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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属国家“九五”规划教材，是根据原机械部教育司1996年3月颁发的《流体力学与传热学基础》课
程教学大纲编写的。
.本书分为两篇共七章。
第一篇为流体力学基础(第一～第五章)，主要介绍流体及其主要力学性质、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
、流动阻力及管路计算、运动物体的阻力及悬浮速度等；第二篇为传热学基础(第六、七章)，主要介
绍热传递的基本方式、复合换热以及复合换热器等内容。
本书在编写中，体现了内容上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删去了过繁、过多的理论推导，力图用最简便的方
法阐述流体力学及传热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基本原理在专业领域中的应用，突出基本概念、基本
定律、基本计算方法和在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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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介绍了流体力学及传热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在专业领域中的应用。
内容包括：流体的主要力学性质；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流动阻力及管路计算；运动物体的阻力
及悬浮速度；热传递的基本方式；复合换热以及复合换热器等。
本书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重点突出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计算方法以及工
程应用。
     本书为中等专业学校铸造专业教材，也可作为职业学校、成人高校以及工厂技术培训教学用书，对
工厂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亦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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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流体和气体与固体相比，分子排列松散，分子间引力较小，分子运动强烈，除在平衡位置附近
作振动外，还可离开平衡位置作无规则的相对移动，使分子间距离和相对位置发生较大改变，不能抵
抗拉力和切力，因而不易保持一定的形状，表现出较大的流动性，所以液体和气体统称为流体。
这就是流体同固体在力学性质上存在显著区别的根本原因。
液体和气体具有的共同特性是流动性，但它们还存在以下不同特性：液体分子间的距离比固体分子（
或离子）间的距离大，却比气体分子之间的距离小，分子之间的引力尚能使液体保持一定的体积。
故在重力作用下有边界（自由）液面，有比较固定的体积，而在受到压缩时因分子之间的斥力较大，
故有一定抗力，因而在实用意义上具有不可压缩的特性。
然而，气体由于其分子之间的距离很大，引力很弱，因此，既不能保持一定的形状，也不能保持一定
的体积，总是完全地充满所占容器的空间，没有自由面，表现出较大的膨胀性。
同时由于气体分子之间的斥力很弱，因而很容易被压缩，被认为是可压缩流体。
因此，只要所研究的问题不涉及压缩性时，所建立的流体力学规律，对气体和液体均是适用的；否则
，气体和液体应分别处理。
二、流体作为连续介质的概念流体是由分子所组成，而分子之间是存在空隙的。
流体的分子总是不断地作杂乱无规则的热运动。
如果要考虑到这种微观上的物质不连续性（空隙），并从每一个分子的运动出发去掌握整个流体平衡
与运动的规律，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1753年，欧拉（Euler）建议采用连续介质这一概念来对流体的运动进行研究。
即把真正的流体看成是一种假想的、由无限多流体质点所组成的稠密而无间隙的连续介质，而且这种
连续介质仍然具有流体的一切基本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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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体力学及传热学基础》：职业教育机电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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