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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关于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要求编写，并从一般地方高校的教学实
际和培养目标出发，以实际工程为背景，注重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学生解题能力的培养，力求理论
与应用并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充分反映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成果。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保证教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得到丰富的
前提下，删除了不实用、不常用的内容。
例如对连接件的计算只介绍实用的计算方法，并不进行应力分析。
　　（2）加强了相关课程的融会贯通，删除了重复的内容。
如扭转一章仅介绍圆截面杆的扭转变形。
压杆稳定一章介绍了折减弹性模量理论，以便和后续课程——钢结构的压杆稳定的计算方法——相融
合。
　　（3）编者在选材，阐述问题的角度与方式，解题方法、行文等方面力求深入浅出，使教材内容
通俗明晰、层次分明，引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式教学，为学生独立思考留下较大空间，以利
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4）从教学内容到例题、习题的编排上，归类精选各类概念性强的习题、例题，例题少而精，
且为课程内容的重点，其分析与讨论由浅入深，有利于学生掌握解题的方法。
本教材主要为了解决土建类专业面临的少教学时数的问题，故减少课堂授课时数，而增大学生自学和
思考的空间。
本教材全部内容讲授需要50～6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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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关于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要求编写，注重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讲授，
并在此基础上，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力求论述的内容简明扼要、层次清楚，使学生达到熟练掌握关于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
本方法和一定的计算能力的教学要求并注意与相关课程的融会贯通。
    本书内容共分为9章和1个附录，其主要内容包括：拉伸和压缩、扭转、弯曲应力、梁弯曲时的位移
、简单超静定问题、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组合变形及连接部分的计算、压杆稳定和截面图形的几何
性质等。
本书适合作为土木工程、建筑材料、给水排水、采暖通风、动力机械、工程管理、环境保护等土建类
和机械类本科专业学生的材料力学课程的教材，同时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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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材料力学的任务  第二节  材料力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  第三节  可变形固体的性质
及其基本假设  第四节  内力、截面法和应力的概念  第五节  杆件变形的基本形式第二章  轴向拉伸与压
缩  第一节  轴向拉伸和压缩的概念  第二节  轴向拉伸和压缩杆的内力轴力图  第三节  轴向拉压杆横截
面上的应力  第四节  安全系数及轴向拉压杆的强度计算  第五节  轴向拉压杆的变形计算  第六节  材料
在拉伸与压缩时的力学性质  第七节  应力集中的概念  第八节  轴向拉伸与压缩的超静定问题  思考题  
习  题第三章  扭转  第一节  扭转的概念  第三节  纯剪切  第四节  圆轴扭转时的应力  第五节  圆轴扭转时
的变形  思考题  习  题第四章  弯曲内力及应力  第一节  梁承受荷载的特点及梁的计算简图  第二节  常见
的简单梁  第三节  梁的弯矩和剪力  第四节  剪力、弯矩方程及剪力图、弯矩图  第五节  弯矩、剪力与
分布荷载的关系及其应用  第六节  几种常见荷载下梁的剪力图与弯矩图的特征  第七节  用叠加法作弯
矩图  第八节  梁的弯曲实验、平面假设  第九节  对称弯曲正应力公式  第十节  常见截面的I2和W2  第十
一节  梁的正应力强度条件  第十二节  梁的剪应力  第十三节  梁的合理截面  思考题  习  题第五章  梁弯
曲时的位移  第一节  弯曲变形的概念  第二节  积分法求梁的变形  第三节  用积分法求梁的变形  第四节  
叠加法求梁的变形  思考题  习  题第六章  简单超静定问题  第一节  超静定问题及其解法  第二节  拉压超
静定问题  第三节  扭转超静定问题  第四节  简单超静定梁  思考题  习  题第七章  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  
第一节  应力状态问题的概论  第二节  平面应力状态的应力分析  第三节  平面应力状态下的相值应力和
主应力  第四节  广义胡克定律  第五节  强度理论  思考题  习  题第八章  组合变形及连接部分计算  第一
