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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程式为C D ) 
A .u 1Al=u 2A 2  B .ulA 2=u 2Al 
C .  ul A 1/ p 1 =u2 A 2/ p 2 D .  u l  A 1/ p 2=u2 A 2/ p 1 
28. 有两种关千枯性 的说法 ： ( A ) 
心无论是静止的流体还是运动的流体都具有粘性。
＠粘性只有在流体运动时才表现出来 。
A .  这两种说法都对； B .  这两种说法都 不对；
C .  第一 种说法对， 第二种说法不对； D .  第二种说法对， 第一 种说法不对。
29. 层流与湍流的区别是C C ) 
A 湍流的流速大千层流流速
B 流道截面积 大的为湍流， 小的为层流
C 层流无径向脉动， 湍流有径向脉动
D 层流的雷诺准数小千湍流的雷诺准数
30. 有一并联管路如图2 所示， 两段管路的流晕、 流速、 管径、 管长及流动阻力损失分别为V(1)、u(1)、
d (1)、L(1)、 h(fl)及V(2)、u(2)、d(2)、L(2)、 h(f2) 。 若d(1) =2d (2) , L (1) =2L (2) , 则 h(fl) /h (f2) 
= ( E) 

'), 9' 

图2

A、 2; B、 4; C、1/2; D、 1/4; E、 1
当管路中流体均作层流流动时， V(1) / V (2) = (C ) 
A、 2; B、 4; C、 8; D、 1/2; E、 1
当管路中流体均作层流流动时，u(l) /u(2)= ( A) 
A、 2; B、 4; C、1/2; D、 1/4; E、1
当两段管路中流体均作 湍流流动时， 并取入(1) =入(2)' 则V(1)/V (2)= ( B ) 。

A、 2; B、 4; C、 8; D、1/2; E、 1/4
当两段管路中流体均作 湍流流动时， 并取入( 1) =入(2)' 则u(l) /u(2)= ( E) 。

A、 2; B、 4; C、 1/2; D、 1/4; E、 1
31. 真空表读数是 60kP a, 当地大气压为lOOkP a 时， 实际压强为( A ) kPa。

A. 40 B. 60 C .  160 
32. 当温度降低时， 气体的粘度( A ) 。

A .  降低 B .  不变 C .  增大
33. 液体在圆形直管中稳定流动时， 若管长及液体物性 不变， 当管内径减为原来的 1/2. 则流速变为原来的
( B )倍。

A .  2 B .4 C .  16 
34. 当地大气压为lOOkP a, 压强表读数是 60kP a , 则实际压强为( A ) kP a。

A、 160 B、 40 C、 60 D、 100
35. 液面保持恒定的敞口容器 底部装有直径相等的进 水管和出水管，当管内水的流速为2 m/s 时，进口能量
损失为( B ) J /kg , 出口能量损失为( D ) J /kg。

A、 0.5 B、 1 C、 1.5 D、 2·
36. 随着温度的升高液体的粘度( C )' 气体的粘度(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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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空题

1. 连续性 介质假定是指＿假定流体是由无数紧密相连、 没有间隙的流体质点组成的连续介质。

2. 流体在光滑管内作 湍流流动时，摩擦系数 与雷诺数 和 相对粗糙度 有关； 若其作 完全湍
流（阻力平方区） ， 则 仅与 相对粗糙度 有关。

3. 流体阻力产生的根源是—内摩擦力—。 粘性是指—在运动状态下， 流体产生的抵抗剪切变形的性 质—°

4. 在连续稳定流动过程中，流速与管径的 平方 成反比 。 均匀圆管内流体的流速不因流阻的存在
而 改变 。 （减、 降或不变）

5. 无因次数群是—各物理量的因次彼此相消而变成没有因次—的数组。

6. 滞流与湍流的根本区别是＿有无径向脉动 。

7. 一定罹的流体在圆形直管内流过，若流动处千阻力平方区，则流动阻力与速度的 平方 成正比。

8. 圆形直管内流体滞流流动的速度分布呈 抛物线 形状。 其平均速度是中心最大速度的
—1/2 。 摩擦阻力系数与雷诺数的关系是 64/Re 。

9. 流体流动边界层是指—流速降为主体流速的 99%以内的区域 。 流体流过某一 障碍物发生边界层
脱体的原因是＿流体动能耗尽 。 由千固体表面形状而造成边界层分离所引起的能量损失， 称为

形体阻力 。 粘性流体绕过固体表面的阻力为摩擦阻力和—形体阻力 之和， 又称为局部阻力。

10. 米棣油在管中作层流流动， 若流量不变， 管径、 管长不变， 油温升高， 粘度为原来的 1/2' 则摩擦阻
力损失为原来的—1/2 倍。

11. 流体在圆形直管中作层流流动， 如果流量等不变， 只是将管径增大一倍， 则阻力损失为原来的
1/16 。

12. 当 20°C的甘油( P =126lkg. m-3,, µ =1499厘泊）在内径为100mm 的管内流动时，若流速为2.5m. s-1 时，
其雷诺准数 Re为 210. 3 , 其摩擦阻力系数入 为 0. 304 

