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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低空及高空环境下，大气等离子体的化学反应及一维扩散过程 + 推导了三组分（电子和正

负离子）的双极扩散公式，观察了扩散过程中不同组分的空间分离，以及扩散和化学反应对电子数密度演化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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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近年来，大气等离子体得到迅速的发展 + 大气

等离子体的产生不需要真空设备，成本低廉使用方

便 + 大气环境下产生的等离子体一般为冷等离子

体，电子温度较高，而整体温度较低 + 近年来发展了

微波等离子体、射频等离子体枪、介质阻挡放电、沿

面放电等技术，广泛用于化工、材料、医疗、国防等

领域 +
大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介质 + 主要成分为约

&(=的氮，#!=的氧和约 !=的氩，还有少量的二氧

化碳和一定量的水 + 此外还含有许多种的化合物，

在高空还可能有一定量的离子和电子 +
等离子体在大气中产生以后会与大气成分发生

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 + 属于物理过程的有激发、电

离、复合、分解、电荷交换等 + 属于化学过程的有各

种氧化还原反应 + 还可能产生各种分子团蔟 + 这样

的物理化学反应使气体的演化和成分更为复杂 + 大

气等离子体区别于一般实验室等离子体的一个主要

特征是负离子的形成 + 在大气环境下，电子一但产

生，就很快通过两体或三体反应附着在氧分子上形

成负离子 + 当然负氧离子还通过各种反应生成其他

种类的负离子 + 所以大气等离子体的负电载体中负

离子占了很大比例［!］+
等离子体在大气中除了上述的物理化学反应之

外，还会发生扩散和漂移等空间过程，这些过程也可

能对其中的大气化学过程产生一定影响 + 本文在零

维大气等离子体物理化学过程模拟模型［!，#］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了一维扩散以及电场漂移等空间过程，

分别对低空和高空一维大气等离子体中的物理化学

过程进行数值模拟与分析 + 跟踪各种成分粒子数密

度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得到粒子，特别是带电粒

子，数密度随时间的演化规律以及随空间的分布规

律 + 观察到扩散过程中不同组分的空间分离，分析

扩散和化学反应对电子数密度演化的贡献 + 结果对

应用于等离子体隐身的大气等离子体的理论研究和

实际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

# < 理论基础及模型

我们的模型是一个一维模型，在零维模型［!，#］的

基础上加入扩散和漂移等空间过程 + 假设在本底空

气中产生一定数密度的等离子体，初始时刻电子为

主要带负电粒子，>?
# 和 @?

# 为主要带正电粒子，正

负电荷相同 + 各种离子之间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过

程，各粒子本身也发生扩散作用，由于正负粒子的扩

散系数 不 同，因 此 带 电 粒 子 还 会 产 生 电 场，发 生

漂移 +

$%&% 物理化学模型

模型中的粒子成分和化学反应式基于零维模

型［!］+ 模型中考虑了 ’$ 种反应物（如表 !），其中包

含有中性粒子，带正电粒子（正离子、水合正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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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负电粒子（电子、负离子、水合负离子）；共计 !"# 个化学反应式，主要由文献中查得［$—#］%

表 ! 主要反应物列表

中性粒子 带正电粒子 带负电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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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所考虑的方程组如下：

.!"

. # / $"! , $"’ " / !，’，⋯，$"， （!）

其中 $"!为粒子间的反应项［$］；$"’ 为粒子本身的扩

散和漂移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为第 " 成分的数密度；’"% 为第 " 种成分和第 %
种成分的反应数率，% 的取值与具体的反应相关［!］；

&"%是一个系数，当反应生成 " 成分时取 !，消耗 " 成

分时取 - !%（’）式前一项表示二体反应，后一项表

示三体反应 %
我们的扩散模型假设为简化的一维平面扩散模

型，如图 ! 所示，在平板处产生一定数密度的等离子

体，各成分（主要是带电成分）一致向 ) 方向扩散 %
对于某些应用，例如等离子体隐身，平板处假设为机

体，平板以外为本底大气 %

图 ! 一维平面扩散模型示意图

由于我们所考虑的成分中有正离子、负离子和

电子三类带电粒子，其中各种离子的扩散系数基本

相同，电子由于较轻，扩散较快 % 两体的双极扩散公

式不再适用，必须采用三组分的双极扩散公式 %

!"!" 三组分的双极扩散公式

我们的模型中考虑的带电粒子都是带一个电荷

的粒子 % 粒子的扩散速率是与质量相关的，模型中

考虑的主要离子质量相差不超过一个量级，因此离

子的扩散速率相近，从而可以将所有正离子和所有

负离子各视为一体，一同扩散 % 加上电子，其扩散即

为三组分的双极扩散 %
一般扩散方程可表述如下［0］：

!&
!# ,

"

·!" / 1， （$）

!" 为第 " 种粒子的通量，

"

