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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1工程”是我国建国以来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以便我国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一百所
高水平大学，使其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重大问题的基地，
形成我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整体优势，增强和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跟上和占领世界高层次人才
培养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尤其是1400所地方高校已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0％，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实现
大众化的重要力量，成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生力军。
“211工程”建设对于我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服务北京的能力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1996年12月我校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成为北京
市属高校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2001年6月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211工
程”一期建设验收，2002年10月顺利通过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可行性论证。
我校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根据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科学定位，找准
目标，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的办学方针和“立足北京，融入北京，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定位指
导思想，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重点建设了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
城市建设与交通、生物医药、环境与能源、经济与管理类学科，积极发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加
强了基础类学科，形成了规模、层次及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实现了从工科大学向以工为主，理、工
、经、管、文、法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转变，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转变。
我校现有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5个
硕士学位授权点。
教师中有院士6人，博士生导师150人，教授230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30％。
我校年科研经费已达到2.3亿元，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40项，材料学科获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奖，抗震减灾学科与交通学科2002年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计算机学科2003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光电子学科在新型高效高亮度半导体发光二极管、新医药与生物工程学科
在国家P3实验室建设和抗HIV药物的研制、环境与能源工程学科在奥运绿色建筑标准与大气环境治理
、光学学科在大功率激光器研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国家中长期能源规划等方面均取得了特色鲜
明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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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计算固体力学》讲述了计算固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应用技术和最新发展状况，详细阐述了
工程问题有限元分析的基本方法和程序，介绍了有限元法应用中的若干技术和经验。
《现代计算固体力学》注重原理与实践、理论与应用的结合。
《现代计算固体力学》可作为工程类各专业研究生和工科本科生的教材，可供科技人员、计算力学应
用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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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4 本书的结构计算固体力学仍在发展中，许多新的数值方法不断出现，特别是有限元法的新应
用越来越广。
关于有限元法理论和应用的研究论著在大量地发表。
尽管各种类型的单元有几千种之多，但新的单元类型仍然层出不穷；大量的应用研究将有限元法用于
解决形状和边界条件特别复杂的问题、多物理、多介质耦合问题、大规模非线性问题等。
本书以计算固体力学中的有限元法为主。
如果位移和应力在三个坐标方向是一般性变化的，则称为三维固体问题。
如果位移和应力在其中的一个坐标方向保持不变或忽略其变化，则称为平面问题或二维固体问题。
二维和三维固体问题（包括旋转固体）的有限元法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讨论。
一个平板受面内载荷的作用是平面问题，但受垂直平面的横向载荷作用，将使平板弯曲，这是平板的
弯曲问题或简称板问题。
曲的板就是壳体，一维的板（板的位移和应力在一个跨度方向不变）就退化为梁。
梁、板和壳的有限元法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讨论。
固体材料往往在超出弹性变形的塑性变形范围内承担载荷。
弹塑性有限元分析已经是工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九章中讲述。
结构在动力载荷作用下的响应可分为自由振动的特征值问题和强迫振动的动态响应问题。
结构动力学有限元分析的关键是建立正确的模型、选择适当的算法和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详细内容将在第十章讨论。
有限元商业软件的发展，使得工程应用人员逐渐将有限元法作为一个黑箱使用。
但这有很大的风险。
尽管软件代替人工完成了非常繁复甚至人工不可能完成的线性方程组求解和前后数据处理等工作，但
是一个有限元分析的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分析者对问题的物理实质的把握和对有限元技术的全面理
解。
第十一章主要探讨有限元应用中的相关问题。
本书的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属于比较特殊或高等的问题。
第十二章中的特殊有限元法是为解决特殊问题而设计的。
这样的特殊单元很多，它们与普通单元没有本质的差别，对通用程序进行部分修改就可以实现这些特
殊单元。
但它们对相应的特殊问题确实很有效。
第十三章的非结构有限元采用类比的方法将有限元推广到非结构的位势场问题，可以看出有限元法的
一般性和宽广的应用性。
第十四章为耦合问题，主要包括多场耦合与多孔介质中的流固问题。
第十五章的多变量有限元法可使读者了解改进单元性能和构造新单元的途径，扩展知识视野，了解研
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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