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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驱动加载技术通过脉冲功率源将超大脉冲电流加载到实验负载区, 从而形成随时间平滑上升的磁压
力, 实现对样品的准等熵压缩和超高速飞片发射. 本文基于聚龙一号装置的输出特性参数, 依次从负载结构、
电极尺寸、电流波形和诊断系统等方面, 分别设计完成了两种负载构型的超高速飞片发射实验. 其中应用单
侧带状负载发射尺寸Φ10 mm × 0.725 mm的LY12铝飞片速度达到 11.5 km/s, 磁驱动加载压力近 0.9 Mbar.
比较模拟计算与实验结果, 飞片发射过程和最终速度基本一致. 而进一步的模拟计算表明, 优化的负载结构
尺寸和电流波形调节方案下, 将有望发射尺寸Φ8.5 mm × 1 mm的铝飞片速度超过 15 km/s. 从模拟设计到
实验开展, 已初步掌握了基于多支路脉冲功率发生器的超高速飞片发射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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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材料冲击Hugoniot线作为重要的状态方程数
据, 主要通过高速飞片撞击靶材料进行实验测
量 [1]. 高速飞片发射除采用传统的轻气炮 [2]和爆

轰 [3]等加载手段外, 激光 [4]、电炮 [5]和磁驱动等新

兴加载手段也逐渐成熟. 随着近 20年来脉冲功率
技术的快速发展, 磁驱动平面加载实验技术发展和
成果尤为显著, 逐渐成为材料高压物态方程和动力
学响应特性研究的重要手段 [6,7].

已开展磁驱动高速飞片实验的脉冲功率装置

主要有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的Z/ZR装置 [7−12],
VELOCE [13]、法国的GEPI [14]、流体物理研究所的

小型电容器装置CQ-1.5和CQ-4装置 [15,16]及水介

质传输线装置 “阳”加速器 [17] 和聚龙一号 (PTS)
装置 [18−22]等. 其中Z/ZR装置实验成果最为显著.
2008年, Knudson等 [8]应用磁驱动发射的大尺寸

高速飞片, 获取金刚石冲击Hugoniot数据的密度
不确定度低于 1%, 并观察到其他实验加载技术还
无法辨认的约 8.5 Mbar(1 bar = 105 Pa)压力下的
三相点. 2011年, Lemeke等通过调节电流波形和
优化负载结构,成功发射25 mm×13 mm×0.9 mm
尺寸的铝飞片速度达到 45 km/s [9], 是至今为止有
文献报道最高的宏观飞片速度. 通过峰化电容器调
节电流波形, Wang等 [15]应用CQ-4装置成功发射
尺寸Φ5 mm×0.35 mm的铝飞片速度到10.7 km/s.
Hereil等 [14]在加载能力相近的GEPI装置上采用6
mm过流宽度的电极发射 0.4 mm厚度飞片速度达
到 10.27 km/s. Wang等 [17]基于 “阳”加速器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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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峰值、∼100 ns上升沿的电流波形, 优化了负载
结构参数, 成功发射 8 mm × 6 mm × 0.4 mm铝飞
片到近 3 km/s. 高速飞片发射水平不仅受限于装
置的驱动能力, 电流波形调节能力往往也是限制发
射水平的重要瓶颈 [9,12].

PTS装置 [18−22]作为国内最强的脉冲功率源

之一, 充电 70 kV 时, 储能 3.53 MJ, 瞬时输出功率
可达数十TW. 通过 24支路汇流, 短脉冲模式下到
达负载电流波形幅值 7—10 MA, 10%—90%脉冲
上升沿 80—120 ns. 结合电流波形调节技术, 可在
长脉冲模式下向负载输出幅值 4—8 MA, 0—100%
上升时间 300—600 ns的平缓电流. 本文基于装置
特性, 设计开展了一系列超高速飞片发射实验, 发
射Φ10 mm×0.725 mm的LY12铝宏观飞片速度达
到11.5 km/s.

