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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单元法基础》

前言

　　本书是21世纪之初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之一，基于当时的认识及
出于良好的愿望，认为21世纪土木类本科生应该必须掌握计算力学的基础内容——有限单元法基础。
但是近10年来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实践表明，因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当时的认识并不完全
适合当前的实际。多次调查表明，除少数一流高校外，各普通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计划一般都将
有限单元法列为选修课，而且基本上是任选的选修课。鉴于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学分制，像弹性力学、
有限单元法等课程无疑比结构工程类选修课难学，因此选学这类基础理论类选修课的学生非常少。更
有甚者，个别学校为提高考研升学率，对必修课结构力学中基本要求规定掌握的矩阵位移法都放松要
求甚至不学，当然他们的学生更不会学习有限单元法这样的选修课。　　而另一方面，近年研究生的
招生规模和数量增加很快，还新增设了工程应用型硕士生的招生和培养设置。土木、交通、水利工程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般都将有限单元法列为学位课。考虑到上述本科教育的具体情况，本书原来就
不要求弹性力学甚至矩阵位移法知识基础这一出发点还是可取的。为了满足本科生和不同层次硕士研
究生的使用要求，本次修编着力于以下几点工作：　　（1）在确保理论科学严谨的前提下，尽可能
通俗易懂地提供本书所必需的知识，增加部分必要的说明，以期消除学习本教材的困难。　　（2）
目前大型商用有限元分析软件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但是普遍反映对如何建模、如何判断结果和利用
结果感到困惑，为此在有限篇幅下尽可能结合一些实例增加这方面的说明。　　（3）为了适应土木
、交通、水利工程各专业研究生的教学要求，对第7章增加了T9型非完全协调单元、考虑剪切变形影
响的Mindlin板单元、广义协调元基本思想、考虑剪切变形影响的曲面壳体单元和工程分析的若干问题
（此部分内容本科生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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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单元法基础》

内容概要

《有限单元法基础(第2版)》是“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之一，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编而成。《有
限单元法基础(第2版)》共分为7章，包括绪论、变形体虚位移原理、杆件体系结构单元分析、杆件体
系结构的整体分析、平面问题有限元分析、空间问题与轴对称问题以及弹性板壳有限元分析初步等内
容。本次修编对内容构架未做大的改变，在保持本科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考虑到当前研究生入学
时的知识水平和研究生教学的要求，新增了关于力学建模、逐步精细化分析技术、板壳分析的加深内
容和工程分析中的若干问题等教学内容。
《有限单元法基础(第2版)》可供土木、交通、水利和工程力学专业本科教学和部分土木、交通、水利
专业的研究生使用，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学习有限单元法的入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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