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力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理论力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079920

10位ISBN编号：7040079925

出版时间：2000-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范钦珊

页数：4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力学>>

前言

理论力学所涉及的是牛顿力学的主要基本原理及其对宏观离散力学系统的应用。
它是经典力学三大分支(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和一般力学)中一般力学的组成部分，又称动力学、振动
与控制。
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建立研究对象的力学模型和基本概念，然后以反映物体机械运动最基本
原理或定律为依据，运用数学演绎方法建立有关定理与方程。
此即演绎法。
理论力学课程对理工科的学生既有基础性又具有应用性。
基础性是指理论力学以一般质点系为力学模型，所建立的牛顿力学主要基本原理及由此导出的有关动
力学定理与方程具有普遍意义。
本课程中，将这些原理及有关定理与方程主要应用于简单刚体系统。
上述普遍规律也可以直接应用或经过适当变换应用于其他动力学系统，如固体动力学和流体动力学等
。
应用性是指动力学基本规律在工程实际中的广泛应用性。
现代科技的发展业已证明，无论是历史较久的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机械工程、船舶工程
等，还是后起的航空、航天工程、核技术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都愈来愈多地需要动力学的支持。
理论力学讲授的动力学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成为对现代工程对象进行动力分析的基础以及为读者
学习现代工程动力学等后续课程、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中的动力学问题的基础。
总之，理论力学的基础性使之具有很强的理论系统(包括必要的严密数学推导)；理论力学的应用性又
使课程注重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受力分析方法、运动分析方法和动力学建模方法。
读者对理论力学基本概念的掌握是在分析和研究一些典型的工程实际问题(也包括一定数量的习题)中
完成的，而不只是依赖于记住这些概念的定义。
本书分为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三篇。
其中主要内容是动力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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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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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部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工科力学“九五”规划教材。
本书与同类教材相比，具有以下特色：注意与相关课程的贯通、融合与渗透，减少了不必要的相互重
叠的内容；对经典内容加以精选，使之更加简练，并富有新意；在保证基础的前提下，引进了一些反
映近代科技成果的新内容；广泛涉及诸多工程概念，重组课程体系；注意启发式教学，为学生独立思
维留出较大的空间。
　　全书共19章，前4章为静力学篇，5～9章为运动学篇，10～19章为动力学篇，可供工科院校不同专
业、不同层次教学选用。
　　本书可作高等学校工科各类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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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钦珊，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清华大学固体力学教研组副主任、材料力学教研组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校专业技术职称评
审委员会委员、校教学委员会委员；现任教育部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工科基
础力学课程教学指导组组长；国家面向21世纪力学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和体系改革项目总负责人。
长期从事“非线性屈曲理论与应 用”、“反应堆结构力学”、“结构疲劳寿命”、“电力系统导线振
动与舞动”、“高压输电线路铁塔优化设计”等方面研究。
同时从事“材料力学”、“工程力学”、“反应堆结构力学基础”、“板壳应力与设计”、“弹性稳
定理论”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研制与开发工作。
 出版教材专著与译著15部共约500余万字，在国内外发表各类学术论文60余篇。
 1979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1989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5年、1996年获电力部、核工业
