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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学森文集(中文版):海外学术文献(1938～1956)》编录科学大师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
（1938~1956）公开发表的论文。
那时正值航空从低速走向高速和航天技术从无到有的阶段。
钱学森解决了其中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空气动力学、壳体稳定性、火箭弹道和发动机分析等。

1946年开始，钱学森以战略高度发表了不少开创性的著作，包括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和
工程科学等，深刻反映出20世纪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被转化为可解决复杂条件下工程问题的科学理论
，从而使人类实现航空航天梦，进入数字信息的新时代。
从本文集可以看到钱学森对此的贡献。

正因为工程科学是引领新产业前进的源泉和先导，本文集将对广大读者学习和理解这位大师的科学贡
献、重要思想以及治学精神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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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是独生子。
父亲钱均夫（名家治，后以号行）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
院，曾到日本学教育和地理、历史。
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
钱学森的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民国成立后，钱均夫就职北京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在3岁时随父到了北京，上过蒙养院（幼儿园）
、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
　　在北京师大附中时，对钱学森影响最深的几位老师是：林砺儒、王鹤清、董鲁安（于力），以及
几何老师傅种孙、生物老师俞谟（俞君适）、博物老师李士博和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是著名国画大
师）。
林砺儒是校长（当时称主任），他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
王鹤清是化学老师，他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的兴趣，给他自由到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的便利。
董鲁安是国文老师，在课堂上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国民革命军
北上（后来他去了解放区）。
他的教学使钱学森产生对旧社会腐败的深切不满和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无比关心。
钱学森一次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讲相对论的小册子，书中第一句话提到20世纪有两位大师：一位是自然
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一位是社会科学大师列宁。
钱学森当时对列宁这位大师还不甚了解。
傅种孙那时已是师大数学讲师，在中学课堂上把道理讲得很透。
钱学森后来认为，在初中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他后来说：“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
”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为复兴祖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当时，交通大学专重考试分数，学期终了平均分数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大家都为分数而奋斗。
初入交大的钱学森，对这里求知空气不浓而不满，但也不甘落后，非考90分以上不可。
在交大，钱学森非常感激两位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
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
　　1930年暑假后期，钱学森得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卧病一月余，后因体弱休学一年。
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
钱学森爱好美术，在书店买了一本讲艺术史的书，不曾想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
的论点写的。
他从未想到对艺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所以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的兴趣。
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7一些西洋哲学史，也看了胡适的《中
国哲学史大纲》（上册）。
读了这么多书，他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有道理的，唯心主义等没有道理；经济学也
是马克思的有道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理论不能自圆其说。
休学期满回到学校，钱学森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多次小型讨论会，从那里他知道了
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
小组的领导人乔魁贤，是当时交大数学系的学生，小组还有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
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钱学森和小组的联系也逐渐中断，仍埋头读书，每学期平均分数都超过90
分，因而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
在交通大学，好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
假期在杭州，因与学音乐的表弟李元庆思想相投而常交往，从他那里略闻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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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可压缩流边界层
有攻角旋转体的超声速绕流
可压缩流体的流动以及反作用力推进
以连续脉冲方式推进的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
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
球壳在外压下的屈曲
曲率对结构屈曲特性的影响
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
圆柱壳在轴压下的屈曲
带非线性横向支撑的柱的屈曲
薄壳的屈曲理论
通过部分绝热固壁的热传导
关于风洞收缩锥的设计
剪切流中的J0ukowsky对称翼型
可压缩流体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流动中的“极限线”
压气机或涡轮机的扭曲叶片引起的损失
非均匀流中机翼的升力线理论
原子能
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
稀薄气体力学
稀薄气体中平面声波的传播
高超声速流动的相似律
由vanderwaals状态方程表征的气体的一维流动
激波与固体边界交点附近的流动情况
薄壳非线性屈曲理论中的下屈曲载荷
利用核能的火箭及其他热力喷气发动机
关于多孔反应堆材料利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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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流体密度可变的流动问题一般来说很难求解，因此对于可压缩流问题，如果能求得运
动方程的精确解或近似解，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层流边界层理论可以推广到任意高速流动的可压缩流体而不会遇到不可克服的
数学困难。
建立了这样的方程并针对某个速度比计算出了速度剖面（速度比应理解为气体速度与声速之比）。
分析了同样的问题，但其结果较复杂且依赖若干武断的近似。
本文的第一作者也曾求得一个一级近似，运用的方法很简单但似乎不够准确。
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致力于导出一个更适合于求解上述问题的方法。
高速边界层理论并非没有实际意义。
首先，人们往往在有关火箭及类似的高速装置的技术或半技术文献上看到这样的论述：随着速度的提
高表面摩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表面摩阻系数会随着雷诺数的提高而下降，也即与波阻或激波阻力相比表面摩阻会
变得相对很小。
但由于高速飞行往往在空气密度很低的高空进行，因此运动黏性系数很大，尽管速度很高但雷诺数仍
然较小。
可压缩流边界层理论的另一个有意义之处是问题的热力学层面。
低速时边界层中产生的热能的影响，无论在阻力或传热的计算中都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高速情况下，边界层中产生的热量不仅不能忽略，而且它还决定了热流的方向。
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了边界层中热量传递的几个简单例子。
本文的大部分内容有必要假设流动是层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目前缺乏对可压缩流体在高速流动时出
现的湍流的认识。
这个假设由于下述事实得到部分支持：正如前面说的，可以应用本文结果的许多问题中雷诺数相对较
小，因此，边界层的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仍可能是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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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学森文集(中文版):海外学术文献(1938～1956)》：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要发扬严肃认真、丝
毫不苟的优良学风和勇于创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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