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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上下)》

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批准修正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多学时）所
规定的基本内容，结合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土木工程专业的业务培养目
标、业务培养要求，参考现行的结构力学教材，根据一般普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由大连民族学院、
沈阳工业大学联合编写。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土建类其他各专业及有关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结构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
包括绪论、结构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及位移计算、静定结构的影响线、超静定结构
的力法计算等内容。下册包括超静定结构的位移法及渐近法计算、超静定结构的影响线、矩阵位移法
、结构稳定计算、结构的极限荷载、结构动分析等内容。其中在节号上冠有＊号的内容可供选学，不
同专业可根据专业的需要酌情取舍。每章均有思考题，以活跃思维、启发思考，加深对基本概念的认
识；精选的习题对掌握基本的运算技能具有重要作用。本教材的编写反映了参编院校多年积累的教学
经验，特别是结合新专业目录中对宽口径的土建类人才培养要求方面注意了吸取其他各兄弟院校教材
的优点，加强了基本概念及理论知识的阐述，力图保持结构力学基本理论的系统性、内容的先进性，
并恰当地掌握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由浅入深、注意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及方便教
学等原则。根据目前计算机的普及应用，特别是计算机在结构分析中的应用，在选定编写内容时与矩
阵位移法紧密结合，编入了刚架静力分析的源程序，使学生初步具有编写和使用结构计算程序的能力
，以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刘玉彬（第1、2、3、4章），白秉三（第10
、11、12、13章），陈长征（第7、8章），罗跃纲（第14、15章），栗青（第5章），宁宝宽（第9章
），谭素杰（第6章），赵天雁（第16章）。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目前流行的结构力学教材中适合一般
普通院校特点的内容，在此对这些教材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一些错
误或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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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上下)》

内容概要

《结构力学(上下)》包括上、下两册。上册（第1章至第8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结构的几何组成分
析，静定梁和静定刚架，三铰拱、曲杆和悬索结构，静定桁架和组合结构，静定结构的影响线，虚功
原理和结构的位移计算，力法；下册（第9章至第16章）主要内容包括位移法，渐进法和超静定结构的
影响线，矩阵位移法，结构的极限荷载，结构的弹性稳定，结构的动力计算、单自由度体系的振动，
多自由度体系和无限自由度体系的振动，结构自振频率和振型的近似计算。《结构力学(上下)》可供
高等院校工科类本科生及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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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上下)》

书籍目录

前言
上册
第1章 结论
1?1 结构力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和学习方法
1?2 结构的计算简图
1?3 杆件结构的分类
1?4 荷载的分类
思考题
第2章 结构的几何组成分析
2?1 几何组成分析的基本概念
2?2 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则
2?3 瞬变体系
2?4 几何组成分析举例
2?5 结构的几何组成和静定性的关系
思考题
习题
第3章 静定梁和静定刚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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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上下)》

章节摘录

　　符合上述假定的桁架称为理想桁架，在分析计算中通常把理想桁架简称桁架。显然，满足以上假
设的桁架各杆均为二力杆，只承受轴力。根据上述假定我们可将图5．1（a）的钢筋混凝土屋架简化成
图5．1（b）所示的桁架计算简图，屋盖及各杆的重量化为集中荷载作用在结点上。　　实际桁架与
计算简图之间往往差异较大，上述假定并不能完全实现。首先，在各杆的连接处，不同的材料有不同
的连接方式。钢桁架可采用焊接或铆接，钢筋混凝土桁架往往采用整体浇筑，而木结构为榫接或螺栓
连接，因而各杆轴线不一定准确交于结点上。其次，桁架荷载也不是只承受结点荷载作用，实际桁架
中不仅有轴力而且还有弯矩和剪力。试验及计算结果表明，按理想桁架计算的结果中，轴力起主导作
用，称为主内力，而弯矩和剪力均较小，称为次内力。引起次内力的主要因素是结点的刚性，要分析
次内力，可把铰结点换为刚结点，按刚架计算简图计算，显然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桁架的计算中仅考
虑轴力，略去弯矩、剪力的影响，杆件变为如上所述的二力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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