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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

前言

众所周知，流体在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运动将引起力、动量、能量的传递，可进行能量的转换乃至物质
的输运。利用流体的运动进行力或功的传递、或进行能量转换的机械，即称之为流体机械。如水压机
、油压机、压缩机、泵、风机、水轮机，以及其他一些涡轮机械等。其中，水压机和油压机是进行力
或功传递的流体机械，而泵、风机、水轮机，以及其他一些涡轮机械是将机械能、电能和流体的动能
与势能进行相互转换的流体机械。流体机械广泛应用于能源、矿山、)台金、石油、化工、环境与食品
加工，以及建筑、水利、动力与物质输运工程，乃至航空航天与海事技术等各个学科领域及其各部门
和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总之，人类的文明生存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流体机械，从高科技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均与流体机械息息相关。然而，流体机械必然是机械中的一种，因而它除具有机械的一般特
性和要求外，由于其工作介质为流体，还应具有区别于其他机械的独特特性。其最根本之处在于流体
介质在其工作过程中的运动必须满足质量、动量和能量守恒这三大定律。因此，在流体机械的设计与
制造过程中，必须在遵照一般机械的设计与制造原则和要求的基础上，还要满足其特殊性及对其性能
的要求。因而，本书中除了包含有随着科技进步目前普通机械设计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和所要求的性能
指标等一般内容外，还增补了流体机械优化设计和可靠性设计的基本知识与方法，也有一些流体力学
及计算流体力学的基础和计算方法的知识。同时，为了满足流体机械特殊性的要求，提高流体机械、
尤其是水力机械的能量、空蚀与稳定性这三项主要性能，本书重点介绍了流体机诫、主要是水力机械
目前先进的设计理论与方法，以及转(叶)轮内部流场的数值计算及其CFD计算软件的应用，并给出了
网格生成与流体机械内部流动问题的求解方法与过程，以及具体计算的实例。实验、理论分析和数值
模拟是当前研究流体机械内部流动及其性能的三种最主要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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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体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围绕提高流体机械性能这条主线自成体系，注重知识的更新与相关学科
知识的交叉，注重工程实践，注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讲述了设计中所用到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以及随着科技发展的新理论和目前流体机械设计所采用的主要先进方法。全书共分为八章，主要内
容包括：概述，水力机械转（叶）轮水力设计常用的主要方法，流体机械设计中的优化，可靠性设计
，流体力学基础，流体机械内部流场的数值计算，计算流体动力学基础及其常用CFD软件简介，流动
的数值模拟在工程中的应用。为便于深入了解和掌握各章节的内容，在必要的章节中不仅给出了例题
或实际算例，而且在各节后也提出了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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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水力机械转（叶）轮水力设计常用的主要方法前一章已讲过，水力机械转（叶）轮的水
力设计传统上常用的主要方法有：对于混流式水轮机和离心式叶片泵，常采用一元理论和二元理论w
μ＝0的设计方法；对于轴流式水力机械的水力设计，则常采用升力法和奇点分布法。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技术与能力的提高，目前，已广泛采用准三元或全三元理论借助于CFD的流场模
拟与分析的手段，来进行水力机械转（叶）轮的水力设计和新水力模型的开发。但这种设计方法目前
无论如何还必须得依靠用传统的一元或二元理论的设计方法，或用升力法和奇点分布法提供初始的转
（叶）轮的模型，即目前的准三元或全三元的设计计算方法只能求解叶栅绕流的正问题，还不能很好
地解决叶栅绕流的反问题。其原因是目前还不能根据对设计性能的要求合理或准确地给出流场。因此
，这里还要介绍传统上的一些主要方法。由于一元理论和二元理论的wμ＝0的设计方法相对较为简单
，又在本科专业学习阶段已详细讲过，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只介绍wμ≠0的二元理论的设计方法和
升力法与奇点分布法。至于三元理论的设计方法，通常是通过降维在两个流面上结合数值计算进行的
，因而，将其融于第六、七、八章中对这部分内容顺便作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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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体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可供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从事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科技
与工程技术人员查阅、参考，也可作为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大家都用过水压机、压缩机、泵之类的机械吧？这类机械叫做流体机械。是因为流体在力的作用下
产生的运动可进行能量的转换乃至物质的输运，而流体机械就是利用流体的运动进行力或功的传递、
或进行能量转换的机械。从高科技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均与流体机械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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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就是一半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2、很专业的书 现在这种书在市面书店很难买到！
3、他是用来自学的，说是还不错~
4、齐学义老师的书一定要看下的，这样的书不多了，一定要仔细研读下。
5、齐老师的书还是很经典的。研读..
6、希望以后能用的到，书评不好写啊
7、是个比较专业的书
8、有一定参考价值，对我来说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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