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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十二五”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工程力学》分为四个模块。
第一模块为静力学，包括构件静力学基础、平面汇交力系、力矩和平面力偶、平面任意力系、空间力
系五个子项目，研究的是工程中的构件在各种力系作用下的平衡问题；第二模块为材料力学，包括材
料力学的基本概念、轴向拉伸或压缩、剪切和挤压、扭转、梁的弯曲、组合变形、压杆稳定七个子项
目，研究的是工程中的构件在外力作用下的破坏和变形问题，解决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
第三模块为运动学，包括构件运动学基础、合成运动和平面运动简介两个子项目，研究的是构件空间
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第四模块为动力学，包括构件动力学基础、动静法和动能定理两个子项目，
研究的是工程中的构件运动与力之间的关系。
　　《高等院校“十二五”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工程力学》在理论和概念的论述上，力求准确、严谨
，层次清晰，每个项目先由工程实例引入，提出此项目的工作任务，基于问题的解决过程介绍解题方
法和步骤，进一步提炼出解决类似工程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一本基于工作过程开发的工程力学教
材。
　　《高等院校“十二五”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工程力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机械类，以及近机械类
专业工程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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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常见约束及其力学模型 1.2.1约束和约束力 机械设备和工程结构中的构件，都是
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
甲构件对乙构件有作用，就受到乙构件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对甲构件的运动起到了限制作用。
例如，放在地面上的物体，物体对地面产生作用，同时受到地面的限制作用；挂在墙上的物体，对绳
索有作用，同时受到绳索的限制作用；火车轮对铁轨有作用，火车轮也受到铁轨的限制作用，这些限
制物体运动的周围物体称为约束。
约束靠周围物体提供约束力实现。
 物体受的力可以分为主动力和约束力，能够促使物体产生运动或运动趋势的力称为主动力。
这类力有重力和一些作用载荷。
主动力通常都是已知的。
当物体沿某一个方向的运动受到约束限制时，约束对物体就有一个反作用力，这个限制物体运动或运
动趋势的反作用力称为约束力。
约束力的方向与它所限制物体的运动或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其大小和方向一般随主动力的大小和作
用线的不同而改变。
 1.2.2常见约束的力学模型 工程实际中，构件间相互连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把一构件与其他构件的
连接形式，按其限制构件运动的特性抽象为理想化的力学模型，称为约束模型。
 常见约束的约束模型为柔体约束、光滑面约束、光滑铰链约束和固定端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实际中的约束与约束模型有些相近，有些差异很大。
必须善于观察，正确认识约束模型及其应用意义。
 下面讨论柔体约束模型、光滑面约束模型、光滑铰链约束模型和固定端约束模型的约束特性及其约束
力的方向和表示符号。
 1.柔体约束模型 由绳索、链、带等柔性物形成的约束都可以简化为柔体约束模型。
这类约束只能承受拉力，不能承受压力。
沿柔体的中线，背离受力物体的约束力，称为柔性约束用符号FT表示。
 图1—9（a）所示起重机吊起重物时，重物通过钢绳悬吊在挂钩上。
钢绳AC、BC对重物的约束力沿钢绳的中线背离物体【见图1—9（b）】。
若柔体包络了轮子部分，如图1—10（a）所示的链传动或带传动等，则把包络在轮上的柔体看成是轮
子的一部分。
约束力作用于切点，沿柔体中线，背离轮子。
图1—10（b）所示为传动轮带的约束力的画法。
 2.光滑面约束模型 物体相互作用的接触面，并不是完全光滑的，为研究问题方便，暂忽略不计接触面
间的摩擦和接触面间的变形，把物体的接触面看成是完全光滑的刚性接触面，称为光滑面约束。
 光滑面约束只限制物体沿接触面公法线方向的运动，所以其约束力沿接触面的公法线，指向受力物体
，用符号FN表示。
 放在地面上重力为G的重物，受到地面对重物的支持作用，为竖直向上指向重物，如图1—11（a）所
示；重为G的圆柱形工件放在V形槽内，在A、R两点受到V形槽槽面支持作用，其约束力沿接触面公
法线指向工件，如图1—11（b）所示；重为G的工件AR放入凹槽内其约束力沿接触面公法线指向工件
，如图1—11（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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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力学》在理论和概念的论述上，力求准确、严谨，层次清晰，每个项目先由工程实例引入，提
出此项目的工作任务，基于问题的解决过程介绍解题方法和步骤，进一步提炼出解决类似工程实际问
题的基本方法，是一本基于工作过程开发的工程力学教材。
《工程力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机械类，以及近机械类专业工程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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