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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力学》

前言

　　建筑力学是工程管理、城市规划、交通工程、建筑学等非结构专业的重要技术基础课，近年来，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内容、体系、学时等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变化。根据教学的需要，本书
旨在体现力学理论与建筑结构设计的特点，从力学理论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出发，一改以往建筑力学只
把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按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力学的惯例简单组合在一起的编写习惯，结合
建筑结构设计的特点由浅人深地介绍力学原理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同时也考虑到学员在学习建
筑力学时保持力学思想应用于建筑结构设计中的连贯性与递进性，从而达到学员系统理解与掌握建筑
力学的基本原理的目的，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力学基础。　　本书编写的具体特点如下：　
　一、本书编写从知识体系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力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的介绍　　第
二部分：建筑结构的基本知识介绍　　第三部分：利用力学原理解决静定的建筑结构设计问题　　第
四部分：利用力学原理解决比较复杂的建筑结构设计问题　　二、本书编写从结构体系上分为两大主
线　　第一部分：刚体的受力特征与分析　　第二部分：变形体的受力特征与分析　　本书具体编写
是按静力学的基本知识、建筑结构基本知识、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内力计算、静定结
构的影响线及其应用、弹性变形体的基本知识、结构构件的强度与刚度问题、静定结构位移计算、压
杆稳定问题和超静定结构问题的顺序，把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三大力学知识有机贯通，汇
成一体，另成建筑力学新体系。因此，本教材具有既考虑建筑设计思路，又兼顾静定结构与超静定结
构计算的特点。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工程管理、城市规划、交通工程、建筑学等非结构专业学习
建筑力学的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院校与成人高校师生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感谢上官子昌
副院长和李守巨教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有不足、错漏
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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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力学》

内容概要

《建筑力学》在编写时试图按静力学的基本知识、建筑结构基本知识、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
定结构内力计算、静定结构的影响线及其应用、弹性变形体的基本知识、结构构件的强度与刚度问题
、静定结构位移计算、压杆稳定问题和超静定结构问题的顺序，把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三
大力学知识有机贯通，汇成一体，构成建筑力学新体系。因此，本教材具有既考虑建筑设计思路，又
兼顾静定结构与超静定结构计算的特点。《建筑力学》可作为大专院校工程管理、城市规划、交通工
程、建筑学等非结构专业学习建筑力学的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院校与成人高校师生及有关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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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力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静力学基本知识第一节 静力学的基本概念一、刚体的概念二、力的概念三、力矩与力偶的概
念四、平面力系五、合力与平衡状态第二节 静力学公理与定理一、静力学公理二、合力矩定理三、平
面力偶等效定理四、力的平移定理第三节 力的合成与分解一、几何法二、解析法第四节 平面力系的
合成一、平面汇交力系的合成二、平面力偶系的合成三、平面平行力系的合成四、平面任意力系的合
成第五节 平面力系的平衡一、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二、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三、平面平行力系的平衡
四、平面力偶系的平衡第六节 空间力系一、力的分解与合成二、力矩与力偶矩矢三、空间力系的平衡
思考题习题第二章 建筑结构的基本知识第一节 建筑与结构一、建筑的三要素与三重性二、建筑与结
构的协调三、建筑力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第二节 结构上的作用一、直接作用二、间接作用三、作用的
方式四、作用的性质五、作用的取值第三节 约束及约束反力一、活动铰支座——滚轴支座二、固定铰
支座三、固定支座四、定向支座第四节 结构计算简图一、杆件及杆与杆之间的连接构造的简化．二、
支座的简化三、荷载的简化第五节 建筑结构的分类一、梁二、刚架三、拱四、桁架五、组合结构思考
题习题第三章 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平面体系自由度的计算一、自由度二、约
束三、平面体系的计算自由度数第三节 结构几何组成规则一、一点与一刚片连接规则二、两刚片连接
规则三、三刚片规则四、瞬变体系第四节 结构几何组成分析示例第五节 静定结构与超静定结构思考
题习题第四章 静定结构内力计算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静定结构的受力分析一、静定结构的支座反力计
算二、结构构件的内力及其求法三、内力图四、荷载与内力之间的关系五、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第三
节 静定梁的內力计算一、单跨梁的内力计算二、多跨静定梁的内力计算三、梁的合理设计第四节 静
定平面刚架的內力计算一、概述二、刚架的特点和分类三、静定平面刚架的内力计算第五节 平面桁架
的內力计算一、概述二、静定桁架的内力计算三、几种主要梁式桁架受力性能的比较第六节 三铰拱的
內力计算一、拱式结构的特征二、三铰拱的内力计算三、合理拱轴的概念四、三铰拱的性能，第七节 
静定平面组合结构的內力计算第八节 静定结构的基本特性思考题习题第五章 静定结构的影响线及其
应用第一节 影响线的概念第二节 静力法作影响线一、静力法绘制影响线的基本步骤二、静力法绘制
简支梁的影响线三、静力法绘制伸臂梁的影响线四、静力法绘制在间接荷载作用下简支梁的影响线五
、静力法绘制桁架的影响线六、静力法绘制三铰拱的影响线第三节 机动法作影响线一、机动法绘制影
响线的基本步骤二、机动法作影响线的具体做法第四节 影响线的应用一、利用影响线求结构的反力与
内力二、利用影响线判定最不利荷载位置三、简支梁的内力包络图和绝对最大弯矩思考题习题第六章 
弹性变形体的基本知识第一节 弹性变形体的概念及基本假设一、弹性变形体的概念二、弹性变形体的
基本假设第二节 杆件变形的基本形式一、轴向拉伸或轴向压缩二、剪切三、扭转四、弯曲第三节 正
应力与剪应力的概念第四节 正应变与剪应变的概念第五节 胡克定律与泊松比一、胡克定律二、泊松
比三、广义胡克定律第六节 材料拉伸与压缩时的力学性质一、材料拉伸试验二、材料压缩试验第七节
失效、许用应力一、失效二、许用应力第八节 二向应力状态下的强度条件一一强度理论第七章 结构
构件的强度与刚度问题第八章 静定结构位移计算第九章 压杆稳定问题第十章 超静定结构计算附录Ⅰ
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附录Ⅱ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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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力学》