2 实验设计

磁驱动高速飞片实验中, 如图 1 (a)所示, 脉冲
电流沿相反方向流经两个平行电极板相对的表面,
一个电极板表面上电流产生的磁场与另外一个电

极板的电流相互作用产生平滑上升的磁压力, 从而
驱动电极沉孔部分或背面的样品形成高速飞片. 丁
宁 [19], Zhao[20]等分别基于PTS装置简化的电路方
程 [19,20], 成功开展了Z箍缩丝阵负载设计. 夏明鹤
等在PTS装置磨合运行后, 给出了波形调节时的
装置电路参数 [21]. 本文将基于这些装置特性参数,
开展尺寸优化和电流波形设计, 并结合现有诊断能
力确定诊断布置方案.

2.1 负载结构设计

为提高磁驱动高速飞片发射能力, 除提升装置
输出能力外, 还可通过负载结构设计优化来实现.
带状结构负载 [9,10,15]是一种新型的负载结构, 它相
对于早期方形轴向对称负载能在样品表面产生更

高的磁场强度. Seidel等应用不同电磁场模型开展
带状结构负载的电磁场分布模拟, 分析指出采用宽
度变化的带状负载结构, 可保持良好的磁场分布均
匀性, 从而大大提高了ZR装置的磁驱动加载能力.
本文采用新型带状负载结构, 开展了电磁场模拟分
析和实验验证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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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的三种负载结构 (a)用于PTS装置的单侧带状负载结构; (b)用于PTS装置的对称带状负载结构; (c)
用于 “阳”加速器的双侧带状负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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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刊彩色) PTS0062实验的设计、电磁场模拟和诊断结果 (a)实验负载结构尺寸及速度诊断探头布置 (尺
寸单位: mm); (b)沿Z和X轴的三维静态模拟磁场分布结果; (c) A侧和B侧飞片各点的速度、位移历史及平面性

在 “阳”加速器和PTS装置开展了一系列不同
负载结构类型的磁驱动平面加载实验, 定标负载
结构的驱动效率. 典型负载结构分别如图 1所示,
δ1,2分别为不同飞片厚度, δc为阴极柱厚度, g为阴
阳极间隙, w为飞片宽度, wa为电极过流宽度, H
为飞片区高度, Ha为负载总高度. 实验通过DP-
S (Doppler pins system)和OMV (optic-microwave
mixing velocimeter)速度测量系统获得了大量的磁
加载均匀性、同步性和平面性数据. PTS0062实验
采用对称带状负载结构, 分别采用四路DPS探头
和两路OMV探头同时测量了两侧直径 10 mm的
铝飞片速度历史. 负载结构和诊断探头位置分布
如图 2 (a)所示, 飞片中心位于ZX平面的原点 0,
两路OMV探头分别对准飞片的中心, 四路DPS探
头分别沿Z轴偏离中心 2 mm. 另外, 应用Ansoft
软件开展对应负载结构三维静态磁场模拟, 磁感
应强度分布如图 2 (b)所示, 沿Z轴从Z = −3 mm
到Z = 3 mm的磁场均匀性在 2%以内, 沿X轴从

X = −3 mm到X = 3 mm磁场均匀性在 4%以内.
实验中飞片各位置的速度历史如图 2 (c)所示, 分析

可知A, B两侧飞片在飞出超过 5 mm后的倾角都
在0.5◦以内.

由三维静态磁场模拟分析和前期实验结果验

证, 图 2 (a)所示负载结构发射飞片在 5 mm内冲击
靶样品实验时, 有效宽度we可达 4—6 mm. 此外,
结合电极材料的电导率、爆炸电作用量、密度和声

速等性质分析同样驱动电流下发射飞片冲击样品

形成的冲击压力, 铝或铜等材料效果很好 [13], 本文
电极材料选用LY-12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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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TS0059的电流波形和电流平方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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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极初始尺寸设计

PTS装置的超高速飞片发射实验中, 为在电极
中产生平滑上升的磁压力, 将采用各支路分时放电
模式. 电容器充电 60 kV时, 典型的负载电流波形
(PTS0059)如图 3所示, 0—100%上升时间约 0.36
µs, 峰值 6.01 MA, 在电流起始后 0.5 µs的电流平
方积分约为 8.8 MA2 · µs. 下面将以此电流波形的
特性参数设计电极初始尺寸.

