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程力学》考试大纲

目 录

I. 考察目标

II.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III. 考察范围

IV. 试题示例

V．参考资料

I. 考察目标

《工程力学》考试内容涵盖了“静力学”和“材料力学”的部分内容。静力学部分包括各种力

系的等效简化和平衡规律、常见约束和约束反力分析及简单分离体与受力图等。材料力学部分包括

杆件在四种基本变形（拉压、剪切、弯曲、扭转）及其组合下的强度、刚度及压杆稳定性计算。要

求考生对工程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假设和结论有正确的理解，基本了解工程力学应用的工程背景，

具有将一般构件简化为力学简图的分析能力。熟练掌握处理杆类构件或零件强度、刚度及稳定性等

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并具有比较熟练的计算能力与一定的设计能力。

II.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静力学基础 15分

力系简化和平衡规律 25分

杆件拉压变形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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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剪切变形 20分

杆件扭转变形 20分

杆件弯曲变形 30分

组合变形 10分

应力分析和强度理论 10分

压杆稳定 10分

四、试卷结构

填空题 10分

单项选择题 10分

简答题 40分

综合应用题 90分

III. 考察范围

静力学基础

[考察目标]

掌握静力学的基本概念，静力学公理的内容及应用，物体的受力分析。

[考察范围]

一、 静力学的基本概念：刚体、质点。

二、 静力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三、 静力学基本原理：二力平衡原理、加减平衡力学原理等。

力系简化与平衡规律

[考察目标]

掌握物体的受力分析、力系的等效简化、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其应用；掌握常见约束和约束反力

分析方法，并能画出简单分离体的受力图。

[考察范围]

一、 工程中的常见约束与约束反力。

二、 简单分离体的受力图画法。

三、 力系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法。

杆件轴向拉伸与压缩

[考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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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轴向拉伸与压缩的概念，轴向拉压杆件的内力和应力计算。了解金属材料拉伸和压缩时的

力学性能，安全系数与许用应力。熟练掌握拉压杆件的强度计算，及轴向拉伸与压缩时杆件的纵向

变形、线应变、横向变形计算。

[考察范围]

一、 杆件轴向拉伸与压缩的概念、直杆横截面上的内力和应力计算。

二、 金属（低碳钢与铸铁）材料拉伸和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三、 失效和安全系数，拉压杆件的强度设计与校核。

四、 轴向拉伸与压缩时杆件的纵向变形、横向变形计算。

杆件或零件的剪切变形

[考察目标]

理解剪切和挤压概念；掌握剪切和挤压的实用计算方法。

[考察范围]

一、 剪切和挤压概念。

二、 连接件的强度设计与校核。

等圆截面杆的扭转变形

[考察目标]

理解纯剪切、剪切应力、剪切应变、极惯性矩和抗扭截面模量等概念，以及切应力互等定理和

剪切虎克定律等；掌握扭矩的计算方法和扭矩图的作法；掌握等圆截面干的扭转应力与扭转变形分

析；掌握等圆截面杆的扭转强度和刚度设计与校核。

[考察范围]

一、 扭转的概念，功率、转速和外力偶的关系，扭矩的计算和扭矩图的作法。

二、 纯剪切、切应变、切应力互等定理、剪切虎克定律。

三、 等圆截面杆扭转剪切应力的计算，及剪切强度分析。

四、 等圆截面杆的扭转变形分析与扭转刚度计算。

梁的弯曲内力

[考察目标]

理解平面弯曲、剪力和弯矩的概念；了解静定梁的基本形式；掌握梁指定截面的剪力和弯矩的

求法；掌握梁剪力图和弯矩图的作法；掌握剪力、弯矩和分布载荷集度的微分关系及其应用。

[考察范围]

一、 平面弯曲的概念，静定梁的分类。

二、 剪力方程和弯矩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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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分布荷截、剪力、弯矩的微分关系作内力图。

梁的弯曲应力

[考察目标]

掌握纯弯曲梁的正应力公式，弯矩和挠度曲线曲率半径的关系；理解抗弯截面模量，抗弯刚度

的概念；了解梁弯曲切应力的分布；掌握梁的强度计算；理解提高弯曲强度的措施。

[考察范围]

一、 纯弯曲梁的正应力公式的推导。

二、 横力弯曲梁的正应力强度计算。

三、 梁的切应力强度计算。

四、 提高梁承载能力的措施。

梁的弯曲变形

[考察目标]

掌握挠度和转角的概念，挠曲线的近似微分方程；掌握积分法、叠加法计算梁指定截面的挠度

和转角；了解提高梁刚度的措施。

[考察范围]

一、 梁指定截面挠度和转角的概念，梁挠曲线近似微分方程。

二、 用积分法求梁的变形。

三、 叠加法求梁的变形。

四、 梁的刚度校核，提高梁弯曲刚度的措施。

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

[考察目标]

