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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清兰、霍倩主编的《流体力学》是根据高等院校土建类各相关专业
50学时流体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十章，系统地阐述了流体静力学和流体动力学基础理论，流动阻力及能量损失，孔口、管嘴
出流和有压管路，明渠均匀流和明渠非均匀流，堰流及闸孔出流，渗流，流体力学中非线性方程的求
根问题等内容。
每章之前有导读，正文之后有思考题、计算题。

齐清兰、霍倩主编的《流体力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建类各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水文与水资源等专业的参考教材和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考试的参考书，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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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现在再来看看流体质点沿圆柱面流动的情况： 在理想流体情况下，流体质点由A点
流到C点，由于圆柱面的弯曲，流体被挤压，流速沿程增加，压强沿程减小（即部分压能转化为动能
）。
从C点到B点，由于圆柱面的弯曲，使流体转为扩散，流速逐渐减小，压强逐渐增大（即部分动能转化
为压能）。
因为理想流体是没有黏滞性的，流体质点沿圆柱面流动过程中只有动能与压能的相互转化，没有能量
损失。
从A点到C点所获得的动能则足以提高从C点到B点的压能。
因此，当流体质点前进到B点时，其流速与压强仍保持A点时的数值。
 对于实际的圆柱绕流流体，情况则完全不同。
从A点到C点为增速降压区，从C点到B点为降速增压区，但实际流体是有黏滞性的，流体沿圆柱面流
动时会损失一部分能量，所以从C点到B点时不可能同理想流体一样有足够的动能去恢复全部应有的压
能，可能到一定位置，例如D点，流体质点的动能已全部转化为压能，流速降低到零。
以后继续流来的质点就要改变流向，减缓扩散程度，使部分压能转化为动能，沿另一流线流去，这样
就使主流脱离了圆柱面，圆柱面后面的流体随即填补主流所空出的区域，形成漩涡。
这些漩涡随流带走，由于流体的黏滞作用，漩涡经过一段距离后，逐渐消失。
在漩涡区中，涡体（共同旋转的质点群）的形成、运转和分裂，以及流速分布改组过程中流体质点相
对运动的加强，都使内摩擦增加，产生较大的能量损失，这种由于固体边界急剧改变而产生的阻力称
为局部阻力，它引起的局部范围之内的能量损失称为局部损失，常用hm表示。
 对于气体，局部损失用局部压强损失Pm表示，pm与局部损失hm的关系为Pm=γhm。
 在实际工程中产生漩涡区的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当流体沿纵向边界流动时，只要局部区域边界的形状
或大小改变（如管道或河渠中的断面突然扩大或缩小，或流向有急剧变化），或有局部障碍（如管道
中的阀门等），流体内部结构就要急剧调整，流速分布进行改组，流线发生弯曲，并产生漩涡，在这
些局部区域都有局部损失，如图4—1—3所示。
在有些局部区域边界形状及大小改变的情况下，流体内部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并不伴生漩涡，但是也
会产生局部损失（如流线型的管道进口、管道或河渠中断面逐渐扩大或缩小等），这是因为流线发生
弯曲，流速分布进行改组的过程中，都会加剧流体质点之间的相对运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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