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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快堆热工流体力学》从反应堆热工流体力学的基础理论讲起，结合中国第一座快堆电站的实际
，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几十年来快堆热工流体力学领域的理论和研究进展。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反应堆热工流体力学基础知识、材料的热物性、堆内释热和热源分布、反应
堆内传热过程、流体力学分析、热工设计和反应堆的瞬态分析及中国实验快堆的热工流体力学分析等
。
在编写过程中，对压水堆中的一些热工基本概念也做了简要的阐述，以加深对快堆和压水堆等不同堆
型的认识和理解。
　　本书可供核工业系统内从事核反应堆工程领域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参考，也可作为快堆
运行人员的基础培训教材，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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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许义军编写的《快堆热工流体力学》主要叙述了第四代核能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热工流体力学特点、快
堆热工流体力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分析、计算方法，并着重对钠冷池式快堆内冷却剂流动特性
和热传输特性以及燃料元件传热特性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在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上，力求体系完整、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通过本书的学习，使读者可以获得全面的快堆热工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今后从事快
堆方面的研究和运行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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