电极尺寸主要有过流宽度wa和厚度 δ, t时刻
通过电极的电作用量Q(t)为

Q(t) =

∫ t

0

j2(τ)dτ =

∫ t

0

(
I(τ)

δ · wa

)2

dτ

=

(
1

δ · wa

)2 ∫ t

0

I2(τ)dτ, (1)

式 中 j(τ)为 面 电 流 密 度, I(τ)为 加 载 电 流,∫ t

0
I2(τ)dτ为电流平方积分. 在设计电极初始尺

寸时, 为保证发射飞片的有效性, 令飞片脱离时 tf

的电作用量Q(tf)/Qb = k. 其中Qb为电极材料爆

炸电作用量, k为自定义常数. 则近似预估飞片速
度u(tf)为

u(tf) ≈
∫ tf

0

p(τ)

ρ0δ
dτ ≈

∫ tf

0

µ0

2

(
I(τ)

wa

)2
1

ρ0δ
dτ

=
µ0δ

2ρ0

∫ tf

0

(
I(τ)

δwa

)2

dτ =
µ0δ

2ρ0
Q(tf)

=
µ0kQb
2ρ0

δ, (2)

式中 p(τ)为加载压力, µ0为真空磁导率, 文中电极
材料LY12铝的初始密度ρ0为2.784 g/cm3,初始纵
波声速C0为0.632 cm/µs. 如要满足一维平面加载
条件, 则电极的宽度wa应满足

[6]

wa > (1—3)δ + 2C0tf. (3)

参考式 (1), 对于确定的电流波形 (电流平方积
分为常数), 电作用量一定时, 厚度 δ与宽度wa成反

比. 再参考式 (2), 电作用量一定时要提高发射飞片
速度, 则应增加电极厚度 δ, 降低过流宽度wa. 然
而, 考虑到 (3)式提出的一维平面加载限制, 设计中
不同负载结构的裕量不同. 分别取单侧带状负载
wa = 3δ + 3C0tf, 对称带状负载wa = 3δ + 2C0tf.
代入 (1)式可得Q(tf)与厚度 δ 关系式分别为

Q(tf) =
( 1

δ · (3δ + 3C0tf)

)2
∫ tf

0

I2(τ)dτ, (4)

Q(tf) =
( 1

δ · (3δ + 2C0tf)

)2
∫ tf

0

I2(τ)dτ. (5)

再结合电极材料参数、电流特性和自定义常数可分

别计算的电极初始尺寸如表 1所示, 其中认为对称
带状负载的电流完全对称分布.

表 1 电极初始尺寸设计参数

负载结构
∫ t
0 I2(τ)dτ/MA2 · µs 电极 tf/µs wa/cm δ/cm Qb/µs · MA2·cm−4 k

PTS-1S 8.8 LY12铝 0.50 1.19 0.08 658 1.5

PTS-2S 2.2 LY12铝 0.50 0.81 0.058 658 1.5

2.3 加载电流波形设计

确定电极初始尺寸后, 先计算对应的理想加载
电流波形, 再开展装置全电路模拟, 设计相应的波
形调节方案.

