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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力學 1.2.3章  座號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 

 

（   ）2.下列何者為力對物體的外效應？ (A)支承之反力 (B)剪力 (C)應力 (D)變形 

（   ）3.在靜力學研討的範圍內，為了研究方便，均將受力的物體或結構件假設為 (A)可變形體 (B)可塑性體 (C)彈性體 

(D)剛體 

（   ）4.已知半圓片之重心至直徑的距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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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剛體所受之力可視為 (A)純量 (B)自由向量 (C)滑動向量 (D)固定向量 

（   ）6.二力作用於一物體上，一力為 10kN，另一力為 20kN，二力之夾角為 60，則其合力大小為 (A)10 (B)10 5  (C)

10 7  (D)30kN 

（   ）7.物體重心位置的求法，一般都是應用 (A)拉密定理 (B)正弦定理 (C)力矩原理 (D)餘弦定理 

（   ）8.質量、力、動量、功、能量等五種物理量，請問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只有質量與能量為向量 (B)只有力為向量 

(C)只有力與能量為純量 (D)只有質量、功、能量為純量 

（   ）11.所謂剛體其定義為 (A)應變與應力成比例的物體 (B)受力可變形，但不致破壞之物體 (C)體內任何二點間之距離

永不改變的物體 (D)鋼質之物體 

（   ）12.三力在同一平面成平衡時，則此三力之作用線必 (A)相交於一點 (B)相交於兩點 (C)平行 (D)若不平行則必相交

於一點 

（   ）16.同平面平行力系中，求合力位置係利用 (A)正弦定理 (B)餘弦定理 (C)拉密定理 (D)力矩原理 

（   ）17.力學為下列何項工程科學必須應用之基礎科學？ (A)機械工程 (B)土木工程 (C)水利工程 (D)以上皆是 

（   ）19.凡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而作用線不在同一直線上之二個平行力稱為 (A)共線力 (B)力偶 (C)力矩 (D)共點力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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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如圖所示，半徑為 R之大圓中，挖去一直徑為 R之小圓後，則其重心位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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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異向二平行力其合力作用點必在 (A)較大力之外側 (B)較小力之外側 (C)兩力之內側較近小力 (D)兩力之內側較

近大力 

（   ）26.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力的三要素為大小、方向、作用點 (B)力偶矩是屬於自由向量 (C)純量是指沒有單位的

物理量 (D)研究物體之運動，常視物體為一質點 

（   ）27.關於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為一種作用 (B)具方向性 (C)三要素為大小、時間、作用點 (D)力的可傳性僅適用

於外效應 

（   ）28.力的可傳性是指 (A)力可平移至平行之直線 (B)力可由一平面平移至另一平面 (C)力可任意改變方向 (D)力可沿

其作用線移動其作用點 

（   ）30.下列何者相當於 1牛頓的力？ (A)1公斤．公尺／秒 2 (B)1公斤．公尺 2／秒 2 (C)1公斤重 (D)9.8公斤重 

（   ）32.1公斤重之力相當於 (A)1焦耳之力 (B)1達因之力 (C)980牛頓之力 (D)9.8牛頓之力 

（   ）34.有一組力為同平面共點力系，若該組力的力多邊形為封閉時，則該組力之合力為何？ (A)1 (B)0 (C)各作用力成

反比 (D)各作用力成正比 

（   ）35.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力為一純量 (B)使物體變形之效應為內效應 (C)力的可傳性原理僅適用於剛體 (D)向

量與純量之乘積為向量 

（   ）36.半徑 r之圓盤，由材料 1和材料 2兩個半圓所組成若材料 1之密度恰為材料 2之兩倍，則此圓盤之質心至圓心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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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如圖所示之圓弧線重心至原點 O的距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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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重量是向量，質量是純量 (B)物體受外力作用時，體內各質點間之距離不會改變，此物

