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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旋转机械堪称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数千年前的车轮、百年前问世的电站汽轮机和推动人类飞向太空
的火箭发动机，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旋转机械动力学及其发展》介绍了从古到今各种典型旋转机械的演化过程，并由此衍生出在这一演
化过程背后的各种数学和物理的理论和方法。
从全面性的角度讲，本书堪称当今世界旋转机械动力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可以作为该领域的科研人
员和工程师必备的教学用书和参考书。
与此同时，本书还详细介绍了计算机时代来临后有限元方法的发展对当代旋转机械设计所带来的影响
，这些全新的方法能够帮助工程师不断地将旋转机械的设计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旋转机械动力学及其发展》融合了作者数十年来丰富的工程经验和全面的理论知识，并与精彩的历
史故事和真实的现代理念相结合，非常适合帮助年轻的工程师获取过去的经验、了解当前的行业现状
和未来的趋势，而资深的专家也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取灵感来启发其研究工作。
本书由
J.S.Rao(饶)教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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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印度）饶（J.S.Rao） 译者：叶洎沅  J.S.Rao，全球著名的旋转机械领域专家。
作为ASME成员、印度国家工程院院士和《Advances in VibrationEngineering》杂志主编，J.S.Rao教授曾
是印度理工学院（IIT）有史以来第一位力学博士，并且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
在其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J.S.Rao教授作为印度国家合作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曾在全球30多个国
家和地区任教或任职，迄今为止在旋转机械领域已经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并有10余本著作。
J.S.Rao教授目前还是国际机器和机构学理论联合会（简称IFToMM）唯一健在的创始成员。
 叶洎沅，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与力学系，翻译本书时担任比利时Samtech公司中国区总经
理。
曾在多家机械工程咨询公司和仿真软件公司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在工程仿真分析、可靠性研究等领
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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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8关于计算机和进化 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得出过这样的
理论——人类的进化是与人类躯体之外的活动相关的。
地球已经形成了约50亿年。
病毒、细菌和单细胞藻类在30亿年前出现，其每个单体细胞中的DNA碱基对中包含的基因信息大约
是3×104～3×108位（bits）。
原生动物出现在大约10亿年前，其基因信息达到了109位。
生物进化过程第一次出现大脑是在一亿五千万年前两栖动物出现的时候，其基因信息也是109位，但其
大脑的信息容量仅有约3×105位。
在一亿年前爬行动物出现时，其躯体和大脑细胞的信息容量均达到了破纪录的1010位。
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出现，其大脑的信息容量提升到接近2×1011位，但是其躯体细胞的基因信息仍然
保持与爬行动物相近的水平，即1010位。
250万年前人类从哺乳动物中进化出来时保持了接近的躯体细胞基因信息容量，但是其大脑高达1013位
的信息容量将其从哺乳动物中区分出来。
因此可以说信息时代本质上是从人类进化出现时开始的。
 爬行动物出现后动物躯体细胞的基因信息似乎到达了极限。
而人类出现后，大脑的信息容量似乎也到达了极限，这可以归因于女性盆腔的容积限制了新生儿的最
大可能的大脑尺寸。
 拥有了较强的大脑，人类得以在生存过程中从事一些躯体外的活动，例如驯养动物和种植农作物。
同时为了将信息传递给后代，人类开始采用一些其他手段，例如绘制狩猎的壁画和书写经书（如印度
的吠陀）。
在大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年，开始出现文字的雏形。
而距今大约4000年前由芦苇制成的纸莎草纸开始被用于记录信息。
中国人在约公元前100年～公元150年的这一期间发明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造纸术。
水车出现在公元前100年，风车则是在公元700年左右出现。
突然间，人类的信息量开始变大，但制作书的成本仍然非常之高，公元800年时在西班牙一本书可以换
两头母牛。
而到了公元1400年，一本有关药的书被卖到半盎司黄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445年，当时活版印刷术被引入欧洲，大幅提升了书的印刷效率并降低了
其制作成本。
到了公元1450年，印刷效率达到了一天300页，而到了公元1700年，单台机器每天就可以印刷1250页。
 更有效的知识传播促进了科学革命以及之后在公元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
公元1870年打字机问世，在同一时代中法拉第（Faraday）发现了电磁感应，摩尔斯（Morse）创造出
电信技术，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
所有这些发明都可以被看做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它们对人类大脑自身有限的储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提供了补充。
同样，数字计算机的发展也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助人类收集、储存和提取信息。
 埃尼阿克（The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ENIAC）是第一台通用的电子计算机。
它最初是用来为美国陆军的弹道研究实验室计算火炮的火力表，而且可以被重新程序化以便处理全面
的计算问题。
它曾经被人们视作“巨型大脑”出现的预兆，它比当时最快的继电器计算机快1000倍的速度也曾被大
肆宣传——这在当时是计算能力的飞跃。
如此强大的数学计算能力，加上可以通用的程序，计算机的问世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欣喜若狂，虽然
他们逐渐意识到继续对本章所讨论的一些方法进行产业化开发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从1952年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700和7000系列计算机相继问世。
第一代的700系列使用的是真空管，而后来第二代的7000系列采用了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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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算机并未使用任何软件，而是期望工程师们自己写程序。
但很快，IBM为新开发的高级编程语言——例如FortrAn——提供了编译器。
工程师们开始写计算机程序来直接求解，而不是使用之前提到的许多表格或数值近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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