13. 当量直径的定义是de= 4 
流通截面积

，对边长为a正方形风管当量直径de=

a
 

。

14. 当量直径的定义是de= 4 
流通截面积

润湿周边
， 在套管环间流动的流体， 外管的内径是d'

内管的外径是d , 则当量直径d =d2—dl 。
15. 当 Re 为已知时， 流体在圆形管内呈层流时的摩擦系数入=�64/Re , 在管内呈湍流时， 摩擦

系数入 与 雷诺数 、 —相对粗糙度 有关。
16. 水山敞口恒液位的高位槽通过一 管道流向压力恒定的反应器 ， 当管道上的阀门开度减小后，水流量将

减小 ， 摩擦系数＿增大 ， 管道总阻力损失 不变 （增大、 减小、 不变）。
17. 某设备的表压强为50KPa , 则它的绝对压强为 150KPa , 另 一 设备的真空度为50KPa , 则它的

绝对压强为 50KPa 。 （当地大气压为lOOKPa)
18. 如果管内流体流量增大一倍后， 仍处千层流状态， 则阻力损失增大到原来的 2 倍
19. 流体在管路两截面间的压强差t:,.p与压强降!:::.Pf 相等的条件是 无外功、 直径相同、 水平管

路

20. 局部阻力所引起的能量损失有两种计算方法 ： 当量长度 法 和 阻力系数 法 。

21. 并联管路的特点是—总管流晕等千各支管流晕之和； 总管损失与各支管损失相同—。 分支管路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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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流量等千各支管流量之和； 各支管在流动终了时机械能与能量损失之和相等—°

22. 孔板流量计是通过＿测量 孔板前后的压强差 来反映流量的大小， 又称为＿差压式（节流式） 流量
计， 而转子流量计是流体流过节流口的压强差保待恒定， 通过变动的—转子的位置 反映流量
的大小， 又称＿浮子流量计 。

23 . 热量衡算中， 物料衡算通式中的过程GA为 0 。

24. 热量衡算中， 物料的焙为相对值， 通常规定 0—oc液体的焙为零。

25. 水在直管中流动， 现保持流量不变， 增大管径， 则流速 减小 。

26. 对不可压缩流体， 满足
p p －干 20% _(绝压） 条件时， 才能应用柏努力方程求解。

27. 判断流体的流动类型用 雷诺 准数。

28. 流体在圆形直管中滞流流动时的速度分布曲线 为—抛物线

29. 增大流体的流量， 则在 孔板前后形成的压强差 增大

3 0. 流体在管内流动时的摩擦系数与＿雷诺数和相对粗糙度 有关。

3 1. 测速管测量得到的速度是流体＿点 速度。

3 2. 流体是气体和液体的统称， 其中 气体 是可压缩流体， 液体 是不可压缩流体。

33 . 表压、 绝压、 大气压之间的关系是—表压＝绝压－大气压

3 4. 据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式知， 当液面上方压强变化时， 液体内部各点压强 同步 变化。

3 5. 等压面的要点有四个，即 同种流体 、 静止 、 连续 、 同一 水平面 。

3 6. 测量压强或压强差时， 可用U管压差计、 斜管压差计和微差压差计。 若被测量的压强差很小时， 可用以
上三种压差计中的＿斜管压差计 和＿微差压差计 。

3 7. 粘度是衡量 —流体粘性—大小的物理量。

3 8. 孔板流量计是基千—流体流动的守恒 原理的流量测量仪表。

3 9. 恒压差、 变截面的流瞿计有＿转子流晕计

40. 恒截面、 变压差的流量计有— 孔板流量计

41. 并联管路的特点为 和

42. 分支管路的特点为 和

43 . 串联管路的特点为—各管段质量流量相等 和—总能量损失等千各管段能量损失之和

44. 同一 容器 中有A,B,C三点， B点的压强为l atm, 且P >P >Pc' 若B点的压强增加 0. 6at m, 则PA增加
0. 6* 1013 25 P a, PA—PC增加 0 mmHg。

45. 实验证明， 流体在管路中流动时， 同一 截面上各点的流速是不同的， 管心处流速＿最大 ， 越
靠近管壁， 流速 越小 ， 在管壁处等千 0 。

46. 某液体在一 段 水平圆形直管内流动， 已知Re值为1800, 若平均流速为0. 5m/s, 则管中心点处速度为
l—mi s, 流体在管内流动类型 属—层流 流动。

47. 如图1 所示， 液体在等径倾斜管中稳定流动， 则阀的局部阻力系数g与压差计读数R的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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