2.3.1 理想加载电流波形计算

大多数材料的拉格朗日声速随压力增加而增

加, 平滑上升的磁压力波将在电极和样品内逐渐会
聚. 为防止超高速飞片发射过程中形成冲击波, 加
快飞片内部温升, 必须控制加载电流波形. 2005年,
Davis 等 [12]在Z装置上开展电流波形调节时, 假设
电极加载面的压力波都同时到达冲击波形成的拉

格朗日坐标位置xL. 再结合材料等熵压缩参考线
确定的压力 -拉格朗日声速关系 p(CL)反推理想的

电极加载压力波形 p(t), 最后由负载结构参数S(t)

计算加载电流波形 I(t).
根据前文所述负载结构和电极尺寸, 可从电极

材料的电导率和状态方程数据反演计算对应的理

想加载电流波形. 计算中为考虑磁扩散对磁压力波
分布的影响, 引入磁扩散深度ddiff(t). 其由电极材
料的电导率σ决定, 具体计算方法很多, 本文引用
文献 [23]的相关实验数据开展计算. 此外, 考虑到
其他未引入计算的因素, 为保证无冲击形成, 使到
达样品的加载压力波形更平缓, 引入延缓系数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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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下式计算加载压力波形 p(t)对应的拉格朗日

声速随时间的变化CL(t)

t

fs
+

xL − ddiff(t)

CL(t)
=

xL
CL0

⇒ CL(t) =
xL − ddiff(t)

xL/CL0 − t/fs
, (6)

式中CL0为初始拉格朗日声速, 将CL(t)代入材料

等熵参考线给出的压力 - 拉格朗日速度关系 p(CL)

可得加载压力波形p(t). 分析 (6)式, 令其一阶导数
为零, 得到峰值拉格朗日声速时对应的磁扩散速度
vdiff(t)和磁扩散深度ddiff(t)的关系式 (7). 可知加
载压力峰值由电导率方程和状态方程决定, 随xL

和 fs 取值的选择而变化.
dCL(t)

dt

=
xL − ddiff(t)

xL/CL0 − t/fs

=
−vdiff(t)(xL/CL0 − t/fs) + (xL − ddiff(t))/fs

(xL/CL0 − t/fs)2

=0

⇒ vdiff(t)fs =
xL − ddiff(t)

xL/CL0 − t/fs

=[CL(t)]max. (7)

对于不同电极尺寸的带状负载, 负载结构系
数S(t)引用文献 [17]中的估算公式, 其随电极位
移df(t)和磁扩散深度ddiff(t)变化, 可分别采用 (8),
(9)式计算S(t)和理想电流加载波形. 式中BZ(t)

为电极表面磁感应强度历史, f为电流表面分布系
数, 不同负载结构和电极尺寸有差异, 可通过实验
标定或三维动态电磁场模拟给出.

S(t) =
√
w + g + [df(t) + ddiff(t)]

× {wag + (wa − w)[df(t) + ddiff(t)]}

× {
√
w · f · g}−1, (8)

BZ(t) =
√
2µ0p(t), I(t) = S(t)

BZ(t)

µ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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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时间延迟系数 fs对应的理想加载压力波形计

算结果 (xL = 0.18 cm)

假设形成冲击波的拉格朗日位置xL为 0.18
cm, 采用电极材料LY12铝相关数据计算得到不同
延缓系数 fs对应的理想加载压力波形如图 4所示.
其中 fs = 1.18对应的加载压力波形相对平滑, 容
易实现, 可选用其计算理想加载电流波形.

表 2 理想加载电流计算输入负载结构尺寸及其他参数

负载结构 wa / cm w/cm H/cm Ha/cm δ1,2/ µm xL/cm fs g/cm f

PTS-1S 1.20 1.00 2.10 3.30 800/1100 0.18 1.18 0.12 0.846

PTS-2S 0.75 0.70 1.20 2.80 550/800 0.18 1.18 0.12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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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理想电流波形计算结果 (a) PTS-1S负载结构的理想加载电波形和其他主要参量计算结果 (R, L分别为负
载区电阻和电感); (b) PTS-2S负载结构相关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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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给出了图 1 (a), (b)两种PTS装置负载结
构尺寸和其他输入参数, 理想加载电流波形计算结
果分别如图 5所示, 两种负载结构电极的加载压力
峰值都在 2 Mbar左右. 限于装置驱动电流和波形
调节能力, 计算相对保守, 与Davis等计算结果 [12]

有差别. 单侧带状负载和对称带状负载的电流峰值
分别为10 MA和12 MA, 0—100% 上升时间∼0.34
µs, 高于装置现在的加载水平, 在波形调节方案设
计中, 还应有进一步调整.

