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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编系列教材:流体力学(第4版)》是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编系
列教材之一，是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流体力学少学时的教学要求，并本着加强基础理论、理
论联系实际、利于教学和按大类培养的教学改革思想编写。
《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编系列教材:流体力学(第4版)》在整体安排上由浅入深，在静水力学
之后，从液体的微元理论出发，介绍了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研究和一般计算方法。
为方便学生学习，书中每章后附有思考题和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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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流体力学的任务是研究流体的平衡和机械运动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工程实际中
的应用。
它的研究对象是流体，包括液体和气体。
流体力学属于力学的一个分支。
 流体力学的研究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如我国的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为了满足农业灌溉需要，修建了都江堰、郑国
渠和灵渠等水利工程，对水流运动规律已有了一些认识；同样地，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印度等地，
为了发展农业和航运事业，修建了大量的渠系；古罗马人为了发展城市，修建了大规模的供水管道系
统，也对水流运动的规律有了一些认识。
当然，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古希腊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公元前250年前后，提出了浮体定律，
一般认为是他真正奠定了流体力学静力学的基础。
 到了17世纪前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迅速发展，对流体力学的发展需要也就更为迫切。
这个时期的流体力学研究出现了两条途径，在当时这两条发展途径互不联系，各有各的特色。
一条是古典流体力学途径，它运用严密的数学分析，建立流体运动的基本方程，并力图求其解答，此
途径的奠基人是伯努利（Bernorlli）和欧拉（Euler）。
其他对古典流体力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还有拉格朗日（Lagrange）、纳维尔（Navier）、斯托
克斯（Stokes）和雷诺（Reynolds）等人，他们多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由于古典流体力学中某些理论的假设与实际有出入，或者由于在对基本方程的求解中遇到了数学上的
困难，所以古典流体力学无法用以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适应当时工程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条水力学途径应运而生，它采用实验手段用以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如管流、堰流、明渠流、渗流等等问题。
在水力学上有卓越成就的都是工程师，其中包括毕托（Pitot）、谢才（Chezy）、文丘里（Venturi）、
达西（Darcy）、巴赞（Bazin）、曼宁（Manning）、佛汝德（Froude）等人。
但是这一时期的水力学由于理论指导不足，仅依靠实验，故在应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解决复杂
的工程问题。
 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发展突飞猛进，新技术不断涌现，推动着古典流体力学和水力学也进入了新的
发展时期，并走上了融合为一体的道路。
1904年，德国工程师普朗特（Prandtl）提出了边界层理论，使得纯理论的古典流体力学开始与工程实
际相结合，并逐渐形成了理论与实际并重的现代流体力学。
随后的几十年，现代流体力学获得飞速发展，并渗透到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例如在航空航天
工业、造船工业、电力工业、水资源利用、水利工程、核能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
采矿工业、石油工业、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生物医学等广泛领域，都应用到现代流体力学的有关知
识。
土木工程专业各个领域与流体力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例如城市和工业用水，从开拓水渠、取水121布
置、水的净化与消毒、水泵选择到水塔修建、管路布置等，都面临一系列的流体力学问题。
在公路与桥梁工程、地下建筑、岩土工程、水工建筑、矿井建筑等土木工程各个分支中，也只有掌握
好流体的各种力学性质和运动规律，才能有效地、正确地解决工程实际中所遇到的各种流体力学问题
。
 上面已经提及，现代流体力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计算与实验并重。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型电子计算机不断涌现，数值模拟方法不断创新。
与此同时，现代量测技术（如激光、同位素和电子仪器）的应用，以及计算机在实验数据和资料的监
测、采集和处理上所起的巨大作用，都使得现代流体力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更加相辅相成、如虎添翼。
可以预见，在21世纪里，继续采用这些先进的研究方法，流体力学的发展与应用必将大大超过20世纪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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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编系列教材:流体力学(第4版)》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道路桥梁
工程、市政工程、环境工程、地质工程等专业的流体力学或水力学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
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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