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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
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编制的《理工科非力学专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2008年版
）（以下简称《基本要求》）编写的，其主要特色如下：（1）提高起点，删去了与大学物理重复的
内容，增加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有关内容。
（2）注重力学概念的阐述，重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3）紧密联系水利、土木等工程实际，注重力学建模能力的培养和力学在工程中的应用。
（4）在继承本课程理论严密、逻辑性强的基础上，设置一定量的思考题，以促进思考、启发思维、
培养创新精神。
本书适用于工科各专业，书中标有*的内容对应《基本要求》中的专题部分，可根据专业要求选用。
全书由河海大学许庆春编写，思考题、习题由张慧编写。
河海大学陈定圻教授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书稿承蒙邱棣华教授认真仔细地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工程力学教研室理论力学编写组编写的《
理论力学》（上、下册）、吴永祯、张本悟、陈定圻编写的《理论力学》（上、下册），同时还参考
了国内外一些优秀教材，在此谨向这些教材的编著者深表感谢！
限于水平，书中错误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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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5篇19章，第1～4章为第1篇静力学，包括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系的简化、力系的平衡、静
力学应用专题(平面静定桁架与摩擦)等；第5～8章为第2篇运动学，包括点的运动、刚体的基本运动、
点的合成运动、刚体的平面运动等；第9～13章为第3篇矢量动力学，包括质点运动微分方程、动量定
理、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达朗贝尔原理等；第14、15章为第4篇分析力学基础，包括虚位移原理、
拉格朗日方程、哈密顿原理等；第16～19章为第5篇动力学专题，包括刚体的定点运动动力学、质点系
在非惯性参考系中的动力学、碰撞、微振动理论基础等。
    本书紧密联系工程实际，重视力学概念的阐述，注重力学建模能力的培养，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
突出水利、土木类专业特色。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建类、水利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工程力学、港口航道及海岸工程等专业教
材，还可作为工科类院校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力学>>

书籍目录

前言主要符号表绪论第1篇  静力学  第1章  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    第1节  力的概念    第2节  静力学基本
原理    第3节  力的投影与力的分解    第4节  力矩    第5节  力偶    思考题    习题  第2章  力系的简化    第1节
 汇交力系的简化    第2节  力偶系的简化    第3节  任意力系的简化    第4节  任意力系简化结果讨论    第5
节  重心和形心    第6节  平行分布力的简化    思考题    习题  第3章  力系的平衡    第1节  约束与约束力    
第2节  计算简图和示力图    第3节  汇交力系的平衡    第4节  力偶系的平衡    第5节  任意力系的平衡    第6
节  静定与超静定问题物体系统的平衡    思考题    习题  第4章  静力学应用专题    第1节  平面静定桁架    
第2节  摩擦    思考题    习题第2篇  运动学  第5章  点的运动    第1节  点的运动的矢量法    第2节  点的运动
的直角坐标法    第3节  点的运动的自然法    第4节  点的运动的极坐标法    思考题    习题  第6章  刚体的基
本运动    第1节  刚体的平行移动    第2节  刚体的定轴转动    第3节  转动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    第4
节  角速度与角加速度的矢量表示以矢积表示点的速度和加速度    思考题    习题  第7章  点的合成运动    
第1节  合成运动的概念    第2节  点的速度合成定理    第3节  牵连运动为平移时点的加速度合成定理    
第4节  牵连运动为定轴转动时点的加速度合成定理    思考题    习题  第8章  刚体的平面运动    第1节  刚
体平面运动的运动方程    第2节  平面图形内务点的速度速度瞬心    第3节  平面图形内各点的加速度加速
度瞬心    思考题    习题第3篇  矢量动力学    第9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质点运动微分方程    第1节  牛顿运动
定律惯性参考系    第2节  单位制和量纲    第3节  质点运动微分方程    思考题    习题  第10章  质心运动定
理动量定理    第1节  质心运动定理    第2节  动量和冲量    第3节  动量定理    思考题    习题  第11章  动量
矩定理    第1节  动量矩    第2节  动量矩定理    第3节  刚体定轴转动微分方程    第4节  相对于质心的动量
矩定理刚体平面运动微分方程    思考题    习题  第12章  动能定理    第1节  功与功率    第2节  动能    第3节 