2.3.2 波形调节方案

PTS装置是典型的多支路汇流脉冲功率装置,
共 24个电流支路, 经真空磁绝缘传输线后汇入负
载, 电流波形调节主要依赖各支路分时放电. 对于

不同的电流波形需求, 将开展装置全电路模拟, 以
设计合理的分时放电方案. 全电路模拟可采用装置
全电路模型 [21]或简化的电路方程 [19,20]. 装置各电
流支路相互影响, 能量传输效率与负载电参数息息
相关, 模拟中必须考虑负载电参数随加载电流的变
化. 负载电阻的变化对整个电流回路的影响相对较
小, 本文只考虑电感变化的影响.

负载的初始电感和电阻主要由图 1 (a)所示汇
流区和负载区两部分组成, 可分别由Ansys静态模
拟分析给出. 负载电感变化∆L主要由电极位移

df(t)引起, 电感增量 [17]可采用下式估算:

∆L(t) ≈ µ0 · k ·H · g · w · df(t)

wa(wag + (wa − w)df(t))
. (10)

表 3 全电路模拟中各路激光器出光时序

激光器编号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PTS-1S触发时间 1620 1740 1620 1740 1620 1740 1620 1740 1620 1740 1620 1740
PTS-2S触发时间 1620 1780 1740 1780 1690 1670 1620 1780 1750 1780 1680 1680
控制电流支路 1/23 4/6 3/5 8/10 7/9 12/14 11/13 16/18 15/17 20/22 19/2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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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刊彩色) 装置全电路模拟支路放电时序和计算电流 (a), (b)分别为两种负载结构时序的 24个支路触发
时序分布图, 便于分辨相邻和相对电流支路的触发时间差; (c)全电路模拟计算电流波形与理想电流波形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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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5给出的两种理想电流波形, 设计了相
应的波形调整方案. 如表 3所示, 每 2路电流支路
激光触发开关由 1个激光器触发控制, 激光器出光
时序分别为 2组和 7组. 全电路模拟计算电流波形
如图 6所示, 限于装置运行状态, 与理想电流波形
还有较大差距, 能否用于开展实验, 还需进行实验
加载状态预估分析.

2.4 实验加载状态预估分析

按照前面所述负载结构、电极尺寸和电流波

形开展实验加载状态预估分析, 计算结果分别如
图 7所示. 在对应的全电路模拟计算电流加载下,
PTS-1S负载结构 1100 µm厚飞片中的磁压力近
0.9 Mbar, 几乎形成冲击波; 800 µm厚飞片速度可
达近 10 km/s, 位移 2.4 mm后的剩余固态厚度在
200 µm以上. PTS-2S负载结构 800 µm厚飞片不
会形成冲击波, 550 µm厚飞片的最高速度和剩余

固态厚度也达到 10 km/s和 200 µm以上, 实验将
参照上述设计开展.

2.5 诊断布置

如图 8所示, 超高速飞片发射实验中测量状态
量主要有飞片不同位置的速度历史和负载电流波

形. 速度历史测量同时采用DPS和OMV [24]两种

全光纤位移干涉测速系统, 受光学元件和数据采
集器带宽的限制, DPS测速范围小于 9.3 km/s. 为
满足超过 10 km/s的飞片速度测量需求, OMV采
用光波 -微波混频技术降低了数据信号频率, 测速
范围超过 20 km/s. 另外, 采用 4点对称的B-dot磁
探针 [25]开展负载电流波形测量. 为关联测量数
据之间的时序关系, PTS-1S负载结构实验中采用
图 8 (c)所示触发时序控制系统, 基于不同的信号电
缆、光纤长度和发生时间设置触发时间, 并采用高
时间分辨示波器同时记录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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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刊彩色) 全电路模拟计算电流加载下的实验加载状态计算结果 (a) PTS-1S负载构型 1100 µm厚飞
片; (b) PTS-1S负载构型 800 µm厚飞片; (c) PTS-2S负载构型 800 µm厚飞片; (d) PTS-2S负载构型 550 µm
厚飞片

