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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S-CO2) Brayton 

cycle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has multiple advantages 

and huge potential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S-CO2 

turbomachinery generally uses dry gas seals with extremely 

low leakage, but the special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CO2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of dry 

gas seals.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S-CO2 

dry gas seals is mainly based on theoretical simulation, with 

little experimental research support. To study the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of S-CO2 dry gas seal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a high-speed and high-pressure dry gas seal test-rig 

is established. The effects of rotating speeds, inlet pressure and 

inlet temperature on the gas leakage and friction loss of the seal 

are studied. And the theoretically predicted results are 

compared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kage and friction loss of S-CO2 dry gas seal increase at the 

higher rotating speed and the higher pressure, and decrease at 

the lower temperature. The influence of rotational speed and 

pressure is greater,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is 

smaller. There is a certain deviation between the calculated 

leakage value and the experimental value, with a maximum 

deviation of around 20%.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rre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design 

methods for S-CO2 dry gas seals, so a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of S-CO2 dry gas seals. 

KEY WORDS: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dry gas seal; 

leakage; friction loss; high rotating speed and high pressure 

摘要：超临界二氧化碳(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S-CO2)
布雷顿循环发电技术具有多方面优势，未来应用潜力巨大。

S-CO2 叶轮机械一般选用泄漏量极低的干气密封，但是

S-CO2的特殊物性对干气密封的密封性能的影响显著，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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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Star Program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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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2干气密封的性能研究多以理论仿真为主，少有试验研

究支撑。针对不同运行工况下的 S-CO2 干气密封的稳态性

能，该文搭建高速高压干气密封试验台，试验研究不同转速、

进气压力、进气温度对 SCO2 干气密封的泄漏量和摩擦耗功

的影响规律，并将泄漏量的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S-CO2干气密封的泄漏量及摩擦耗功随转速、

压力的升高及温度的降低而增大，转速与压力的影响较大，

温度的影响较小。泄漏量计算值与试验值存在一定偏差，最

大偏差在 20%左右。结果可为理论计算模型及计算方法的修

正提供参考，以进一步分析 S-CO2干气密封的密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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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超临界二氧化碳(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S-CO2)布雷顿循环发电技术[1]得益于 S-CO2 密度

大、临界压力温度适中、临界点附近压缩耗功小等

优异物性，具有循环效率高、功率密度大、热源适

应性广等多方面的优势，作为下一代新型动力发电

技术，近几年快速发展，是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   

热点[2-4]。 

轴端密封作为 S-CO2 透平发电机组的关键部

件，其工作条件恶劣，承受高温、高压、高转速，

其性能直接影响着机组以及整个循环系统的性能

和安全运行，是 S-CO2 布雷顿循环发电技术工程应

用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5]。干气密封[6-7]凭借低泄

漏、安全可靠等优点，是目前 S-CO2 透平机械轴端

密封的首选[8]。 

S-CO2 干气密封的密封气膜介质为处于超临界

状态的二氧化碳，该状态下其物性特殊，尤其在临

界点附近，严重偏离理想气体而变化剧烈，其密度、

黏度等表现出高度非线性[9-10]，使得密封介质对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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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性能的影响较大[11-12]。Fairuz 等[13-14]重点研究了

近临界点附近的 S-CO2 干气密封的密封性能，发现

较高的流体密度引起的惯性效应会降低密封泄漏，

但同时也会使开启力减小。宋鹏云等[15]对比分析了

空气、CO2、H2、N2 的实际气体效应对干气密封的

影响，发现 CO2 实际气体效应会影响干气密封的泄

漏。许恒杰等[16-18] 在干气密封稳态特性分析模型中

考虑实际气体效应和惯性效应后，发现惯性效应使

CO2 实际气体干气密封的泄漏及开启力下降明显。

Bidkar 等[5]发现 S-CO2 流体膜中的流动是高度湍流

的，比传统的空气密封产生更大的粘性热。Thatte

等[19]的研究结果表明，S-CO2 干气密封可能会发生

阻塞流，表现为较大的局部压力和温度变化，并可

能导致动态不稳定。章聪等[20]研究发现，S-CO2 干

气密封的开启力和泄漏率受湍流效应和实际气体

效应的影响显著，阻塞效应的影响较小。Du 等[21-22]

