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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依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力学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并吸取多部优秀的力学教材的精华编写而成。
适用于各类专业工程力学课程的辅助教学和专升本考前复习、自学考试等。
本书力求满足高职高专教育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从工程力学的教学与学生学习实际出发
，较广地覆盖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三门课程主要内容。
着重于基本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技巧的培养，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
为使学生能较全面、系统地理解工程力学主要内容，掌握基本概念和解题要点，简练地叙述了各章重
点、难点及相关内容的内在联系；精选了有代表性的基本概念应用、典型例题和应用与练习部分，以
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基本概念，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巩固学习效果；给出了各部分的综
合测试题，为学生复习考试带来方便。
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汪菁（第1、5、6、7、9、11、12、13章，附录Ⅱ）；苏炜（第15、18、19、20
、21、23章，附录Ⅲ）；李纪周（第8、10、14、16、17、22章）；谷韶武（第2、3、4章，附录I）。
本书由汪菁主编，并统稿。
本书由沈养中教授主审，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有关同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殷切希望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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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力学学习指导》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为3部分，主要介绍静力学，材料力学以及结构力学的主要内容。
该教材是力学类规划教材的配套辅助教材，主要针对教材中的重点与难点进行分析，通过典型的例题
和规范的求解过程，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解题方法，从而体现了高职高专教育
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特点。
《工程力学学习指导》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和土建类专业的基础课辅助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
学生及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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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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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1 力与力偶力和力偶都是物体间的相互机械作用。
力的作用既可以使物体产生移动效应，又可产生转动效应。
力使物体绕点转动的效应用力对点的矩来度量。
力偶是一个特殊的力系，它由作用在同一刚体上的等值、反向而不共线的两个平行力组成，不满足二
力平衡条件。
力偶不是平衡力系，力偶的作用只能使物体产生转动效应。
力矩是力使物体产生绕某点转动效应的度量。
力偶矩是力偶使物体产生转动效应的度量。
力矩和力偶矩两者的物理意义和数学定义是相似的。
力偶矩与力矩的主要区别是：力对点之矩随矩心位置的不同而变化，而力偶使物体转动的效果与所选
矩心的位置无关，它完全由力偶矩这个代数量唯一确定。
2.2.2 静力学公理（1）二力平衡公理表达了最简单的平衡力系（两个力平衡）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它
是研究力系平衡的基础。
但是对于变形体而言，这个条件只是平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2）加减平衡力系公理给出了力系等效变换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个公理及其推论是力系简化的重要
工具。
它们都只适用于刚体，当在所研究的问题中需要考虑物体的变形时，其正确性就丧失了。
（3）平行四边形公理表达了最简单情况下合力和分力之间的关系，是力系合成和分解的基础。
同时它给出了求作用在一点的两个力之合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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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力学学习指导》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力学学习指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