·!" 即为（!）式中的 $"’：

!" / 2""&* - +"

"

&， （"）

其中 +" 为第 " 种粒子的扩散系数；"" 为第 " 种粒子

的迁移率 % 二者由爱因斯坦关系相联系，即

" / 3 , 3 + 4 ’- % （#）

双极扩散中假设

!, /!- ,!+， （0）

& , / & - , &+， （5）

其中!, 为正离子通量；!- 为负离子通量；!+ 为电

子通量 % & , 为总的正离子数密度；& - 为总的负离子

数密度；&+ 为电子数密度 %
由（"）式和（0），（5）式可得到 * 的表达式

* /
（+ , - ++）

’",& - ,（"+ ,", ）&+

"

&+， （6）

其中 + , 和", 为离子的扩散系数和迁移率；++ 和

"+ 为电子的扩散系数和迁移率 % 由于 + ,"++，",

""+，上式可简化为

* / -
++

’", & - ,"+ &+

"

&+ % （7）

将所求电场代入通量公式即可求得各带电粒子通量

!+ / -"+ &+
++

’", &- ,"+ &+

"

&+ - ++

"

&+，（!1）

!8, /", &8
++

’", &- ,"+ &+

"

&+ - +,

"

&8， （!!）

!8- / -",&8
++

’", &- ,"+ &+

"

&+ - +,

"

&8 % （!’）

我们的初始条件中给出了电子和离子的温度，由（#）

式可将以上方程组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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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为（’）式中的 $%%，结合（’），（%）式即可得到

