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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前言

本书是编者结合近年来教学实践的经验，并参考《理论力学教学大纲（草案）》（70学时）的要求编
写的。考虑到先修课程教学水平提高，本教材相应提高了起点，为便于有余力的同学自学，内容也比
上述大纲扩充约20％。在编写本教材时，编者在以下几方面做了些工作：（1）力图将基本理论写得简
明些，成熟的内容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写法。例如，静力学基本理论传统写法分为6～7章，本书只写
成3章。运动学、动力学部分也是如此。全书分13章讲述了基本理论及其应用问题。（2）在例题的编
写中力图写出解题思路与方法，采用解前分析与解后讨论以及提出思考性问题等方式，使解题与基本
概念、基本方法相结合，以使同学重视培养自己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3）用牛顿的矢量力
学方法统一全书，并从纵的方面，以力的作用与运动量的分析这两条基本线索来贯穿动力学内容，以
两条线索的变化与发展使动力学各章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在教学实践中试用两条基本线索来解决
学生学习的“方法多”、“头绪乱”等问题，初见成效。本书由刘俊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苏枋
（新疆农业大学）任主编，李静（河北农业大学）、王志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辛继红（湖南农
业大学）、钟南（华南农业大学）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崔玉洁和董科（沈阳农业大学）、严慕
容（华南农业大学）、闫宁霞和任武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分工如下：刘俊杰，绪论及第1，2，3
章；李静，第4，6章；辛继红、任武刚，第5，7章；钟南、苏枋，第8，9章；严慕容，第10章；崔玉
洁，第11章；闫宁霞，第12章；董科，第13章。全书附图的描绘和修订由王志刚、李蕊（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负责，最后由刘俊杰对全书图、文统一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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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内容概要

《理论力学》是根据农、林类院校理论力学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力学的基
本概念、受力图、平面力系和空间力系的简化与平衡，点的运动学、刚体的基本运动、点的合成运动
、刚体的平面运动，质点动力学、动力学普遍定理、达朗贝尔原理和虚位移原理等。
《理论力学》可作为本科土建类、水利类、机械类各专业的理论力学教材，也可用做电视大学、职工
大学及函授同类专业的教材，并可供自学青年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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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书籍目录

0 绪论0．1 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0．2 理论力学的研究方法0．3 理论力学的任务静力学1 静力学
公理和物体的受力分析1．1 静力学基本概念1．2 静力学公理1．3 约束的基本类型与约束反力1．4 物
体的受力分析和受力图思考题1本章小结习题12 基本力系2．1 汇交力系的简化与平衡理论2．2 力矩理
论2．3 力偶理论思考题2本章小结习题23 任意力系3．1 力线平移定理3．2 空间任意力系向一点的简化
·主矢与主矩3．3 空间力系的平衡·平衡方程3．4 物体系的平衡3．5 桁架3．6 有摩擦的平衡问题3
．7 重心思考题3本章小结习题3运动学4 点的运动学4．1 点的运动的矢量表示法4．2 点的运动的直角
坐标表示法4．3 点的运动的自然表示法4．4 点的运动的极坐标表示法思考题4本章小结习题45 刚体的
基本运动5．1 刚体的平行移动5．2 刚体绕定轴的转动5．3 定轴转动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5．4 
轮系的传动比思考题5本章小结习题56 点的合成运动6．1 点的合成运动的概念6．2 点的速度合成定理6
．3 点的加速度合成定理思考题6本章小结习题67 刚体的平面运动7．1 刚体平面运动的运动方程和平面
运动的分解7．2 平面图形内各点的速度分析7．3 平面图形内各点的加速度及加速度瞬心的概念7．4 刚
体绕平行轴转动的合成7．5 运动学综合问题思考题7本章小结习题7动力学8 动力学基本定律与质点的
运动微分方程8．1 牛顿运动定律8．2 质点的运动微分方程8．3 质点动力学的2类问题8．4 质点在非惯
性参考系中的运动8．5 质点的线性振动思考题8本章小结习题89 动量定理9．1 动量与冲量9．2 动量定
理9．3 质心运动定理思考题9本章小结习题910 动量矩定理10．1 刚体对轴的转动惯量10．2 质点和质点
系的动量矩10．3 动量矩定理10．4 动量矩定理在刚体运动中的应用思考题10本章小结习题1011 动能定
理11．1 力的功11．2 质点和质点系的动能11．3 动能定理11．4 功率方程11．5 势力场·势能·机械能
守恒定律11．6 动力学普遍定理的综合应用思考题11本章小结习题1112 达朗贝尔原理12．1 达朗贝尔原
理·惯性力12．2 达朗贝尔原理在质点系中的应用12．3 非对称刚体的轴承动反力思考题12本章小结习
题1213 虚位移原理13．1 约束及其分类13．2 自由度与广义坐标13．3 虚位移13．4 理想约束13．5 虚位
移原理13．6 以广义力表示的质点系平衡条件13．7 动力学普遍方程(D-L原理)思考题13本章小结习
题1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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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章节摘录

插图：0．1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所谓机械运动
就是通常意义下的物体运动，是指物体在空间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
时时处处都要遇到机械运动，它是物质运动的最简单、最初级的方式。但是，除机械运动外，物质还
有表现为发热、发光、发生电磁现象和化学过程，以至于我们头脑的思维活动等各种不同方式的运动
。物体的平衡是机械运动的特殊情况，因此，理论力学里有一部分是研究物体平衡问题的，这部分称
为静力学。所谓平衡是指物体保持运动速度不变的状态，包括静止。但是，在宇宙中不存在绝对的平
衡，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与静力学相对应，理论力学的其余部分称为动力学。动力学结
合物理原因研究物体运动的变化。在动力学里有一个部分把运动的物理原因撇开而只从几何观点出发
去描述物体运动的进行方式，这个部分被独立出来后形成了所谓的运动学。理论力学的发生、形成和
发展先于其他自然科学。由于在物质运动的各种方式之间有着相互联系，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
方式可以转化为另一种方式，加之任何较高级、较复杂的物质运动方式中总是伴随有位置的变动，所
以，理论力学的规律以及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渗入到其他以研究各种运动方式的规律为对象的
自然科学里。但是，在物质运动的各种方式间存在着巨大的本质差别，各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性，因此
，理论力学完全不能包罗、代替其他科学。本课程所研究的内容属于古典力学的范围，这门力学的基
本定律早由伽利略和牛顿精确地归纳为完备的形式。在全部科学中，古典力学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满意
的科目之一，它的系统性表达以及作为得自经验的物理理论的数学抽象，标志着人类才智和技术史上
的伟大进步。3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表明，古典力学的定律有着极其广泛的适用性，这些定律就是我
们这门课程的科学根据。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以来物理学的辉煌成就，在电
动力学、原子结构学说、原子内基本粒子的运动学说等各个领域内的新的重大发现，说明了古典力学
的适应性仍然是有限制的。古典力学的基本定律不适用于微观粒子的运动，也不适用于速度接近光速
的宏观物体的运动。这样，在20世纪初出现了较古典力学更为严谨的相对论力学和适用于微观粒子运
动的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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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编辑推荐

《理论力学》：高等农林院校精品课程建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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