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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编写工作始于1964年，后因故中止。
1978至1979年间，因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和工科研究生教学的需要，又陆续写完了本书的其余部分
，并于1981年印成铅印本，取得了较好的使用效果。
在经过近六年的使用后，对本书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充实，1987年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经国家教委高等工业学校力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被推荐为工程力学专业的教学用书。
1992年，根据同济大学和兄弟院校在使用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国家教委高等工业学校工程力学专
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审阅意见，又对本书作了认真的修改，1993年，再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了新一版
。
1995年，本书新一版获第三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国家教委二等奖。
在国家教委制订“九五”教材规划时，本书经申报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立项教材
，经专家正式评审并按评审意见修改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现将本次修改情况简要地说明如下。
　　在“应变状态理论”这一章中，增加了相对位移张量的概念，并将这章第二节的标题更名为“相
对位移张量　转动分量”。
在这章的第三节“转轴时应变分量的变换　应变张量”中，原来的推导过于繁琐冗长，现借助于方向
导数的概念，不仅使推导简洁明了，而且几何意义也十分清晰。
这章还对第四节“主应变　应变张量不变量”和第六节“体应变”的推导作了修改。
　　在原“弹性力学问题的建立”这章中，增加了“弹性力学的一般原理”一节，并将这章的标题改
为“弹性力学问题的建立和一般原理。
”在这章的第一节“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及其边值问题”中，原书将应变协调方程也纳入基本方程，
修改后明确指出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包括平衡（运动)微分方程、几何方程和物理方程，在应力解法中
，才提出应变协调方程并说明其应用。
　　原书中“弹性力学方程的通解及其应用”的内容过于庞杂，修改后删去了“弹性力学应力通解”
的全部内容；在“齐次拉梅方程的通解”这一节中，除原有的“布西内斯克一伽辽金通解”和“纽勃
一巴博考维奇通解”保持不变外，还简要地介绍了位移通解的其他形式。
该章的标题改为“空间问题的解答”。
　　在“热应力”这章中，增加了“热传导方程及其定解条件”一节。
在“弹性波的传播”这章里，增加了“一般的平面波”和“平面波在平面边界上的反射和折射”两节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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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弹性力学》共14章和两个补充材料，按应力、应变分析、应力应变关系、弹性力学的一般原理、平
面问题的解答、空间问题的解答、热应力、弹性波的传播、弹性薄板的弯曲和弹性力学的变分解法的
顺序编排。
既包括了经典内容，又反映了该学科领域的若干新发展。
内容选择和叙述方法方面，在充分注意到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严密性的前提下，更注意深入浅出
，重点突出，难点分散，联系工程实际，强调问题的物理本质，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两个附录为：笛卡儿张量简洁和弹性力学基本方程的曲线坐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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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家龙，1932年生，江苏省海门县人。
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与技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
早年从事力学基础课教学，60年代后转为固体力学和边疆介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
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卷）和《力学词典》撰稿，参加了《工程力学手册》的编写，并担任
该手册弹塑性力学篇编委。
从《应用数学和力学》创刊至2002年，一直为该刊物的编委，1996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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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曲线坐标度量张量§B-2　基矢量n，和单位矢量e，在正交曲线坐标系中的变化率§B-3　正交
曲线坐标系中的应变张量§B-4　正交曲线坐标系中应变与位移的关系§B-5　正交曲线坐标系中的平
衡微分方程参考文献索引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部分习题答案SynopsisCOntents作者简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弹性力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弹性力学的任务和研究方法　　弹性力学又称弹性理论，是固体力学的一个
分支，它的任务是研究弹性体在力和温度变化等外界因素作用下所产生的应力、应变和位移，从而解
决各类工程中所提出的强度、刚度和稳定问题，使经济与安全这对矛盾得到更好的统一。
它是一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学科。
　　弹性，几乎是所有固体的一种固有的物理属性，而完全弹性体。
则是指在引起其变形的外界因素被消除以后能完全恢复原状的物体，简称为弹性体。
大量的实验表明，像钢一类材料的物体，如果其内各点的应力不超过弹性极限，则是一种理想的完全
弹性体，而且应力和应变之间呈线性关系；但也有一些材料，例如橡皮和某些有色金属，却具有非线
性的弹性性质。
我们称前者为物理线性的，而后者为物理非线性的。
　　弹性力学与材料力学相比，在任务、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
　　如前述，弹性力学的任务是要解决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问题，而材料力学所研究的范围，还
涉及到疲劳、蠕变、塑性变形以及构件破坏规律等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看，弹性力学既研究杆状构件，也研究诸如深梁、板壳以及挡土墙、堤坝、地基等
实体结构；而材料力学基本上只研究杆状构件，这种构件在拉压、剪切、扭转和弯曲情况下的应力和
变形，是材料力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从研究方法看，弹性力学根据六条基本假设，从问题的静力学、几何学和物理学三方面出发，经
过严密的数学推导，得到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和各类边界条件，从而把问题归结为线性偏微分方程组
的边值问题。
而材料力学在研究杆状构件的拉伸、压缩、扭转和弯曲问题时，也要用到弹性力学的六条基本假设，
同时也要从问题的静力学、几何学和物理学三方面出发，但为了简化计算，大都还对构件的应力分布
和变形状态作出某些附加的假设。
　　例如，在材料力学里研究直梁在横向荷载作用下弯曲时，引进了“平截面假设”，由此得出的结
果是，横截面上的弯曲应力沿梁高按直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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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弹性力学》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主要供高等学校工程力学专业作教材之
用。
《弹性力学》还可作为工科研究生和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研究人员和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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