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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向量式结构力学》主要讲述了，向量式理论是结构行为分析的一个创新概念。
此法为求解大变形、大变位、碰撞、倒塌等力学行为应运而生。
以此理论为基础，可以用简单而系统化的程序对结构做实境模拟，通过计算，预测出在受到外力之后
结构的真实反应。
《向量式结构力学》的重点在于诠释和比较传统理论和向量式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步骤。
在推导公式并解说了计算步骤之后，每一章都举出一组例题。
例题中除了有控制公式，也列出详细的计算步骤和MATLAB程序。
计算结果除了有数据，还展示了结构行为的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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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处理复杂的结构几何和组合时，要使用大量的空间点和连接点。
而处理三维或精确的力学模式，则需要复杂的内力计算步骤。
虽然如此，在这两组循环计算中，基本上只包含一个标准的运动公式和一个标准的内力公式，因此，
流程简单而系统化。
这是向量式分析可以有效处理复杂的三维模式和体系的原因。
 4）步长讨论 步长的选择是引用差分计算时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此，就隐式或显式差分法对步长的权衡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般问题分析，对步长的需求有两个方面： （1）在任意一个时段内，计算的结果需要有足够的数据
点，以对结构的行为作准确的描述。
这是物理行为对步长的需求。
 （2）函数微分用差分公式作近似的计算，必定会有误差的累积。
为了避免在持续计算的过程中，误差累积得太过于迅速而导致发散，要对步长的值作限制，以控制误
差。
这是数值计算对步长的需求。
 一个差分计算的步长选择，是要从分析问题的性质上来权衡这两种步长的需求。
例如，图5.4是一个常见的振动问题。
取A点的位移为变量，用假设模态（assumed mode）可以将整体结构的振动行为表示成与式（5.18）相
似的单自由度振动公式。
如果用A点的行为来衡量步长，从A点的振动周期可以计算出一个需要准确描述振动行为的物理步长值
。
如果用的是显式差分公式作这个振动公式的时间积分，那么，由计算误差又可以得到一个数值步长值
。
由于整体结构的振动周期一般很长，行为描述的步长值比较大，而差分公式的数值步长值一般很小；
于是，通过比较这两种步长要求，数值计算的临界值（数值步长）常是分析的选择。
 倘若改用隐式差分法来求振动公式的解，在数值计算上步长可能没有限制；那么，物理步长是分析的
选择。
隐式差分在步长的选择上有了明显的优势。
 假如，在同一个振动问题中，考虑的不是整体结构的行为，而是每一根组成杆件的行为，如杆件a—6
。
如果也用单自由度公式来表示a与b两点间的相对轴向振动，由式（5.23）～式（5.26）的讨论，可知这
种行为取决于a、b两点之间的跨距和轴力波传递的速度。
由于振动的周期很短，物理步长就必需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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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量式结构力学》可供结构力学、结构动力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土木工程、机械工
程、航天航空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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