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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图表的形式将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理论知识、解题方法及经验总结展现在读者面前，
内容主要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杆件的内力计算与变形、梁的内力计算与变形、应力状态
分析与强度理论、压杆稳定计算及实验应力测定和分析方法等。
书中抓住了工程力学中的知识要点，并从工程角度出发，以例题、说明等方式，提纲挈领，使知识条
理化，利于读者加深理解并快速掌握工程力学的知识要点和解题方法，内容详尽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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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作用在刚体上的两个力互相平衡，则这两个力必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并且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1）应注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区别，本公理所指两力是作用于同一刚体上
的一对平衡力； （2）牵涉三个物体，力的性质不一定相同，一个力消失时，另一个力不一定变化、
消失 如果作用在刚体上的三个力互相平衡，则这三个力中的任意两个力的合力与第三个力必然是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1）这三个力不一定是平面力系，也适用于空间的三个
力； （2）本公理与二力平衡公理联合使用可以解决一类有关"二力杆"与"三力杆"问题 如果物体上有某
一个力系在作用，则可以在该力系加上任意的平衡力系或从该力系中除去任意平衡力系而不改变物体
的状态 （1）本公理仅适用于刚体的外效应，材料力学中计算杆件内力时不适用此公理； （2）本公理
对于刚体外效应的计算可以起到一定的技巧作用。
有的结构物往往通过增减适当的平衡力系使计算工作简化 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可以沿其作用线任意移动
而不改变刚体的状态，因此，在静力学中力可以被认为是滑动矢量 （1）本定理只适用于刚体，在材
料力学中不适用； （2）本定理是由二力平衡公理和增减平衡力系公理两个公理得到的 作用于物体上
同一点的两个力F1、F2，可以合成一个合力R，合力R也作用在该点，其大小和方向是以F1、F2为邻边
所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1）这个法则说明：力的合成不能简单地用算术的办法相加，而必须
用矢量运算的几何相加，即R=F1＋F2； （2）用这个法则也可以将一个力分解为与之等效的两个力 作
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沿同一作用线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这
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此定律牵涉两个物体，它们分别是施力物和受力物； （2）力的性质
一定相同； （3）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各有各的效果； （4）同时产生、同时消失、成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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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力学要点与计算(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可作为工科院校相关专业《工程力学》课程的辅助教
材，也可供从事与结构工程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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