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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汽车空气动力学的基本研究内容，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理论，汽车空气动力学研
究过程中开展汽车空气动力学数值模拟的流程，进行汽车外流场、内流场和气动噪声数值模拟的具体
技术，以及结合计算流体力学商用软件star-ccm+进行的软件应用实例。

　　本书是编著者及其研究小组多年研究工作的总结，可作为高等院校汽车类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
生学习汽车空气动力学数值模拟的教材，对于从事汽车设计、车身造型设计、汽车空气动力学研究的
工程技术人员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进行其他行业空气动力学或者流体力学数值模拟研究的工程技术
人员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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