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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为了反映五十年来办学理念和特色，集中展示教材建设的
成果，学校决定组织编写出版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学水平的精品教材系列。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共组织选题281种，经过多轮、严格的评审，最后确定50种入选精品教材系列。1958年学校成立之时
，教员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作为各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们到学校后保持了教
学的同时又做研究的传统。同时，根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原则，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在科研第
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家也参与学校的教学，为本科生授课，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中。五十年
来，外界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没有变。
正因为坚持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并形成了优良的传
统，才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学校非常重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传统，也是她特
别成功的原因之一。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成果日新月异，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很难
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建校之初，华罗庚、吴有训、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就身
体力行，亲自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他们以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讲课艺术、高尚的师德，带出一批又
一批杰出的年轻教员，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优秀学生。这次入选校庆精品教材的绝大部分是本科生基础
课或专业基础课的教材，其作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过这些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的教诲和影响，因
此在教材中也贯穿着这些先辈的教育教学理念与科学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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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渗流力学(第2版)》是著者多年来在为力学和相关号业以及石油工程专业研究生讲授“高等渗流
力学”课程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内容共分13章。第1、2章介绍渗流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程和稳
态渗流。第3～5章讲述单相液体渗流在不同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下的各种解法，包括格林函数法、积
分变换法和拉普拉斯变换方法。第6～9章分别阐述气体渗流、两种流体界面运动和多相渗流、双重介
质中的渗流、非牛顿流体和非达西渗流，其中包括水平井问题、水驱油和注蒸汽采油的数值计算问题
、煤层甲烷气渗流等。第10、11章研究非线性科学在渗流中的应用，包括多孔介质中的对流及其分叉
和分形介质中的渗流。最后两章讨论热流固耦合和数值试井问题，涉及组分模型和黑油模型。书中对
渗流问题的物理描述清晰，数学推导严谨。
《高等渗流力学(第2版)》可供油气水开发、环境、地质、化工等诸多领域的教师和研究、工程技术及
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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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渗流的实验研究方面将取得重大进展。过去由于无损探测和显示技术方面的困难，在实验研
究方面渗流力学落后于其他力学分支。随着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有了改观。当前无损细观研究
的主要手段是用x射线层析成像仪（X-CT）和核磁共振成像仪（MRL或NMRI）。X-CT的工作原理是x
射线透过被测物体时，其密度差异引起x射线有不同程度的衰减，由此可观察被测物体的内部结构、
多孔介质的孔隙和裂缝分布及其分形参数。MRI的功能优于X-CT。其工作原理是先获得被测物体的核
磁共振信息，根据其弛豫时间的差异，再由计算机以Fourier变换重建法等方法成像，既可检测多孔介
质的结构特性（孔隙和裂缝分布、孔隙度、分形参数等），也可检测某些物理特性和流动参数（表面
湿润性、饱和度分布、流体特性变化等）以及流体与岩石间的相互作用等，它原则上不涉及岩石基质
等固体物质。目前显示器的分辨率为：二维像素（即显示器最小可区分的独立发光点）已超过百万个
。物理模拟是指用物理（而非数值）的方法，即相对于原型按一定比例做成模型，在实验室中再现某
种现象变化过程的技术。这种模拟可以是二维的，也可以是三维的；可以是单相的，也可以是多相的
；可以是等温的，也可以是非等温的。一种常用的物理模拟装置是采用二维模型（例如，其中一面用
有机玻璃板），用显微技术和扫描技术通过屏幕观察二维模型内的渗流机理和规律，对饱和度的测量
也可利用超声波、y射线或中子束，其原理也是基于不同的流体对射线有不同的吸收系数。有时为了
提高测量精度，可在水相中加入若干吸收增强剂（如Na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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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渗流力学(第2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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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不错的一本书
对于想仔细研究渗流力学中的数学方法的人来说非常不错
书中推导过程严密，理论性强
2、孔老先生V5
3、第一次的书脊胶粘合不太好，但是亚马逊的售后很强大，比第一次发货还快，这次的质量就非常
好
4、渗流力学的鼻祖，很有帮助
5、专业书，参考一下，质量较好，需要研读一下。
6、内容丰富，偏难，血药较好的数学功底。
7、读起来有点难的，呵呵，慢慢学吧！
8、这本书写的很好，很专业，感觉适合研究生。内容很多，对渗流理论阐述很详细。
9、内容蛮丰富的，装订粗糙，纸张没有对齐。
10、金典，收藏。
11、很好的一本书，值得一看，但是好多看不懂
12、第一次买书这么失望
13、书的内容很丰富，很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14、高等渗流力学，是目前渗流力学教材中的精品
15、渗流力学是需要学的课之一，书本身很好，不过貌似在库里的时间挺长的啦
16、渗流力学必读书目，好书就是略贵
17、书很好，就是有点难，对基础要求的比较扎实才行
18、这是一本比较经典的渗流力学书籍，值得珍藏！
19、书还没有读，还不错呢，唯一的遗憾就是送货有点慢
20、比较详细，适合科研人员的一本好书。在仔细阅读中....
21、书的左上角完全压坏了，胶都碎了
22、切的参差不齐。小作坊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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