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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结构损伤检测理论与应用》

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回顾了各种监测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其在结构健康监测（SHM）中的应用。本书强调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和典型应用，并侧重理论方法研究和工程应用的有机结合，内容涉及弹性波数值模拟、
非线性声学、探测概率模型、压电传感技术、模态滤波技术、热成像技术以及基于视觉的监测技术等
诸多学科，充分体现了损伤探测和结构健康监测的技术前沿。全书共分10章：第1章引论，第2章介绍
弹性波在平面结构中传播的数值模拟方法，第3章介绍结构健康监测系统（SHM）辅助探测概率模型
的应用，第4章提供了非线性声学在SHM中应用的状况，第5章讨论用于产生和传感表面波和兰姆波的
压电换能器，第6章给出了机电阻抗（EMI）方法，第7章回顾了采用传感器阵列选取兰姆波聚焦的方
法，第8章介绍了模态滤波器的理论和应用，第9章讨论了在无损评价（NDE）和结构健康监测（SHM
）中使用热成像技术的不同方式，第10章介绍了基于视觉的监测系统。本书收集了近年来结构健康监
测、损伤探测以及压电传感技术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包括大量相关示例，内容新颖，图表清晰
，实用性强。本书可供从事无损检测、SHM以及相关传感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也可供机械和土木工程等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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