发现，进口温度和压力会更易影响 S-CO2 模型的密

封性能，而对空气模型的影响较弱。 

研究表明，S-CO2 干气密封稳态性能会受到实

际气体效应、湍流效应、阻塞效应的影响[23]，但以

上报道多从理论仿真分析方面进行探究，少有试验

研究报道。因此，本文搭建高速高压干气密封试验

台，试验研究不同转速、进气压力、进气温度对

S-CO2 干气密封的泄漏量和摩擦耗功的影响规律，

并将 泄漏量的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进行对比，

结果可为S-CO2干气密封的设计及实际应用提供一

定支撑。 

1  干气密封结构 

螺旋槽干气密封及其螺旋槽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1、2 所示。动环上开设有多个动压槽，动环随

轴旋转时，动压槽起着泵送作用，密封气体被吸入

槽内，进入到密封端面之间，由于密封堰的节流作 

 静环 动环 气膜 

 

图 1  螺旋槽干气密封结构示意图 

Fig. 1  Sructure diagram of spiral groove dry gas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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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螺旋槽结构示意图 

Fig. 2  Sructure diagram of spiral groove 

用，气体被压缩，动压槽根部的压力升高，产生流

体动压效应，静环背面由于有弹簧支撑，静环被推

开，在动静环间形成一层极薄的气膜，实现密封的

非接触运行。 

对数螺旋线在柱坐标系下的方程为 

 g e ctgr r     (1) 

式中：rg 为槽底半径；为角度坐标；为螺旋角。 

本文采用的干气密封结构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干气密封结构参数表 

Table 1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dry gas seal 

外径/mm 内径/mm 根径/mm 槽数 槽深/m 螺旋角/() 

77 49 62 12 6 16.4 

2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气密封试验台 

2.1  试验台组成及原理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气密封试验台主要由试验

台架、供气系统、冷却系统、监控系统组成，系统

原理图如图 3 所示，试验台如图 4 所示。试验台架

包括高速电机、联轴器及密封腔体，高速电机通过

联轴器驱动密封腔体内的转轴，使其达到试验所需

的转速；供气系统可提供定量的高温高压 CO2 气

体，并可测量密封试验件泄漏量；冷却系统为密封

腔体和电机提供所需压力和流量的冷却水，实现冷 

高速电机

公共底座

密封腔体

供气系统 冷却系统

电机
控制

柜

泄
漏
气

出

 
图 3  干气密封试验台系统流程示意图 

Fig. 3  System flow chart of dry gas seal 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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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CO2干气密封试验台 

Fig. 4  SCO2 dry gas seal bench 

却功能；监控系统可实现试验台起动、运行、停车

及紧停的运行控制，并具备监测报警功能。 

2.2  试验台架设计 

密封腔体由转子、轴承、压力壳、端盖等组成。

密封试验件及陪试工装面对面安装在转子上，与压

力壳形成高压腔，试验件泄漏工质通过端盖上的泄

漏孔排出，陪试工装可抵消试验件产生的轴向力。

密封试验件及工装两侧为采用背对背方式布置的

脂润滑角接触陶瓷球轴承，固定方式为固定–浮动

支承，该配置方式可满足压力壳与转子胀差产生的

轴向窜动。端盖上设有冷却流道，持续为轴承冷却，

并设有温度测点，实时监测轴承温度，防止轴承温

度过高而出现故障。 

密封腔体通过膜片联轴器与高速电机连接，膜

片联轴器可补偿轴向、径向及角向偏差。高速电机

采用永磁同步电机，功率为 40kW，额定转速为

40000r/min，冷却方式为水冷，并设有润滑系统对

轴承进行润滑。通过电机控制柜实现无级调速，具

有监测报警及紧停控制功能。 

2.3  供气系统及冷却系统设计 

供气系统主要包括 CO2储罐、增压系统、预加

热系统(水浴式)、缓冲罐、过滤器、电加热器、气

动调节阀、质量流量计等设备，为试验台架提供试

验所需的高压洁净气源，CO2 储罐容量为 15m3，过

滤精度为 1m，并具有流量、压力、温度控制及泄

漏监测功能，可监测进气压力、进气温度、排气温

度、泄漏气温度等，进排气温度及泄漏气温度测量

示意图如图 5 所示。供气系统可提供压力范围为

0~17MPa，温度范围为室温至 165℃，流量为

0~200Nm³/h 的 CO2 气源，并通过主动排气维持密

封腔体温度。 

 进气温度 

  

