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流体力学与传热学 考试科目代码：846

一、考试要求

流体力学与传热学考试大纲适用于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0814）土木工程

03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0859）土木水利（专业学位）03供热、供燃

气、通风及空调工程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试内容涵盖流体力学和传热学两部分

内容。其中，流体力学的考试内容主要包括流体静力学和流体动力学两部分，要求考

生对其中的基本概念有很深入的理解，系统掌握流体力学中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热学部分的考试内容主要包括

热传导、对流传热、辐射传热等内容。要求考生掌握传热学的基本概念、定律与重要

的数学描述，熟悉三种热量传递方式的特点与分析方法，能熟练、灵活地运用学过的

基本概念、原理与计算方法分析解决单一的导热、对流换热、辐射换热问题以及传热

过程、复合换热类综合性问题。

二、考试内容

（Ⅰ）流体力学部分

1.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作用在流体上的力

2. 流体静压强的特性；流体平衡微分方程；重力作用下静压强的基本方程；压强

的计算基准及单位；侧压计；作用在平面、曲面上的液体总压力；相对平衡

3. 描述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流体运动的一些基本概念；一元流动的连续方程、

能量方程、气流能量方程、动量方程

4. 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雷诺实验；圆管中的层流运动、紊流运动的特

征及阻力；尼古拉兹实验及沿程阻力系数的计算公式；非圆管的沿程水头损失；管流

的局部水头损失

5. 孔口的自由出流和淹没出流；管嘴出流；简单管路；串联、并联；管网计算基

础；水击

6.自由淹没射流的特征；圆断面射流；平面射流；温差或浓差射流



7. 理想气体一元流动的运动方程；音速、滞止参数、马赫数；气体一元恒定流动

的连续方程；等温管路中的流动；绝热管路中的流动

8.力学相似的概念；相似准则数；模型律；因次分析法

（Ⅱ）传热学部分

（一）热传导

1.熟悉与热传导有关的基本概念以及傅立叶定律的意义和表达式，理解温度梯

度及热流矢量的概念，了解影响物质导热系数的主要因素

2.理解导热问题的数学描述及变导热问题的处理方法

3.理解单值性条件并能写出完整的数学描写表达式

4.能应用导热微分方程对常物性、无内热源的一维稳态导热问题（平壁、圆筒

壁、球壁和等截面肋片）进行分析求解

5.理解推导各向同性材料、具有内热源的导热微分方程的理论依据和思路

6.理解热阻的概念及其在分析导热问题时的作用

7.理解非稳态导热过程的特点和有关准则数的意义

8.掌握集中参数法的求解思路和方法

9.了解常热流通量边界条件下的非稳态导热以及周期性变化条件下的非稳态导

热的一些基本过程

10.了解半无限大物体非稳态导热过程的特点、理解渗透厚度的意义

（二）对流换热

1.理解对流换热机理及其影响因素

2.掌握牛顿冷却公式的应用，能够推导二维直角坐标下的对流换热微分方程组

3.掌握边界层的概念及几种典型情况的边界层形成与发展状况

4.掌握边界层数量级分析的基本原理

5.理解边界层积分方程的导出及其求解外掠常壁温平板换热的结论

6.掌握动量传递和能量传递的类比的机理

7.理解相似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对流换热实验研究中的作用，掌握对流换热

基本相似准则数的物理意义和表达式

8.理解管内换热入口段与充分发展段的概念



9.掌握定性尺寸和定性温度的概念

10.能正确和熟练运用准则关系式计算圆管、非圆形管道内的强制对流换热、外

掠单管及管束的强制对流换热

11.理解自然对流换热的基本概念和相关准则数，了解在不同结构中自然对流换

热的过程描述

12.了解珠状凝结和膜状凝结现象，理解竖壁上纯净蒸汽层流膜状凝结换热的分

析解的推导过程；了解影响凝结换热的主要因素及强化途径

13.理解沸腾换热机理、沸腾曲线，了解影响沸腾换热的主要因素及强化途径

（三）热辐射

1.理解热辐射的本质和特点

2.掌握有关黑体、灰体、漫射体、发射率、吸收比的概念

3.理解和掌握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4.了解影响实际物体表面辐射特性的因素

5.理解漫灰表面概念对简化辐射换热工程计算的意义

6.掌握角系数的概念及确定方法

7.掌握有效辐射、辐射表面热阻、辐射空间热阻的概念

8.熟悉遮热板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9.掌握简单几何条件下，被透明介质隔开的漫灰表面间辐射换热的计算

10.掌握辐射换热的强化和削弱的途径

11.熟悉太阳辐射常数，了解大气层对太阳辐射的减弱作用

12.熟悉并掌握气体辐射换热的特点，了解气体辐射换热的发射率和吸收率的表

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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