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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上册）》

前言

本书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课程教学分委员会结构力学课程指导小组的《结构
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A类）》编写。其内容为土木、水利和路桥专业本科（四年制）的必学内容
。编写中主要参考了龙驭球、包世华主编的《结构力学教程Ⅰ、Ⅱ》，杨茀康、李家宝主编的《结构
力学》上、下册，杨天祥主编的《结构力学》上、下册，以及李廉锟主编的《结构力学》上、下册等
。本书旨在体现对结构力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及专业技术基础课程的特点。着眼于课程基本内容的基本
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的论述。通过例题尽可能描述运用结构力学基本概念和综合利用结构力学
概念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安排适量的与内容紧密相关的思考题和习题，引导读者掌握
知识点并得到结构分析和计算的基本能力的训练。全书由王新华任主编。执笔李悦（第3 章），贾红
英（第4 章），王新华（第1、2章，第5章～第11章及其他）。并由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结构力学教
研室主任刘鸣老师、刘青和魏雪英两位老师帮助校稿，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本书由教育部高
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长安大学博士
生导师赵均海教授审阅，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对定稿进行了具体的指导。此外，本书在成书过
程中还得到研究生周蓉、李天华、张东芳、韩向丽、王继秀的鼎力帮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限
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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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上册）》

内容概要

《结构力学(上册)》根据国家教育部审定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全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为课程的基础部分，内容包括：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虚功原理与
结构的位移计算，计算超静定结构内力的力法、位移法和实用计算法，影响线及应用。下册为专题部
分，内容包括：矩阵位移法，结构动力计算基础，结构的极限载荷。
《结构力学(上册)》可作为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专业本科教材。其上册可作为土木工程管理专业、给
水排水专业、工程管理专业本科，以及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专业专科等少学时结构力学课程的教材。
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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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1.1 结构力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在土木工程中，结构指建筑物或构筑物中起承受荷载
及骨架作用的部分。例如，多层框架房屋是由屋面板、楼板、梁、柱和基础等构件组成的结构体系。
结构也可以是一个构件，如挡土墙、单跨桥梁以及单独分析的屋架、基础等。结构中的构件可按变形
特点分为柔性构件和刚性构件两类。当荷载的位置或布置方式改变时，有显著变形且几何形状也随之
改变的构件叫柔性构件。如缆索、索网、薄膜或篷布等。柔性构件只能承受拉力。当荷载无论怎样变
化时，变形微小且几何形状并无明显改变特征的构件叫刚性构件。如砖、石、钢筋混凝土等材料制成
的构件。柔性构件一般只是结构的一部分。常见建筑的结构一般由刚性构件构成。本课程仅涉及由刚
性构件构成的结构。通常，刚性构件组成的结构（图1.1.1）可按其构件的几何尺度特征分为以下三类
：杆系结构——由长度远大于横截面尺度的直杆或曲杆组成，是普遍使用的结构形式，如桥梁结构、
框架结构等。薄壁（壳）结构——由长度和宽度远大于厚度的平面或曲面薄板组成。常用于较大跨度
的屋面，如用作影剧院、展览馆等的屋面结构。实体结构一～三维尺度大致为同一数量级的块体。如
块式基础、大坝、挡土墙等。结构力学的研究对象是杆系结构。在先修的材料力学中，已由单根杆件
结构建立了杆件的应力（或内力）、应变（或变形）的概念，以及杆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理论。
结构力学主要研究结构的基本组成规则及合理形式，计算杆系结构内力、位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
及对结构进行概念分析的知识。研究结构的基本组成规则，是为了在结构自身的构件组成及连接方式
上确保结构的稳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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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结构力学(上册)》：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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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朋友买的，挺不错的书。考研长安大学的可以看看

Page 9



《结构力学（上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