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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帆板流体动力性能与最佳航线的研究》紧紧围绕国家帆板队备战奥运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将流
体力学的知识与帆板运动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以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2008年奥运科技攻关课题为依
托，系统地开展了帆翼的空气动力学、板体的水动力学、航速预测（VPP）与最佳航线的设计等几个
方面的研究，构建了一套帆板流体力学的研究方法，这在国内实属开创性研究工作。
帆船帆板运动是集娱乐性、观赏性、探险性、竞技性于一体的体育项目，它是借助风帆推动帆船帆板
在规定距离内竟速的一项水上运动，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沿海国家和地区最为普及的体育活动之一，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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