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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

前言

《过程设备设计》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学生最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是一门以固体力学作为基
础的课程。然而，鉴于专业课程学时的限制，目前已有教材中所涉及的力学基础知识普遍过于简单，
不利于学生对设计思想和技术的理解和掌握。本书是对有关过程设备设计方面的力学基础知识的整合
、深化和补充，既保持了固体力学体系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又避免了个别内容的交叉和重复；内容精
炼、结构紧凑、重点突出、深度适宜，与当前已有相关教材中的力学内容相比，不仅强化了基础，而
且还大大地减少了篇幅，有效地增加了教学信息量，对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本书在内容编排上，力求浅入深出、循环渐进、概念明确、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对重点、
难点在表达方式上作了改进，例如：对弹性力学平面问题重点突出应力解法，而对空间轴对称问题则
侧重位移解法；为阐明工程中对拉弯组合应力的限制条件，在分析得出梁在拉弯组合作用下达到塑性
极限状态时的破坏条件的同时，导出了相应的强度条件，并标绘在以拉、弯无量纲应力为坐标的图中
，有利于学生对工程设计条件的理解；在介绍圆板轴对称弯曲的叠加解法时，提出了载荷分解和区域
分割两种方法；在旋转薄壳边缘问题的求解中，通过引入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增强了对“横推力”概
念的理解，有效地改善了原有解法中存在的不足。本书除侧重基本理论外，还特别注重理论与工程应
用的紧密结合，并辅以大量的例题和习题。例题和习题联系工程实际，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工程意识和
工作能力的培养。为了照顾初学者的水平，书中的某些理论分析和公式推导比较详细，这对于已具备
这方面知识的读者显得有些繁琐，而对于相关数学知识欠缺的读者又觉得有些困难。这类读者可以越
过这些内容阅读其他部分。本书第1-2章由蒋文春编写；第3-6章由李国成编写；全书由李国成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石化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
挚的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的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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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

内容概要

《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教学用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过程
设备设计相关的力学知识与基本理论。全书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包括：弹性力学基础、塑性力学简介
、薄板理论、旋转薄壳理论、外压壳体的稳定性分析和压力容器的低周疲劳。
《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结构紧凑、内容翔实、深入浅出。除侧重基本理论外，还特别注意理论与
工程应用的结合，并辅以适当的例题和习题。
《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可供从事过程工业设备设计、制造、维护、管理及安全评定等方面的工程
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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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

章节摘录

插图：§1.1.1弹性力学的任务与基本假设弹性力学是研究可变形固体（简称变形体或物体）在弹性范
围内由于外力的作用或温度的变化而产生的应力、应变和位移及其分布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固体力学
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本任务是解决工程实际结构中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就其任务而言，弹
性力学与材料力学是相似的，因此材料力学中有关材料的均匀连续假设和各向同性假设，以及关于变
形体的小变形假设也适用于弹性力学。即：（1）均匀连续假设即认为整个物体体积内毫无空隙地充
满了均匀的同种物质，由此所有物理量，如应力、应变、位移和密度等，都可以表示成坐标的连续函
数。（2）各向同性假设即认为物体内各质点的物理性质，如弹性模量、泊松比和弹性极限等，在各
个方向都相同，不随方向的变化而变化。（3）小变形假设假定变形体在外部载荷作用下的变形与其
本身尺寸相比很小，以至于在考虑各部分的受力平衡时，可以不考虑由于变形引起的尺寸改变。换句
话说，可以用变形前的尺寸代替变形后的尺寸，反之亦然；在考虑几何关系时，可以略去位移项的高
阶微量，使方程成为线性。§1.1.2弹性力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弹性力学与材料力学虽都属于固体
力学的范畴，但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上二者是不同的。材料力学仅限于研究细长的杆状构件和比较
简单的杆件系统，并且除了上述对变形体所作的基本假设外，还采用了关于截面变形或应力分布之类
的假设，如梁弯曲问题中的直法线假设等，因此可采用截面法来建立分析求解的基本方程；而弹性力
学适于研究各种三维实体结构，但因其几何形状和受力的复杂性，一般不能采用截面变形或应力分布
之类的假设，只能从微小的单元体人手来建立分析求解的基本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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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

编辑推荐

《过程设备设计力学基础》：高等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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