速度的相对误差是否小于给定的收敛精度。

同时，为了提高ＬＢＭ数值模拟计算精度，在固液交

界面上（例如，平行平板与流体的交界面、方柱与流

体的交界面等），采用了具有二阶精度的插值边界处

理方法［２５］。在相同的数值模拟参数设置和固液交

界面边界处理方法的条件下，对比了新的周期性流

动边界处理方法和用当量体积力来代替压力梯度的

常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对泊肃叶流和方柱扰流的

影响，分别对计算区域内的流场和压力场进行了详

细的对比和分析。

如图４、图５所示，在不同的周期性边界处理条

件下，分别对比了平行平板间不可压缩流体充分发

展时的压力分布和速度分布。

图４　二维平行平板间流体流动在中心线上的压力分布

图５　二维平行平板间流体流动的速度分布

由图４可见，提出的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周

期性流动的边界处理方法可以获得与理论解非常一

致的结果。然而，在图５中可以发现，虽然采用当量

体积力的常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可以得到与解析

解一致的速度场分布，但是却不能够在该计算域内

获得正确的压力分布（如图４所示）。其主要原因在

于：当采用当量体积力代替实际压力梯度来驱动不

可压缩流体流动时，在计算域内不可避免地损失了

压力沿流动方向上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

计算域内获得正确的压力分布，则必须对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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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结果进行二次处理，否则将会得到错误的压力

场分布。然而，若采用文中提出的新周期边界处理

方法，由于在迭代计算过程中没有损失压力的相关

信息，当迭代计算收敛后，则可以顺利获得正确的压

力分布，无需对压力场进行二次处理。

为了验证文中提出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在复

杂周期性流动过程中的正确性，应用该方法对周期

性方柱扰流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如图６～９所示，

给出了在１个周期长度上不同计算区域内压力分布

和流线分布的数值模拟结果。从这些模拟结果可以

看出：应用所提出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可以得到

正确的压力分布和流线分布云图。对于１个周期长

度上不同计算区域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计算

域的不同并没有改变周期性流动问题中的压力分布

状态和流线分布特点，这一特征与实际周期性流动

是一致的。模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周期性边界条

件处理方法，能够解决复杂的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

体周期性流动问题。

图６　压力驱动周期性方柱绕流的压力分布

图７　压力驱动周期性方柱绕流的流线图

图８　压力驱动周期性方柱绕流的压力分布

图９　压力驱动周期性方柱绕流的流线图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的适用

性，把上述的２种计算区域分别扩大１倍，即在２个

周期长度上的求解域内进行相同参数的数值模拟，

其数值模拟结果如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通过对图１０

和图１１的分析可以发现：沿着流体流动方向，其压

力不断降低；但是，压力分布或流线分布的具体形式

却沿着流体流动方向以１个周期长度为间隔，进行

着不断地重复。显然，上述这些特点成功地描述了

周期性流动系统的严格周期性，完全实现了周期性

流动问题的所有特点。

为了对比当量体积力代替压力梯度的常规周期

性边界处理方法与文中所提出的压力驱动周期性流

动边界处理方法对周期性流动问题模拟结果的影

响，采用常规的周期性边界处理方法对上述的两种

不同计算域内的周期性流动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

得到了图１２和图１３所示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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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压力驱动周期性流体在２个周期长度内的

压力分布和流线分布

图１１　压力驱动周期性流体在２个周期长度内的

压力分布和流线分布

　　通过对比图１０、１１和图１２、１３可以发现，采用

当量体积力的常规周期性边界条件虽然得到了与采

用压力驱动周期性流动边界条件一致的流线分布，

并且也体现出了周期性流动应有的一些特点，但是

计算域内的压力分布却明显地与实际不符，即：没有

体现出沿流体流动方向，压力逐渐降低这一基本规

律。此外，在图１２和图１３中，虽然在压力分布云图

上也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压力分布的周期性，但是其

具体的压力分布形式却与图１０和图１１有显著的区

别（在实际的压力驱动周期性流动中，不可能产生类

似于图１２、１３中的在方柱前后几乎有对称的压力分

布形式）。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最终也归结到：当

用当量体积力代替压力梯度驱动流体周期性流动

图１２　当量体积力驱动周期性流动在２个周期

长度内的压力分布和流线分布

图１３　当量体积力驱动周期性流动在２个周期

长度内的压力分布和流线分布

时，在计算域内丢失了压力沿流向上逐渐降低这一

信息，最后得到了与实际不一致的压力分布结果。

为了定量地分析压力驱动周期性流动边界条件

是否能够严格地保持系统的周期性，图１４、１５、１６分

别显示了在给定竖直高度条件下，１个周期长度和２

个周期长度上，方柱绕流的水平速度分量、竖直速度

分量和压力沿流体流动方向上的数值分布。在图

１４、１５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计算域内的速度分布

在采用文中所提出的周期流动边界条件处理方式下

具有严格的周期性，体现出了周期性流动的特点。

在压力分布方面，如图１６所示，在相同的高度条件

下，１个周期长度上的压力分布与２个周期长度上

的压力分布具有非常一致的分布形态。由于在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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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长度和２个周期长度计算域内的压力参考点不

一致，最后导致在给定高度上的压力分布在这两种

情况下具有一恒定的压差。

图１４　水平分速度沿狓方向的分布

图１５　垂直分速度沿狓方向的分布

图１６　压力沿狓方向的分布

３　结　论

提出了一种新的周期性边界条件，用于处理采

用ＬＢＭ方法来解决压力驱动不可压缩流体的周期

性流动问题。该周期性边界条件处理方法与用当量

体积力代替压力梯度的常规周期性边界处理不一

样，可以准确地应用于复杂的周期性流动问题中，并

且能够在很好地保持系统周期性（包括压力和速度）

的条件下，得到与实际一致的速度场和压力场的分

布。此外，这种周期性边界条件的处理方法，可以方

便地拓展到其它量场的ＬＢＭ数值模拟中去（比如温

度等）。

参考文献：

［１］ＲＯＭＡＮＡ ＢＥＧＵＭ， Ｍ ＡＢＤＵＬ ＢＡＳＩＴ．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２２（２）：２１６２３１．

