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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力学是工科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也是学生在大学阶段比较系统地接触实际工程问题的第一门
课程，在对学生的大学四年的培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工程力学中的理论力学部分，其严谨的理论体系以及分析过程延续了数学、物理的理性思维，有助于
学生科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工程力学中的材料力学部分，则通过“实验一假设一分析一结论”的过程
，强调了实验以及在实验基础上的归纳与合理的假设方法对研究的作用，体现了实用的概念。
因此，通过工程力学的学习，可以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力学意识，有助于其建立工程概念，为以后的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工科类型的高校中开设工程力学课程的专业比较多，各专业的教学要求也各不相同，基本上，所要
求的学时量有48学时以下的少学时（如工业工程、轻化等专业），也有80以上的多学时（如机电、建
筑等专业），更多的是安排60～70的中学时（如材料、纺织等专业）。
本教材是一本中等学时的工程力学教材，适用于材料、纺织、能源、动力等一般工科专业，在适当删
减一些教学内容后也可以作为少学时课程的工程力学教材使用。
工程力学主要由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部分组成。
本教材在理论力学部分，除了静力学外，对运动学和动力学进行了压缩，其中运动学为一章，包含了
点和刚体的运动，动力学部分只介绍了动能定理和达朗贝尔原理。
在材料力学部分，考虑到部分近机类专业的需要，基本保留了材料力学的主体部分，但不考虑能量法
，主要介绍了结构的基本变形、应力状态分析、组合变形、动载荷与疲劳等内容。
这些教学内容已经可以满足一般工程专业对力学课程的要求。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都是研究力对物体的效应的，只不过理论力学主要研究力的外效应，而材料力学
主要研究力的内效应，但对真实物体，力的外效应和内效应是不可分的。
同样，工程力学的理论力学部分和材料力学部分也密切相关，不能截然分开。
本教材在内容编排上考虑到这一因素，采取了理论力学部分与材料力学部分混编的方法。
第1章介绍了工程力学（包含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部分）的基本概念，是全书的基础；第2章介绍力系
的平衡；第3～8章属于静材料力学，包括基本变形、应力状态分析、组合变形、压杆稳定；第9～11章
分别介绍点与刚体的运动分析、动能定理和达朗贝尔原理，构成了理论力学的后半部分教学内容，也
是第12章的应用基础；第12章介绍动载荷与疲劳强度，其属于动材料力学的内容。
总之，全书第1～8章为静力学部分（包括静刚体力学和静变形体力学），第9～12章为动力学部分（动
刚体力学和动变形体力学）。
这样的编排方式，使学生能够抓住“力的效应”这条主线，有助于学生理解工程力学的两个部分的关
系，掌握工程实际问题力学模型的建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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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中等学时的工程力学教材。
教材精选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主要部分，采用了理论力学部分和材料力学部分混合编排的形式。
除绪论外，全书分为静结构分析(第1～8章)和动结构分析(第9～12章)两部分。
其中，静结构分析包含工程力学的基本概念(第l章)、力系的平衡(第2章)、结构的基本变形(第3、4、5
章)、应力状态分析与强度理论(第6章)、组合变形(第7章)、压杆稳定性(第8章)等内容，动结构分析主
要包括点与刚体的运动分析(第9章)、动能定理(第lO章)、达朗贝尔原理(第11章)、动载荷与疲劳强度(
第12章)。
学完本教材需要64～72学时，可以满足一般工科专业工程力学的教学要求。
如果仅选择静结构分析部分．需要48～56学时，可以满足少学时的工程力学教学要求。
    工程力学是一门具有较强逻辑演绎与运算的课程，因此，学习工程力学需要大量的习题进行练习。
本书配有一定量的习题以供读者练习、演算。
    本教材可供高等院校工科各专业工程力学课程选用，也可供从事机电、动力、能源、工程管理等专
业的实际工作者作为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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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工程力学是大学工科学生所需学习的一门工程基础课。
工程力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工程中的结构（或结构的力学模型），研究的是这些结构模型在力的作用
下所表现出的行为与结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工程结构受到力的作用后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运动与平衡效应，以及维持这种运动与平衡所需
要的力之间的联系与规律，这种效应称为力对物体的外效应。
外效应可能使受力物体发生整体的运动（平衡）。
（2）力引起物体的变形以及由变形所引起的物体内部应力、应变等力学参量的变化，这种效应称为
力对物体的内效应。
内效应可能使物体被破坏或失效。
综上所述，工程力学是研究物体在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效应（外效应和内效应）的一般规律的学科。
工程力学一般包含两个主要的模块：主要研究外效应的刚体力学模块（理论力学部分）和主要研究内
效应的变形体力学模块（材料力学部分）。
但对于大多数结构，力作用下结构的外效应和内效应同时存在，并且耦合在一起，从而给结构的力学
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对此，人们通常采用对两种效应分别进行讨论、分析的方法。
首先，工程力学从一般的结构固体特征中抽象出了“刚性”这一本质特点，认为结构在力的作用下不
发生变形（真实情况是能够发生变形，但变形极其微小，可以忽略），从而专注于研究物体在力作用
下的外效应。
在这一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都是刚体，也就是刚体力学模块。
整个刚体力学模块主要包含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三大部分。
静力学主要研究刚体平衡时刚体所受到的力（主动力与约束力）之间所需满足的关系（称为平衡方程
）。
静力学是整个工程力学的基础，在工程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建筑工程中对各种梁、柱等结构进行的分析就是静力学分析，通过建立起静力学平衡方程可以得到
这些结构的内力。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机械工程领域，机床主轴等结构的内力也需要由静力学平衡方程确定。
静力学还常被用来对约束进行分析与计算。
工程结构不可能自由地漂浮在空中，它们需要以某种方式与地面连接在一起，同时，工程结构内部的
各零、部件（功能模块）之间也是通过一些特殊方式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
这些发挥了各种作用的连接就是约束。
约束是物体间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通过约束力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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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力学》：普通高等学校机械基础课程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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