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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为准备学习流体力学基础知识的工程专业本科生编写。
对这类学生来说，他们需要跨越一条存在于专业需要和自身知识结构之间的沟壑。
几乎所有的工程专业直接或间接都与流体力学有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计算机软件的普及，各类工
程专业对流体力学知识的需求日趋增长。
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对流体运动的感性认识明显的比对固体运动贫乏。
本教材的宗旨是帮助这些学生顺利跨越这道沟壑，使其正确掌握能面向新世纪要求的流体力学知识。
在世纪之交，流体力学教学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流体力学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主要表现在流体力学的分析手段更为先进，处理流动问题的能力更为强大，对流体运动的认识更加深
刻；流体力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不再局限于两个专业之间的简单合作，而是进入了相互融合的阶段；
流体力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渗透进一步深入和扩大等。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要求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必须作相应调整和更新。
二是教学课时压缩。
在保证基本内容和适当增加扩展内容的前提下，要求教材在内容编排上更加科学合理，叙述精练准确
，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并加强多种媒体形式的辅助教学等。
根据以上要求，本书在以下几方面作了探索：(1)改变传统模式，建立新的内容体系。
将本教材分为绪论篇、基础篇、专题篇和应用与进展篇四部分，约200个知识点。
绪论篇综述了流体力学在推动社会和科技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基础篇围绕流体力学三大要素(流体
、运动和力)介绍各专业共同必须具备的基本概念、观点、理论和方法；专题篇介绍运用基本理论和方
法对五个不同类型流动问题的分析求解过程和有代表性的结果，供不同专业选用；应用与进展篇介绍
流体力学在三个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及在计算流体力学和测量技术等领域中的进展。
(2)改变传统结构，建立枝状开放式结构。
将本教材分为四个层次，各层次均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可扩展性。
如在B篇下，Bl相当于章，B1．1相当于节，B1．1．1为知识点。
例题以知识点名标号排序(第一道与知识点同名，第二道起分别加A，B，C等)；习题以节名标号排序
。
补充新的例题或习题均不打乱其他知识点或节中例题或习题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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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体力学》分上、中、下三册，内容包括绪论篇、基础篇、专题篇、应用与进展篇，共分16章
。
绪论篇综述流体力学在推动社会和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础篇围绕流体力学三大要素介绍各专业
共同必须具备的力学概念、观点、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专题篇介绍运用基本理论与方法对五个专题
不同类型流动问题的分析和求解过程，及有代表性的结果；应用与进展篇介绍流体力学在三个工程领
域中的应用，及在计算流体力学和测量技术中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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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B2.7 常用的流动分析方法 B2.7.1 基本的物理定律 作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流体力学
运用自然界普遍遵循的物理学基本定律对流体运动作理论分析。
从这些定律出发，结合流体的物理特性和运动学特性，建立描述流体运动规律的数学方程组，再结合
流体运动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求解这些方程组可获得关于流体运动普遍规律的知识。
这些基本的物理定律主要包括： （1）质量守恒定律； （2）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和动量矩守恒定律）
； （3）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
 还要补充反映流体属性的本构方程，例如牛顿粘性定律、气体状态方程等。
并不是每一个流动问题都需要同时运用这些定律和方程。
本书大部分章节讨论不可压缩流体模型的运动，不需要考虑热力学问题，只要应用前两个定律（其中
动量矩守恒定律主要用于旋转流体机械中的流动）。
仅在讨论可压缩流体模型的运动时，才涉及热力学定律和状态方程。
 在运用基本物理定律对流体运动作理论分析时，主要采用的分析方法有系统和控制体分析法、微分和
积分方法及量纲分析法等。
事实上，在流体运动的某些领域（如湍流运动），纯粹的理论分析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必须与实验方
法密切结合才能取得进展，特别在工程应用领域内更是如此。
 B2.7.2 系统与控制体分析法 在刚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中常用自由体或分离体来分析指定物体或物体部分
的运动和受力状况，例如跟踪物体的运动轨迹（如炮弹离膛以后的飞行路线及是否击中目标）或观察
物体的变形（如一根梁在荷载作用下的弯曲挠度是否超出允许的范围）等，该指定物体必须是容易被
识别和跟踪的。
自由体和分离体相当于流体力学中的“系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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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流体力学(上册)》配有《流体力学电子教案》和《流体力学网
络课程》。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流体力学(上册)》可作为高等学校热能与动力工程、核技术与
核工程、暖气与通风工程、机械工程、环境工程、化学工程、工程力学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
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等专业本科生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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