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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大学于抗战时期的1943年在重庆创建了造船工程系,到1997年扩建为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迄今已
有6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艰苦创业、发展成长到目前争创世界一流的巨大变化。
全书按造船系重要的发展事项分篇撰写,反映它在各个历史阶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办学紧密结合国
家建设需要与科技发展的特点。
    本书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交大造船系的同仁们始终继承发扬交大办学的光荣传统；执著追求,赶超国际
先进水平的拼搏精神；求真务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史实。
希冀后来者在了解交大造船系的发展史中受到教益,承前启后,继续发扬光荣传统,为把上海交通大学办
成世界一流大学作出贡献。
    全书文风质朴,情趣盎然,独具风格,无史料的枯燥感,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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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善勤，1926年生，教授。
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1964年-1965年赴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船舶部为访问学者两年。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船舶力学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执教40余年，发表论文20余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部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项。
主编《简明信息知识辞典》。

　　盛振邦，1929年12月生，上海人。
中共党员，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重点学科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负责人。

　　195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
1965年至1967年赴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船舶部及纽卡斯大学留学，从事流体力学领域试验及分析技术
的研究。
回国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流体力学研究室主任。
1983年9月至1992年6月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
1992年6月至1998年3月任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5年至1998年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学科首席责任教授。

　　盛振邦教授长期从事流体力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编著出版《流体力学》、《船舶推进》、
《船舶静力学》及《中国船用螺旋桨系列图谱集》等书，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在肥大船型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种称之为“流鼻”的船首形式，使阻力推进性能提高15%， 获中船总优
秀科技成果奖。
在大斜螺旋桨，船尾流场测量分析，螺旋桨激振力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低激振力大侧斜调
距桨研究”获中船总1996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年获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同年被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事迹被收入《远东及澳洲名人录》，《中国高等教育教
授录》，《中国人物志》，《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

　　盛振邦教授于1978年至1990年任国际船模试验池会议成员组织代表、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造船
工程学会第九、十届常务理事，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第七、八届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
、二、三届“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第三、四届专家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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