节  概  述  第二节  两相互垂直平面内的弯曲——斜弯曲  第三节  拉伸或压缩与弯曲的组合  第四节  扭转
与弯曲的组合变形  第五节  连接件的实用计算  第六节  铆钉连接的计算  思考题  习  题第九章  压杆稳定
 第一节  压杆稳定的概念  第二节  两端铰支细长压杆临界力的欧拉公式  第三节  不同约束条件下细长压
杆的临界力  第四节  欧拉公式的应用范围·临界应力总图  第五节  压杆的稳定计算及提高稳定的措施  
思考题  习  题附录I  截面的几何性质  第一节  截面的静矩和形心  第二节  惯性矩·惯性积和极惯性矩  
第三节  惯性矩和惯性积的平行移轴和转轴公式  第四节  惯性矩和惯性积的转轴公式·截面的主惯性轴
和主惯性矩  思考题  习  题附录Ⅱ  常用截面的面积、形心、形心惯性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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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开始从事房屋、桥梁的建修，后来又在车辆、船只和其他简单机械的制造
等方面，逐渐积累了关于结构的受力分析和材料强度的知识。
例如，早在两三千年以前，我国就已经采用柱、梁、檩、椽等木结构建造墙壁不承重的房屋，知道了
立柱宜采用圆截面，木梁应采用矩形截面。
由隋朝工匠李春主持建造的赵州桥，跨长37m，是由石块砌成的拱结柯，既利用了石料耐压的特性，
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
　　材料力学成为一门比较系统的科学，是在17世纪以后随着大工业生产而发展起来的。
通常认为，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叙述及其证明》（1638年）一书的发表，是材料
力学开始形成一门科学的标志。
当时欧洲各国生产规模及海外交通信速扩大工业兴起，单凭经验或用简单的比例放大方法，都不能解
决大型和新型的船舶、水闸、海港等结构的设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伽利略及其他科技人员开始研究材料的强度问题，并引入了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
合的科学方法。
英国科学家胡克利用弹簧做实验，在1678年得出了变形和外力成正比的结论，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胡
克定律。
根据胡克定律，并经过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分析，法国科学家库仑在1773年正确地解决了梁的弯曲问
题。
这样，在材料力学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条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道路。
　　最初，天然的木料、石料和较粗糙的铸钢、铸铁是主要的工程材料。
随着铁路、车辆、动力机械、金属切削机床和飞机的发明及使用，钢和铝合金的随之出现，人们才广
泛地使用有较高强度的金属。
同时促使了弯曲、扭转理论进一步完善，薄板、薄壳理论也有了很大发展，测定材料的力学性质的专
门实验室也建立了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符合一定强度要求的构件的截面尺寸大为减小，自重和材料消耗也得以降低。
可是，由于构件细长了，它变形的问题却显得突出了，这就促进了对构件刚度的研究。
著名数学家欧拉早在1774年就提出了压杆稳定临界荷载的计算公式，但也是在发生了多起由于压杆失
稳而引起严重事故之后（如1896年瑞士孟汗太因坦铁桥因桁架压杆失稳而倒塌），压杆稳定理论才在
欧拉公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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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根据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关于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要求编写，并从一般地方高校的教学实
际和培养目标出发，以实际工程为背景，注重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学生解题能力的培养，力求理论
与应用并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充分反映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成果。
　　《21世纪普通高等院校规划教材·基础力学：简明材料力学》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保证教材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得到丰富的前提下，删除了不实用、不常用的内容。
例如对连接件的计算只介绍实用的计算方法，并不进行应力分析。
加强了相关课程的融会贯通，删除了重复的内容。
如扭转一章仅介绍圆截面杆的扭转变形。
压杆稳定一章介绍了折减弹性模量理论，以便和后续课程——钢结构的压杆稳定的计算方法——相融
合。
编者在选材，阐述问题的角度与方式，解题方法、行文等方面力求深入浅出，使教材内容通俗明晰、
层次分明，引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式教学，为学生独立思考留下较大空间，以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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