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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力学（第3版）》是在《材料力学》（第2版，1991年出版）的基础上，保持原版本概念确
切、内容丰富的特色，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近
编制的“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B类）”修订而成的。
全书分十四章，内容包括绪论、轴向拉伸和压缩、剪切、扭转、截面的几何性质、弯曲内力、弯曲应
力、弯曲变形、简单超静定问题、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组合变形、压杆稳定、能量方法、动荷载·
交变应力。
　　《材料力学（第3版）》适用于高等学校建筑学、交通、材料、环境、工业设计、测控、精密仪
器、电气等专业的中、少学时材料力学课程教学，亦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和学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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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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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超静定问题 9—1 超静定问题及其解法 9—2 拉压超静定问题 9—3 扭转超静定问题 9—4 简单超静定
梁 习题 第十章 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 10—1 应力状态的概念 10—2 二向应力状态的研究 10—3 三向应力
状态下一点处的最大应力 10—4 三向应力状态下一点处的主应变·广义胡克定律 10—5 三向应力状态
下一点处的应变能密度 10—6 强度理论及其相当应力表达式 10—7 强度理论的应用 习题 第十一章 组合
变形 11—1 概述 11—2 斜弯曲 11—3 弯曲与拉伸（压缩）  11—4 偏心拉伸（压缩） 11—5 弯曲与扭转 
习题 第十二章 压杆稳定 12—1 关于压杆稳定性的概念 12—2 两端铰支细长压杆的临界力 12—3 杆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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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分析拉（压）杆斜截面上的应力时（参见§2—3）已知，通过杆内任意一点所作
的各个截面上的应力都随着截面的方位而改变。
从薄壁圆筒在扭转时斜截面上的应力分析（参见§3—2）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一般说来，通过受力构件内任意一点所作的无数个方位不同的微截面上，在该点处的应力都将随着截
面方位的不同而不同。
在一般情况下研究构件的强度计算问题时，常常需要全面研究通过构件内一点所作的各个微截面上的
应力。
例如，梁受横力弯曲时，在梁的横截面上，除去离中性轴最远的两边缘上和中性轴上各点以外，在其
他点处既有正应力又有切应力，当需要按照这种点处的应力对梁进行强度计算时，就不能分别考虑正
应力和切应力来写出强度条件，因为这两种应力是同时存在的；要解决在这类情况下构件的强度计算
问题，就需要全面地研究通过构件内的一点所作各个微截面上的应力，也就是说，要研究一点处的应
力状态。
 要研究一点处的应力状态，可以围绕该点取出一个单元体（参见§1—7）。
因为单元体的边长是无穷小的量，所以，在单元体的任意一对平行面上的应力可以认为是相等的，而
且代表了通过所研究的点并与上述平面平行的面上的应力。
知道了单元体的三个互相垂直平面上的应力，单元体的任一斜截面上的应力都可以通过截面法来求出
，这样，一点处的应力状态就完全确定了。
因此，可以用单元体的三个互相垂直平面上的应力来表示一点处的应力状态。
 可以证明，对于任一单元体总可以找到三个互相垂直的平面，在这些平面上只有正应力而没有切应力
。
像这种切应力为零的平面就称为主平面。
例如，在拉（压）杆的横截面和纵截面上都没有切应力，这样的平面就是在单向应力状态下的主平面
；又如对于§3—2所讨论的在纯剪切应力状态下的单元体，在与切应力r所在平面成45°和135°的斜
截面上就只有正应力而没有切应力，这样的平面就是在纯剪切应力状态下的主平面。
在主平面上的正应力称为主应力。
三个主应力用σ1、σ2和σ3来表示，它们是按代数值大小的顺序来排列的，即σ1≥σ2≥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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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料力学(第3版)》适用于高等学校建筑学、交通、材料、环境、工业设计、测控、精密仪器、电气
等专业的中、少学时材料力学课程教学，亦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和学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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