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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力学》是为适应大土木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需要，考虑满足其他专业教学要求而编写的一本
中、少学时的通用教材。
本书第一版于2006年出版，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根据读者的需求对内容做了一定的增删，以便
尽最大可能既达到本科教学的要求又适合用作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参考书。

《水力学》共10章，包括基本概念、原理和应用。
基本原理包括不可压缩流体(液体)的基本性质、数学模型、运动学和动力学基本原理及相似原理。
对于基本原理在各方面的具体应用，可根据不同专业选讲。
各章都选配了典型例题、思考题和习题，并给出了部分习题答案，直接附于习题后。
其中有很多习题，对于继续深造和工程技术人员很有参考价值。

《水力学》可作为工科院校土木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
供有关工程设计人员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力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流体力学的任务、地位和学习方法
 第二节 常用的流体力学模型
 第三节 分析流体力学的理论基础
 第四节 作用在流体上的力
 第五节 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
 思考题与习题
第二章 流体静力学
 第一节 流体静压强的特性
 第二节 流体平衡微分方程式
 第三节 重力作用下流体平衡压强分布
 第四节 静止流体对壁面的压力
 第五节 流体在重力与其他质量力作用下的压强分布规律
 第六节 浮力与物体的沉浮
 思考题与习题
第三章 流体运动学
 第一节 描述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
 第二节 流体运动的基本概念
 第三节 流体运动的分类
 第四节 连续性微分方程
 第五节 流体微团运动分析
 第六节 无旋流动和有旋流动
 思考题与习题
第四章 流体动力学
 第一节 欧拉运动微分方程
 第二节 理想流体恒定元流的能量方程
 第三节 理想流体恒定元流能量方程的意义和应用
 第四节 实际流体运动微分方程
 第五节 实际流体元流与总流的能量方程
 第六节 恒定总流动量方程和动量矩方程
 思考题与习题
第五章 相似性原理和量纲分析
 第一节 量纲的概念与量纲和谐定理
 第二节 相似概念及基本内容
 第三节 量纲分析和相似准则推导方法
 第四节 模型律的应用举例
 思考题与习题
第六章 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
 第一节 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分类
 第二节 雷诺实验及流态判别
 第三节 均匀流动方程式
 第四节 圆管中的层流运动
 第五节 流体的紊流运动
 第六节 紊流沿程阻力损失计算
 第七节 局部阻力损失计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力学>>

 思考题与习题
第七章 孔口管嘴和管路流动
 第一节 孔口管嘴出流
 第二节 短管的水力计算
 第三节 长管、串联管和并联管水力计算
 第四节 管网计算基础
 第五节 有压管路中的水击
 思考题与习题
第八章 明渠均匀流和非均匀流
 第一节 明渠流的特点
 第二节 明渠均匀流的计算公式
 第三节 明渠水力最优断面和允许流速
 第四节 明渠均匀流水力计算的基本问题
 第五节 明渠恒定非均匀渐变流的基本微分方程
 第六节 断面单位能量与临界水深
 第七节 水跃
 第八节 棱柱形渠道中恒定非均匀渐变流水面曲线分析、连接及计算
 思考题与习题
第九章 堰流与闸下出流
 第一节 堰流的定义、分类和基本公式
 第二节 薄壁堰
 第三节 实用断面堰
 第四节 宽顶堰
 第五节 桥孔过流水力计算
 第六节 闸下出流
 思考题与习题
第十章 渗流
 第一节 渗流运动
 第二节 渗流基本定律
 第三节 地下水的均匀流和非均匀流
 第四节 井和集水廊道
 思考题与习题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力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流体黏滞性的例子 这里，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观察一个黏性存在现象，如图1
—2所示。
圆盘A由电机带动，圆盘B通过具有一定弹性系数的金属丝悬挂在圆盘A的上面。
A盘和B盘都浸没在某种液体中。
A和B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δ。
电机起动后，A盘开始转动，B盘随着A盘转动，当转到一定角度时就不再转动了。
可想而知：这时，使B盘扭转的力矩与金属给予B盘的反向扭转力矩正好平衡。
而当电机停止转动后，B盘将回复到原来的位置，金属丝的扭转也随之消失。
这样，由B盘的扭转角可以测出B盘转动的力矩值。
 通过该实验可以发现：A盘与B盘并没有直接接触，为什么曰盘也会随着A盘而转动呢？
这只能是由于充填在A和B两盘问液体层在起作用。
即因为液体分子之间存在着内聚力，液体与固体圆盘之间存在着附着力。
因此，A和B两盘与液体接触的面上都附着一薄层液体，称为附面层。
当A盘转动时，A盘上附面层将随A盘以同样的速度转动。
而紧靠着A盘附着层外的一层流体原来是静止的，此时与附面层之间出现了速度差，速度大的带动速
度小的流体层。
这样由下至上一层一层地带动，直到把B盘也带着转动一定角度。
这说明流体产生相对运动时，有传递一定力矩的能力。
 2.流体黏滞性的定义 流体内部质点间或流层间因相对运动而产生的切向内摩擦力以抵抗其相对运动的
性质叫流体的黏滞性。
 这是由于流体内部内聚力的存在和流层间进行的动量交换造成的。
当流体静止或各部分之间相对速度为零时，流体的黏滞性就表现不出来，内摩擦力也就等于零。
 3.流体黏滞性产生的机理 流体的黏滞性是组成流体的大量分子的微观作用的宏观表现。
这是由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分子不规则的热运动动量交换作用和分子间的引力作用。
但这两方面的作用不是对所有流体都是对等的，有的流体是以分子热运动动量交换产生的黏滞性为主
，如气体，而流体则是以分子之间的引力产生的黏滞性为主的。
必须明确同是气体和液体，由于种类的不同，其黏滞性也，是各不相同的。
 4.黏滞性的度量——牛顿内摩擦定律 牛顿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于1686年提出了确定流体内摩擦力的
所谓“牛顿内摩擦定律”。
 如图1—3所示，流体在管道中（或平行板间）缓慢流动时，紧靠管壁的流体质点，因有黏性则黏附在
管壁上，其流速为零。
位于管轴线上的流体质点，由于离管壁最远，受管壁的影响最小，故而流速最大。
在介于管壁和管轴线之间的流体质点，将以不同的流速向右流动，它们的速度将从管壁到轴线，由零
增加到最大轴心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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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规划教材:水力学(第2版)(交通版)》可作为工科院校土木工程、道路桥梁工程
、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有关工程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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