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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前言

本书第5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第4版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力
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的最新“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改革的新成果修订而
成。修订后的新版教材仍保持原书内容取材适宜，叙述精练，由浅入深，联系实际，符合课程的认知
和发展规律等特点，同时注意按照教材市场需求和教材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当的创新。本次修订的内容
主要有：1.在章节内容方面进行了两处微调。一是在第十一章影响线及其应用中增加了影响线与内力
图的区别部分内容，以提升影响线概念的教学力度。二是在第十二章结构动力学中增加了“多自由度
结构在任意荷载作用下的受迫振动”和“地震作用计算”两节，增加前一节的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本章
论述内容趋于完整，同时也为后一节的介绍提供部分支撑；而增加后一节的动机则是希望在结构动力
学的学习中铺垫台阶；以利转入后续抗震专业课程的学习。尽管本书中“地震作用计算”一节的内容
完全限于传统的结构动力学基本理论范畴，但仍加了+号，建议作为选学章节。2.为了适应教学实际情
况和需要，将第4版中的十二章与十四章的位置和序号作了对调。3.增补了部分复习思考题、例题和习
题。本书第5版的修订由李廉锟主持；参加具体修订工作的是陆铁坚（第一章至第六章，上册附录I、
Ⅱ），陈玉骥（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和杨仕德（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上册附录Ⅲ和下册附录I、Ⅱ）
；缪加玉、钟桂岳和卢同立参加了修订前期工作，缪加玉并为修订方案提供了系统的书面意见。本书
第5版原稿承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刘世奎教授审阅，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设性意见；使用本书第4版的许
多院校教师同仁也对本书的改善和提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所有这些意见和建议均对本书第5版
的定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限于作者能力和水平，书中难免存在
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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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内容概要

《结构力学(第5版)(上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第4版的基础上，根据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国家标
准及教学改革发展需要修订而成。《结构力学(第5版)(上册)》内容取材适宜，叙述精练，由浅入深，
联系实际，符合课程的认知和发展规律。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15章。上册包括绪论、平面体系的机动分析、静定梁与静定刚架、静定拱、静定
平面桁架、结构位移计算、力法、位移法、渐近法、矩阵位移法和影响线及其应用等11章及附录平面
刚架静力分析程序；下册包括结构动力学、结构弹性稳定、结构的极限荷载和悬索计算等4章。全书
各章均附有复习思考题和习题及部分答案；上下册各附有自测题两套供测试参考。
《结构力学(第5版)(上册)》可作为高等学校土建、水利、力学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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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作者简介

李廉锟，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44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硕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先
后在湖南大学、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长沙铁道学院任教授和土木系、数理力学系主任。长期为本科生
和研究生讲授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土力学、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钢木结构和结构设计理论等课
程。以教风严谨，教学效果优良著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武汉桥梁工程期刊上发表连载文章，比
较系统地介绍有限单元法的原理和应用，是我国最早引进和推广有限单元法的学者之一。曾编写和主
编结构力学、土力学及地基基础等教材五部。其中，198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结构力学》（
第二版）获1987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9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结构力学》（第三版
）获2000年铁道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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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书籍目录

