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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适用于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的理论力学课程。
本书与第二版相比内容保持不变，仅将科学名词、物理量符号等按照国家标准和规范作了更新。
本书内容包括质点力学、质点组力学、刚体力学、转动参考系及分析力学等，每章附有小结、补充例
题、思考题及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教材，其他相关专业视需要也可选为理论力学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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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章  刚傩力学 3.1  刚体运动的分析 （1）描述刚体位置的独立变量 在1.1中，我
们就曾讲过：一切物体都可以看作是由许多质点集合而成的。
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研究了有关质点组（质点的集合体）的几个基本定理和守恒定律，利用这些关
系，我们一般只能获知有关质点组运动的总趋向（例如质心的运动）和某些特征。
如果要了解质点组中任一质点究竟将如何运动，常常是比较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一种特殊质点组的运动问题。
这种特殊的质点组具有这样的性质，就是在它里面任何两个质点间的距离，不因力的作用而发生改变
。
这种特殊的质点组叫做刚体。
刚体和质点一样，也是一种抽象，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
在所研究的问题中，只有当物体的大小和形状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时，才可以把它当作刚体看待。
 理论力学的任务是研究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规律，所以在大多数问题中，是要确定物体在外力作用下
，它的位置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亦即确定它的运动规律。
我们知道：质点是被抽象为没有大小的几何点（但有一定的质量）。
因此，要确定质点在空间的位置，需要三个独立的变量，例如x，y，z；或r，θ，ψ。
 现在要问：确定刚体在空间的位置，需要几个独立变量? 一个质点既然要三个独立变量来确定它的位
置，那么由n个（n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质点所组成的刚体，似乎应当要有3n个独立变量才能确定
它在空间的位置。
其实不然。
刚体虽然是由n个质点组成，但因任意两点问的距离保持不变，所以只要确定了刚体内不在一直线上
三点的位置，刚体的位置就能确定。
这是因为如果固定了刚体中两点的位置，刚体还可绕着连接这两点的直线转动；如果再在刚体中把不
和这条直线共线的另一点的位置固定，那么刚体就不能作任何运动了。
 每一质点既然要三个独立变量来确定它的位置，而确定刚体的位置需要确定刚体内不共线的三点0、A
、B的位置，因此，确定刚体的位置需要九个变量。
但因三点间三个距离OA，OB和AB是常数，所以实际上只要用六个独立变量就可以确定刚体的位置。
 如果我们选用刚体内不共线三点的坐标来确定刚体的位置，那么，由于这些坐标不能独立变化，而要
服从三个条件的限制，因此很不方便。
我们也可在刚体内选取一点O，然后通过O点选取任一直线作为转动轴（因为刚体的机械运动可认为
是平动与转动的组合，参看下一段），那么，要确定O点的位置，要用三个独立变量，要确定轴线在
空间的取向，要用三个变量（即这轴线的方向余弦），而要确定刚体绕这轴线转了多少角度，又要用
一个变量。
在这七个变量中，三个方向余弦是不互相独立的（它们的平方和等于1），所以虽较上述方法为优，
但仍然不是很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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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学基础理论课程经典教材:理论力学教程(第3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教材，其他相关
专业视需要也可选为理论力学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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