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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按照教育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结合
多年教学实践经验进行组织编写的。
本书以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为原则，以提高读者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宗旨，对课
程内容进行了精心选取和编排，体现了以下特色。
1 教材编写以&ldquo;实际、实用、实践、实效&rdquo;为原则，按照专业特点，合理设置编写教学内容
。
2 既体现符合学生特点，又符合高职教育教学规律，满足学生继续发展的需要。
3 按照职业资格标准，把企业实际需要的知识、技能、学生能力组织编入教材，对教学内容做出一定
的修改和补充，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为学习专业必修课程、取得相应的职业
资格证书打下基础。
4 &ldquo;校企联合，校企合作&rdquo;联合开发教材。
聘请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教材编写指导，将实际工作中所需的技能与知识引入到教材中，使最新
的知识与技术充实到教学过程中。
本书由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张承国任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甘肃畜牧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李晓军、翟爱霞，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薛立范。
本书由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王海峰主审。
王海峰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参考了许多教授、专家和企业家的有关
文献，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的水平和时间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敬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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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13章，主要内容有：静力学基础知识、平面力系、空间力系与重心、拉伸与压缩、剪切与
挤压、扭转、弯曲、组合变形、压杆稳定、交变应力、运动学、动力学、动能定理。
全书内容通俗易懂，直观精练、便于自学，注重技能，在每章后均精选思考题和习题，并在书后配有
答案，便于读者检查和巩固学习成果。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成人高校机电类及近机类各专业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读者对象: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成人高校机电类及近机类各专业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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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篇 静力学 静力学研究的是物体在力系作用下平衡规律的一门科学。
主要研究作用在物体上的力系的简化方法和刚体在力系作用上的平衡条件。
 在工程实践中，经常遇到处于平衡状态下物体的受力分析问题，像许多机器的零件和结构构件，如机
床的主轴、丝杆、起重机的起重臂等，它们在工作时处于平衡状态或可近似地看作处于平衡状态。
 刚体，就是在力的作用下其大小和形状都不变的物体。
刚体是一种抽象的力学模型，在实际中并不存在。
 平衡是指物体相对于地面保持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
平衡是物体各种运动状态中的特殊情形，是相对的。
 力系是指作用在物体上的一组力，一般记作（F1，F2，⋯，Fn）。
 如果力系可使物体处于平衡状态，则称该力系为平衡力系；若两力系分别对同一物体的作用效应相同
，则二者互称为等效力系；若力系与一力等效，此力则称为该力系的合力。
 力系的简化就是用简单的力系等效替代复杂的力系。
第一章 静力学基础知识 第一节 力的概念 一、力的概念 力的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
形成的。
经过科学的抽象，建立了力的概念；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机械作用。
这种作用对物体产生两种效应，即引起物体机械运动状态的变化或使物体产生变形，前者称为力的外
效应或运动效应，是第一篇静力学和第三篇运动力学研究的内容；后者称为力的内效应或变形效应，
是第二篇材料力学的研究范围。
 力的作用离不开物体，因此提到力时，必须指明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
明确受力物体和施力物体。
 实践证明，力对物体的作用效应取决于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这三个因素称为力的三要素。
当这三个要素中有任何一个改变时，力的作用效应也将改变。
 为了表示力的大小，必须确定力的单位。
力单位用牛顿N（牛[顿]）、千牛顿kN（千牛[顿]）表示。
 二、力的表示法 力是一种有大小、方向和作用点的量，又满足平行四边形计算法则，所以力是矢量
（简称力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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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力学》可作为高职高专、成人高校机电类及近机类各专业教材使用
，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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