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力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工程力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5104374

10位ISBN编号：730510437X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谢帮华、 杨国喜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8出版)

作者：谢帮华，杨国喜 编

页数：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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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力学>>

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力学》共分4部分18章，按整合优化方式编写，把原理论力
学、材料力学的内容加以精选、融合与贯通，分为静力学、材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4个模块。
该教材既保留了原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理论严谨、逻辑清晰、由浅人深、宜于教学的风格和体系，
又根据当前教育改革的要求，强化应用性的教学内容，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适合21世纪教学需要。
《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力学》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工科类相关专业的力学教材和指
导书，也可作为其他层次教学用书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用书，还可为备考从业和执业资格考试
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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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③在各集中力和集中力偶处检查内力值的突变情况。
 8.4.2 利用叠加原理作梁的剪力图、弯矩图当梁在载荷作用下的变形很小时，其跨径的改变可以忽略不
计。
因而在求梁的支座反力、剪力和弯矩时，均可按变形前的原始尺寸来计算，且所得的结果均与梁上的
载荷成线性关系。
例如图8—12（a）所示悬臂梁受集中载荷F和均布载荷q共同作用，距左端为z的任意横截面上的弯矩为
M（z）=Fx-q/2x2 式中第一项为集中载荷F单独作用时所引起的弯矩； 第二项为分布载荷q单独作用时
所引起的弯矩。
 由此可知：梁在几个载荷共同作用下的弯矩值等于各载荷单独作用时弯矩的代数和。
 实际上，这里应用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叠加原理，即当所求某量（内力、应力或位移）与梁上荷载为线
性关系时，由多个荷载共同作用时引起的某量（内力、应力或位移），就等于每个荷载单独作用时所
引起的该量（内力、应力或位移）叠加。
叠加原理应用范围是材料在线弹性范围工作。
 由于弯矩可以叠加，故表达弯矩沿梁长度变化情况的弯矩图也可以按叠加原理作图，即可先分别作出
各载荷单独作用下梁的弯矩图，然后将其相应的纵坐标叠加，即得梁在所有载荷共同作用下的弯矩图
。
当单跨梁上荷载不多时，用叠加法作弯矩图或求应力、位移是比较方便的。
 例8.5 试按叠加原理作图8—13（a）所示简支梁的弯矩图。
 解：分别作出梁在只有集中力偶Me1（图8—13（b））、Me2（图7—13（d））和均匀分布载荷q（
图8—13（f））单独作用下的弯矩图，如图8—13（c）、（e）、（g）所示。
然后把三个图相叠加，即得三个荷载共同作用下的M图，如图8—13（h）所示。
 注意，叠加法作剪力图、弯矩图是将各个荷载单独作用下的弯矩图中对应截面的剪力、弯矩纵标代数
相加，而不是剪力图、弯矩图的简单拼合。
 8.5 弯曲正应力和强度计算 前面详细讨论了梁横截面上的剪力和弯矩。
弯矩是垂直于横截面的内力系的合力偶矩，而剪力是切于横截面的内力系的合力。
所以，弯矩只与横截面的正应力有关，而剪力只与横截面的切应力有关。
直梁弯曲时，横截面上一般要产生两种内力一剪力和弯矩，这种弯曲称为横力弯曲；在某些情况下，
梁的某区段或整个梁内，横截面上剪力为零而弯矩为常量，这种弯曲称为纯弯曲。
 8.5.1 梁的正应力 如图8—14（a）简支梁，承受对称于梁中点的集中力F作用，其简图如图8—14（b）
所示，剪力图和弯矩图如图8—14（c）、（d）所示。
在AC、BD段的横截面上，剪力和弯矩同时存在，为横力弯曲；而在CD段的横截面上，剪力为零，弯
矩M=Fa为常量，为纯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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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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