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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模式是“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基础理论够用为度，着重专业
技能的训练”。
《水力学与桥涵水文》作为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程，更注重专业基础理论的工程应
用，主要包括与桥涵工程相关的水力学和水文学基础知识、计算方法及工程应用。
　　基于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本教材的编写遵循以下原则：　　1.与教学大纲要求及教学方法的改革
高度统一；　　2.突出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3.符合认识规律，注重知识更新；　　4.文字
精炼，通顺易懂，篇幅适当；　　5.具有通用性，适合多种办学形式，并便于自学。
　　按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本教材在结构上突出“职业性、实用性、适用性”特色，改变了原有教材
以“学科体系”为准的编排结构，在教材风格上形成“实践一理论一实践”的鲜明特色，与以往教材
相比，本教材内容有增有减，体现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并重；理论知识本着以“
够用为度”的原则，适当删减，降低难度，大幅度增加实践应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训导，着重和突出
工程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职业道德培养；内容编排具有思想性、系统性和启发性，符合初学
者的认识规律，有利于教师讲解、学生自学；叙述从感性认识或实际例子入手，先提出问题，再去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上升到理论知识，最后由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本书尽量避免采用枯燥死板的固定叙述模式，以增加知识的实用性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叙述语言
尽量增加生动性和趣味性，注意用生活实例或比拟手法，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较深奥的定理定律，
避免了由于前面基础课知识的欠缺造成的困难。
实例和习题的选材特别注意专业与实际相结合。
　　本教材共分为九章，平顶山工学院市政工程系武晓刚编写了第1、2章，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邓爱华
编写了第3、4章，第5章由宁波高等专科学校施晓春编写，第6、7章由山东农业大学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程银才编写，第8、9章由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张宇华老师编写。
全书由邓爱华统稿。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欠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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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力学与桥涵水文》作为高职高专道路与桥梁专业系列规划教材中的主要专业基础课程，本着
“理论够用为度”的原则，按照专业基本要求的50学时编写。
《水力学与桥涵水文》主要介绍与桥涵工程相关的水力学和水文学基础知识、基本计算及工程应用。
《水力学与桥涵水文》共分九章，分别为水力学基础知识、水静力学、水动力学基础、流动形态与水
头损失、工程中常见的流动现象、河川水文基础知识、水文统计基本方法、桥涵设计流量及设计水位
推算和路桥勘测设计中的水文水力计算问题。
《水力学与桥涵水文》可作为高职高专及成人教育道路与桥梁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土木类专业教师
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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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连续介质模型　　我们将液体视为“连续介质”。
我们知道，不论是液体还是气体，总是由无数的分子所组成，分子之间有一定的间隙。
例如，在标准状态下，1cm3的空气含有2.7×1019个分子，分子间距为3.3×10-9m，也就是说液体从结
构上是不连续的。
但是，液体力学研究的是液体宏观的机械运动，即无数液体分子总体的力学效果，而不是研究微观的
液体分子运动，即使作为研究单元的质点，也是由无数个液体分子所组成，并具有一定的体积和质量
。
因此，1753年瑞士数学家欧拉提出了连续介质的基本假设：将液体认为是充满其所占据空间无任何空
隙的质点所组成的连续体。
这种“连续介质”的模型，是对液体物质结构的简化，使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得到两大方便：第一，它
使我们不考虑复杂的微观分子运动，只考虑液体在外力作用下的宏观机械运动；第二，它使我们能运
用数学分析的连续函数工具进行液体运动分析。
因此，本课程分析时均采用“连续介质”这个模型。
　　2.理想液体模型　　一切液体都具有黏性，提出无黏性液体，是对液体物理性质的简化。
因为在某些问题中，黏性不起作用或不起主要作用。
这种不考虑黏性作用的液体，称为理想液体（或无黏性液体）。
如果在某些问题中，黏性影响较大，不能忽略时，我们也用“两步走”的办法，先当作理想液体分析
，得出主要结论，然后采用试验方法考虑黏性的影响，加以补充或修正。
这种考虑黏性影响的液体，称为黏性液体。
　　3.不可压缩液体模型　　这是不计压缩性和膨胀性而对液体物理性质的简化。
液体的压缩性和膨胀性均很小，密度可视为常数，通常可采用不可压缩液体模型。
气体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采用不可压缩液体模型。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速度接近或超过音速时，在流动过程中其密度变化很大时，才必须用可压缩
液体模型。
本课程主要讨论不可压缩液体。
　　以上是液体力学中的三个主要力学模型，以后在具体分析问题时，还要提出一些其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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