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绪论 

思 考 题 

1-1-1    结构承载力包括哪三方面的内容？ 

1-1-2    什么是刚体和变形体？ 

1-1-3    为什么在材料力学中必须把构件看成为变形固体？

可变形固体的变形分为哪两类？ 

1-1-4    内力和应力两者有何联系、有何区别？为什么在研

究构件的强度时要引入应力的概念？ 

1-1-5    什么是截面法？应用截面法能否求出截面上内力的

分布规律？ 

1-1-6    位移和变形两者有何联系、有何区别？有位移的构

件是否一定有变形发生？构件内的某一点，若沿任何方向都不产

生应变，则该点是否一定没有位移？ 

1-1-7    在理论力学中，根据“力或力偶的可移性原理”

及“力的分解和合成原理”，可以将图（a）和图(c)中的受力情

况分别改变成图(b)和图(d)中的情况。在材料力学中研究构件的

内力或变形时，是否也可以这样做？为什么？ 

选 择 题 

1-2-1  关于确定截面内力的截面法的适用范围，有下列四种说

法： 

（A）适用于等截面直杆； 



（B）适用于直杆承受基本变形； 

（C）适用于不论基本变形还是组合变形，但限于直杆的横截

面； 

（D）适用于不论等截面或变截面、直杆或曲杆、基本变形或

组合变形、横截面或任意截面的普遍情况。  

1-2-2  判断下列结论的正确性： 

（A）杆件某截面上的内力是该截面上应力的代数和； 

（B）杆件某截面上的应力是该截面上内力的平均值； 

（C）应力是内力的集度； 

（D）内力必大于应力。 

1-2-3  下列结论中哪个是正确的： 

（A）若物体产生位移，则必定同时产生变形； 

（B）若物体各点均无位移，则该物体必定无变形； 

（C）若物体无变形，则必定物体内各点均无位移； 

（D）若物体产生变形，则必定物体内各点均有位移。 

1-2-4  根据各向同性假设，可认为构件的下列各量中的某一种

量在各方面都相同： 

（A）应力；（B）材料的弹性常数；（C）应变；（D）位移。 

1-2-5  根据均匀性假设，可认为构件的下列各量中的某个量在

各点处都相同： 

（A）应力；（B）应变；（C）材料的弹性常数；（D）位移。 

第二章  轴向拉伸与压缩 



思 考 题 

2-1-1   试判断：下列各杆件的 AB段的变形是否为轴向拉伸或

轴向压缩。 

2-1-2   两根圆的长度和横截面面积均相同，两端所受的拉力也

相同，其中一根为钢杆，另一根铝杆。试问： 

a）两杆的内力是否相同？ 

b）两杆的应力是否相同？ 

c）两杆的应变、伸长是否相同？ 

2-1-3   三根等直杆，长度和横截面均相同，由 a、b、c三种不

同材料制成，其拉伸时的   曲线如图所示。试问： 

a）哪根杆的强度最高？ 

b）哪根杆的刚度最大？ 

c）哪根杆的塑性最好？ 

2-1-4   虎克定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材料的弹性模量E和杆件

的抗拉（压）刚度 EA有何物理意义？ 

2-1-5   延伸率
5

 和
10

 的含义有何不同？对于同一种材料

（例如低碳钢），
5

 和
10

 的数值是否相等？若不等，何者较

大？ 

2-1-6   两根等杆 AB和 CD均受自重作用，两杆的材料和长度

均相同，横截面面积分别为 2A和 A，试问： 

（1）两杆的最大轴力是否相等？ 

（2）两杆的最大应力是否相等？ 



（3）两杆的最大应变是否相等？ 

2-1-7    图示结构中，哪些是超静定结构？各为几次超静定？

各须建立几个补充方程？ 

选 择 题 

2-2-1  变截面杆受集中力 F 作用，如图所示。设 A
1
、A

2
和 A

3

分别表示杆件中截面 1-1，2-2 和 3-3 上沿轴线方向的内力

值，则下列结论中哪个是正确的？ 

 

（A）  A
1
=A

2
=A

3
；     （B）  A

1
=A

2
=A

3
； 

（C） A
1
=A

2
=A

3
；     （D）  A

1
=A

2
=A

3
。 

 

 

 

2-2-2  等截面直杆受力 F 作用发生拉伸变形。已知横截面面积为 A，

则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和 45°斜截面上的正应力分别为： 

 

（A）F/A，F/（2A）；    （B）F/A，F/（21/2A）； 

（C）F/（2A），F/（2A）； （D）F/A，21/2 F/A。 

F 



 

 

