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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_E4_B8_80_E

7_BA_A7_E7_BB_93_E6_c58_537561.htm 静力学中已被实践反

复证实并被认为无须再证明的真理。它们是研究静力学的理

论基础。 公理一（二力平衡公理） 作用于刚体的二力，其平

衡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此二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

沿同一直线。 公理二（增减平衡力系公理） 在作用于刚体的

任一力系上，增加或减去一平衡力系，原力系的效应不变。 

公理三（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作用于物体同一点上的二力

可以合成为一个力（称为合力）。合力作用点仍在该点，合

力的大小和方向由以两分力为邻边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

线确定。例如，以作用于O点的二力F1、F2的力矢、构成平

行四边形OACB，则对角线就代表合力矢R显然，只作出力三

角形OAC（图2），也可求得合力矢R.公理四（作用和反作用

定律） 两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力，总是|百考试题|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作用线沿同一直线。 公理五（刚化公理） 若可变

形体在已知力系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则可将此受力体视为

刚体，其平衡不受影响。 公理一可直接由经验证实。公理一

的条件对于非刚体是不充分的。例如，软绳受两个等值反向

的拉力作用可以平衡而受两个等值反向的压力作用就不能平

衡。公理二只对刚体才成立；对变形体增加或减少一个平衡

力系，其变形和应力都将改变。公理三是意大利达。芬奇先

作实验研究，后由荷兰S.斯蒂文通过大量实验在1586年论证得

到的。了解力的矢量特性是人类对力认识的一个飞跃，由此

才产生数学上的矢量代数和矢量分析。公理四是I.牛顿提出的



运动三定律之一。公理一和公理四的区别在于：公理一中的

二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而公理四中的二力分别作用于不同

的物体上。公理五主要用于研究变形体的平衡。刚体平衡的

充分和必要条件只是变形体平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由公理五可以看出刚体静力学对研究变形体平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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