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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本书第二版于1983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十多年了。
在这期间，理论力学课程教学的客观条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这样，对该书进行修订就显得很有必要。
我们在反复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教委颁布的《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少学时）》
（1995年修订版）对该书进行修订，编成第三版。
这次修订时，在静力学中以力系等效定理和平衡力系定理取代了原来的静力学公理，成为静力学的理
论基础。
这两条定理的概括性较强，从而使有关力系简化、力偶等效和力系平衡等理论的论证过程大为缩短，
节省学时，减少篇幅；并将静力学和动力学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使两者在某些方面得以贯通。
这两定理的证明安排在附录中，以便教师灵活处理。
我们建议：一般可采取在静力学中先接受和应用，而后在动力学中再作论证的方式组织教学。
我们的实践表明，这种静力学体系是可行的、有效的。
修订时保持了原书起点较高、文字较为简炼、注意学习指导等特点；对物理学、高等数学课程中已涉
及的内容，更注意表达的简要；保留了大部分例题和习题，删去了一些重复类型的题，适当增加了一
些概念题和动力学综合题，补充了一些解题指导；按照国家标准修改了原书中的部分符号。
本书第三版由费学博、黄纯明、陈乃立分别承担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三篇的修订工作，费学博教
授任本书主编。
蔡承文、张方洪参加了修订方案的研究和制订。
本书承清华大学李苹教授审稿。
她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们谨向她表示衷心的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本书恐有疏漏和欠妥之处，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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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力学（第3版）》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
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工科力学“九五”规划教材。
《理论力学（第3版）》在静力学部分采用了新的理论体系，用力系等效定理和平衡力系定理代替传
统的五条公理，相当大的减少了力系简化、力偶等效、平衡等理论的论证过程，概念简明严格，论述
简练明了，使繁琐的内容易于理解和掌握，提高了理论力学教学的效率和质量，这与以往教材相比是
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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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学博，浙江大学力学系教授。
曾任浙江大学力学系副主任、浙江省力学学会理事兼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教委工科
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理论力学和一般力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讲授理论力学、随机振动、高等动力学、
刚体系统动力学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主编了《理论力学》、《高等动力学》二书，参加了《中国
大百科全书·力学》、《工程办学手册》、《浙江省科学技术志》和多种《理论力学》、《工程力学
》教材的编着，发表了上述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1998年《理论力学（第二版）》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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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篇 静力学第一章 力系的等效和物体受力分析§1-1力系等效的概念§1-2力系的主矢§1-3力系
的主矩§1-4力系等效定理§1-5平衡力系定理？
刚化公理§1-6约束和约束反作用力§1-7分离体和受力图习题第二章 汇交力系和力偶系§2-1汇交力系
的合成§2-2汇交力系的平衡条件§2-3力偶系习题第三章 平面一般力系§3-1平面一般力系的简化和合
成§3-2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条件§3-3刚体系统的平衡§3-4考虑摩擦时的平衡问题习题第四章 空间一
般力系§4-1空间一般力系的简化§4-2空间一般力系的平衡条件§4-3重心？
平行力系中心习题第二篇 运动学第五章 点的运动§5-1运动学基本概念§5-2点的运动方程？
速度和加速度的矢量表示§5-3点的速度和加速度在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5-4点的速度和加速度在自
然轴上的投影§5-5例题习题第六章 刚体的基本运动§6-1刚体的平行移动§6-2刚体的定轴转动§6-3转
动刚体上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习题第七章 点的合成运动§7-1合成运动的基本概念§7-2速度合成定理
§7-3牵连运动为平动时的加速度合成定理习题第八章 刚体的平面运动§8-1平面运动的基本概念§8-2
平面运动分解为平动和转动§8-3平面图形内各点的速度§8-4平面图形的瞬时速度中心§8-5平面图形
内各点的加速度习题第三篇 动力学第九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9-1质点和质点系§9-2动力学基本定律
§9-3质点运动的微分方程§9-4质点动力学的两类基本问题§9-5质点系运动的微分方程习题第十章 动
量定理§10-1动量和冲量§10-2质点的动量定理§10-3质点系的动量定理§10-4质心运动定理习题第十
一章 动量矩定理§11-1动量矩§11-2质点的动量矩定理§11-3质点系的动量矩定理§11-4定轴转动刚体
对转轴的动量矩？
转动惯量§11-5刚体定轴转动的微分方程习题第十二章 动能定理§12-1功和功率§12-2一些常见力所
作功的计算§12-3动能§12-4质点的动能定理§12-5质点系的动能定理§12-6关于动力学普遍定理的一
些说明习题第十三章 动静法§13-1惯性力的概念§13-2质点的动静法§13-3质点系的动静法§13-4刚体
惯性力系的简化§13-5刚体定轴转动时轴承的动反力习题综合题附录一 力系等效定理和平衡力系定理
的证明附录二 习题答案附录三 索引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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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
所谓机械运动，就是物体在空间的位置随时间而发生的改变。
机械运动是最常见、最普遍的一种运动。
平衡则是机械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宇宙间一切物质都在不停地运动。
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
除机械运动外，物质还表现为发热、发光、发生电磁现象、化学过程，以至于人的思维活动等各种不
同形式的运动。
在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中，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一种。
而任何比较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总是与机械运动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物体的机械运动都服从某些一般规律。
这些一般规律就是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
理论力学属于以牛顿定律为基础的经典力学的范畴。
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说明了经典力学的局限性：经典力学仅适用于低速、宏观物体的运动。
当物体的速度接近于光速时，其运动应当用相对论力学来研究；当物体的大小接近于微观粒子时，其
运动应当用量子力学来研究。
而对于速度远低于光速的宏观物体，由经典力学推得的结果具有足够的精确度。
工程技术中所处理的对象一般都是宏观物体，而且其速度也远低于光速，所以其力学问题仍以经典力
学的定律为依据。
因而经典力学至今仍有很大的实用意义。
力学的发展历史表明，与任何一门科学一样，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也遵循认识过程的客观规律。
概括地说，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是从观察、实践和科学实验出发，经过分析、综合和归纳，总结出力
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规律；在对事物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经过抽象化建立起力学模型；并在建立力
学模型的基础上，从基本规律出发，利用数学工具推理演绎，得出正确的具有物理意义和实用意义的
结论和定理，从而将通过实践得来的大量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构成力学理论。
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并在更高的水平上指导实践，同时从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的材
料，这些材料的积累又为力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理论力学是现代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在各种工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
各种机械、设备和结构的设计，机器的自动调节，机器和结构振动的研究，航天技术，等等，都要以
理论力学的理论为基础。
为了正确理解工程技术中出现的各种力学现象，并在必要时加以利用，或者予以防止或消除，也需要
理论力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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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第3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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