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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理论力学课程（中、少学时）教学的基本要求、教育部工科
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面向21世纪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编写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根据多年来在理论力学教学中积累的经验，注意汲取同类教材的精华，试图用现
代和实用的观点阐述理论力学的核心内容和方法，既保持了本课程的基本要求，又注意与先修的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的衔接及向材料力学等后续课的过渡。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全书特点概括如下：（1）充分利用先修课程的基础
，减少课程间内容的重复.教材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整合和调整，变先讲静力学为先讲运动学，提高起
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2）由于分析力学方法在近代计算力学中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适当补充了分析运动学的内
容，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矢量力学和分析力学两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便于约束、自由度、广
义坐标等概念在静力学和动力学中的应用。
（3）在动力学中，改变传统教材体系，先讲动能定理，然后将动量定理和动量矩定理合并成动量原
理讲授，再讲达朗伯原理，以此突出动能定理处理单自由度已知主动力求运动的特点，克服动量定理
不能处理先求运动再求动反力的问题，同时有利于学生理解动量原理和达朗伯原理在处理动力学问题
上的等价性。
（4）注重以工程实际为背景，加深对物理概念的阐述和工程建模能力的培养，重视对运动过程的分
析，而不仅限于特定瞬时或特定位置的运动。
因此，也适当加强建立和处理运动方程及运动微分方程的训练。
（5）本书定位明确，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本科及专科理论力学课程（中、少学时）的教材。
（6）本书选配了一定数量的典型例题、思考题和习題供教师和学生选用。
本书内容分三篇，共10章。
绪论、第一篇运动学（第1－3章）、第二篇静力学（第4－6章）由王爱勤编写，第三篇动力学（第7
－10章）由商泽进编写。
王爱勤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统稿、修改和定稿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长安大学力学系的老师们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同时，编者还参考了国内外一些
优秀教材，并选用了其中部分例题和习题。
在出版过程中，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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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理论力学课程（中、少学时）教学的基本要求和教育部工科力学
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面向21世纪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三篇十章，分别阐述了运动学、静力学、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取材得当，深入浅出。
各章例题类型较为全面并配有思考题和习题，适用于课堂教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本科及专科理论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高等职业、成人教育等相关专
业的教材，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力学>>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篇 运动学　第一章 运动学基础　　1-1 点的运动学　　1-2 刚体的基本运动　　1-3 平面机构
运动的分析法　　思考题　　习题　第二章 点的合成运动　　2-1 点的合成运动的基本概念　　2-2 点
的速度合成定理　　2-3 点的加速度合成定理　　思考题　　习题　第三章 刚体的平面运动　　3-1 刚
体平面运动的描述　　3-2 平面运动刚体上点的速度　　3-3 平面运动刚体上点的加速度　　思考题　
　习题第二篇 静力学　第四章 静力学基础　　4-1 力的概念和静力学公理　　4-2 约束和约束反力　
　4-3 物体的受力分析及受力图　　思考题　　习题　第五章 平面力系　　5-1 力在轴上的投影和力对
点之矩　　5-2 平面力偶理论　　5-3 平面力系的简化　　5-4 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　
　5-5 物体系的平衡、静定和静不定问题　　5-6 考虑摩擦时的平衡问题　　思考题　　习题　第六章 
空间力系　　6-1 力在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　　6-2 力对点之矩和力对轴之矩　　6-3 空间力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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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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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运动学运动学是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观察物体的运动规律，也就是不探究引起物体运动状
态变化的物理原因（如力、质量等），而单独研究物体运动的几何性质，即物体在空间的位置随时间
变化的规律，其中，包括物体的运动轨迹、速度和加速度等。
在运动中所涉及的物体，一般可以抽象为两种力学模型：动点和刚体。
这种抽象往往取决于所讨论问题的性质，而不在于物体本身的大小和形状。
例如，子弹虽小，若要考虑其出枪膛后的旋转，就应视为刚体；火车虽长，若要考察它沿铁轨运动的
距离、速度和加速度时，却可视为动点。
另外，即使同一物体也可以得到不同的抽象。
比如，研究地球相对于太阳公转的规律时，可视为动点，而研究其自转规律时，可视为刚体。
运动是绝对的，而运动的描述是相对的。
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必须先取另一个物体作为参考体，与参考体所固连的坐标系称为参考系。
参考系是参考体的抽象，由于坐标轴可以向空间无限延伸，因此参考系不受参考体大小和形状的限制
，而应理解为与参考体所固连的整个空间。
在不同的参考系上描述同一物体的运动，将得到不同的结论。
倒如，行驶的车厢内放置的物体，对车厢而言是静止的，而对地面来讲则是运动的。
工程问题中，如不特别指明，常把参考系固连在地球上。
在运动的描述中要区别“瞬时”和“时间间隔”的不同意义。
瞬时是指某个确定的时刻，抽象为时间坐标轴上的一个点。
时间间隔是指两个瞬时之间的一段时间，是时间坐标轴上的一个区间。
在某个时间间隔内发生的运动，当时间间隔趋近于零时，其极限状态就是某个瞬时的运动状态。
学习运动学的目的，首先是为学习动力学打好基础。
其次，运动学本身也可直接用于工程实际。
例如在机械设计中对机构的运动学分析已经发展成为机构运动学。
在力学的发展史中，也正是机构运动学的研究丰富了运动学的内容，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发展。
运动学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一矢量法和分析法。
矢量法用矢量表示物体的空间位置和运动特性，利用几何关系进行计算，尤其是相对参考系的引入和
运动合成概念的建立，使得矢量法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化，直接建立速度合成和加速度合成矢量方程，
求解有关的速度和加速度，而无须建立运动方程，这种矢量法又称合成法。
分析法引入坐标和约束方程的概念，采用直接对标量方程求导的方法计算速度和加速度。
这两种方法相互渗透，各具特色。
合成法比较直观，易于对特定瞬时的运动进行分析和计算；分析法可直接利用计算机求解，多用于复
杂机械运动全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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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本科及专科理论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高等职业、成人教育等
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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