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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4 机械加工振动对表面质量的影响及其控制5.4.1 机械振动概述5.4.2 机械加工中的强迫振动及其控
制5.4.3 自激振动习题与思考题国防工业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普通高等院校机械工程学科‘十一五’规
划教材”即将出版，欣然为之作“序”。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形成大众化教育的大好形势，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重大需求，迫切要求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学校必须在教育观念、教学思想等方面做出迅
速的反应，进行深入教学改革，而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其中包括教材的改
革与建设，课程的改革与建设应体现、固化在教材之中。
教材是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特别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
作为机械工程学科的教材，不能只是传授基本理论知识，更应该是既强调理论，又重在实践，突出的
要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新的深入教学改革、新课程体系的建立及课程内容的发展过程中。
建设这样一套新型教材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国防工业出版社组织有关院校主持编写的这套“普通高等院校机械工程学科‘十一五’规划教材”，
可谓正得其时。
此套教材的特点是以编写“有利于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知识水平”为宗旨，选题论证严谨、科学
，以体现先进性、创新性、实用性，注重学生能力培养为原则，以编出特色教材、精品教材为指导思
想，注意教材的立体化建设，在教材的体系上下功夫。
编写过程中，每部教材都经过主编和参编辛勤认真的编写和主审专家的严格把关，使本套教材既继承
老教材的特点，又适应新形势下教改的要求，保证了教材的系统性和精品化，体现了创新教育、能力
教育、素质教育教学理念，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培养出
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服务。
丛书的出版对高校的教材建设、特别是精品课程及其教材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衷心祝贺国防工业出版社和所有参编人员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这样一套有水平、有特色、高质量的
机械工程学科规划教材，并希望编写者和出版者在与使用者的沟通过程中，认真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
，不断提高该套规划教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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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力学是一门技术基础课，也是各门后续力学课程的基础。
它的任务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的一般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分析、解决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理论力学的显著特点是其理论的严密性与工程实际结合的紧密性。
　　本教材是为了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遵循“内容精、学时少、起点高、重应用”的改革思想
，并参照高等学校工程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理论力学教学大纲”编写的。
书中采用我国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GB 3100～3102 1993）《量和单位》中的符号。
《理论力学》适用于本科力学、机械、土建、水利、航空等专业（参考学时70～90），也可作为从事
力学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作者在编写《理论力学》时，在以下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1）提高起点，精简与物理的重
复部分，但仍注意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衔接自然。
静力学部分作了较大的改动，以力系的简化（合成）、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其应用为主线，从空间力系
讲起，把平面力系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
摩擦部分不单独列章，在突出摩擦特点的同时，将具有摩擦的平衡问题作为平面力系的应用来处理。
运动学部分先讲刚体的平面运动，后讲点的合成运动，这样可分析牵连运动为平面运动的情况；点的
运动学、质点动力学等部分中一些简单的概念、结论已在物理中介绍过的，尽量叙述简明扼要，重在
对其力学意义的阐述和应用。
这样既提高了起点，又节约课时，还能被学生所接受。
　　（2）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加强力学建模能力的培养。
书中相当数量的例题、习题都来自工程实际。
在概念的引出和内容的叙述上，尽量与工程实际相结合，使读者清楚工程背景，提高力学建模的能力
。
　　（3）书中各章后编有小结、思考题和习题。
小结帮助读者总结、概括、归纳每章的内容，使读者对每章内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便于复习；思考
题帮助读者对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对理论的掌握，以便夯实基础；习题注重对问题的分析、理论的应用
、基本技能的训练和综合应用知识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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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静力学引言静力学是研究物体在力系作用下处于平衡规律的科学。
平衡是指物体相对于惯性参考系处于静止或作匀速直线平动。
在工程实际中，如果不特别声明，平衡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即以固结在地球表面的参考系作为惯性
参考系。
对实际物体进行力学分析时，首先要为物体建立一个适当的力学模型。
建立物体力学模型的原则是根据实验观察到的现象与所研究问题的性质，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
素，尽可能的反映物体的客观实际。
在力学领域中，为了便于求解问题，通常把物体简化为三种力学模型：质点、刚体和变形体。
质点是指各向尺寸均可忽略不计的物体。
当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对所研究的问题来讲可忽略不计时，该物体就可简化为质点。
刚体是指其形状和大小（即其内部任意两点的距离）不发生变化的物体。
当物体受力后，其变形很小，对所研究的问题来讲可忽略不计，但其大小和形状又不能忽略，这种物
体可简化为体。
质点和刚体都是理想化的力学模型。
变形体是指在研究的问题中，当物体受力后其变形（有可能很小）不能忽略的物体。
对于一个实际问题，采用哪种力学模型，需要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来决定。
例如研究飞机在天空中的运动轨迹，由于飞机相对于天空而言，其大小可忽略不计，因此可把飞机简
化为质点；当分析地面对飞机各轮的支撑力或分析飞机的重心时，飞机的大小和形状就不能忽略，但
其变形可忽略不计，因此可把飞机化为刚体；当分析飞机在飞行中的振动问题时，飞机的大小、形状
及各处的变形就不能忽略，因此必须把飞机简化为变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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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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