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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著《地质力学概论 》

地质学家李四光遗著《地质力学概论 》

已于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地质力学概论 》是李四光同志在科研

工作上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

勇于实践
,

敢于

创新
,

坚决走自已道路的重要成果 作者

从分析事物的矛盾着手
,

把地应力的活动

作为构造运动的主导因素
,

把各种构造现

象看作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
,

从而建立了

构造体系这一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 这就

透过现象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
,

冲破了传

统构造地质学那种形而上学看待问题的局

限性
,

开始把构造地质学推进到一个新的

阶段
,

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

贡献

李四光同志生前曾计划要编一套 《地

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 》专题丛书 《地质力

学概论 》就是这个计划中的开头一篇 本

书约十八万字
,

共分四章 第一章
,

扼要评

述了有关地质构造的若干传统概念
,

从而

引出地质力学的主题 内容包括 关于

讨论地壳运动问题的若干重要观点 从

地壳组成的观点研究大地 构 造 的 几 个 方

面
,

如基底与盖层
、

隆起与沉降
、

地槽与地

台等等 从地壳结构的观点划分构造形

态的若干传统概念 第二章
,

结合区域地

质实例较详细地阐明地质 力学 的 工 作 方

法
,

计分七个步骤 鉴定构造形迹或构

造单元的力学性质 辨别构造形迹的序

次
,

以查明其力学机制 确定构造体系

划分构造带
,

鉴定构造型式
,

如东西向复

杂构造带
、

南北向构造带和各种旋扭构造

型式等 分析联合的和 复 合 的 构 造 体

系 探讨岩石力学性质和各种类型的构

造体系中应力活动方式 夕 模型实验 第

三章
,

分析当前地质力学中需要着力解决

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构造运动时期的鉴

定 古构造型式的鉴定 各级构造型

式对矿化带和矿田的控制作用 构造型

式所涉及的地壳深度 各种结构面或构

造面显示力学含义的特点 个别褶皱形

式的决定因素 岩石的弹
、

塑性能的统

一性与松弛现象 在岩层中不显示构造

迹象的应力作用和现时尚在活动的应力分

配情况的探测 第四章
,

有关地壳运动的

发生时期
、

方式和方向及其起源问题

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作者生前对本书

的修订
、

出版等问题 的 一 些 想 法
,

特 将
“李四光同志生前谈 《地质力学概论 》的修

订
、

出版问题的摘要
”
和他所拟有关《地质

力学的方法与实践 》的提纲附录于书末

建立在大量野外地质观察和室内构造

应力分析
、

模拟实验资料基础之上的地质

力学
,

作为一门地质科学分支
,

不仅与地球

起源
、

地壳运动
、

地球物质演化等基本理论

问题紧密相关
,

也与找矿勘探
、

矿山地质
、

区域地质调查
、

工程地质
、

水文地质以及地

震地质等地质工作实践直接联系
,

并对后

者起指导作用 这方面成功的实例已屡见

不鲜 《地质力学概论 》一书系统地讨论了

地质力学方面的问题
,

展示出这门分支学

科的全貌及其发展前景

毛主席教导我们
“

一个正确的认识
,

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

’

由精神到物

质
,

即由实践到认识
,

由认识到实践这样

多次的反复
,

才能够完成
”
从地质工作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地质力学理论
,

必然再回

到地质实践中去经受检验
,

从而再认识
,

再

实践
,

不断前进 地质力学多年来的发展过

程
,

正是遵循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原理 前辈地质学家所辛勤开创的地质

力学理论与实践
,

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事业的进程而 日益发展 在“ 百

花齐放
、

百家争鸣 ”方针指导下的我国科学

事业中
,

地质力学还将做出更多更大的贡



献
,

而这一整套工作体系也必定会在广大

地质工作者继续努力下 日臻完善
〔苏宗伟

《矩阵桔构分析理论 》

阵力法 第九章子结构分析 第十章弹性系统动力

学 第十一章结构元素的惯性特性 第十二章弹性

系统的振动 第十三章弹性系统的动力响应 第十

四章结构的综合 第十五章非线性结构的 分 析

附录 矩阵代数 附录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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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力学手册 》

