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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专业综合（包括工程流体力学、工程燃烧学）

笔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与范围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专业综合”包括《工程

流体力学》部分和《工程燃烧学》部分。

《工程流体力学》是热能与动力工程学科基础课程，它研究流体平衡、运动、

流体和固体相互作用的力学规律及这些规律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考试目的是考

查考生对工程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

分析、求解有关流体流动问题的能力。

《工程燃烧学》是热能工程与工程热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专业基础

考试课程。本课程是热能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着重讲述燃

烧学的基本理论及本专业所涉及有关燃烧工程的基本设计和检测计算。本课程考

试的目的是考查学生对燃烧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应用基本理论去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工程流体力学》部分要求学生掌握流体运动学与动力学的基本概念；掌握

各种流动状态（静止、一维或多维流动、理想流体或粘性流体流动、可压缩或不

可压缩流动）流体流动的分析方法及基本方程；掌握相似原理与量纲分析；理解

湍流的基本理论；能对复杂管道问题计算。

《工程燃烧学》部分要求考生掌握燃烧学的有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与

燃烧工程相关的设计计算和检测计算。

三、考试形式与分值

《工程流体力学》部分满分 5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闭卷笔试。题型主要

为分析题、计算题和简答题。考生可以使用不带储存功能的计算器。

《工程燃烧学》部分考试满分 5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闭卷笔试。题型主

要为选择题和计算题两类，其中选择题包括概念的表述、判断正误、简易计算等，

分值为 30 分。计算题为 2题，共 20 分。考生可使用不带储存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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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内容

《工程流体力学》部分

1． 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

流体的定义与流体的连续性假设；流体物理属性；作用在流体上的力；流体

粘性的定义，粘性产生的原因及牛顿内摩擦定理；流体的受力特性、压缩性和不

可压缩流体的概念。

2．流体静力学

流体的静压力及其特性；流体欧拉平衡微分方程；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式；

液体压力计及压力的表示方法和单位；液体的相对平衡；静止流体作用在平面上

的力；静止流体作用在沉没物体上的总压力及阿基米德定律。

3．流体运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程

研究流体流动的方法；流动的分类；迹线与流线；流管与流量；一维稳定流

动的连续性方程；一维理想流体流动的运动微分方程；理想流体沿法线方向的微

分方程；伯努利方程；动量方程；动量矩方程。

4．粘性流体的管内流动

粘性流体总流的伯努利方程的推导及应用；层流流动与紊流流动；圆管内的

层流流动的分析推导方法；紊流流动的基本概念，普朗特混合长度模型；沿程能

量损失的实验研究，非圆形管道内的流动的研究方法；局部能量损失；掌握管道

计算。

5. 理想流体的有旋流动与无旋流动

三维流体流动的连续性方程；三维理想流体流动的运动微分方程；流体微团

运动的四种形式；无旋流动的伯努利方程；速度势与流函数；涡量场、速度环量

与斯托克斯定理；几种简单的平面无旋流动与迭加。

6．粘性流体的流动

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的运动微分方程；库特流、圆管内充分发展段内层流流动；

边界层的基本概念及层流边界层的微分方程；边界层的动量积分方程；平板层流

边界层、平板湍流边界层及平板混合边界层的分析计算；曲面边界层分离、卡门

涡街、物体阻力及阻力系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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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似原理与量纲分析

力学相似及动力相似准则；量纲分析原则、瑞利法、泊金汉π定理。

8．一维可压缩气体流动

管道内的一维定熵可压缩流动的控制方程；音速与马赫数；小扰动在运动气

流中的传播；流过变截面的一维可压缩定熵流动；渐缩喷管和拉瓦尔管内的定熵

流动的计算；正激波的概念。

《工程燃烧学》部分

1. 各类燃料（煤炭、石油加工产品和各种燃气）的使用性能，成分表示方法

及发热量的计算；

2. 燃烧设计计算，包括不同空气过剩系数下燃料燃烧的空气需求量，燃烧产

物生成量、产物成分、密度以及燃烧温度的计算；

3. 燃烧检测计算，包括气体分析方程的使用、空气消耗系数的计算以及化学

不完全燃烧的计算；

4. 燃烧反应动力学基础，包括质量作用定律、阿累尼乌斯定律、各种参数（反

应物浓度、混合比例、温度、压力等）对燃烧速度的影响；

5. 着火的基本观念，绝热和有散热条件密闭容器中可燃混合物的热自燃条件

分析、开口体系中可燃混合气的着火、燃烧与熄灭条件分析、开口体系中纯扩散

燃烧状态分析；

6. 火焰传播的概念、层流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因素及实验测定方法，湍流火

焰传播概念；

7. 层流预混火焰的结构及稳定性、湍流预混火焰的稳定措施、层流及湍流扩

散火焰的结构特点；

8. 液体燃料的蒸发与燃烧规律，包括蒸发燃烧速率、燃尽规律与燃烧时间的

计算及影响因素；

9. 煤的挥发分析出规律、碳燃烧反应类型、炭粒燃烧速率及燃尽规律；

10. 燃气燃烧中有焰燃烧与无焰燃烧的区别及特点、喷射式无焰燃烧器的结构

特点及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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