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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力学学习指导(第2版)》在编写过程中，作者（邱小林）一方面总结了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另
一方面又广泛地征求了同行专家的意见，结合机械类专业及土建类专业对工程力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精选内容，科学组织内容，以比较精炼简洁的语言阐明工程力学最基本的概念以及内容间的内在联系
，深入浅出，从一般到特殊，适时地总结规律，从而达到以少量的教学课时，实现能系统熟练掌握相
应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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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①机构传动问题。构件间有多种连接形式，在合成运动问题中常见的有两种。一种
是两构件间直接相互接触，在接触点处有相对运动，那么可取其中一构件的接触点为动点，另一构件
为动系（选择动点、动系的原则是动点对动系要有明显的已知轨迹），如本书例8 —2、例8 —3。第二
种是两构件通过另一物体（滑块、套筒等）相联系，且两构件间有相对运动，那么这时应取连接点（
滑块、套筒等）为动点，再取对连接点有相对运动的构件为动系，如本书例8 —4。凡是机构传动，均
是通过上述接触点或连接点作为运动的传递点，进行运动传递的。上述的这类题型应作为学习的重点
。 ②一个点（或一个平动的小物体）在另一个运动的大物体上运动（作直线、圆周或某曲线运动等）
。这时取该点（或小物体）为动点，运动的大物体为动系，如本书例8 —1。 ③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动点
，或一个动点与另一刚体作相互独立的运动。对前者可根据题意选其一为动点，而把另一动点想象成
一个无限扩展的平动刚体作为动系（或取过该点并与之固连的平动坐标系作为动系）；对后者，自然
取独立的点为动点，运动的刚体作为动系，并也将该动系想象成是一个可无限扩展的刚体（或过该刚
体作一与其固连的、并随之一起运动的坐标系作为动系，该动系也是一个可无限延伸的动平面），如
教材例8 —5、例8—7。综上所述，凡这种类型的动系，无论对动点还是对运动的刚体，都要将其看成
是一个可无限扩展的动空间。 （3）动点的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都是指动点本身而言的，属于点的运
动学问题，因此第六章的理论、方法及各种运动量的表达式，既适用于绝对运动，也适用于相对运动
；牵连运动是动系相对于静系的运动，是刚体运动学问题，动点的牵连速度不再是指动点本身，而是
指牵连点而言的，在研究动点的牵连速度时，需要用到刚体运动学的知识，因此第七章刚体基本运动
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是牵连运动和牵连速度分析的基础。牵连运动是刚体的运动，要根据刚体的运动来
分析其上一点（牵连点）的轨迹和速度（牵连轨迹Le和牵连速度Ve）。 （4）通过本章例题分析可知
。在机构传动问题中，往往是已知主动件的运动，来求从动件的运动。而求解这样的问题，通常是将
问题转化为求解动点（主动件与从动件的接触点或连接点）的运动问题。 求解动点的运动问题，可采
用两种方法，即第六章建立运动方程的方法和本章点的合成运动方法（见本书例8 —1～例8—4）等。
如果题目不指定求解方法时，可灵活选用某种方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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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力学学习指导(第2版)》共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力学，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共3
篇13章；下卷为材料力学，计12章。篇首或卷首有相应的提示，篇末或卷尾有内容小结；各章都包含
内容提要、知识要点、解题指导和练习题四个部分。练习题中的应用题附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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