排气温度 

泄漏气流量 
及温度 

动环 静环 

 
图 5  高压密封腔体温度测量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high-pressure sealing cavity 

冷却系统采用冷水机方式，分别为密封腔体轴

承、电机、电机控制器提供给冷却水，并在总管上

设置流量计，监测总流量。 

2.4  监控系统设计 

监控系统具有电机转速、阀门、电加热器等设

备控制，和转速、转矩、温度、压力、流量、振动

等参数监测、采集及报警功能，并可在密封泄漏过

高、密封腔体温度过高、轴承温度过高、振动过大

等情况下紧急停车。 

干气密封泄漏量通过质量流量计测得，测量精

度为0.25%。摩擦耗功通过测量负载、空载两种情

况下的电机功率之差获得，电机功率通过电机输出

电流、电压等参数计算而得，测量精度约为1%。

转速通过电机输出电流及电压测得，其控制及测量

的综合精度约为0.025%。密封进气压力由压力变

送器测得，测量精度为0.055%。进、排气温度及

泄漏气温度由铂热电阻测得，并由温度变送器输

出，综合误差约为0.75℃。 

3  数值仿真方法 

3.1  模型计算域建立 

密封面之间的气膜厚度为微米量级，依据可压

缩性流体在小间隙中流动的特点，在进行分析时作

如下假设： 

1）忽略密封端面粗糙度对气体流动的影响； 

2）忽略系统扰动对气膜流场的影响； 

3）流体与密封表面无相对滑移； 

4）未考虑密封环的力变形和热变形。 

选取整周模型的 1/Ng(Ng为动压槽数)作为计算

域，以提高计算效率。网格划分时，在流体域的进

出口及动压槽槽根处进行加密处理，在周向方向每

层网格的厚度控制在 0.5~1μm 以内，固体域与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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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接触面的网格节点一一对应，并在靠近流体域

的轴向方向进行加密处理，网格如图 6 所示。 

 

静环 

动环 

气膜 

周期性边界 

 
图 6  干气密封计算域网格划分 

Fig. 6  Grid meshing on calculation domain of dry gas seal 

3.2  求解方法 

流体与密封环之间存在对流换热，通过共轭传

热模型来模拟[23]，将密封环与气膜接触的端面设置

为热交换耦合面。密封环的外周与密封腔存在热交

换，因此在密封环外径壁面设置对流换热系数，来

模拟外径壁面的对流换热。密封环背面及内径处与

安装轴套或座体间存在一定间隙，传热能力相对较

差，故将其视为绝热壁面，密封环换热示意图如   

图 7 所示。 

 进口 

出口 

静环 
(静止) 

动环 
(旋转) 

气膜 

绝热壁面 

对流换热面 

热交

换耦

合面 

 
图 7  密封环换热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heat exchange of sealing ring 

密封环外径壁面的对流换热系数计算参照文

献[24]中介绍的计算方法，其研究表明该方法适用

于密封端面温度计算。动环与密封腔的对流换热系

数 Hr可表示为 

 r r= /H Nu k d  (2) 

其中： 

 2 2 0.33
r c z0.135[(0.5 ) ]Nu Re Re Pr   (3) 

 r r r r2 /( )d h h    (4) 

 c 0 /(2 )Re d d   (5) 

 z z r2 /Re U    (6) 

式中：Nur为努塞尔数；k为流体的导热系数；d为

动环周向流动水力直径；Rec为周向雷诺数；Rez为

轴向雷诺数；Pr为普朗特数；r为动环外径壁面与

密封腔内壁面间隙；hr为动环壁厚；为流体密度；

为动环旋转角速度；d0 为动环外径；为介质粘度；

Uz为动环外径处流体的轴向速度。 

静环与密封腔的对流换热系数 Hs 可表示为 

 s s s= /(2 )H Nu k   (7) 

其中： 

 0.8 0.4
s 0.023Nu BRe Pr  (8) 

 z s=2 /Re V    (9) 