所要模拟的方程组 *

( , 结果与分析

!"#" 模拟条件

由于我们的模拟模型中含有 () 种成分和 ’)+
个反应方程式，有些成分反应项非常复杂，可能包含

有近百项，因此隐式的差分方法较难实现 * 我们用

-./0 网格差分方法［1］对方程组进行数值模拟，并对

精度和稳定性加以控制 *
模拟分为低空与高空两部分，其中低空模拟中

选取地面附近为模拟环境，压强为 ’2+34，大气温度

为 %5’6［)］；高空模拟选取 7289 高空作为模拟环境，

压强 %234，大气温度 %+(6［)］；电子温度均为 %!:，约

合 %(%226，离子温度 +226* 地面模拟空间步长为

2,2%;9，高空模拟为 2,’;9* 高空模拟中，电子扩散

系数为 ’,17 < ’21 ;9% =>［?］，等离子体中各种离子扩散

系数相差不大，设为 (22 ;9% =>；为便于分析，低空模

拟取相同值，比实际值大 *
选取 ’22 个网格进行模拟，初始时刻在第一个

空间格点上产生有一定数密度的等离子体 * 低空

（地面附近，压强 ’2+34）模拟中加入 ’ < ’2’( ;9# ( 的

正负电荷，负电荷为电子，正电荷为 @&
% 和 A&

% ，其中

@&
% 数密度为 %,’ < ’2’% ;9# (，A&

% 为 1,5 < ’2’% ;9# (，

比例与空气中氧气分子与氮气分子的比例相当 * 高

空（7289，压强 %234）模拟中，电子数密度为 ’ < ’2’%

;9# (，@&
% 为 %,’ < ’2’’ ;9# (，A&

% 为 1,5 < ’2’’ ;9# ( *
空间第一点其他粒子初始数密度与空间其他点的粒

子初始数密度与本底空气相同［)，+］* 通过数值模拟，

跟踪各种粒子，特别是带电粒子随时间和空间的演

化规律 *

!"$" 模拟结果与分析

图 % 给出了地面附近零维（反应）和一维等离子

体中电子数密度随时间的演化图，初始粒子数密度

相同，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粒子数密度，同取对

数坐标 * 实线为一维等离子体中电子衰减曲线，短

线为只考虑空间过程的电子衰减曲线，点线为零维

过程的电子衰减曲线 * 从图中可以看出，零维反应

所导致的衰减，明显比空间过程导致的电子数密度

的减少快得多 * 零维大气等离子体中电子寿命为

(,? < ’2# ? >，而一维大气等离子体中电子寿命为 %,?
< ’2# ? > * 零维电子数密度在 ’"> 前呈指数衰减，在

’"> 附近存在有一个拐点 * 一维过程的电子衰减曲

线在 ’"> 附近也存在有类似拐点 * 产生原因与零维

过程有关［’］：反应开始阶段，负电荷从电子转移到

@%
# 等非含 / 负离子使得后者在 ’"> 以前达到极大

值，同时，负电荷从非含 / 负离子转移到含 / 负离

子使得其在 ’"> 附近达到极大值，负电荷交换反应

达到平衡状态，这使得电子等非含 / 带负电粒子数密

度随时间衰减减缓，出现拐点 * 空间过程对低空环境

下大气等离子体中的化学过程具有一定影响，在 ’">
时刻使得电子数密度较零维过程小一个数量级 *

图 % 地面附近零维和一维等离子体中电子数密度随时间的演

化图（实线为一维等离子体过程，短线为一维空间过程，虚线为

零维过程，下同）

图 ( 给出了不同时刻（2,2(">，2,2++">，2,’7">）
电子和负离子随空间的分布 * 反应开始后电子会发

生附着反应生成负离子 * 此外，由于电子较轻，扩散

系数较离子高几个数量级，因此电子空间扩散较正

粒子快，这就在正负电荷间产生有电场，这个电场漂

移作用又使得电子扩散减慢，正电荷扩散加快，同时

对负离子具有排斥作用 * 负离子数密度在 2,2++">
时刻在 & " 2,2%;9 处达到极大值，%,1 < ’2’%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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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地面附近不同时刻电子（!"）和负离子数密度（!#）随空间

分布图

图 $ 地面附近零维和一维等离子体中 %&
’ 数密度随时间的演

化图

图 ( 地面附近零维和一维等离子体中 )&
’ 数密度随时间的演

化图

*+*!(!, 时刻之后由于化学反应和电场的影响，负电

荷开始发生空间分离 - 在离产生等离子体处较近的

空间范围内，负离子数密度较电子大；而在较远的空

间范围内，负离子数密度较电子小 -
图 $ 和图 ( 给出了地面附近正离子 %&

’ 和 )&
’

数密度随时间的演化图 - 从图中可以看出，一维等

图 . .*/0 高空零维和一维等离子体中电子数密度随时间的演

化图

图 1 .*/0 高空一维等离子体中空间过程所导致电子数密度变

化所占比例

图 2 .*/0 高空不同时刻电子（!"）和负离子数密度（!#）随空间

分布图

离子体中 %&
’ 和 )&

’ 时间衰减曲线与零维过程相

近 - 空间过程可能使得正离子衰减加快，在某些时

间段也可能减缓正离子衰减 - 总的正电荷空间分布

曲线与总的负电荷分布曲线一致 -
图 . 给出了 .*/0 高空中产生等离子体空间点

上电子数密度衰减曲线 - 高空环境下一维大气等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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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高空零维和一维等离子体中 &’
( 数密度随时间的演

化图

图 )# "#$% 高空零维和一维等离子体中 *’
( 数密度随时间的

演化图

子体电子寿命约为 )!+，而零维过程电子寿命达到

约 #,)%+，因此零维反应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才

会对电子衰减有明显的贡献 - 模拟结果表明，反应

开始 .#!+ 时间内，空间过程对电子衰减的贡献在

!#/以上，如图 0 所示 - 随着化学反应的进行，零维

化学反应对电子衰减的贡献不断增加，在 1%+ 时刻

达到 1#/，)#%+ 时刻达到 "#/ - 如图 2 所示，由于

高空环境下电子始终是主要的带负电粒子，较负离

子数密度至少高几个量级，因此不会发生负电荷的

空间分离 - 图 ! 和图 )# 分别给出了 "#$% 高空中产

生等离子体空间点上 &’
( 和 *’

( 数密度衰减曲线 -
由于空间过程的影响，&’

( 数密度并没有像零维过

程一样增加到极值再减小，在零维过程 &’
( 数密度

增加的时间段内（(#!+），&’
( 衰减减缓 - 由于 *’

( 零

维呈指数衰减，生成 &’
( ，因此 )!+ 后主要是零维化

学反应导致了 *’
( 衰减 -

3 , 结 论

在开放大气环境中，等离子体形成后会发生化

学反应，同时也会产生空间的扩散和漂移 - 由于电

子和离子扩散系数不同，导致了电荷的分离，形成电

场 - 所形成的电场又会使得不同粒子趋于一致扩

散 - 空间过程对大气等离子体的物理化学过程会产

生一定影响 - 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分别对低

空和高空一维大气等离子体中的化学过程进行模拟

与分析，得到大气等离子体中各种粒子成分，特别是

对等离子体隐身起关键作用的带电粒子成分，随时

间的演化规律和随空间的分布规律 -
低空环境下，空间过程对大气等离子体中的化

学过程具有一定影响，在 )!+ 时刻使得电子数密度

较零维过程小一个数量级 - 负电荷（电子和负离子）

会发生空间分离 -
高空环境下，在模拟的开始阶段，空间过程是大

气等离子体中发生的主要过程，空间过程对电子衰

减的贡献在 !#/以上 - 化学反应在较长的时间后才

会对电子衰减有影响，并且最终成为引起电子衰减

的主要因素 -

［)］ &45678 9 :，;4< =，=678 >，?@6< A B (##1 !"#$ - %"&’ - !"

()03
［(］ &45678 9 :，;4< =，=678 >，?@6< A B (##1 !"#$ - %"&’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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