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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

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水利部“1990－1995年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专业专科教材选题和编审出版规划”的
部署，按照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工程专科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适用于水工建筑、农
田水利、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管理、水利工程施工（80学时）等专业用。　　根据我们在工程设计
和工程施工工作中的体会以及在高等工程专科学校教学中的实践，编写本教材时，在以下几方面作了
一些努力。　　一、编写本教材的指导思想和侧重面　　1）土水类三年制工程专科学校的材料力学
教学，过去多采用本科院校土水类多学时的教材，这类教材对专科来说知识面过宽，有些内容叙述也
过详；而采用本科院校中学时的教材，虽学时数相近，但对土水类工程专科所需的重点教学内容的份
量又嫌不够。为此本教材对理论阐述简明扼要，但对工程中常用的重点内容（如轴向拉（压）、平面
弯曲的内力和应力、组合变形等），则给以较多的篇幅和较高的要求，其他章节的内容，则适当精简
。　　2）工程专科学校的材料力学课程既须为后继课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又须初步培养学生进行
工程计算的技能。因此本教材各章除尽可能结合工程实际，列举较多类型的例题和习题外，在全书最
后，编入一个综合性大作业，“钢三角架计算”。学生每人一套数据，独立完成。通过做大作业，使
学生学习融会贯通地使用所学过的平面弯曲、组合变形、应力状态、强度理论、压杆稳定等一系列材
料力学知识。　　3）对学生学习中较易产生错误的问题，本教材给以强调，例如：　　①在基本变
形和组合变形各章中，都首先分析外力作用线（或外力偶作用面）与杆轴线（或杆的纵向对称面）的
相对位置的关系，以使学生正确辨认杆件的变形类型，从而正确地计算内力、应力、变形等力学量，
防止盲目地套用公式。　　②在进行基本变形杆和组合变形杆的强度计算时，引导学生先分析判断危
险点的位置和应力特点，以便正确理解和选用强度条件。象斜弯曲、弯曲与拉（压）或偏心压缩等杆
件，虽为组合变形，因其危险点处于单向应力状态，故这些组合变形杆的强度条件与轴向拉（压）杆
的强度条件相同；而弯曲与扭转组合变形杆危险点处于复杂应力状态，须用强度理论建立强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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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

内容概要

《材料力学》包括绪论、轴向拉伸和压缩、扭转和剪切、连接件的实用计算、截面的几何性质、弯曲
内力、弯曲应力、弯曲变形、应力状态分析、强度理论、组合变形和压杆稳定等十二章内容。《材料
力学》各章均附有：教学要求和重点、复习思考题、习题和习题答案。全书最后还附有综合性大作业
。《材料力学》可作为高等工程专科学校中的水工建筑、农田水利、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管理和水
利工程施工等专业材料力学课程（80学时）的教材，同时可作为函授大学、电视大学、职工大学等学
校相近专业的材料力学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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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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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

章节摘录

　　材料力学是一门技术基础课，学习材料力学需要有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等基础课的概念和理论，
而材料力学的概念和理论不仅是专业课的基础，同时也是其他技术基础课（如建筑材料学、结构力学
、土力学、工程地质学、钢筋混凝土结构学、钢结构等课程）的基础，因此在学生的全部学习过程中
起着双重的桥梁作用。　　工程技术人员毕生应坚持既安全可靠又经济合理的设计指导思想。这种思
想应当在学校里逐步培养树立起来。材料力学课程则是进行这种职业教育的先行课。而且研究材料力
学问题所采用的理论和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后继课的学习和今后的工作都有一定意义。　　材
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和有关理论是研究固体力学的基础。对工程专科学生今后自学有关固体力学方面的
书籍和文献，继续提高和深造，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　　第三节材料力学研究对象的物理性质
·变形固体　　制造构件所用的材料虽品种多样、性质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固体。固
体在外力作用下，都将产生变形（包括物体尺寸的改变和形状的改变），因此这些材料统称为变形固
体。　　在理论力学中把物体看成是绝对刚体，即认为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其形状和尺寸都绝对不变
，这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而把真实物体进行了简化。实际上，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绝对刚体。因为任何
一门学科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研究物体的所有真实属性，总是突出其主要性质，忽视其与研究问题
无关或影响不大的次要性质，也就是将物体抽象化为一种理想的模型，然后再来进行分析研究。理论
力学研究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平衡和运动的规律，物体的变形对这些规律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因此
视物体为绝对刚体。　　材料力学研究物体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物体的政变形是其主要性质之一
，非但不能忽略，还必须十分重视，因此材料力学把物体看作是变形固体。同时根据材料力学研究问
题的特点，对物体的其他次要性质也给以简化，即对变形固体的其他性质作如下假设。　　（1）连
续性假设认为在物体的整个体积内毫无空隙地充满了组成该物体的物质。根据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应
用高等数学中的连续函数来研究物体内部一些物理量的有关规律。　　（2）均匀性假设认为物体内
任何一部分（不论其体积大小如何）其力学性质完全相同。根据这一假设，我们可以从物体内任何位
置取出一小部分来研究材料的性质，其结果均可代表整个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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