本文实验设计按以下步骤开展: 1)首先根据装
置负载电流波形基本特征确定负载初始电极尺寸;
2)再根据负载结构、电极尺寸和实验需求等设计理
想电流波形, 并开展装置全电路模拟确定波形调节

方案; 3) 然后开展实验加载状态预估分析验证实验
方案可行性; 4)验证可行则按照方案开展实验, 否
则需重复步骤 1—3)优化实验方案; 5)最后根据实
验测量需求布置诊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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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PTS-1S负载结构实验的诊断系统 (a) 负载构型和电极尺寸及诊断探头安装位置 (单位: mm); (b)触发时
序控制系统; (c)负载和诊断布置实物图

3 实验测量结果验证分析及讨论

PTS0060和PTS0063实验分别按照上述两发
实验设计方案开展, 具体负载结构尺寸如表 4所示.
其中飞片加工厚度相对有偏差, 间隙 g也因其他实

验需求有一定调整.

两发实验电流和速度历史的测量结果分别如

图 9所示, 其中时间坐标通过触发时序控制系统进
行校正. 实验测量电流波形与预测电流波形上升段
基本一致, 但由于全电路模拟中电感变化模型无法
准确计算加载后期回路破坏、电感急剧增加的实际

情况, 实验测量到的缓慢降低电流波形模拟预测中
并未出现.

表 4 实验负载结构尺寸及计算参数

实验发次 负载结构 wa / cm w/cm H/cm Ha/cm δ/ µm g/cm f

PTS0060 PTS-1S 1.20 1.00 2.10 3.30 725/1128 0.10 0.802

PTS0063 PTS-2S 0.75 0.70 1.20 2.80 513/778 0.20 0.75

PTS0060实验中,尺寸Φ10 mm×0.725 mm的
LY12铝飞片速度在有加载电流后 0.8 µs达到 11.5
km/s, 整个发射速度历史与由实际测量电流开展
的实验加载状态计算结果趋势基本相符. 但在发生
第一次反射附近的速度历程有较大差别, 可能来源

主要有电流测量、速度测量及计算程序和引用数据

本身等三个方面. 而PTS0063实验中, 厚度 0.513
mm的飞片在初始反射后可能就完全脱离并整体加
速, 整个历程的速度历史与计算结果符合较好. 另
外, PTS0060实验加载电流波形比计算电流上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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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在1.128 mm厚度飞片中形成了初始冲击波. 由
此可知, 现在的电流波形调节能力还有限, 在实验
设计中应留有裕量. 要提高装置驱动水平, 进一步
提高电流波形调节能力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关键

问题.
两发实验都是在电容器充电 60 kV运行模

式下开展的, 负载电流波形 0—100%上升时间在
300—400 ns之间调节时, 峰值可达5—7 MA,可发

射 10 mm直径的铝飞片超过 10 km/s. 另外, 比较
实验测量速度、负载电流历史和实验加载状态计算

结果, 可推测PTS0060实验中单侧带状负载电极
的加载压力峰值近0.9 Mbar. 后续实验中电容器充
电电压将提高到 65 kV, 负载电流有望进一步提升.
同时, 在提高电流波形可预测性的基础上, 可开展
进一步的实验设计, 提高发射飞片速度, 下面简单
作一下相关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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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刊彩色) 两发实验与计算结果比较 (a) PTS0060实验电流波形和不同厚度飞片的自由面速度历史与全电
路模拟计算和实验加载状态计算结果比较, 基本相符; (b) PTS0063相关实验测量结果与计算模拟结果也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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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刊彩色) 充电电压 65 kV下超高速飞片发射的激光触发时序优化方案和模拟计算结果 (a)各电流支路
触发时序; (b)全电路模型计算电流波形和加载状态模拟预估飞片速度历史