式中：Nus 为努塞尔数；k 为流体的导热系数；s

为静环外径壁面与密封腔内壁面间隙；B为修正系

数，一般取为 2；Vz为静环外径处流体的轴向速度。 

干气密封间隙流场的计算流程如图 8 所示，利

用 Ansys Fluent 模拟计算密封的稳态性能，调用

NIST 实际气体模型来预测 S-CO2 的物性参数，采

用 SST 湍流模型模拟流动状态。动环固体域及气膜

流体域设置为旋转域，流体域与静环固体域接触的

壁面设置为静止壁面，流体域外径处设置为压力进

口，内径处设置为压力出口，模型两侧为周期性边

界，流体与动静环接触的壁面为热交换耦合面，动

静环外径壁面分别设置对流换热系数，其余壁面设

置为绝热壁面。当进出口质量流量和平均温度相对

误差均小于 0.1%时，认为计算收敛。通过求解所得

的气膜流场压力分布可获得密封开启力，若开启力

与闭合力偏差较大，则增大或减小气膜厚度，调整 

建模并划分网格

施加边界条件并初始化

给定初始膜厚

给定工况参数、结构参数及

材料参数

调取NIST真实物性

求解连续性方程、动量方

程、能量方程至收敛

开启力与闭合力

偏差小于2%？

调整膜厚

输出计算结果

是

否

 
图 8  干气密封流场计算流程图 

Fig. 8  Flow chart of dry gas seal flow field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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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模型后重新求解。对于某一特定的运行工况，

当开启力与闭合力的偏差在 2%以下时，认为此时

气膜厚度已相对稳定，即此时的气膜厚度为该工况

下动、静环间的流场间隙。 

3.3  网格无关性验证 

当转速为 40000r/min、进气压力为 14MPa、进

气温度 90℃时，不同流体域网格数量下的工质泄漏

量及开启力相比于最大网格数时的无量纲比值如

图 9。由图 9 可知，当网格数大于 11 万后，不同网

格计算方案下的泄漏量及开启力的相对误差已较

小。因此，综合考虑计算精度和收敛速度，选取流

体域网格数量为 1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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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格无关性验证 

Fig. 9  Grid independence study 

4  干气密封性能试验研究 

4.1  压力及转速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进气温度为 90℃，进气压力分别为 8.3、10、

12、14MPa 时，各试验工况下的泄漏量变化曲线如

图 10 所示，图中泄漏量的不确定度为 0.16g/s。由

图 10 可知，干气密封泄漏量与转速及压力成正相

关。压力相同时，转速升高，开启力增大，膜厚相

应增大，虽然转速升高后高密度流体的惯性效应会

使泄漏量降低，但是膜厚增大带来的泄漏间隙增

大，对泄漏量的影响大于由于转速升高引起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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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泄漏量随转速变化曲线 

Fig. 10  Change curve of 

leakage amount with rotating speed 

效应的影响，此时膜厚对泄漏量的影响占主导，因

此泄漏量随转速的增大而增大，压力 14MPa 时，

40000r/min 的泄漏量约为 2.36g/s，约为 10000r/min

时的泄漏量的 2 倍。同时可以看出转速越高，泄漏

量的增量越小，1000020000r/min 时泄漏量增量为

30%，而在 3000040000r/min 时泄漏量增量则降至

10%~15%。转速相同时，压力越高，开启力越大，

膜厚以及进出口两侧压差增大使泄漏量增加，

14MPa 时的泄漏量约为 8.3MPa 的 1.8 倍。 

利用上文所述的仿真方法计算不同压力下的

密封流场，各工况的边界条件如表 2 所示。转速

40000r/min、压力 14MPa 时的温压分布如图 11—13

所示，各压力下泄漏量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对比如

图 14 所示。S-CO2 工质从密封进口至出口的流动过

程中，在密封槽区，压力和温度有所升高，之后逐

渐降低，密封出口处的总温仍有 127℃左右，相比 

表 2  干气密封计算工况边界条件 

Table 2  Boundary conditions of dry gas seal 

进口压

力/MPa 

进口温

度/℃ 

出口压

力/MPa 

转速/ 

(r/min) 

对流换热系数/(W·m2·K1) 

