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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弹性力学是工程力学及相近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弹性力学中许多概念、理论与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是学习与掌握诸如塑性力学、断裂力学、复合材料
力学等后续课及航空航天、土木、机械、造船、地震地质、水（港）工程等工程专业课程的基础。
因此，编写各种类型的弹性力学教材，供有关人员学习与使用，是提高弹性力学及相关课程教学质量
所必须的。
弹性力学自它萌生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有关弹性力学的研究成果及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包括教材
、学习辅导材料、习题集等）十分丰富，它们都是编写本书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
另一方面，多年来笔者一直为本科生（或研究生）讲授弹性力学，本书就是在笔者历年讲课稿基础上
编写而成的。
编写本书时，笔者注重考虑的几个问题是：1.尽量选择经典弹性力学中最基础、最容易为读者接受的
内容，同时又适当地照顾到经典弹性力学在内容上的完整性。
在内容的编排上尽量作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突出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基本方法的阐述。
对比较基础的内容作到说明与推演详细，对扩展性的内容说明与推演适当从简，以利于读者自学。
2.推导基础性公式时，过程尽量写全写细，以便读者理解，但对带有专题性的内容，为节省篇幅和促
进读者自学，过程则作了大幅简化。
3.本书对公式一般不采用缩写记法，如张量记法及矩阵记法。
但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些记法和阅读有关书刊，书中在适当的位置，也对这些记法作了适当介绍。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绪论，讲述弹性力学内容，方法与意义，弹性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及弹性力学的发展
概况；第2、3章讲述弹性力学平面问题，包括平面应力与平面应变问题的基本概念，平面问问题的基
本方程，平面问题的求解方法等；第4、5章讲述弹性力学空间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求解方法；第6章讲述
弹性力学中的能量原理与能量方法；第7章讲述直杆、薄板及薄壳问题；第8章讲述热弹性和动弹性问
题；第9章讲述弹性力学中的数值方法；第10章讲述弹性稳定性。
本书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院、系精心组织与安排下开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公
开出版的一些图书、会议资料及兄弟院校的有关讲义，并得到了同行们的积极协助和我校主管部门及
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向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编写本书时，由于时间仓促及个人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出现问题及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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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讲述经典弹性力学问题，包括平面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求解方法；空间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求
解方法；能量原理与能量方法；杆、板、壳理论；热弹性与动弹性问题；弹性力学中的数值方法以及
弹性稳定性等内容。
本书注重对弹性力学基本内容的阐述；注重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讲解，并遵循着由浅
入深、循序渐近、内容重复加深、便于自学的原则。
    本书适于工程力学、土木、机械、航空航天及相近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选用，也可供相关教师
及工程技术人员使用（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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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连续性假设连续性假设就是假定物体所占空间的各个部分都被组成该物体的介质所填满，不
留任何间隙。
或者更严格地说，我们用闭曲面在物体中圈出的任何一部分，当闭曲面以任何方式收缩到任意小的程
度时，闭曲面内总含有组成物体的介质。
连续性假设与物质组成的客观实际并不符合。
一切物体都是由分子、原子等极小的微粒组成的，微粒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物体从微观上来看绝不是连续的。
但是，当微粒的尺寸及它们之间的距离远小于物体的尺寸时，物体的微观结构对物体客观形变等现象
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就是说连续性假设是可以应用的。
事实上，从基于这个假设推出的结果与实验结果的一致性，也肯定了这个假设是可以作为弹性力学（
乃至连续介质力学）的基础来应用的。
采用连续性假设后，位移、应变、应力及密度等才有可能是连续的，才有可能用连续函数，或用仅在
个别地方间断的连续函数来表示。
物体的变形过程变成了物体中的点在物体变形前后一对一的映射过程。
从而使我们可以使用极限过程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切分析手段。
2.完全弹性假设完全弹性假设也称线弹性假设，即假定物体在外力等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形与应力，当
外力等因素卸除后，物体中的变形与应力也同时随之卸除，即物体恢复到原来状态；并且物体的变形
与应力与物体的变形过程无关，它们之间呈线性对应关系，即应变与应力间服从胡克（H00ke）定律
。
或者更明确地说，应力增加（或减少）多少倍，应变也增加（或减少）多少倍。
应力改变符号，应变也改变符号，反之亦然。
完全弹性假设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认为材料服从胡克定律的假设。
对于脆性材料，当物体中的应力在比例极限以内，对于韧性材料，当应力在屈服极限以内时，胡克定
律都是近似成立的。
因此，把完全弹性这一限定材料性质的假设引入经典弹性力学模型之中，不但现实，而且也会有效地
简化经典弹性力学数学模型的复杂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物体的变形很小时，物体中的内能（或自由能）可以近似写成应变的齐二次函
数，对变形的热力学过程作某些假定后，由内能（或自由能）取极值的条件，即可推出胡克定律。
这又从另一个层面上为经典弹性力学采用完全弹性假设的可行性提供了佐证。
3.均匀性假设均匀性假设认为物体的各个部分，不管它是大还是小，也不管它是处于物体的哪一个位
置上都应是由同一种材料组成的，也就是说，它们应有完全相同的密度、弹性等力学性质。
或者更简单地说，均匀性假设就是认为物体是由（纯而又纯的）同一种物质组成的。
严格来说，完全满足这一假设的物体在世界上是很难找到的。
但是，只要微细观的不均匀性在整个物体上分布是均匀的，把整个物体看成是满足均匀假设的物体，
并不会影响物体客观应变与应力的分析。
例如当物体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组成时，只要每种材料的颗粒在物体中分布均匀，而且颗粒的尺寸
远远小于物体的尺寸，则物体力学性能就是各组分材料的综合性能，而整个物体就可以看成是均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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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弹性力学(套装上下册)》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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