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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21世纪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本书删减了以往中等职业学校力学教材中主要适用于力学理论研究的教学内容，突出机械工程实际中
的力学问题，改进某些力学问题的分析计算方法，降低了难度，适应于当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
本书内容分三篇。
第一篇静力分析，讲述机械零部件的外力和内力；第二篇机械零部件的承载能力，讲述构件在基本变
形和组合变形下的强度和刚度，以及轴向受压杆件的稳定性；第三篇运动分析和动力分析初步，讲述
平动、定轴转动和平面运动的运动规律，了解不同运动的机械零部件之间的运动关系，以及运动与受
力的关系。
本书适合于中等职业学校（3、4年制）工程技术类专业使用，也可供其他工程技术人员自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工程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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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绘制剪力图和弯矩图的方法 因为梁的剪力图和没有分布载荷梁的弯矩图都是
直线，用§3—3节截面一侧外力及外力矩代数和的方法，计算各段左右两端截面的内力，从而确定了
每段内力图线两端点的位置坐标，连接这两点的直线段就是该段的内力图线。
这种方法简称为“两点连直线”。
如图3—26和图3—27的剪力图，以及图3—27b、c各段的弯矩图，都用两点连直线的方法绘制。
 在均布载荷作用段的剪力图上，如果该段内部没有剪力等于零的点，说明段内没有弯矩极值的截面，
只要计算该段左右两端截面的弯矩，从而确定了弯矩图线两端点的位置坐标，连接这两点上凸或下凹
的光滑曲线就是弯矩图的近似图线。
这种方法简称为“两点连曲线”。
如图3—26的剪力图，虽然左端剪力FM=0，但该段内部没有剪力等于零的点，只要计算梁的左截面弯
矩MA+=0，右截面弯MB—=ql2/2，就可以用两点连曲线的方法绘制图3—26c所示凹曲线的弯矩图。
除端点外，由于该段内没有弯矩极值，所以曲线的高度不能超出两端控制点所限定的高度范围。
 在均布载荷作用段的剪力图上，如果该段内有一点剪力等于零，该点对应截面的弯矩为极值。
绘制该段的弯矩图时，除了要计算左右两端截面的弯矩外，还要计算弯矩极值截面的位置及其弯矩数
值，从而确定了这段弯矩图线三个点的位置坐标，连接这三点的光滑曲线就是弯矩图的近似图线。
这种方法简称为“三点连曲线”。
如图3—27a在均布载荷作用下的剪力图，因为在梁的中点剪力FQC=0，必须计算A、C、B三个截面的
弯矩MA+=0、MC=ql2/8、Mb=0的数值，用三点连曲线的方法绘制图3—27a所示的弯矩图。
① 所以，绘制梁的内力图的一般步骤是： （1）计算梁的约束力。
对于固定端约束的悬臂梁，用外伸一侧的载荷计算内力，可以不必计算约束力。
 （2）分段。
集中力作用点、集中力偶作用点、分布载荷段的边缘点，都是内力图的分段界线。
 （3）计算各段两端截面的剪力、弯矩或弯矩的极值，从而得到各段内力图线的二三个点的位置坐标
。
只有弯矩图有极值时才需要计算三个坐标点，否则只要计算两个坐标点。
 （4）用“两、三点连线”的方法画出梁的内力图。
只有均布载荷作用段的弯矩图是曲线，其余都是直线。
对于有分布载荷作用的梁，必须先画剪力图，才能知道在各段内有否剪力等于零的截面及该截面的位
置，从而确定弯矩图有否极值，选用“两点连曲线”还是“三点连曲线”的方法画该段的弯矩图；没
有受分布载荷作用的梁，由于弯矩图是直线，可以不画剪力图。
直接用“两点连直线”的方法画弯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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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机械工程力学(工程技术类)》适合于中等职业学校（3、4年制）工程技
术类专业使用，也可供其他工程技术人员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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