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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Fluent在多相流、动网格、滑移网格等高级应用方面的指导性教材。
全书共分14章，第l章介绍流体力学基本知识，第2章至第4章分别介绍Fluent、Gambit和Tecplot的基本
使用，第5章介绍多相流理论，第6章为多相流的计算实例，第7章介绍动网格基础知识，第8章介
绍UDF基本知识，第9章为动网格计算实例，第10章为滑移网格基本知识，第11章为滑移网格计算实例
，第12章介绍Fluent的并行计算，最后两章为Fluent的二次开发应用。
本书以详细的实例方式说明Fluent高级应用的计算操作，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水利、动力、能源、航空、冶金、环境、建筑、机械、材料、流体工程等专业的研究生
和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上述领域的科研人员，特别是进行CFD应用计算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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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CFD基础　　1.3　CFD模型的离散——有限体积法　　1.3.1　CFD模型的数值求解方法概
述　　从上面的分析看到，CFD模型（控制方程）是一系列偏微分方程组，要得到解析解比较困难，
目前，均采用数值方法得到其满足实际需要的近似解。
　　数值方法求解CFD模型的基本思想是：把原来在空间与时间坐标中连续的物理量的场（如速度场
、温度场、浓度场等），用一系列有限个离散点（称为节点，node）上的值的集合来代替，通过一定
的原则建立起这些离散点上变量值之问关系的代数方程（称为离散方程，discretization equation），求
解所建立起来的代数方程以获得所求解变量的近似解。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经发展了多种数值解法，其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区域的离散方式、方程的离散方式
及代数方程求解的方法这三个环节上。
在CFD求解计算中用得较多的数值方法有：有限差分法（finite difference method，FDM）、有限体积法
（finite volume method，FVM）、有限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FEM）及有限分析法（finite analytic
method，FAM）。
下面简要介绍，后面将着重介绍有限体积法。
　　1.有限差分法　　有限差分法是历史上采用最早的数值方法，对简单几何形状中的流动与换热问
题也是一种最容易实施的数值方法。
其基本点是：将求解区域用与坐标轴平行的一系列网格线的交点所组成的点的集合来代替，在每个节
点上，将控制方程中每一个导数用相应的差分表达式来代替，从而在每个节点上形成一个代数方程，
每个方程中包括了本节点及其附近一些节点上的未知值，求解这些代数方程就获得了所需的数值解。
由于各阶导数的差分表达式可以从Taylor（泰勒）展开式来导出，这种方法又称建立离散方程的Taylor
展开法。
　　有限差分法软件一般研究者自己编写，很少看到商品的有限差分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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