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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NSYS结构单元与材料应用手册(附光盘基于最新版本14.0)》针对ANsYs 14．0在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进行编写，主要介绍了常用的ANSYS单元和常用的材料模型在ANSYS中的实现和使用方法。根据内容
的侧重点不同，本书可分引言、结构单元、结构材料及算例应用4篇，其中，引言篇主要介绍使
用ANSYS的基础知识，包括ANSYS分析流程、APDI．编程等内容。结构单元篇介绍ANSYS的结构单元
类型，包括点单元、组合单元、连杆单元、梁单元、管单元、二维平面单元、三维实体单元、壳单元
、接口单元、接触单元、MPC单元、表面效应单元、矩阵单元等。结构材料篇介绍ANsYs结构分析中
常见的材料模型，包括线性材料模型、塑性材料模型、超弹性材料模型、粘弹性材料模型、率相关材
料模型、垫片材料模型、肿胀材料模型、蠕变材料模型、记忆合金材料模型、IdPC材料模型、接触摩
擦材料模型、内聚层材料模型等。算例篇以APDL程序方式对ANSYS单元和常见结构材料模型的使用
进行实例说明。本书附录还给出了结构分析涉及的常用命令集，方便读者查阅。
    凌桂龙和沈再阳编著的《ANSYS结构单元与材料应用手册(附光盘基于最新版本14.0)》内容详实，适
合理工院校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教师使用，可以作为ANSYS学习教材供高等院校学
生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以作为从事相关工程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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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ANSYS软件为工程分析提供了充分的分析手段。目前，ANSYS已经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应用，结构分析
领域是ANSYS应用成功的领域之一。针对ANSYS在结构分析领域成功应用的结果以及国内机械类、土
木类等相关领域急需结构工程分析专业人才的需求，凌桂龙和沈再阳编写了《ANSYS结构单元与材料
应用手册(附光盘基于最新版本14.0)》。    本书通过基础知识介绍、材料及单元的说明介绍和使用算例
进行示例，对使用ANSYS进行分析时的材料和单元选择和设置进行说明。    本书根据内容的侧重点不
同共分为四篇，第一篇为引言篇，第二篇为结构材料篇，第三篇为结构单元篇，第四篇为算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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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版的ansys结构单元类型大大减少，分析功能愈加强大，导致之前出版的ansys书籍中的示例都有
些过时了。
2、书的质量还行。看了一下前面的单元和材料章节，发现也是写介绍性的。不过还是挺详细的。后
面例子没有看。
3、不适合初学者，或可作为理论研究吧。如果成为一本好书，可将每一部分细化后在增加相应实例
。目前，所有编写ANSYS书的人，都水平较高，知识面太丰富，浩如烟海，视野如太空。可为之庆祝
。
4、全书大部分是介绍性质的，实际就是ANSYS帮助的中文翻译，没有新意，并且还有不知道是印刷
错误还是什么原因，反正一下让我对清华出版社出的书大失所望，买的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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