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梁之剪力與彎矩 

探討梁受到橫向力作用，其梁內部產生反作用力(剪力、彎矩力)的情形。以分析點剖開畫

自由體圖，在靜力平衡下，除了剪力平衡外，還與支點產生彎矩平衡。 

(一) 剪力V：  

1.先求出支承點反力 

2.依梁分析點位置截斷開，畫出一側自由體圖 

3.平衡方程式∑ 𝐅𝐲 = 𝟎，求出該點之剪力大小 

4.判斷(+)、(–)：對自由體圖而言，若剪力為順

時針轉向，則為(+)；否則為(–) 

(二) 彎矩 M：  

1.先求出支承點反力 

2.依梁分析點位置截斷開，畫出一側自由體圖 

3.以分析點為力矩中心， ∑ 𝑴𝒙 = 𝟎，求出該點之彎矩大小 

4.判斷(+)、(–) ：對自由體圖而言，彎矩若使梁上彎，則為(+)；使梁下彎為(–) 

 例   

如圖所示之簡支梁，受集中之荷重，試求其 C 點、D 點之剪力及彎矩值。 

 

[解]： 

例 

有一外伸梁，如圖所示，受 120N/m 之均佈荷重，試求其 B 點之彎矩值 

 

練習 

有一簡支梁，受力情形如下圖所示，試求其中點之剪力值及彎矩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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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剪力圖與彎曲力矩圖 

(一) 剪力圖：剪力大小為縱座標；桿件位置為橫座標所繪剪力圖。 

(二) 彎矩圖：彎矩大小為縱座標；桿件位置為橫座標所繪彎矩圖。 

(三) 面積法 

1. 梁上兩斷面剪力差值 = 該兩斷面之荷重圖面積 

2. 梁上任兩斷面彎矩差值 = 該兩斷面之剪力圖面積 

 

(四) 繪圖步驟 

 

※剪力圖 抛物線型式：由荷重圖 面積變化來判別 

※彎矩圖 抛物線型式：由剪力圖 面積變化來判別 

 

 

 

 

 

 

 

 

說明: 

1.A、C 兩點荷重圖面積=250×2=-500 

A 點剪力值=600N，AC 兩點剪力差=-

500，C 點剪力值=600-500=100N 

 

2. A、C 兩點剪力圖面積

=(600+100) ×2÷2=700，A 點彎矩值=0 

AC 兩點彎矩差=700，C 點彎矩值

=0+700=700 

 
重點二 



例 

有一簡支梁其所受荷重情形，如下圖所示，試繪製剪力圖及彎矩圖，並求出 C 

點、D 點之剪力及彎矩值 

 

 

例 

有一外伸梁其所受荷重情形，如下圖所示，試以繪製剪力圖及彎矩圖求其 C 點、B

點之剪力及彎矩值 

 

例 

 

 

 

 

 

 

 [基本剪力圖與彎矩圖] 

 

 

 



三、危險斷面 

 (一)危險斷面（臨界斷面）：當梁之斷面尺寸相同時，產生彎矩之絕對值為最大時之斷面  

 

 

(二)討論： 

 (1) 剪力等於零（V=0）處未必是危險截面，必須就彎矩圖之局部極大值加以比

較，其中彎矩值之絕對值為最大時之截面才是危險截面。 

 (2) 懸臂梁之危險斷面一定在固定端。 

 (3) 簡支梁之危險斷面在剪力圖之剪力由正變負處或由負變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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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四、簡支梁受移動負載之最大剪力與彎曲力矩 

假定： 

1.移動負載力：為可移動之一組（兩個以上）集中負載力，且負載力間距為定值。 

2.移動負載力中最大負載𝑷𝒙與移動負載力之合力，兩者間之平分線與跨距中心重合時，

則此𝑃𝑥所在位置之彎矩為最大值。 

3.當最左／最右之移動負載位在左／右支點處時，則會產生最大剪力。 

例 

一承受移動負載之簡支梁，如圖所示，試求此梁可能承受之最大彎矩 M max 為若干？及

承受之最大剪力 V max為若干？ 

 

 

例 

 

 
  

 重點四 



力學下冊 第十一章梁之剪力與彎曲力矩 96-108 年歷屆考題集錦 

96>統測 1 C 

 
96>統測 2 BD 

 
96>統測 3 C 

 
97>統測 4 C 

 
97>統測 5 D 

 
97>統測 6 C 

  



99>統測 7 D 

 
99>統測 8 B 

 
00>統測 9 A 

 
00>統測 10 C 

 
01>統測 12 D 

 
01 統測>13 D 

 



02 統測>14 A 

 
03 統測>15 D 

 
03 統測>16 A 

 
04 統測>17 C 

 
04 統測>18 A 

 



05 統測>19 C 

 
05 統測>20 C 

 
06 統測>21 A 

 
07 統測>22 C 

 
08 統測>23 D 

 
08 統測>24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