理解应力状态，主应力和主平面的概念，掌握平面应力状态分析的解析法和图解法；理解最大

切应力，广义虎克定律，体积应变，弹性比能，体积改变能密度、畸变能密度和强度理论的基本概

念；掌握脆性材料和塑性材料的不同破坏形式；掌握第一、二、三、四强度理论的观点、强度条件

及其适用范围。

[考察范围]

一、应力状态的概念。

二、平面应力的应力状态分析：解析法、图解法。

三、广义虎克定律。

四、强度理论的概念，脆性材料和塑性材料的不同破坏形式。

五、第一、二、三、四强度理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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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的组合变形

[考察目标]

理解组合变形的概念与实例。掌握拉（或压）弯组合变形、斜弯曲变形的应力与强度计算。

[考察范围]

一、 拉伸（压缩）与弯曲的组合。

二、 两个相互垂直平面的弯曲。

三、 扭转与弯曲的组合。

压杆稳定性

[考察目标]

理解压杆弹性平衡稳定性的概念。掌握细长压杆的临界载荷－欧拉公式、超过比例极限时压杆

的临界力经验公式，了解临界应力总图。掌握压杆稳定性设计的步骤，理解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考察范围]

一、 压杆稳定的概念。

二、 细长压杆临界力的欧拉公式。

三、 欧拉公式的适用范围，临界应力总图。

四、 压杆稳定的实用计算。

五、 提高压杆稳定的措施。

IV. 试题示例

一、 填空题（共 5小题，每题 2分，共 10分）

1. 工程力学中往往把结构抽象化为两种计算模型：刚性模型和理想变形固体模型。所谓理想变形固

体，是将一般变形固体的材料性质加以理想化，并作出以下假设： ；

； 。

2. 结构或构件受外力作用时，在结构或构件各部分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力，称为结构或构件的内力。

内力主要包括： 、 、 、

和 等形式。

3. 梁弯曲时的中性层是指： ；中性轴是

指： 。

4. 工程力学中分析杆件的拉压、扭转和弯曲时，都采用了“平截面假设”。平截面假设是

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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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单位荷载法的计算公式 F dM M x
EI

   满足 、 、

和 等条件时，就可以直接采用图乘法来代替。

二、 选择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分）

1. 从力学的角度出发，构件要安全可靠工作必须满足三方面的要求。以下哪个不属于这些要求？

（ ）

A. 强度要求 B. 小变形要求 C. 刚度要求 D. 稳定性要求

2. 关于材料拉伸时的力学性能，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低碳钢拉伸破坏前经历了弹性阶段、屈服阶段、强化阶段、局部变形阶段；

B. 铸铁拉伸破坏时没有发生明显的塑性变形；

C. 屈服现象的特点是应变基本保持不变，而应力显著增加；

D. 在强化阶段卸载后重新加载，低碳钢的比例极限会提高。

3. 一多跨梁 AB（如图所示），使所受的集中力 P先后作用于 C铰的左侧和右侧，并分别作出其内力

图，经过比较，得出（ ）的结论是正确的。

A C B

P

a b

A、Q和M图均不同； B、Q图相同，M图不同；

C、Q图不同，M图相同； D、Q和M图均相同。

4. 对于受剪切杆件的强度计算问题，说法正确的是（ ）

A. 仅需考虑剪切实用计算；

B. 仅需考虑挤压强度计算；

C. 既要进行剪切强度计算又要进行挤压强度计算。

5. 若将作用在简支梁中央的集中力分散为靠近支座的两个集中力（如图所示），则此时梁所能承受

的集中力 P2将增大为梁原来承受的集中力 P1的（ ）倍。

A、0.5； B、1； C、2； D、4；

A B

P

C
L/2

A B

P

L/4
C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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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简答题（共 40分）

1. 与静定结构相比，超静定结构具有哪些重要性质？

2. 简述杆件的主要变形形式，及每种变形形式的受力特点。

……

四、 综合应用题（共 90分）

1、试用单位荷载法或图乘法求解图示悬臂梁自由端的竖向位移和中点转角 。

q

l/2l/2

EI

2、试求如下图所示多跨静定梁的弯矩图和剪力图。

3、图示外伸梁由 22b号工字钢制成，材料的许用应力[ ] = 170MPa，忽略自重的影响，试校核梁的

正应力强度。

附：型钢表 热轧普通工字钢（GB 706 – 88）

其中 h——高度；b——腿宽度；d——腰厚度；

I——惯性矩；W——截面系数；i——惯性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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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示悬臂梁受水平力 N8001 P 及铅垂力 N16502 P 。梁横截面为圆形， mm130d 。试指

出危险点位置并求梁内的最大正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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