动能定理    第4节  势力场与势能    第5节  机械能守恒定理    第6节  普遍定理的综合应用    思考题    习题  
第13章  达朗贝尔原理    第1节  达朗贝尔原理惯性力    第2节  达朗贝尔原理在刚体动力学中的应用    第3
节  非对称转动刚体的轴承动约束力    思考题    习题第4篇  分析力学基础  第14章  分析静力学    第1节  约
束与约束方程    第2节  自由度和广义坐标    第4节  虚位移原理    第5节  广义力以广义力表示的质点系平
衡条件    第6节  保守系统平衡的稳定性    思考题    习题  第15章  分析动力学    第1节  动力学普遍方程    
第2节  拉格朗日方程    第3节  拉格朗日方程的首次积分    第4节  哈密顿原理    第5节  正则方程    思考题  
 习题第5篇  动力学专题  第16章  刚体定点运动的动力学    第1节  刚体定点运动的运动方程    第2节  位移
定理转动瞬轴无限小角位移合成定理    第3节  角速度及角加速度    第4节  定点运动刚体内一点的速度和
加速度    第5节  刚体定点运动的欧拉动力学方程    第6节  陀螺近似理论    思考题    习题  第17章  质点系
在非性性参考系中的动力学    第1节  非惯性参考系中的质点动力学基本方程    第2节  非惯性参考系中的
动力学普遍定理    第3节  地球自转对地面上物体运动的影响    思考题    习题  第18章  碰撞    第1节  碰撞
的特征    第2节  基本假设与基本理论    第3节  两物体的对心碰撞    第4节  碰撞对定轴转动刚体及平面运
动刚体的作用    思考题    习题  第19章  微振动理论基础    第1节  单自由度系统的自由振动    第2节  单自
由度系统的衰减振动    第3节  单自由度系统的强迫振动    第4节  减振与隔振    第5节  两个自由度系统的
自由振动    第6节  两个自由度系统的强迫振动    思考题    习题  附录A  矢量导数    第1节  变矢量与矢量
导数    第2节  变矢量的绝对导数和相对导数  附录B  转动惯量    第1节  转动惯量的一般公式    第2节  惯
性积与惯性主轴    第3节  平行轴定理    第4节  转轴公式  习题参考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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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一门学科。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现
象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化到人的思维活动。
机械运动则是所有运动形式中最简单的一种，指的是物体在空间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
如车辆的行驶、机器的运转、水的流动、宇宙飞船的运行、建筑物的振动等，都属于机械运动；平衡
是机械运动的特殊情况。
理论力学是研究速度远小于光速的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它以牛顿定律为基础，属于古典力学的范畴
。
而速度接近于光速的物体和微观粒子的运动，则要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行研究。
虽然古典力学有局限性，但在日常生活和一般工程技术（水利、土木、机械、航空、航天等）中，所
考察的物体都是宏观物体，且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所以，有关力学问题仍然用古典力学的原理来解
决。
本书内容分为以下三部分：静力学：主要研究物体在力系作用下的平衡规律，包括物体的受力分析，
力系的等效简化，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其应用。
运动学：仅从几何方面研究物体的运动规律（轨迹、速度、加速度等），而不考虑引起物体运动状态
变化的物理因素。
动力学：研究物体的运动与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力学的发展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和科学试验，积累了关于机械运动的丰富材料，经过分析、综合
和归纳，总结出力学基本规律，形成力学概念，又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并指导实践；再从实践中获
得新的材料，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形成理论力学概念和系统理论的过程中，抽象化和数学演绎这两种方法起着重要的作用。
客观事物总是复杂多样的。
对大量来自实践的材料，必须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抓住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撇开次要的
、偶然的因素，深入事物的本质，了解其内部联系，这就是抽象化方法。
例如，在某些问题中忽略实际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得到质点的力学模型；在另一些问题中忽略实际物
体受力后的变形，得到刚体的力学模型。
抽象化方法既简化了所研究的问题，又更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但是，抽象必须是科学的，不能不顾条件，随意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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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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