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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力学》

内容概要

《建筑力学》依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土建类专业力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充分吸收高职教育力学课程改
革的成果，着力体现“职业性”与“高等性”的高职教育特色，对传统静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
的内容进行了精选，对知识体系作了必要有效地调整，使多门与土木工程有关的力学内容融为一体。
理论体系由浅入深，顺序符合认知规律；基本理论满足专业要求，内容上突出工程实用性；表述简单
直观，章节编排简洁明了。
全书共12章，主要内容有物体的受力分析、平面力系的合成与平衡、空间力系的平衡、平面图形的几
何性质、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杆件的应力与强度计算、应力状态与强度
理论、杆件的变形和结构的位移计算、超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影响线和压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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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力学的研究对象在生产、生活实际中，为了满足各种不同的使用要求，需要建造不同的建筑
物，如楼房、桥梁、水坝、体育场馆等。这些建筑物从开始建造到建成使用，都要承受各种力的作用
。如楼板在施工中除承受自身的重量外，还要承受工人和施工机械的重量；楼板将这些作用力传给梁
；梁又通过两端将力传给柱；柱则将力传递给基础；基础最后将力传给地基。工程中把主动作用于建
筑物上的外力称为荷载。将建筑物中承受并传递荷载而起骨架作用的部分称建筑结构，简称结构。、
组成结构的单个物体称构件，板、梁、柱、基础等都是常见的构件。结构按其主要组成构件的形状和
尺寸可分为以下三类：　　·实体结构。是指由长、宽、高三个方向尺寸相差不大的构件组成的结构
，如重力式挡土墙、重力式水坝等。　　·板壳结构。是指由厚度远小于其他两个方向尺寸的构件组
成的结构。其中，表面为平面形状者称为板；表面为曲面形状者称为壳。例如一般的钢筋混凝土楼面
均为平板结构，悉尼歌剧院的屋面就为壳式结构。　　·杆系结构。将长度方向的尺寸远大于横截面
上两个尺寸的构件称为杆件。由若干杆件通过适当方式相互连接而成的结构体系称为杆系结构。若组
成杆系结构的所有杆件的轴线都在同一平面内，并且荷载也作用在该平面内，这种结构称为平面杆系
结构；否则，称为空间杆系结构。对于空间杆系结构进行计算时，常常可根据其实际受力情况，将其
分解为若干平面杆系结构来分析，可使计算得到简化。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平面杆系结构。　　建
筑力学的基本任务对于建筑结构和构件，必须保证安全工作。若要结构安全地工作，结构和构件必须
满足以下力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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