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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验是力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理论的产生、公式的验证还是材料性能的测试等，都离不开
实验。
力学实验的应用十分广泛，它可以延伸到土木、机械、材料以及航空等各个工程领域，通过实验，学
生不仅可以巩固理论知识，还可以熟悉和训练实验技能，培养严肃认真的精神和良好的科学习惯，并
逐渐具备独立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业形式的严峻，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已
经成为普通工科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各个工科高校对实践课程特别是基础实验课“实验力学”愈发
重视，无论在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上均有较大提高。
一本通用性较强的适合普通高校相关专业师生使用的教材，成为必然要求。
根据新阶段普通高校工科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多年力学实验教学的基础上，我们组织编写了本教
材，在教学体系、内容、适用性等几方面做了较深入细致的编写工作。
教材从实验目的、原理、仪器设备、方法步骤、注意事项、结果整理等方面对所述力学实验进行了介
绍，并提出了要求。
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实验力学概述；主要仪器设备介绍（力学性能测试设备、电测法设备以及光测法
设备）；实验内容（基本实验和选做实验）以及相似理论实验和数据处理基础等内容。
全书内容既能满足普通高校学生实验力学教学的基本要求，又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和能力特点来选做
部分实验，突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本教材由毕杰春、宁宝宽、黄杰、李晓川共同编写。
其中，毕杰春编写了第2、3、4章及第5章部分内容；宁宝宽编写了第1、6章及附录等内容；黄杰、李
晓川编写了第5章部分内容；全书由宁宝宽统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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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出普通工科高校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实验力学》从实验目的、原理、仪器设备、方法步骤、注意事项、结果整
理等方面对所述力学实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介绍。
《实验力学》内容如下：实验力学的概况、实验标准和实验方法；力学性能、电测和光弹性实验设备
及其工作原理；基本实验和选做实验；常用实验模型的相似原理和实验结果的误差分析等基础知识。
附录为常用材料的主要力学性能参数表和实验力学常用标准规范简介。
 　　《实验力学》可作为高校土木、机械、材料、水利以及航空等学科各专业工程力学（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等）实验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以上各专业独立设课的教材，还可供从事以上专业的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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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实验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科学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是依靠科学实验而得到的，许多新
理论的建立也要靠实验来验证。
例如，早在17世纪著名的胡克定律就是通过实验而得到的关于作用力与材料性质基本规律的总结。
材料力学理论首先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的实验，然后根据实验中的有关现象，进行真实材料理
想化、实际构件典型化、公式推导假设化的简化，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和定律。
至于这些结论和定律是否正确以及能否在工程中进行应用，仍然需要通过实验验证才能断定。
如在解决工程设计中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等问题，首先要知道材料的力学性能和表达力学性能的材
料常数，这些常数只有靠材料试验才能测定。
在常温静载下，各种金属材料表现出不同的力学性能。
按照力学性能的不同，可以将材料分成两类：一类是塑性材料；另一类是脆性材料。
两者的区别在于直到最终断裂之前积累发生塑性变形的大小不同。
材料内部的受力、变形等各力学量，一般都随着外力的增大而增大。
当构件内的应力达到一定的大小时，材料将发生破坏，即构件发生过大的塑性铰或脆性断裂。
除了某些铸造成形的金属材料（如灰铸铁）外，绝大多数工程金属材料不属于塑性材料。
某些塑性材料在特定加载方式下，甚至不发生断裂现象。
材料抵抗外力作用而不发生破坏的能力，称为材料的强度。
金属材料强度的测定常采用“实验力学”的方法。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工程中构件的几何形状和所受载荷都十分复杂，工程构件承受外力作用时，其
材料内部将产生相应的力学响应。
相邻的质点间将出现内力的相互作用，构件将发生变形。
材料这种受力和变形的程度可以引用相应的力学量来描述。
如杆件横截面内力，拉杆的伸长量，一点处的应力、应变，以及某些量对时间的变化率（如应变率，
描述受力变形综合效应的变形能）等。
这些量按各自的分布规律，在构件内形成相应的应力场。
应力场的某些量值需要用实验力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测定。
目前，实验力学的发展相当迅速，其中对其它学科最新成就的吸收和应用是实验力学蓬勃发展的主要
因素。
广度和深度发展方面，电测法中各种类型传感器及量测、记录、分析仪器日新月异；光测法中激光干
涉计量术的引进，促进了全息光弹性法、激光干涉法、激光散斑法等崭新的量测技术的出现。
实验装备的发展方面，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实现了实验过程的程序控制、实验数据的自动采集
和实时处理，提高了实验精度，缩短了实验周期。
由于实验力学具有适应于各种状态量测的能力，因此在固体力学各个分支诸如弹塑性力学、断裂力学
、疲劳力学、爆炸力学、结构动力学及复合材料力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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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验力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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