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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高层次人才水平的集中体现。
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包括课程学习、文献阅读、课题研究等。
文献阅读与课题研究无疑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课程学习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
通过课程学习，使研究生在教师指导下，获取知识的同时理解知识创新过程与创新方法，对培养研究
生创新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围绕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改革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同时，开设了一批
研究型课程，支持编写了一批研究型课程的教材，目的是为了推动在课程教学环节加强研究生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型课程是指以激发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由具有高学术水平的教授作为
任课教师参与指导，以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和前沿知识为内容，以探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导，适合于
师生互动，使学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的课程。
研究型教材应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了解最新的前沿动态，激发研究生科学
研究的兴趣，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把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把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在探索研究与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和培养能力。
　　出版研究型课程系列教材，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有许多艰苦的工作。
虽然已出版的教材凝聚了作者的大量心血，但毕竟是一项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工作。
我们深信，通过研究型系列教材的出版与完善，必定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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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明系统地阐述了工程振动的基础知识以及多种实用有效的工程振动分析方法与控制技术，同时
配有大量的工程应用实例。
全书适时地引入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论述简明精炼、深入浅出，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实用性
强。
    本书可供高校机械类工科研究生相关课程使用，也可供相关教师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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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振动是一种描述某一运动的物理量随时间和空间位置做反复变化的物理现象，是自然界最普遍的
现象之一。
工程领域中的振动问题，主要是以机械振动(所描述的物理量为机械量或力学量)为主。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机械装备日益向高精度、高效、大功率等方向发展，振动水平已
成为影响这些设备动态性能的关键指标之一，越来越受到机械制造和设计领域工程师们的高度关注。
它不仅影响机械装备的使用性能和寿命，而且还影响操作人员的正常工作和身心健康。
对于飞机、舰船、战车、导弹、火炮等军用装备来说，甚至直接影响到它们的战斗力。
因此，对于工程振动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控制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振动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例如，振动是通信等信号传播的基础，许多高效的机械也是利用振动原
理制成。
本章主要介绍机械振动的基础知识，为后续章节介绍的振动分析方法和控制技术奠定基础。
　　1．1振动的分类　　振动通常有以下几种分类方式：　　1．按照振动产生原因的分类　　按照振
动产生的原因，振动主要分为：自由振动和强迫振动两大类，其中自由振动是系统受初始干扰或原有
外激励力取消后产生的振动；强迫振动(又称受迫振动)是系统在外激励力作用下产生的振动。
　　2．按照系统自由度数的分类　　按照系统的自由度数(指完全描述系统的一切部位在任何瞬时的
位置所需要的独立坐标个数)，振动可以分为单自由度系统振动、多自由度系统振动和连续体振动。
其中，单自由度系统振动是指只用一个独立坐标就能确定的系统的振动，多自由度系统振动是指需要
多个独立坐标才能确定的系统的振动，前两者常用常微分方程或方程组来描述；而连续体振动是指无
限多自由度系统的振动，一般也称弹件体振动，需用偏微分方程或偏微分方程组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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