表 5 电容器充电 65 kV下的超高速飞片发射实验初始电极尺寸设计和负载结构尺寸等参数

负载
∫ t
0 I2(τ)dτ/MA2 · µs 电极材料 tf/µs w/cm δ/cm Qb/ µs· MA2·cm−4 k

PTS-1S 10.33 LY12铝 0.50 0.85 0.105 658 2

wa / cm w/cm H/cm Ha/cm δ1,2/ µm g/cm fs f

0.90 0.85 1.70 3.00 1000/1100 0.12 1.18 0.80

假设负载电流随充电电压增加线性增加, 估算
电容器充电电压 65 kV时电的流平方积分为 10.33
MA2 · µs. 在提高电流波形可靠性的前提下, 可取

PTS-1S 单侧带状负载过流宽度wa = 2δ + 2C0T ,
k由 1.5提升到 2, 计算得到初始电极尺寸如表 5所

示. 为防止形成类似PTS0060实验的初始冲击,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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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加载电流波形更加平滑, 将激光触发时序分成 10
组, 优化的时序触发方案如图 10 (a). 全电路模拟
计算负载电流波形和按照表 5负载结构尺寸等参

数预估的不同厚度飞片速度历史分别如图 10 (b)所
示, 将有望发射尺寸Φ8.5 mm × 1 mm的宏观铝飞
片速度超过15 km/s.

4 结论及展望

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聚龙一号装置的超高速

飞片发射实验设计方法及相关实验结果. PTS0060
和PTS0063两发实验都成功发射宏观固态铝飞片
速度超过 10 km/s, 测量速度历史与基于测量电流
的预估趋势基本相符, 实验电流波形与全电路模拟
设计波形在最重要的上升段基本一致, 从而验证了
本文实验设计方法的可行性. 装置负载电流波形
0—100%上升沿调节范围可从 300 ns到600 ns, 结
合波形调节方案设计,在PTS0063实验中采用单侧
带状结构负载成功发射尺寸Φ10 mm × 0.725 mm
的LY12铝飞片速度达到 11.5 km/s, 初步验证了聚
龙一号装置开展超高速飞片发射实验的能力. 但电
流波形的可预测性仍是现阶段实验的重要挑战, 实
验设计中必须保持足够裕量. 如能提高电流波形可
预测性, 进一步实验设计表明, 装置电容器充电 65
kV时, 将有望发射尺寸Φ8.5 mm× 1 mm的铝飞片
速度超过 15 km/s, 以开展更高压力水平下的材料
状态方程研究.

感谢中物院脉冲功率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PTS装置

运行组成员的配合与帮助, 感谢中物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102

室翁继东博士、王翔研究员在诊断测量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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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gnetically driven loading technology is to load the large pulse current to the test area through the pulsed power,

which forms a smooth magnetic pressure rising over time to achieve a quasi-isentropic compression of sample and hyper-
velocity flyer launch. Based on the output characteristics and parameters of PTS accelerator, two types of hyper-velocity
flyer launch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load configurations, such as the load, flyer plates size, current waveform and
diagnostic systems, etc, are designed and tested. LY12 aluminum flyer plates with dimensions of Φ10 mm × 0.725 mm
was launched by single-sided stripline load configuration to 11.5 km/s while the magnetic drive load pressure is near
0.9×105 MPa.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agrees well with those of in the flyer launch process and the ultimate
velocity. Further simulation shows that the launch velocity of aluminum flyer plates with dimensions of Φ8.5 mm × 1
mm is expected to exceed 15 km/s under the program of optimizing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and regulation. The
design and experiment technology of hyper-velocity flyer launch based on multi-branch pulsed power generator has been
mastered during the designs and experiments.

Keywords: magnetically driven loading, hyper-velocity flyer launch, single-sided stripline load, quasi-
isentr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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