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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第二分册）》

前言

　　本书的宗旨是使学生在较少的学时内，掌握工程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分析和解决简
单的工程力学问题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本书’采用模块式和贯通式相结合
的方式编写，兼顾近机、近士各类专业的不同需要，各专业可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选择若干相关模块
组织教学。　　本书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根据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学改革的新形势和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特点修订而成的。本次修订继续保持了前两版教材的特色，进一步精选传统内容、强调基本概念、
重视宏观分析、降低计算难度、突出工程应用、注重职业技能和素质的培养，进一步注意内容的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并配备了相应的教学软件包，便于教与学。修订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删去了第二版第一分册的第4章“空间力系与重心”。　　2.将第二版第一分册的第7章“杆件的应力
与强度计算”和第8章“复杂应力状态下杆件的强度计算”整合为一章：本书第一分册的第6章“杆件
的应力与强度”。　　3.在“压杆稳定”一章中增加了“折减系数法”的内容。　　4。配备了相应的
教学软件包。内容有电子教案、学生复习自测系统、试题库、素材库。　　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有：
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沈养中（第一分册第l至7章、第9章、第二分册第1至3章）、河北工程技术高等
专科学校石静（第二分册第4、6章）、李桐栋（第一分册第8、10章、第二分册第5章）。全书由沈养
中统稿。　　本书承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若京教授及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陈位宫教授审阅。他们对书
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许多同行提出了很好的意
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妥之处，敬请同行和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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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第二分册）》

内容概要

《工程力学(第2分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是在第二版的
基础上根据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学改革的新形势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修订而成的。《工程力学(第2
分册)》在编写、修订时精选传统内容、强调基本概念、重视宏观分析、降低计算难度、突出工程应用
、注重职业技能和素质的培养，注意内容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配备了相应的教学软件包，便于
教与学。《工程力学(第2分册)》采用模块式和贯通式相结合的方式编写，兼顾近机、近土各类专业的
不同需要。全书分为两分册。第一分册内容涵盖了原有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包
括绪论、刚体静力分析基础、平面力系、弹性变形体静力分析基础、杆件的内力、杆件的应力与强度
、杆件的变形与刚度、压杆稳定、运动力学基础、动荷载与交变应力。第二分册包含结构力学的主要
内容，包括绪论、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的内力与位移、超静定结构的内力、矩阵位移法、结构计
算的其他问题。每章后有思考题和习题，书后附习题答案。《工程力学(第2分册)》可作为高等职业学
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和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的近机、近土各类专业
工程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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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第二分册）》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杆件结构计算的任务1.2 杆件结构的计算简图思考题第2章 几何组成分析2.1 概述2.2 几何
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则2.3 几何组成分析举例2.4 体系的几何组成与静定性的关系思考题习题第3章 静定结
构的内力与位移3.1 静定结构的内力3.2 静定结构的位移思考题习题第4章 超静定结构的内力4.1 概述4.2 
力法4.3 位移法4.4 力矩分配法思考题习题第5章 矩阵位移法5.1 概述5.2 用矩阵位移法计算连续梁5.3 连
续梁计算源程序思考题习题第6章 结构计算的其他问题6.1 影响线6.2 结构动力分析简介6.3 结构选型与
计算简图思考题习题附录 习题参考答案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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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第二分册）》

章节摘录

　　在本书第一分册中，已经研究了单个杆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本书将进一步研究杆件结
构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为此，必须首先计算结构在荷载或其他因素（如温度改变、支座移动
等）作用下的内力与位移，然后才能对结构进行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计算，以保证结构满足安全和经
济的要求。另外，还必须研究结构的几何组成规律，以保证结构能承受荷载并维持平衡。　　在对某
一结构进行力学分析时，由于实际结构的受力和变形情况比较复杂，完全按照结构的实际工作状态进
行分析往往是困难的，所以必须对结构加以简化，忽略某些次要因素，根据其主要因素取简化图形来
计算。这种简化后的图形称为结构的计算简图。本书今后所称的结构都是指其计算简图。　　选择结
构计算简图的原则如下：　　（1）必须使计算简图尽可能正确地反映结构的实际情况。　　（2）忽
略次要因素，便于分析计算。　　要很好地符合这两项原则，选择最合理的计算简图，不仅需要有较
丰富的实践经验，还需要有较完备的力学知识，才能分析主、次要因素的相互关系，有时还要借助模
型试验或现场实测才能确定较合理的计算简图。1.杆件的简化杆件结构中的杆件，在计算简图中都用
杆轴线表示，其长度则用轴线交点间的距离来确定。2.结点的简化杆件间的相互联结处称为结点。结
点可简化为两种基本类型。　　（1）铰结点。铰结点的特征是所联各杆可以绕结点中心自由转动。
在实际工程中，用铰结点联结杆件的情况很少。例如，在图1－5a所示木结构的结点构造中，是用钢板
和螺栓将各杆端联结起来的，各杆之间不能有相对移动，但可允许有微小的相对转动，故可作为铰结
点处理，其简图如图1－5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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