章节摘录

　　第六章 弹性变形体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弹性变形体的概念及基本假设　　一、弹性变形体的
概念　　工程中的构件均由固体材料（比如钢、混凝土）制成。这些固体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会发生变
形，称为变形固体。如果变形在外力卸去后消失，则称这种变形为弹性变形；不能消失的变形称为塑
性变形。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是变形固体的两大宏观属性。在材料力学中，通常把构件简化为发生弹
性变形的变形固体，即弹性变形体。　　构件所用材料虽然在物理性质方面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
的共同特点是在外力作用下均会发生变形。为了解决构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问题，需要研究构件
在外力作用下的内效应——内力、应力、应变等。应力与应变与构件材料的变形有关。因此，在研究
构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问题时，不能再将物体看作刚体，而应将组成构件的固体材料看作弹性变
形体。　　二、弹性变形体的基本假设　　材料力学是以变形固体的宏观力学性质为基础，并不涉及
其微观结构，所以，在进行理论分析时，为了使问题得到简化，可以取弹性变形体作为材料力学中研
究对象的理想化模型，但必须作出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一）连续性假设　　认为组成固体的物
质是连续、毫无空隙地充满了固体的体积。根据这个假设，物体内的一些物理量才能用连续的函数表
示其变化规律，对这些量就可以进行坐标增量为无限小的极限分析，从而有利于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实际上，可变形固体内部存在着气孔、杂质等缺陷，但其与构件尺寸相比极其微小，可忽略不计，
我们的假设就是可以成立的。　　（二）均匀性假设　　认为物体内部各部分的材料性质都是完全相
同的。根据这个假设，从构件内部任何部位切取的微小单元体都与构件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从任
意一点处取出的体积单元，其力学性能都能代表整个物体的力学性能。这样，在研究构件时，可取构
件内任意的微小部分作为研究对象。　　（三）各向同性假设　　认为在固体的任意一点的各个方向
都具有相同的材料性质。即物体的力学性能不随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对于各向同性的材料（如钢材、
铸铁、玻璃、混凝土等），从不同方向作理论分析时，都得到相同的结论。但有些材料（木材、复合
材料等）沿不同的方向表现的力学性能是不同的，称为各向异性材料。我们着重研究各向同性的材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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