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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参考学时70～80）编写。
内容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及动力学三大部分，选材考虑了各类专业的通用性。
引伸和加选内容用“*”号标出。
部分节、段后有针对相应内容的思考题，书后按章附习题和答案。
本书是在西北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统一组织和规划下，在本校历次编写的理论力学教材的基础上
编写的。
为适应新的周工作日制实行后，“课程要求不变，课时压缩”（实际学时现减至54～60学时）的新情
况，教材方面应本着“信息量不变，篇幅少而精，便于自学”的原则。
为此，这次编写对基本理论适当提高了起点，对先修课已涉及的内容，只作简单回顾、归纳或直接引
用；对基本概念，针对学生中常见的疑难作了较深入的阐释；对基本分析方法，多有具体的指导和讨
论。
通篇力求概念准确、思路清晰、叙述简明、富于启发性、便于自学。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刘小洋（第一～四章）、朱晓梅（第五章）、蒲致祥（绪论、第八～十章、第十六
章）、薛璞（第十一，第十三～十五章），张德昌（第六、七章）、白振林（第十二章）。
全书由蒲致祥统稿并任主编，薛璞、刘小洋任副主编。
本书承孙国锟教授详细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这次编写中，杜文奎、林撷仙、支希哲、和兴锁、朱西平等分别审阅了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修改建
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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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修改稿）》编写。
内容分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三大部分。
部分节、段后附有针对相应概念的思考题。
每章的习题及答案附于书后。
  本书对基本理论适当提高起点，表述简明、思路清晰；对基本概念有较深入的阐释；对基本方法有
具体的指导。
更适应“学时压缩、要求不变、加强自学”的新需要。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业院校中学时理论力学教材，也可作为电大、函大、成人自考教材。
对工程技术人员进修自学，硕士考生迎考复习，本收也能给予许多实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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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绪论1.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车辆运行、电子运动、化学变化、生命活动、人的思维及社会现象都是物质运动。
研究不同的物质运动，产生相应的科学门类。
理论力学所研究的机械运动是物体空间位置变化。
例如车船行驶、天体运行、机器人运作及火箭飞行等都是机械运动。
它是最简单直观、最普遍的物质运动形式，因而力学也是人类认识最早，发展也较为成熟的科学。
2.理论力学的研究内容以牛顿定律（17世纪）、为基础的力学体系称为古典力学（或牛顿力学）。
它的力学定律、定理多以矢量表述，故又称为矢量力学。
与矢量力学相区别的是由拉格朗日、哈密顿等人奠基的分析力学（19世纪后期）。
它以标量方程给出古典力学原理更简洁、和谐的分析表达.此后（20世纪初以来）在迅猛发展的工业技
术需求的推动下，古典力学产生了一系列专门学科，如陀螺力学、振动理论、变质量力学、运动稳定
性与控制以及本世纪后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刚体系统动力学等。
牛顿力学、分析力学及上述专门学科统称为一般力学。
与一般力学相区别的是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及生物力学等。
与古典力学相区别的是产生于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
这些物理学的新成就表明，古典力学不适用于接近光速物体的运动和基本粒子的运动。
尽管如此，由于古典力学的理论和方法简单方便，而且一般工程技术中（包括星际航行和机器人技术
），物体的速度远小于光速；尺度也远大于基本粒子，对此考虑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意义下的精确度实
无必要。
因此古典力学自它形成之日直到现在以至将来，都以它体系上严整的科学风范和应用上强大的生命力
，不断地发展、完善，在各领域发挥它无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理论力学，属古典力学、一般力学、矢量力学范围。
按传统，其内容和顺序是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三大部分（各部分的研究内容将分述于各篇首）。
前二部分，一方面各有其独立的工程应用；另一方面也是后一部分的基础。
同时，传统的上述三大部分编排。
既符合由简到繁的认识规律，也有利于和相关课程教学的配合。
3.课程的任务理论力学是工科高等教育中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学习本课程的任务是：①应用力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工程技术中的实际问题；②为后续课程，如
材料力学、弹性力学、流体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等以及有关专业课程提供理论基础；③注意培
养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思想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是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具体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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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普通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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