2-2-3  低碳钢拉伸经过冷作硬化后，以下四种指标中哪些得到

提高： 

（A） 强度极限；     （B）  比例极限； 

（C）断面收缩率；     （D）  伸长率（延伸率）。 

2-2-4  脆性材料具有以下哪种力学性质： 

（A）试件拉伸过程中出现屈服现象； 

（B）压缩强度极限比拉伸强度极限大得多； 

（C）抗冲击性能比塑性材料好； 

（D）若构件因开孔造成应力集中现象，对强度无明显影响。 

2-2-5 当低碳钢试件的试验应力 s
  时，试件将： 

（A）完全失去承载能力；（B）破断； 

（B） 发生局部颈缩现象；（D）产生很大的塑性变形。 

计 算 题 

2-3-1  图示结构中,AC 是圆钢杆，许用应力[σ]=160Mpa,BC 杆

是方杆，许用压应力[σ
c
]=4Mpa,F=60kN。试选择钢杆的直径和

木杆截面边长 b。 

F F 



  

2-3-2  三根材料、长度、横截面面积均相同的杆，组成如图所示的

结构。已知杆长 l=500mm，截面积 A=100mm2，E=200GPa，线膨胀

系数 61011  1/℃。求当温度降低℃时三杆的内力。 

 

2-3-3  图示结构中 BD为刚性梁，杆 1、2用同一种材料制成，横截

面面积均为 A=200mm2，许用应力[]=160MPa，载荷 P=45kN。试

校核杆 1、2的强度。 

 

 

 

F 

F 



2-3-4  图示刚性梁由三根钢杆支承，钢杆的横截面积均为 2cm2，其

中一杆长度做短了 410/5l 。钢的弹性模量 GPaE 210 。试求装配

后各杆横截面上的应力。 

 

 

 

2-3-6  拉杆受拉力 F作用，已知[ ]=50MPa，求拉杆头部所需的高

度 h。 

 

 

 

第三章  扭 转 

思 考 题 

3-1-1   何谓扭矩？扭矩的正负号是如何规定的？ 

F 



3-1-2   试说明纯剪力状态、剪应力互等定理和剪切虎克定律的含

义。 

3-1-3   平面假设的根据是什么？该假设在圆轴扭转剪应力的推导

中起了什么作用？ 

3-1-4   圆轴扭转剪应力公式


p

T

I

M


只适用于线弹性范围。试问：

薄壁圆管扭转剪应力公式 tr

M
T

2

0

2
 

是否也只能在线弹性范围内适

用？为什么？ 

3-1-5   若将圆轴直径增加一倍，试问：轴的抗扭强度和抗扭刚度各

增加百分之几？ 

3-1-6    两根直径相同而长度和材料不同的圆轴，承受相同扭矩作

用，它们的最大切应力
max


和单位长度扭转角是否相同？ 

3-1-7    试用剪应力互等定理证明：矩形截面杆扭转时，其截面上

四个角点处的剪应力等于零。 

选 择 题 

3-2-1  在图示受扭圆轴横截面上的剪应力分布图中。 正确答案是： 

 

 

 



3-2-2  AB 轴由 AC、CB 两段组成，AC 的剪变模量为 G，CB 段为

刚性轴，则相对扭转角
AB
  有四种答案： 

（A） 64ml/（ 4dG ）；     （B） 32ml/（ 4dG ）； 

（C） 16 ml/（ 4dG ）；    （D） 8 ml/（ 4dG ）。 

 

3-2-3 满足平衡条件，但切应力超过比例极限时，有下面四种结论： 

（A） 切应力互等定理成立，剪切胡克定理成立。 

（B） 切应力互等定理不成立，剪切胡克定理不成立。 

（C） 切应力互等定理不成立，剪切胡克定理成立。 

（D） 切应力互等定理成立，剪切胡克定理不成立。 

 

3-2-4 图示圆杆，材料为铸铁，两端受集中力偶，杆的破坏截面正确

答案是： 

(A) 沿纵截面 2-2 破坏；        (B) 沿螺旋面 1-1 破坏； 

(C) 沿横截面 4-4 破坏；        (D) 沿螺旋面 3-3 破坏。 

 

 

 



3-2-5 内径与外径的比值 a=d/D的空心圆轴，两端承受力偶发生扭转。

设四根 a分别为 0、0.5、0.6和 0.8，但横截面面积相等，其承载力最

大的轴是： 

（A） a=0     （B） a=0.5    （C） a=0.6     （D） a=0.8 

计 算 题 

3-3-1 作图示轴的扭矩图。 

 

3-3-2 圆轴左段为实心，D=100mm，右段为空心，外径为 D，内径

为 d=80mm，荷载如图所示，求轴的最大切应力。 

 

 

 

3-3-3  图示圆轴，已知直径 d=80mm，材料的 G=80GPa，[ ]=1°

/m，试校核轴的抗扭刚度。 



 

 

3-3-4  图示圆轴，已知[τ]=100MPa, G=80GPa， φ
AC
≤0.06rad，

求许可外力偶矩[m]。 

 

 

