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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世界处于科技大发展时期。
空间、纳米、环境、能源、生命、信息等科技领域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大量新学科的涌现与学科交叉
是时代的特点，这离不开基础学科的支撑。
中国的崛起面临发展科技的强烈需求。
2005年6月27曰，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若于重大问题，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了会议。
会议强调：“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今后15年，我国科技工作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坚持把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大力加强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
上的消化、吸收、创新，努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显然，10～20年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主力军是现在的年青一代。
大学生、研究生的培养至关重要，这给教学提出了挑战。
教学体系改革。
提供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启发学生的主动性、事业心等方面，就成为必须探讨的课题。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培养学生应放眼20年以上。
教学体系改革需要“思”、而不是盲目地“随”。
从多年来的教学、科研实践看出：数学、物理从来都是科学的基础，应用力学则是众多工程科学的基
础。
学好这些基础课对学生将来的攀登是极为重要的。
物理、应用力学从来都是数学的广阔园地，并也对数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教学中将这些学科互相渗透融合，对于启发学生的理解与思考，扩大眼界打好基础，将起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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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讲课的教材，是其多年教
学研究的成果。
作者在本书中力图揭示密切关联的多门力学学科的共同数学基础，指出只要换成辛对偶变量体系，即
可建立其公共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传统经典力学应向分析结构力学新层次发展的观点；指出保守体
系的各种近似分析皆应注意保辛等。
本书为此提供了最易接受的学习途径，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融合，注意启发学生思考和加强他
们对理论、概念的理解，并介绍了在物理、控制等相关领域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力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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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代科技的信息化发展，体现在智能化材料、智能化结构、智能化系统、精确制导武器⋯⋯充
分表现出控制、遥感的多方渗透。
结构的控制正日益受到关注。
在工程力学教学中不应忽视这种发展趋势。
美国已感到结构与控制工程师在设计中互相分离，因此不利于整体的合理设计。
正在呼唤“控制-结构整体设计”。
本书采用统一的理论体系加以阐述，这对学科交叉是很有利的。
从拉格朗日体系向哈密顿体系的过渡，其意义还在于从传统的欧几里得型几何形态进入到了辛
（simplistic）几何的形态之中，突破了传统观念，从而使辛对偶的混合变量进入到应用力学的广大领
域。
书中给出了振动、波传播、弹性力学，以及多变量单连续坐标弹性体系求解体系，同时也讲述了最优
控制的理论及其精细求解等。
采用的是统一的辛数学理论体系，辛的“道”。
只要读懂一个方面，就可方便地理解其他方面。
面对课时的限制，欲使学生尽量掌握现代的科技发展，一套横贯多个学科的方法论是很有利的。
从教学、科研体系进行改革，方能走出自己的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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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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