在结构力学中引入矩阵方法 , 为在结构分析

中使用现代高速电子计算机开创了极其广阔的前

景 它能预言复杂结构在静
、

动载荷条件下的响

应 如应力
、

变形
、

频率
、

临界载荷等 这种建立

在固体力学能量变分原理
、

矩阵理论
、

运筹学的基

础之上的结构分析理论
, 在国外是 年代初期发

展起来的
,

到 年代初期已经推广
一

到连续系统
,

形成了有限元法 随着大型
、

高速数字计算机的

广泛应用
,

有限元法发展得异常迅速 在国外已

经有定型的通用的结构分析计算机系统
,

大量地

用于结构设计分析中 今天 ,

有限元法对结构设

计分析工程师来讲
, 已经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它的基本观点是 ,

将结构分割成大量简单元

件
,

再按一定规则组合起来
,

就能代表真实的结构

系统 可以说
,

今 日的结构设计
,

无论是超音速飞

机还是土木结构
,

无不借助于结构分析的矩阵法

和数字计算机

为什么矩阵法在结构设计中得到如此广泛的

应用呢 其基本原因是由于准确度和 速 度 的 需

要

今天 , 最显著的发展方向是综合法 , 即导致产

生一个具有最小重量和最经济的最优设计
《
矩阵结构分析理论 》

一书由王德荣等译校
,

由国防工业出版社于今年第二季度出版 它是一

本深人浅出说理清楚的专门为从事结构分析的研

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编写的参考书 书内例题

多为与宇航飞行器结构有关的材料 在国外
,

这

是一本流行的有限元法的人门书 因为该书编写

时间较早 年
,

并由于这本书的性质所限
,

有些新
、

深
、

专的内容并未包括进去

全书共分十五章 第一章矩阵方法 第二章

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 第三章能量定理 第四章结

构理想化 第五章结构元素的刚度特性 第六章矩

阵位移法 第七章结构元素的柔度特性 第八章矩

为了适应我国航空和宇宙航行科学技术蓬勃

发展的需要 ,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 “洋为中

用 ”的教导
,

最近翻译的一套
《飞行力学手册 》 ,

将

由国防工业出版社陆续出版

这是一套工程手册
,

全书分为两册

第一册介绍飞行器初步设计和研究中常用的

飞行力学知识 其中对于飞行力学中的坐标系
,

飞行器的运动方程以及作用于飞行器上的力和力

矩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同时还介绍了天体力学的

基本知识和两种地球大气模型等等 第一册分六

章 物理量和量测单位 天体轨道和地球大

气 坐标系 斗 飞行器的运动方程 作用于

飞行器的力和力矩 飞行器运动的某些特殊情

况

第二册介绍飞行器运动的计算与分析 方 法

本册分四章 第一章研究飞行器对目标的各种导

引方法并给出了有关导引法的运动学方程 的 解

第二章提供了飞行器作为 线性和非线性的 控制

对象的研究方法 本章的方法可用来评价飞行器

的质心运动和绕质心运动的稳定性和品质 第三

章给出了关于
一

创了器最优控制或最优设计参数问

题的各种提法 同时还介绍了极大值原理
、

动态规

划和古典变分学的基本知识 第四章叙述了求解

飞行力学问题的数值方法

书中材料的叙述形式力求便于实际应用 大

多数方法的叙述伴以典型的例子 , 以说明它们在

工程计算中应用的步骤 同时
,

许多材料是用表

格
、

图线
、

公式汇编的形式表示的

该手册可供从事飞行力学以及有关专业的科

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

同时对于高等学

校相应专业的师生也是有益的

该手册的原著者为
·

二 等
,

原文

书第一册于 年出版
,

第二册于 年出版
,

出版者为莫斯科机械制造出版社

常伯俊 关世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