體謂之剛體 (C)力的三要素是大小、方向、作用時間 (D)向量可分類為自由向量、滑動向量、拘束向量等三種 

（   ）40.下列何者為超距力？ (A)汽缸中蒸汽對活塞之推力 (B)摩擦力 (C)桌椅對地板之壓力 (D)重力 

（   ）42.已知二力A及B交於一點，夾角為 ，各自大小為 A及 B，則合力R 之大小為 (A) 2 2A B＋  (B)A＋B (C)

2 2A cos B sin ＋  (D) 2 2A B 2ABcos＋ ＋  

（   ）44.研究物體運動狀態之改變及其改變原因的學科為 (A)靜力學 (B)動力學 (C)彈力學 (D)運動學 

（   ）45.力偶包括大小相等及方向相反之二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此二力作用線必平行 (B)此二力必共線 (C)此二

力有使物體旋轉之傾向 (D)此二力之和為零 

（   ）46.一力除非有限制，否則最多可分成多少個分力？ (A)1個 (B)2個 (C)3個 (D)無限多個 

（   ）48.同平面共點力系求合力時，可應用 (A)平行四邊形法 (B)力矩原理 (C)虎克定律 (D)力之可傳性原理 

（   ）51.以下何者不是 SI國際絕對單位系統之基本單位？ (A)長度 (B)質量 (C)力 (D)時間 

（   ）53.下列哪一門學科，不能將物體視為剛體？ (A)材料力學 (B)靜力學 (C)動力學 (D)運動學 

（   ）56.作用在剛體上某點之力，若可沿該力的作用線任意改變位置，而不會改變該力產生的外效應，則該力為 (A)純量 

(B)自由向量 (C)滑動向量 (D)拘束向量 

（   ）57.產生變形效應之力，是屬於下列何種向量？ (A)自由向量 (B)滑動向量 (C)拘束向量 (D)純量 

（   ）58.下列有關重心、形心與質心的描述，何者不正確？ (A)物體重力之合力的作用線一定會通過該物體的重心 (B)物

體的質心位置可以在該物體的外部 (C)物體的形心坐標會因坐標不同而改變 (D)對所有物體而言，重心、形心與質心的位置會在

同一點 

（   ）61.考慮物體受力所生之內力與變形問題，屬於何種力學？ (A)靜力學 (B)剛體力學 (C)材料力學 (D)動力學 

（   ）64.如有二力大小皆為 20N，兩力間的夾角為 120時，則其合力大小為 (A)10N (B)20N (C)17.32N (D)50N 

（   ）65.一圓弧線半徑為 r，其弧線所對之圓心角為（rad），則該弧線之形心位置至圓心之距離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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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一組同平面不共點之力系，在平衡時，最多可求得之未知力數目為 (A)1個 (B)2個 (C)3個 (D)4個 

（   ）70.有關力的可傳性，下列何者正確？ (A)可將力視為一自由向量 (B)可適用於力的變形效應 (C)必須有固定的著力

點 (D)在同一直線上力可任意滑動而不影響其運動效應 

（   ）71.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一段直線的重心為該直線之中點 (B)一段圓弧線的重心為該段圓弧線之中點 (C)一個

圓的重心為該圓之圓心 (D)物體的重心，不一定在物體內部或外部 

（   ）73.研究力對物體所產生的內效應時，必須把力當做何種向量處理？ (A)滑動向量 (B)自由向量 (C)拘束向量 (D)對

稱向量 

（   ）74.下列何者為向量？ (A)速率 (B)加速度 (C)溫度 (D)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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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2.A  3.D  4.A  5.C  6.C  7.C  8.D  9.B  10.A  11.C  12.D  13.D  14.C  15.A  16.D  17.D  18.B  19.B  20.D  21.D  22.A  23.A  

24.A  25.C  26.C  27.C  28.D  29.B  30.A  31.C  32.D  33.B  34.B  35.A  36.D  37.C  38.C  39.B  40.D  41.C  42.D  43.D  44.B  45.B  

46.D  47.C  48.A  49.C  50.D  51.C  52.D  53.A  54.B  55.A  56.C  57.C  58.D  59.D  60.B  61.C  62.C  63.C  64.B  65.D  66.A  67.B  

68.A  69.C  70.D  71.B  72.A  73.C  74.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