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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1—1中曾经提到：结构力学问题的解法，从其表述形式来看，可分为两类：第一
类解法——应用荷载和内力之间的平衡方程（在动力问题中为运动方程）、应变和位移之间的几何方
程及应变和应力之间的物理方程（本构方程）求解结构的内力和位移。这是一种常用的或传统的解法
，可称为平衡（运动）—几何—物理解法，或者简称为“三基方程解法”（这里把平衡、几何、本构
三类方程简称为“三基方程”）。在静力分析中也称为静力法。 第二类解法——把平衡（运动）方程
、几何方程用相应的虚功方程或能量方程来代替。这种解法称为虚功法或能量法。在虚功法中，用虚
位移方程代替平衡方程，用虚力方程代替几何方程，由于物理方程还没有引入，所以这些虚功方程对
弹性或非弹性问题都可应用。在能量法中，由于一开始就引入弹性方程，并采用弹性能量的形式来表
述相应的方程，因此只对弹性问题才能应用。 两类解法是彼此相通的，只是在表述形式上有些差异。
两类解法之间存在许多对偶关系。学习时不要把两种解法割裂开来，以为彼此毫不相干；而是要把二
者互相联系和对照，掌握二者之间的对偶性，学一知二。要学会“由此及彼”，要学会“翻译”，把
一类解法中的方程和结论翻译成另一类解法的方程和结论。 本章介绍能量原理和能量解法。首先，介
绍能量原理中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势能原理和余能原理。并且指出，势能原理与位移法相通，余能原
理与力法相通。其次，在势能原理和余能原理的基础上，引入分区混合概念，介绍分区混合能量驻值
原理。最后，将卡氏第一、第二定理加以推广，介绍势能和余能偏导数定理及分区混合能量偏导数定
理。 13—1可能内力与可能位移 本节对杆件结构的静力方程和几何方程加以回顾，并引人静力可能内
力、几何可能位移等概念。它们通常分别简称为可能内力、可能位移。此外还介绍几何可能应变和静
力可能应变等概念。 简单地说，静力可能内力指的就是平衡内力，几何可能位移指的就是协调位移。
实际上这些概念前面早已涉及：例如力法的第一步是求静力可能内力，然后从多种静力可能内力中把
真实内力选出来；又如位移法的第一步是求几何可能位移，然后从多种几何可能位移中把真实位移选
出来。由于可能内力和可能位移等概念在能量原理和虚功原理中是重要概念，因此这里对这些概念再
作一些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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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结构力学2:专题教程(第3版)》是根据“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教育部
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在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结构力学2:专题教程(第3版)》可作
为高等学校土建、水利、力学等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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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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名家之作，值得拥有，是土木工程学子必看的书。
2、质量好，还是彩印的，不错
3、书内容和印刷都不错，物流真是现在代社会中比马还逊的速度。
4、内容丰富非常全面会的
5、挺好的，很适合考研用
6、纸质很好，发货速度快，书也很好
7、双色印刷；非常好；不愧是大家之作
8、结构力学经典教材，没得话说，不错~
9、内容充实，很好的一本书，喜欢
10、还不错，书市双色印刷的。
11、只是把章节的次序和难度分开上下册。和上一版区别不大，就是有几行彩色字。价钱太高了。建
议还是不要用新版。这新版我觉得大概是为了赚钱吧。
12、土木工程考研必备，很好，很经典就是比李昆廉都深奥一点哦
13、五一搞活动买了两本结构力学（基本教程+专题教程），当时是满100返20，买的时候选择一块发
货，但收货的时候是分开递的，不知道还能不能返这20，不过书的质量不错，值得选购！希望另一本
能够快点发货
14、正版，书看起来不错~
15、不错哦，价格能够再优惠些就更完美了
16、书是彩色的，色彩鲜明，感觉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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