部科技进步奖，1993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1993、1997年两次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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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静力学篇第1章 引论1.1 静力学模型概述1.1.1 力的两种效应1.1.2 物体的抽象与理想化——刚体1.1.3 受力
的抽象与理想化——集中力与分布力1.1.4 接触与连接方式的抽象与理想化——约束1.1.5 物体受力分
类1.2 工程常见约束与约束力1.2.1 柔性约束1.2.2 刚性约束1.3 受力分析初步1.3.1 受力图1.3.2 基本平衡原
理及其应用1.4 结论与讨论1.4.1 关于平衡原理1.4.2 关于二力构件1.4.3 静力学原理的适用性1.4.4 关于约
束1.4.5 受力分析方法与过程习题第2章 力系的等效与简化2.1 力矩概念的扩展和延伸2.1.1 力对点之矩及
其矢量表示2.1.2 力对轴之矩2.1.3 合力之矩定理2.2 等效力系定理2.2.1 物理学中的结论2.2.2 力系运动效
应的特征量力系的主矢与主矩2.2.3 等效力系定理2.3 力偶及其性质2.3.1 力偶的定义2.3.2 力偶的基本性
质2.3.3 推论2.3.4 力偶系及其合成2.3.5 力偶系的平衡条件2.4 力系的简化2.4.1 力向一点平移定理2.4.2 一
般力系的简化2.4.3 力系简化在固定端约束力分析中的应用2.5 结论与讨论2.5.1 关于力矢、主矢、力矩
矢、力偶矩矢以及主矩的矢量性质2.5.2 关于合力之矩定理及其应用2.5.3 关于力系简化的最后结果2.5.4 
关于实际约束与简化模型2.5.5 关于力偶性质推论的适用性习题第3章 力系的平衡3.1 力系的平衡条件3.2
一般力系的平衡方程3.2.1 平衡方程的一般形式3.2.2 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方程3.2.3 平面力系平衡方程的
其他形式3.3 单个刚体的平衡问题3.4 简单多刚体系统的平衡问题3.5 承受空间力系的刚体平衡问题3.6 
超静定平衡问题3.6.1 刚体自由度的概念3.6.2 刚体的三种约束状态3.6.3 超静定次数3.7 结论与讨论3.7.1 
受力分析的重要性3.7.2 关于简单多刚体系统平衡问题的讨论3.7.3 关于特殊力系的平衡问题3.7.4 几种空
间约束的约束力3.7.5 t确的直观判断3.7.6 关于完全约束与不完全约束的讨论3.7.7 关于自由度3.7.8 求解
超静定问题的方法简述习题第4章 摩擦平衡问题4.1 摩擦的基本概念4.1.1 摩擦与摩擦类型4.1.2 滑动摩擦
力库伦定律4.1.3 摩擦角与自锁现象4.2 摩擦平衡问题4.2.1 工程中常见的几类摩擦平衡问题4.2.2 求解摩
擦平衡问题的基本方法4.3 应用实例4.4 螺旋器械与楔块自锁条件4.4.1 螺旋器械的自锁条件4.4.2 楔块与
尖劈的自锁条件4.5 滚动阻碍概述4.5.1 绝对刚性约束模型的局限性4.5.2 考虑接触变形的柔性约束模
型4.5.3 滚动阻碍4.5.4 滑动摩擦力在滚动运动中的作用4.6 结论与讨论4.6.1 摩擦干衡问题的特点4.6.2 摩
擦平衡参数取值范围的确定4.6.3 自锁与不自锁4.6.4 分析摩擦平衡问题要点4.6.5 自我命题研究习题运动
学篇第5章 引论5.1 运动学的任务5.2 运动学与工程运动分析5.3 运动学的模型及其运动形式5.3.1 运动学
的模型：点与刚体5.3.2 点的运动形式5.3.3 刚体的运动形式5.4 变矢量对时间的导数与动参考系5.5 结论
与讨论5.5.1 本课程中的运动学与物理学中运动学的比较5.5.3 本课程所研究的刚体运动学，对变形体的
运动学描述有一定意义习题第6章 点的一般运动与刚体的简单运动6.1 描述点运动的变矢量法6.1.1 点的
运动方程、速度与加速度6.1.2 速度端图6.1.3 变矢量对时间导数的几何解释6.2 描述点运动的直角坐标
法6.2.1 运动方程6.2.2 速度6.2.3 加速度6.3 描述点运动的甄坐标法6.3.1 运动方程6.3.2 密切面与自然轴
系6.3.3 速度6.3.4 切向加速度与法向加速度6.4 刚体的简单运动－平移与定轴转动6.4.1 平移6.4.2 定轴转
动6.5 结论与讨论6.5.1 建立点的运动方程与研究点的运动几何性质6.5.2 描述点的一般运动的三种方法
及其比较6.5.3 运动学与静力学中的矢量运算比较；矢量导数与标量导数运算比较⋯⋯第7章 点的复合
运动第8章 刚体平面运动第9章 刚体定点转动与刚体一般运动简介动力学篇第10章 引论第11章 质点在
惯性成非惯性参考系中的动力学第12章 质点系动量定理第13章 质点系动量矩定理第14章 质点系动能定
理第15章 达朗贝尔原理第16章 分析力学基本概念与分析静力学第17章 分析动力学基础第18章 碰撞
第19章 振动附录A 习题答案附录B 索引附录C 主要参考书目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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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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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可作高等学校工科各类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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