主要符号表第一章  绪论    §1—1  结构力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1—2  荷栽的分类    §1—3  结构的计
算简图    §1—4  支座和结点的类型    §1—5  结构的分类    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平面体系的机动分析    
§2—1  概述    §2—2  平面体系的计算自由度    §2—3  几何不变体系的基本组成规则    §2—4  瞬变体
系    §2—5  机动分析示例    §2—6  三刚片体系中虚铰在无穷远处的情况    §2—7  几何构造与静定性
的关系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三章静定梁与静定刚架    §3—1  单跨静定梁    §3—2  多跨静定梁  
 §3—3  静定平面刚架    §3—4  少求或不求反力绘制弯矩图    §3—5  静定结构的特性    §3—6  静定空
间刚架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四章  静定拱    §4—1  概述    §4—2  三铰拱的计算    §4—3  三铰拱
的合理拱轴线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五章  静定平面桁架    §5—1  平面桁架的计算简图    §5—2  
结点法    §5—3  截面法    §5—4  截面法和结点法的联合应用    §5—5  常用梁式桁架的比较    §5—6  
组合结构的计算    §5—7  用零载法分析体系的几何构造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六章  结构位移计
算    §6—1  概述    §6—2  变形体系的虚功原理    §6—3  位移计算的一般公式  单位荷载法    §6—4  静
定结构在荷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    §6—5  图乘法    §6—6  静定结构温度变化时的位移计算    §6—7  
静定结构支座移动时的位移计算    §6—8  线弹性结构的互等定理    §6—9  空间刚架的位移计算公式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七章  力法    §7—1  概述    §7—2  超静定次数的确定    §7—3  力法的基本
概念    §7—4  力法的典型方程    §7—5  力法的计算步骤和示例    §7—6  对称性的利用    §7—7  超静
定结构的位移计算    §7—8  最后内力图的校核    §7—9  温度变化时超静定结构的计算    §7—10  支座
位移时超静定结构的计算    §7—11  用弹性中心法计算无铰拱    §7—12  两铰拱及系杆拱    §7—13  超
静定结构的特性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八章  位移法    §8—1  概述    §8—2  等截面直杆的转角位
移方程    §8—3  位移法的基本未知量和基本结构    §8—4  位移法的典型方程及计算步骤    §8—5  直
接由平衡条件建立位移法基本方程    §8—6  对称性的利用    §8—7  有侧移的斜柱刚架    §8—8  温度
变化时的计算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九章  渐近法    §9—1  概述    §9—2  力矩分配法的基本原理
   §9—3  用力矩分配法计算连续梁和无侧移刚架    §9—4  无剪力分配法    §9—5  剪力分配法    复习思
考题    习题    答案第十章  矩阵位移法    §10—1  概述    §10—2  单元刚度矩阵    §10—3  单元刚度矩阵
的坐标转换    §10—4  结构的原始刚度矩阵    §10—5  支承条件的引入    §10—6  非结点荷载的处理    
§10—7  矩阵位移法的计算步骤及示例    §10—8  几点补充说明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第十一章  影
响线及其应用    §11—1  概述    §11—2  用静力法作单跨静定梁的影响线    §11—3  间接荷栽作用下的
影响线    §11—4  用机动法作单跨静定梁的影响线    §11—5  多跨静定梁的影响线    §11—6  桁架的影
响线    §11—7  利用影响线求量值    §11—8  铁路和公路的标准荷栽制    §11—9  最不利荷栽位置    
§11—10  换算荷载    §11—11  简支梁的绝对最大弯矩    §11—12  简支梁的包络图    §11—13  超静定
结构影响线作法概述    §11—14  连续梁的均布活载最不利位置及包络图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附
录I  平面刚架静力分析程序    §I—1  程序的功能和算法    §I—2  程序的结构    §I—3  变量及数组    §I
—4  程序的使用步骤    §I—5  程序的扩大应用    §I—6  源程序PF．FOR    复习思考题    习题    答案附录
Ⅱ  上册自测题附录Ⅲ  索引参考文献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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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工程中的房屋、塔架、桥梁、隧道、挡土墙、水坝等用以担负预定任务、支承荷载的
建筑物，都可称为结构。为了使结构既能安全、正常地工作，又能符合经济的要求，就需对其进行强
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计算。这一任务是由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等几门课程共同来承担的。
在材料力学中主要研究单个杆件的计算；结构力学则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由杆件所组成的结构；弹性
力学将对杆件作更精确的分析，并将研究板、壳、块体等非杆状结构。当然，这种分工不是绝对的，
各课程间常存在互相渗透的情况。如上所述，结构力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杆系结构，其具体任务是：
（1）研究结构在荷载等因素作用下的内力和位移的计算。在此基础上，即可利用后续相关专业课程
知识进行结构设计或结构验算。相关专业知识将在后续相关专业课程中予以介绍。（2）研究结构的
稳定计算，以及动力荷载作用下结构的动力反应。（3）研究结构的组成规则和合理形式等问题。结
构力学是一门技术基础课，它一方面要用到数学、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等课程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为
学习建筑结构、桥梁、隧道等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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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编辑推荐

《结构力学(第5版)(上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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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精彩短评

1、书很好，讲的很细，学不好是我自己的原因，好难！：（
2、不错，教材一直挺贵的
3、还挺好的  快速  服务态度也不错
4、机动法写的太简略了 最讨厌的是没有配套解答 其它还好了~
5、给四分吧，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学了一学期直到考完试，虽然在学的过程中无数次抓狂，虽然
考完对答案错了特别多，但是总体来看三大力学我觉得材力是最难学的，理力最简单，结力比理力稍
难一点。结力主要是思想比较绕，但是学会了之后很容易了，材力公式实在太多，很无力。。
6、很糟糕的书，国内的书，让人看得惨不忍睹，每次要看这种书，我都得事先鼓起极大的勇气，这
考验的不是智力，而是忍耐力。
7、教材，看了n遍
8、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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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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