动环外径壁面 静环外径壁面 

8.3 90 0.1 40000 43670 18676 

10 90 0.1 40000 33579 14013 

12 90 0.1 40000 25058 10121 

14 90 0.1 40000 19328 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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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干气密封静压分布图 

Fig. 11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dry gas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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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干气密封静温分布图 

Fig. 12  Static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dry gas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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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温/℃ 

1.32102 

1.28102 

1.23102 

1.18102 

1.13102 

1.09102 

1.04102 

9.94101 

9.47101 

9.00101 

1.36102 

 
图 13  干气密封总温分布图 

Fig. 13  Tot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dry gas seal 

8 9 10 11 12 13 14
0.0

0.5

1.0

1.5

2.0

2.5

3.0

压力/MPa

试验值

计算值

泄
漏
量

/(
g/

s)

105

 
图 14  泄漏量试验值与计算值对比 

Fig. 14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value and 

calculated value of leakage 

进口升高了 37℃。泄漏量计算值随压力的变化趋势

与试验值相同，但仍存在一定偏差，最大偏差出现

在压力 14MPa 工况下，计算值为 2.94g/s，试验值

为 2.36g/s，最大偏差在 20%左右。可能是由于调用

的 CO2 物性与实际存在一定偏差，以及热力变形、

传热计算边界简化等因素影响了气膜流场的温压

分布，最终引起了泄漏量的偏差。试验结果为后续

理论计算模型及计算方法的修正提供了参考。 

图 15 所示为各试验工况下的耗功变化曲线，

图中耗功的不确定度为 0.36kW。可知，耗功与转

速及压力成正相关，且转速越高，其耗功增量越大。

转速对干气密封摩擦耗功的影响较大，在

10000r/min 时，耗功仅为 0.5kW，但是转速升至

40000r/min 后，耗功可达 5.08kW。当转速上升时，

密封间隙内的流体运动角速度较高，摩擦耗功急剧

增大，表现在电机功率增加的同时，密封气排气温

度相比进气温度有所上升。这是因为 S-CO2 的密度

似液体、黏度似气体，其雷诺数较高，密封间隙处

的湍流效应较明显，在靠近动静环壁面处沿膜厚方

向有较大的速度梯度，使得流体内摩擦力较大。进

口压力上升，密封间隙内的流体黏度以及近壁面速

度梯度增大，摩擦耗功随进口压力上升相应增大。

在最高转速 40000r/min 下，压力 14MPa 时的摩擦

耗功约为 8.3MPa 的 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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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摩擦耗功随转速变化曲线 

Fig. 15  Change curve of friction power loss  

amount with rotating speed 

图 16 为各试验工况下的进、排气温差变化曲

线，图中各工况下的进排气温差不确定度为 3.1℃。

由图 16 可知，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密封试验腔体

的进排气温差随着转速的提高而增大，且转速越

高，进排气温差变化率越大。经过拟合可知进排气

温度差与转速的平方成正相关，这与高密度流体环

境中，高速下密封端面的摩擦耗功与旋转件的风阻

损耗有关。其中，在 10000r/min 左右时，由于密封

摩擦耗功较小，排气温度与进气温度相近或低于进

气温度，随转速上升，差异开始增大，上升至

40000r/min 时，进排气温差最高达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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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进排气温差随转速的变化曲线 

Fig. 16  Change curve of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inlet and outlet amount with rotating speed 

4.2  进气温度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进气压力 14MPa 不变，进气温度在 80~105℃

时，不同温度下的密封泄漏量及摩擦耗功如图 17、

18 所示，试验过程中均在停机状态下待温度稳定后

再升速进行下一工况试验，其中泄漏量的不确定度

为 0.17g/s，耗功的不确定度为 0.35kW。由图可知，

进气温度由 80℃升高到 105℃，对应的各转速下的

泄漏量呈略微下降趋势，表明干气密封在进气压力

及转速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进气温度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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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泄漏量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Fig. 17  Change curve of  

leakage amount with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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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摩擦耗功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Fig. 18  Change curve of 

friction loss amount with temperature 

内，温度越高，泄漏量越小，这是因为温度升高后，

介质密度减小，实际气体效应使泄漏量下降。但是

总体上泄漏量的差别不大，尤其是在高转速下，如

40000r/min 时，泄漏量均在 2.4g/s 左右。不同进气

温度下，温度越高，粘度越小，同时流体密度与粘

度的比值减小使得雷诺数降低，湍流效应下降，各

工况的摩擦耗功越小。在 40000r/min 下，进气温度

80℃时的耗功约为 5.45kW，进气温度升至 105℃

后，耗功可降低至 4.55kW，下降约 16.5%。 

进气温度为 80℃时，在 10、12、14MPa 工况

下监测了泄漏气温度，如图 19 所示，各工况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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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泄漏气温度随转速变化曲线 

