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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职高专教育越来越突出职业技能培养的教育目标，其教学内容也在向着强化实训和实践、理论
知识的教学以“必需够用”为度的方向发展。
工程力学作为一门技术基础课程，教学课时进一步减少，教学内容更加精选。
本书为适应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需要，总结工程力学课程长期教学的经验，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静力学（第１章～第３章）；第二部分为运动学和动力学（第4章
、第5章）；第三部分为材料力学（第6章～第13章）。
本书内容的重点在于静力学部分，并且以平面力系为主，以空间力系为辅，以刚体系统内各个构件之
间的约束为主线，突出工程概念，融入现代科技成果，以建立力学模型、求解力学模型和计算机应用
为基本要求。
在运动学和动力学部分主要介绍质点及刚体的基本运动，点的运动的合成以及刚体的平面运动，动量
定理、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和动静法。
在材料力学部分，以四种基本变形为基础，介绍应力状态、组合变形及压杆稳定等。
在内容的深度方面加强了改革，突出了理论教学与工程实际的联系，做到以应力应变状态为主线，以
材料和构件的失效分析为目标，以解决工程构件的强度分析和刚度分析为基本要求。
在内容组织上，从内力分析入手，分析基本变形的应力、应变、强度、刚度。
本书力求使读者通过学习，掌握建立力学模型和简化力系的方法，能利用力系的平衡条件解决实际的
工程构件的受力，从而进一步对构件进行强度、刚度及稳定性方面的分析。
　　本书采用“结构化、模块化”设计，精简优化教学内容体系，体现“必需够用”，兼顾专业需求
和个性发展，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每章例题、习题精心选择，具典型性，强调工程概念，
使力学教学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注意对新技术、新知识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建筑、化工、纺织等专业的工程力学教学用书，也可供初、中级
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之用。
　　全书由杨林娟、季维英主编，张鸿晨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杨林娟（绪论、第1章～第3章、第7章）、季维英（第9章～第11章）、张鸿晨（
第12章、第13章）、姜宁（第8章）、楚焱芳（第5章）、陈淑侠（第4章）、谭华（第6章）。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南通职业大学李业农教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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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力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静力学（第1章～第3章）；第二部分为运动学和动力学（第4章、第5章）；第三部分为材
料力学（第6章～第13章）。
内容包括平面力系和空间力系的平衡、质点和刚体运动学、质点系动力学基础、材料力学基础、材料
力学基本变形、组合变形、压杆稳定等。
《工程力学》重要章节后均附有结合工程实践的习题，并在书后附有答案。
《工程力学》强调掌握力学基本概念和解决工程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采用“结构化、模块化”设计
，精简优化教学内容体系，体现“必需够用”，兼顾专业需求和个性发展，注意对新技术、新知识的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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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章 材料力学基础　　本章介绍材料力学的主要任务，变形固体的基本假设、内力和应力的概
念以及杆件的四种基本变形形式。
重点掌握强度、刚度、稳定性的概念，掌握用截面法求内力。
6.1材料力学的任务　　机械或工程结构的各组成部分，如机床的主轴、建筑物的梁或柱，统称为构件
。
当机械或工程结构工作时，构件将受到载荷的作用，从而使其形状和尺寸发生一定的改变，称为变形
。
同时，构件承受载荷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即随着载荷的增加，构件会产生过大的变形被破坏。
为保证机械或工程结构的正常工作，构件应有足够的承受外载荷的能力，这种承载能力通常由以下三
个方面来衡量。
　　①强度。
表示构件在载荷作用下抵抗破坏的能力。
如起重机的吊索在起吊重物时，不能被拉断；储气罐不能破裂。
构件具有足够的强度是保证其正常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②刚度。
表示构件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力。
在规定载荷作用下，某些构件除满足强度要求外，变形也不能过大。
如车床主轴的变形过大将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以及造成轴承的不均匀磨损等。
因此，对有些构件，除了要有足够的强度以外，还应有足够的刚度。
　　③稳定性。
表示构件保持其原有的几何平衡形式的能力。
有些细长杆如千斤顶的螺杆，驱动装置的活塞杆等，在压力作用下有被压弯的可能，而不能保证其原
有的直线平衡状态。
因此，对于细长压杆之类的构件，还要求它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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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力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建筑、化工、纺织等专业的工程力学教学用书，也可供
初、中级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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