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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前两章研究点或刚体的运动都是相对某一个参考系而言的。物体相对于不同的参考
系的运动是不同的。研究物体相对于不同参考系的运动，分析物体相对于不同参考系运动之间的关系
，成为复杂运动或合成运动。本章进一步叙述点的合成运动的分析方法，它建立在点在不同坐标系运
动的关系的基础上。由于运动的描述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物体的运动，相对于不同的参考系，可以表
现出不相同的运动学特征，本章着重介绍这些运动学特征之间的联系。在本章中，利用静参考系和动
参考系描述同一动点的运动，分析两种描述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给出运动分解与合成的规律，其中包
括速度合成定理和加速度合成定理。 点的合成运动是运动分析的重要内容，在工程运动分析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同时可为相对运动动力学提供运动分析的理论基础。合成运动的分析方法还可推广应用于
分析刚体的合成运动。 本章以点的合成运动为核心叙述点的速度合成和加速度合成的规律。首先通过
引入静、动两种参考系，定义绝对运动、相对运动和牵连运动，以及相应速度和加速度。然后基于绝
对速度、相对速度和牵连速度的概念，建立三者间联系而导出速度合成定理。最后分析合成运动中加
速度之间的关系；分别就牵连运动为平移和定轴转动两种不同的情况导出加速度合成定理；通过例题
说明该定理的应用。 7.1 相对运动、牵连运动和绝对运动 工程实际中常常需要研究一个动点相对于两
套坐标系的运动。例如，一个旅客在运动的车厢内走动，需要研究人相对于地球的运动，又要研究人
相对于车的运动。这类问题的特点是：某物体A相对于B运动，物体B相对于物体C又有运动，需要确
定物体A相对于C的运动。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建立物体A相对于物体C的运动方程
式，然后求出物体A相对于C有关的运动量。这种方法道理比较简单，但是，应用起来比较麻烦。二是
根据这类问题的特点，先分析研究物体A相对于物体B的运动，物体B相对于物体C的运动，然后运用
运动合成的概念，把物体A相对于物体C的运动看成上述两种运动的合成运动。这种方法需要建立合成
运动的概念，但是，它往往能够把一个比较复杂的运动看成是两种简单运动的合成运动，把比较复杂
的运动的求解过程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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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系列规划教材:理论力学》根据高等院校理论力学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相关专业特点和
需要编写而成。《普通高等教育系列规划教材:理论力学》可作为高等学校水利、土木、机械、电力、
岩土等工科专业“理论力学”课程教材，也可作为高职高专、成人高校相应专业的自学和函授教材，
并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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