Fig. 19  Change curve of leakage gas  

temperature amount with rotating speed 

泄漏气温度不确定度为 3.2℃。转速在 10000r/min

时，泄漏气温度约 55℃。转速再继续上升，泄漏气

温度明显升高，尤其是在 40000r/min 时，温度达到

了 110℃左右。进气压力 14MPa 时的泄漏气的温度

低于进气压力 12MPa 时的温度，可能是因为在进行

进气压力 14MPa 试验过程中，密封气流量稍大于

12MPa 时的流量，密封气带走了更多的热量，且泄

漏气温度测量并非在密封气膜出口，存在一定误差。 

试验过程中存在一定误差，主要包括：测量仪

器误差，如泄漏量、摩擦耗功、温度、压力的测量

误差，其中摩擦耗功通过测量负载、空载两种情况

下的电机功率之差获得，在负载工况下还包含球轴

承、转轴、联轴器的功率，因此间接测得的摩擦耗

功会相对偏高；控制参数误差，如进气压力、进气

温度、转速在试验时存在一定波动，如温度控制存

在一定滞后性，进气温度波动较压力和转速的大。 

在 S-CO2 干气密封实际应用过程中，密封气一

般引自压缩机出口，再经加热后通入干气密封，防

止 CO2 的节流降温影响密封的安全稳定运行。在保

证密封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降低密封气进

气温度，以降低密封气加热功率，减小系统辅助耗

功。针对试验中所采用的高速小尺寸干气密封，验

证了在密封气进气温度为 80℃时，干气密封可安全

运行。同时，在高转速时，在 S-CO2 环境中运行的

干气密封发热严重，泄漏气温度高于进气温度。因

此，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如需长期运行在高转速下，

可通过进一步降低进气温度来减小密封气所需加

热功率。 

5  结论 

本文搭建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气密封试验台，在

不同转速、压力、温度下试验研究运行工况对 S-CO2

干气密封的泄漏量与摩擦耗功的影响，并将泄漏量

的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主要结论

如下： 

1）研制了一种高速高压超临界二氧化碳干气

密封试验台，可模拟 S-CO2 叶轮机械的工作转速、

工作压力、密封进气温度、密封进气流量等工况，

可测量密封的泄漏量及摩擦耗功，为 S-CO2 叶轮机

械轴端密封的设计优化提供试验支撑； 

2）S-CO2 干气密封的泄漏量及摩擦耗功与转速

及压力成正相关，转速及压力对泄漏量的影响均较

大，转速对摩擦耗功的影响大于进气压力，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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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范围内，进气温度对密封性能存在一定影响，

提高进气温度可降低泄漏量及摩擦耗功，在转速

40000r/min、压力 14MPa、温度 80℃时，泄漏量及

摩擦耗功达到最大，泄漏量约 2.4g/s，摩擦耗功约

5.45kW； 

3）泄漏量计算值与试验值存在一定偏差，最

大偏差在 20%左右，此时计算值为 2.94g/s，试验值

为 2.36g/s，可能是由于物性参数、热力变形及传热

计算边界简化等因素导致的，试验结果为后续理论

计算模型及计算方法的修正提供了参考； 

4）在 S-CO2 环境中，干气密封的发热较严重，

尤其是在高压高转速工况，这与密封端面的摩擦耗

功与旋转件的风阻损耗有关，在高温透平侧干气密

封的热管理设计中需重点考察，避免干气密封因超

温损坏； 

5）针对高速高压小尺寸干气密封，本文验证

了干气密封的密封气进气温度最低至少可控制在

80℃，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长期运行在高转

速工况，为降低系统辅助耗功，可进一步降低干气

密封的密封气温度至气源温度而无需加热，但其可

行性及控制策略仍需在后续试验中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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