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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在本刊 "$$" 年 % 月的“平板边界层中湍流的发生与混沌动力学之间的联系”一文中，

尚存在着一些数据处理上的问题 *对此做了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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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该文章［!］的主旨在于将平板边界层中湍流发生

的过程［"—/］和混沌动力学的相似之处联系起来，其

方法即计算在平板边界层湍流发生过程中测量数据

所对应的可能存在的分形维数 *在如何处理这些数

据，以便准确求出它们对应的分形维数，并进而确定

奇怪吸引子的存在与否的过程中，关于分形计算的

程序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导致部分计算结果与正确

结果略有差别，但是该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
下面阐述原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

第一，在由单变量时间序列计算分维的过程中，

原文只计算了嵌入维数等于 " 的情况 *正确的方法

是计算 01（!）201（ "）曲线中直线部分斜率的变化，若

随着嵌入维数的增加，该斜率基本趋向于一个固定

的值，那么该单变量时间序列才存在分维，即存在吸

引子 *
第二，按照前面所述的方法，我们重新计算得到

的结果（见图 !）与原文中结果有较大不同 * 我们仍

然在每个测量点上使用 " 3 !$& 个数据进行计算，

（考虑由数据量引起的计算误差后，认为 " 3 !$& 是

足够的 *）得到图 ! 中的 #2$ 曲线 *这条曲线在 $ 4
)+$55和 &+$55 之间以及 $ 4 ++$55 和 /+$55 之

间存在两次较大的分维变化 *这与前文最后结论中

一次变化略有不同 *对应于具体的物理过程，新的计

算结果似乎更为合理，因为这两次大的变化分别对

应于涡环链的产生以及各结构相互作用而破碎两个

过程 *另外，新的计算结果最小分维值约为 !.$(（$
4 )$$55），最大分维值约为 ".("（$ 4 /+$55），这与

前文从 !.$& 到 !.%$ 的变化略有不同，但这个不同

是由计算方法本身造成的，而不是实验数据的问题 *

图 ! 分维相对于流向位置的变化曲线 *该曲线存在的两个

较剧烈的变化区间（)+$55 6 $ 6 &+$55 和 ++$55 6 $ 6

/+$55）在显示结果里，对应着湍流发生的两个主要过程，这

正说明湍流发生过程是混沌的

第三，尽管新的计算得到的定量结果表明前文

的结果存在一些问题，然而，这只是定量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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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影响定性分析得到的结果的本质上的正确性，

即平板边界层中湍流的发生（尤其指 ! 型转捩）可

能是一个确定的、符合混沌动力学特性的过程，其关

系可由分形维数相对于流向位置（对应于流向 "#

数）的变化（见图 $）来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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