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力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材料力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2939542

10位ISBN编号：7562939543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材料力学>>

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材料力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新制订的“材料力学课程基本
要求（A类）”编写的。
全书共分11章，包含材料力学课程中的基本内容，包括：绪论，轴向拉伸、压缩与剪切，扭转，弯曲
内力，弯曲应力，弯曲变形，应力状态分析和强度理论，组合变形，压杆稳定，动载荷，能量法；附
录包括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和型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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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式中σu是材料处于危险状态时的极限应力，可直接由试验测得，所以说上述强度
条件是根据试验结果建立的。
然而在工程实际中，很多构件的危险点并不是简单地处于单向应力状态或纯剪应力状态，而是处于复
杂应力状态。
由于复杂应力状态时，材料可能在三个主应力之间成各种不同组合的情况下工作，因此很难对各种组
合的应力状态一一进行试验来确定相应的极限应力，并建立相应的强度条件。
解决这类问题，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综合材料破坏的各种现象和资料，经过判断和推理，总结材
料的破坏规律，对材料的破坏原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假说，认为材料的破坏是由危险点处的某一因素
（如应力、应变等）或某几个因素所引起的。
对于同一种材料，无论它处于简单应力状态或复杂应力状态，当导致其破坏的某一因素达到极限值时
，构件就会破坏。
而这一极限值可通过简单拉伸试验来确定，因此按这样的理论就可直接利用材料在简单应力状态下的
试验结果来建立复杂应力状态下的强度条件了。
这样的一些假说统称为强度理论。
 实践证明，材料的破坏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断裂破坏，破坏时没有显著的塑性变形，如铸铁受拉
时沿横截面被拉断；另一种是屈服破坏，破坏时有显著的塑性变形，如低碳钢拉伸时的屈服现象。
现有的强度理论也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材料断裂破坏的强度理论，另一类是解释材料屈服
破坏的强度理论。
 下面介绍四种在常温、静载荷条件下常用的强度理论。
其中，前面两种（最大拉应力理论和最大拉应变理论）主要用于解释断裂失效的，后面两种（最大切
应力理论和形状改变比能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屈服失效的。
 7.6.2 四种常用的强度理论 （1）最大拉应力理论（第一强度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最大拉应力是引起材
料断裂的主要因素。
不论材料处于何种应力状态下，只要最大拉应力达到某一极限值时，材料就发生断裂破坏。
这个极限值就是材料在轴向拉伸发生 σ1-σb 相应的强度条件为 σ1≤[σ]=σb/n （7—18） 式（7—18
）所示的是一个最古老最简单的强度理论。
试验表明，对于铸铁、砖、岩石等脆性材料，在二向或三向受拉断裂时，此理论较为合适。
因此在以脆性材料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的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生产实践中起过不少的作用。
但缺点是没有考虑其他两个主应力对破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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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材料力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机械、土木、水利类等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供其他
专业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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