第四章  弯曲内力  

选 择 题 

4-2-1  梁的内力符号与坐标系的关系是： 

（A）剪力、弯矩符号与坐标系有关； 

（B）剪力、弯矩符号与坐标系无关； 

（C）剪力符号与坐标有关，弯矩符号与坐标系无关； 

（D）弯矩符号与坐标有关，剪力符号与坐标系无关。 



4-2-2  图示梁，剪力等于零的截面位置 x 之值为： 

（A） 5a/6；（B）6a/6；（C）6a/7；（D）7a/6。 

 

4-2-3  梁的受载情况对于中央截面为反对称如图所示。设 P=qa/2，

Q
c
和 M

c
 

（A） F
Q c
≠0，M

c
≠0；  （B） F

Q c
≠0，M

c
=0； 

（C） F
Q c

=0，M
c
≠0；   （D） F

Q c
=0，M

c
=0。 

   

4-2-4  图示梁弯矩图中，
m ax

M 之值为： 

（A） 3 2qa /2；（B）1.2 2qa ；（C）1.6 2qa ；（D） 2qa 。 

 

 

 

F F 



4-2-5  梁受力如图所示，在 B截面处： 

（A）F
Q
图有突变，M图连续光滑； 

（B  F
Q
图有折角（或尖角），M图连续光滑； 

（C）F
Q
图有折角，M图有尖角； 

（D  F
Q
图有突变，M图有尖角。 

 

 

 

计 算 题 

4-3-1  作梁的内力图 

 

 

4-3-2  作梁的内力图 

 

F 



4-3-3  作梁的内力图 

 

 

4-3-4  作梁的内力图 

 
 

4-3-5作梁的内图 

 

 

第五章  弯曲应力  

思 考 题 

 5-1-1   为什么说确定梁内正应力分布规律的问题是一个超静定问

题？平面假设在推导弯曲正应力公式中起着什么作用？ 

 5-1-2   弯曲正应力公式 y
I

M

z

 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5-1-3   钢梁与铜梁的尺寸、荷载及支撑情况均相同，试问：两都最

大正应力是否相同？两者的承载能力是否相同？两者的弯曲变形程

度是否相同？ 

5-1-4   应从哪些方面来考虑梁截面形状的合理性？拉杆是否也存

在合理截面问题？ 

5-1-5   推导梁的剪应力公式与推导梁的正应力公式所用的方法有

何不同？ 

5-1-6   试分别按正应力强度条件和切应力强度条件，判断矩形截面

梁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的抗弯能力各增加几倍： 

（1）截面宽度不变而高度增大 1倍； 

（2）截面高度不变而宽度增大 1倍； 

（3）截面的高宽比不变而面积增大 1倍； 

5-1-7    矩形截面悬臂梁受均布荷载 q 作用。若沿梁的中性层截出

梁的下半部，试问：在水平截面上的剪应和沿梁轴线方向按什么规律

分布？该面上总的水平剪力有多大？它由什么力来平衡？ 

选 择 题 

5-2-1  对于相同横截面积，同一梁采用下列何种截面，其强度最高。 

 

 



5-2-2  梁拟用图示两种方式搁置，则两种情况下的最大应力之比

ba

)/()(
maxmax
 为： 

（A） 1/4；（B）1/16；（C）1/64；（D）16。 

 

 

5-2-3 图示梁的材料为铸铁，截面形式有四种如图： 

 

 

5-2-4  如图所示的悬臂梁，自由端受力偶 M 的作用，梁中性层上正

应力 及切应力 有四种答案： 

（A） 0,0   ；  （B） 0,0   ； 

（C） 0,0   ；   （D） 0,0   ； 

 



 

 

5-2-5  任意截面形状的等直梁在弹性纯弯曲条件下，中性轴的位置

问题有四种答案：   

（A）等分横截面积； 

（B）通过横截面的形心； 

（C）通过横截面的弯心； 

（D）由横截面上拉力对中性轴的力矩等于压力对该轴的力矩的条

件确定。 

 

计 算 题 

5-3-1  图示简支梁，已知 F=10kN，l=2m，b=40mm，h=80mm，

E=210GPa。求跨中下缘出的纵向应变  。 

 

5-3-2  T 形截面外伸梁受载如图示，求梁内的最大拉应力
t

 和最大

压应力
c

 。 

F 



 

5-3-3  图示为一铸铁梁， F
1
=4.5kN， F

2
=2kN，许用拉应力

[
t

 ]=30MPa，许用压应力[
c

 ]=60MPa，I
y
=7.63×10-6m4，试校核此

梁的强度。 

 

 

 

5-3-4  已知[


]=160MPa，试确定图示箱式截面梁的许用载荷 q。 

 

5-3-5  梁 AB的截面为№10工字形，BC为圆钢杆，已知圆杆的直径

d=25mm，梁及杆的[ ]=160MPa，试求许用均布载荷[q]。 

F
1
= 34 kN        F

2
=20 kN 

F1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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