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力学Ⅰ（第5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材料力学Ⅰ（第5版）》

13位ISBN编号：9787040308952

10位ISBN编号：7040308959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刘鸿文

页数：3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材料力学Ⅰ（第5版）》

内容概要

《材料力学1(第5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教材第一版于1979年出版以来
，一直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好评，是高校机械类各专业材料力学课程广泛采用的教材。第二版
于1988年获国家优秀教材奖，第三版于199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第四版于2007年获第七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
本教材第五版在保持第四版原有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内容，增加了一些思考题，修改了
部分习题和文字，仍由《材料力学（Ⅰ）》和《材料力学（Ⅱ）》组成。全书共分18章。第I册为材料
力学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绪论，拉伸、压缩与剪切，扭转，弯曲内力，弯曲应力，弯曲变形，应
力和应变分析、强度理论，组合变形，压杆稳定，以及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等。第Ⅱ册为材料力学较
为深入的内容，包括：动载荷，交变应力，弯曲的几个补充问题，能量方法，超静定结构，平面曲杆
，厚壁圆筒和旋转圆盘，矩阵位移法，杆件的塑性变形等，供有需要的专业选用。
《材料力学（Ⅰ）》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本科机械类各专业的材料力学课程教材。
刘鸿文主编的《材料力学实验》（第三版）可与本教材配套使用。与本教材第四版配套的《材料力学
学习指导书》，可供使用本教材的学生复习、解题及教师备课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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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鸿文，浙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固体力学教学工作。曾任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
教育部）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材料力学课程教学指导组组长。1989年被授予全国
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杭州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浙江省第四届政协常委，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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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有：《材料力学》，《高等材料力学》，《板壳理论》，《材料力学教程》，《材料力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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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材料力学》第二版于1990年由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以繁体字再版。

    《材料力学》第二版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材料力学》第三版
于1997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四版于2007年获第七届全国高校出
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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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研究某一构件时，可以设想把这一构件从周围物体中单独取出，并用力来代替周围各物体对构
件的作用。这些来自构件外部的力就是外力。按外力的作用方式可分为表面力和体积力。表面力是作
用于物体表面的力，又可分为分布力和集中力。分布力是连续作用于物体表面的力，如作用于油缸内
壁上的油压力、作用于船体上的水压力等。有些分布力是沿杆件的轴线作用的，如楼板对屋梁的作用
力。若外力分布面积远小于物体的表面尺寸，或沿杆件轴线的分布范围远小于轴线长度，就可看作是
作用于一点的集中力，如火车车轮对钢轨的压力、滚珠轴承对轴的反作用力等。体积力是连续分布于
物体内部各点盼力，如物体的自重和惯性力等。　　按载荷随时间变化的特点，又可分成静载荷和动
载荷。若载荷缓慢地由零增加到某一定值，以后即保持不变，或变动很不显著，即为静载荷。例如，
把机器缓慢地放置在基础上时，机器的重量对基础的作用便是静载荷。若载荷随时间显著地变化，则
为动载荷。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动载荷称为交变载荷，例如，齿轮转动时，作用于每一个齿上的力
都是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冲击载荷则是物体的运动在瞬时内发生突然变化所引起的动载荷，例如
，急刹车时飞轮的轮轴、锻造时汽锤的锤杆等都受到冲击载荷的作用。　　材料在静载荷和动载荷作
用下的性能颇不相同，分析方法也颇有差异。因为静载荷问题比较简单，所建立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又
可作为解决动载荷问题的基础，所以首先研究静载荷问题。　　1.4 内力、截面法和应力的概念　　物
体因受外力作用而变形，其内部各部分之间因相对位置改变而引起的相互作用就是内力。我们知道，
即使不受外力作用，物体的各质点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力。材料力学中的内力，是指在外力作用
下，上述相互作用力的变化量，所以是物体内部各部分之间因外力而引起的附加相互作用力，
即&ldquo;附加内力&rdquo;。这样的内力随外力的增大而加大，到达某一限度时就会使构件破坏，因
而它与构件的强度是密切相关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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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7上交考研，复习专业课的主要用书，考题偏偏偏，成绩差差差，以此祭奠我努力拼搏的2016
2、做教材用质量没的说
3、非常棒！思考题很棒，课后题也很好！！
4、高等学校教材
5、讲的挺清楚 不过我学的不好
6、纸张不太好，太薄太软了。。。
7、QAQ 保佑！
8、材料力学的经典之作！
9、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对一般简单的高数有了一定的感觉。
10、Mark 力学大家庭一份子
11、经典教材嘛
12、呵呵呵呵呵。。
13、晚安，又爱又恨
14、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写得不好？我觉得这是国内同类教材中写得最清楚，印刷错误最少的教材了
15、个人认为是一本很差的材料力学教材，内容不充分，说明也很浅薄。难怪留洋回来的导师根本不
拿这书给我们讲课。而且对于没接触过的人，也很难仅从这本书学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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