［２］ＮＩＫＯＬＡＳＯＩＰＲＡＳＩＡＮＡＫＩＳ，ＩＩＩＹＡＶ，ＫＡＲＬＩＮＩ．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ｆｌｏｗ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ａｔｔｉｃｅ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０８，７８（１）：０１６７０４０１６７１４．

［３］ＺＨＯＵＪＧ．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１０，８１（２）：０２６７０５０２６７１５．

［４］ＺＨＯＵＪＧ．Ａ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ｏｌｕ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０９，６１（８）：８４８８６３．

［５］ＤＩＸＩＴ ＨＮ，ＢＡＢＵ Ｖ．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ｎｕｍｂ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ｑｕａｒｅｃａｖ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ｅａｔａｎｄＭａ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２００６，４９（３／４）：７２７７３９．

［６］ＹＩＮＸＬ，ＫＯＣＨＤＬ，ＲＯＬＦＶ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ｂｕｂｂ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０６，７３（２）：０２６３０１０２６３１４．

［７］ＪＡＭＩＭ，ＭＥＺＲＨＡＢＨＡＳＳＡＮＮＡＪＩＨ．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ｑｕａｒｅｃａｖｉｔｙ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８，２５（５）：４８０４８９．

［８］陶文铨．数值传热学 ［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８．

［９］ＣＨＥＮ Ｄ Ｍ． 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６，８（９）：

１２３１２８．

［１０］ＭＥＩＲ，ＬＵＯ Ｌ Ｓ，ＷＥＩＳ Ｙ．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ｃｕｒｖ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９，１５５ （２）：

１０１第１２期　　　　　　　　　廖　全，等：不可压缩流体周期性流动格子波尔兹曼的边界处理



 http://qks.cqu.edu.cn

３０７３３０．

［１１］ＴＡＫＡＪＩＩ，ＭＡＳＡＴＯＴ，ＦＵＭＩＭＡＲＵＯ．Ａｎｏｎｓｌｉｐ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５，７（１２）：１０５１１０．

［１２］ＺＯＵ Ｑ，ＨＥ Ｘ Ｙ．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ｌｏｗ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ｃｅｂａｃｋ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ＢＧＫｍｏｄｅｌ［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６，９

（６）：９６１１００１９６１１０１９．

［１３］ＺＯＵＱ，ＨＥＸ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ＢＧＫ ｍｏｄｅｌ［Ｊ］．

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７，９（６）：１５９１１５９９．

［１４］ＤＡＶＩＤＲＮＯＢＬＥ，ＣＨＥＮＳＹ，ＧＥＯＲＧＩＡＤＩＳＪＯＨＮ

Ｇ，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Ｐｈｙｓｉｃｓ

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５，７（１）：２０３２０９．

［１５］ＳＡＮＴＯＳＨＡＮＳＵＭＡＬＩＩＬＩＹＡＶ．ＫＡＲＬＩＮ．Ｋｉｎｅｔ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２００２，６６：２６３２７１．

［１６］ＹＵＤＺ，ＭＥＩＲ，ＷＥＩＳ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５（１）：１０２１０７．

［１７］ＺＨＡＮＧ Ｊ Ｆ，ＤＡＮＩＥＬ Ｙ Ｋ．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ｆｕ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ｆｌｏｗ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Ｅ，７３

（４）：０４７７０２０４７７０６．

［１８］ＭＡＲＣＯＮＩＳ，ＢＡＳＴＩＥＮＣ，ＪＯＮＡＳＬＡＴＴ．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ｆｌｕｉｄｕｓｉｎｇａ

ｒｅｐｕｌ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２００３，１４（８）：１０１５１０２６．

［１９］ＧＵＯ Ｚ Ｌ，ＺＨＡＯ Ｔ Ｓ，ＳＨＩ ＹＯＮＧ．Ａｌａｔｔｉｃ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ｓｍｏｔｉｃ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５，１２２（１４）：１４４９０７１４４９１７．

［２０］ＹＵＡＮＺ Ｘ，ＴＡＯ Ｗ Ｑ，ＷＡＮＧ Ｑ Ｗ．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ａｍｉｎａｒ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ｌａｔ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ｏｄ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８，２８：１３７１１３７６．

［２１］ＷＡＮＧＬＢ，ＴＡＯ Ｗ，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ｆｏｒａｒｒａｙｓｏｆ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ｐｌａｔ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ｔｏ ｆ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Ｈｅａｔ＆

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１９９７，７（５）：４７９４９６．

［２２］ＳＶＰＡＴＡＮＫＡＲ，ＬＩＵＣＨ，ＳＰＡＲＲＯＷＥＭ．Ｆｕ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 ｄｕｃｔ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１９７７，９９：

１８０１８６．

［２３］ＨＥＸＹ，ＬＵＯＬＳ．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７，８８：９２７９４４．

［２４］ＬＩＡＯ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ｍｅｔｈｏｄ（ＬＢＭ）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ｄｓｑｕａｒｅｄｕｃｔ［Ｃ］／／ＡＳ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２００６．

［２５］ＣＨＥＮＳＹ，ＤＡＮＩＥＬ Ｍ．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ｓ，１９９６，

８（９）：２５２７２５３７．

（编辑　陈移峰）

２０１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３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