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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土木建筑专业应用型本科系列规划教材:理论力学》内容是按照教育部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在2008年制定的“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内容包括静力学（含静力学公理
、物体体系的受力分析、平面力系、空间力系、摩擦等），运动学（含点的运动学、刚体简单运动、
点的合成运动、刚体平面运动等），动力学（含质点动力学基本方程、动量定理、动量矩定理、动能
定理、达朗贝尔原理、虚位移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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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 点的合成运动 运动物体的描述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物体的运动，相对于不同的参
考系，会表现出不同的运动学特征。
本章研究点的合成运动，主要就是研究物体相对于不同参考系的运动之间的关系，分析某一瞬时运动
物体上点的速度合成和加速度合成。
本章也是研究点和刚体复杂运动的基础。
 7.1相对运动·牵连运动·绝对运动 采用不同的参考系来描述同一点的运动，其结果往往是有差异的
，即物体相对于不同的参考系的运动是不同的，这就是运动描述的相对性。
如图7—1所示，若汽车作水平直线运动，分析车轮边缘上的P点的运动规律。
如果选择地面作为参考系，即采用的是静坐标系，观察到点的轨迹是旋轮线；若选择汽车车厢为参考
系，则观察到的点的轨迹是一个圆。
又如图7—2所示，分析重物P的运动规律。
对于地面上的观察者来说，重物P的轨迹是曲线；若观察者站在大梁上观察，则发现重物的运动轨迹
是直线。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动点相对于不同的参考系，其速度和加速度是不同的。
 既然同一点对不同的参考系所表现的运动并不相同。
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进一步观察发现，物体对选定参考系的运动可以由几个运动合成得到。
例如，作水平直线运动的汽车。
车厢对地面的运动是简单的平移运动，而车轮边缘上的P点相对于车厢的运动是简单的圆周运动。
于是，可以把车轮边缘上的P点的运动先看作跟随车厢对地面做平移，然后再相对车厢作圆周运动。
 在上述分析中，习惯上常把所研究运动的点，或可简化为点的小物体称为动点。
把固定在地球上的坐标系称为定参考系，简称定系。
而把相对于地球运动的参考系称为动参考系，简称动系。
例如正在行驶的小车。
在这样两个坐标系的参考下，可以把运动分为3类： （1）绝对运动：动点对于定参考系的运动。
 （2）相对运动：动点对于动参考系的运动。
 （3）牵连运动：动参考系对于定参考系的运动。
 由上述3种运动的定义可知，点的绝对运动、相对运动的主体是动点本身，其运动可能是直线运动或
曲线运动；而牵连运动的主体却是动系所固连的刚体，其运动可能是平移、转动或其他复杂的运动。
在这3种运动的区分下，动点对定系的轨迹、速度和加速度分别称为绝对轨迹、绝对速度和绝对加速
度。
动点对动系的轨迹、速度和加速度分别称为相对轨迹、相对速度和相对加速度。
而相应的牵连速度和牵连加速度的定义则规定如下：在任意瞬时，动坐标系中与动点相重合的点，也
就是设想将该动点固结在动坐标系上，而随着动坐标系一起运动时该点叫牵连点。
牵连运动中，牵连点的速度和加速度称为牵连速度和牵连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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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土木建筑专业应用型本科系列规划教材:理论力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的工程力学、
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等专业理论力学的教材，也适合作为高职高专、成人
高校相应专业的自学和函授教材，还可以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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