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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我教研室所编(第三版)的基础上，根据1995年国家教委审定的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结构力学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再次修订的。
这次修订工作除注意保持前版教材的特点：贯彻少而精、符合认识规律、便于教与学外，还力求做到
有所改进和有所发展。
在内容方面，删去了静定空间桁架一章，增加了近似法、能量原理以及结构的计算简图和简化分析共
三章。
从教学法考虑，对第三版教材的某些章节内容的叙述、论证和安排的顺序等方面作了改进，以使本书
更符合当前教学改革的要求。
采用本教材的院校，请按各校具体教学要求选择本书内容。
书中少量属于加深和参考的内容，均以“*”号注明。
本版采用了国家标准GB3100～3102-93《量和单位》中规定的有关符号等，在贯彻和实施国家标准方面
做了有益的工作。
本版主编为杨茀康、李家宝，修订工作由杨茀康、李家宝、洪范文主持进行。
参加修订工作的有：杨茀康(第6、15章)、李家宝(第1、13、17章)、洪范文(第7、10章)、王兰生(第2
、3、4、5章)、罗汉泉(第11、14、16章)、李存权(第8、9章)、汪梦甫(第12章)。
全书的插图由乐荷卿、郭宾供。
本修订版请西安冶金建筑科技大学王荫长和刘铮两位教授审阅，他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编辑审读加工过程中，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编辑给予了多方面的具体指导和有益建议，使
本书的质量得以进一步提高。
对此，我们谨表深深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望读者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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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第三版的基础上，根据1995年5月国家教委审定的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结构力学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修订的。
本书内容选材适当，叙述深入浅出，注重联系实际，努力适应当前教学改革的要求。

　　全书共十七章，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共十二章，内容包括：绪论，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虚功原理和结构位
移计算，力法，位移法，渐近法，近似法，影响线及其应用，矩阵位移法。
下册共五章，内容包括：能量原理，结构弹性稳定计算，结构动力计算，结构极限荷载，结构计算简
图和简化分析。
每章后面附有思考题和习题及大部分习题答案。

　　本版采用了国家标准GB 3100～3102-93《量和单位》中规定的有关符号。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土建、水利和道桥类专业及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的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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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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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平面杆件结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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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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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
　§2-4　平面体系在静力学解答方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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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
第三章　静定梁和静定平面刚架
　§3-1　单跨静定梁计算
　§3-2　多跨静定梁计算
　§3-3　静定平面刚架计算
　思考题
　习题
第四章　实体三铰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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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实体三铰拱的数解法
　§4-3　实体三铰拱的合理轴线
　思考题
　习题
第五章　静定平面桁架
　§5-1　概述
　§5-2　结点法
　§5-3　截面法
　§5-4　结点法与截面法的联合应用
　§5-5　各类平面梁式桁架比较
　§5-6　组合结构的计算
　§5-7　静定结构的静力特性
　思考题
　习题
第六章　虚功原理和结构的位移计算
　§6-1　概述
　§6-2　刚体体系的虚功方程及其应用
　§6-3　结构位移计算的一般公式
　§6-4　静定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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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图乘法
　§6-6　静定结构支座位移时的位移计算
　§6-7　静定结构温度变化时的位移计算
　§6-8　线性变形体系的互等定理
　思考题
　习题
第七章　力法
　§7-1　超静定结构概述
　§7-2　力法基本概念
　§7-3　力法典型方程
　§7-4　力法计算示例
　§7-5　支座位移及温度改变时超静定结构计算
　§7-6　超静定结构位移计算和内力图校核
　§7-7　对称性的利用
　§7-8　单跨梁在外因作用下的杆端力
　§7-9　超静定结构的特性
　思考题
　习题
第八章　位移法
第九章　渐近法
第十章　近似法
第十一章　影响线及其应用
第十二章　矩阵位移法
附录　平面杆件结构分析程序（先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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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结构力学的任务是研究结构的组成规律、合理形式以及结构在外因作用下的强度、刚度和稳定
性的计算原理与计算方法。
研究组成规律的目的在于保证结构各部分不致发生相对运动，使其能承担荷载并维持平衡。
进行强度和稳定性计算的目的，在于保证结构的安全并使之符合经济的要求。
计算刚度的目的在于保证结构不致发生过大的在实用上不能容许的位移。
上述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计算，不仅在设计新结构时需要进行，而且在已有的结构需要承受超过以
往预计的荷载时也应加以核算，以判明是否需要加固。
研究结构的合理形式是为了有效地利用材料，使其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结构力学与材料力学、弹性力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的任务基本相同，但在研究对象上则有所分工
。
材料力学基本上只研究单个杆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计算；结构力学主要是研究由杆件所组成的
结构(杆件结构)；弹性力学则研究各种薄壁结构和实体结构，同时也对杆件作进一步的精确分析。
结构力学是一门技术基础课，在专业学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与前修课程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为进一步学习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专业课程奠定必
要的力学基础。
对杆件结构进行强度计算时，首先必须确定在外因作用下所产生的内力，然后便可按此选定或验算各
杆件的截面尺寸。
在杆件结构的刚度和稳定性计算中，也将涉及内力计算问题。
因此研究杆件结构在外因作用下的内力计算便成为本课程今后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1-2结构计算简图一、计算简图的概念实际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要想完全严格地考虑每一结构的全部
特点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建立理论和进行计算，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必须有意识地略去一些次要因素，采用一种简化了的图形来代替实际结构，然后才能建立起相
应的计算理论。
这种用以代替实际结构的简化图形称为该结构的计算简图。
例如，一根横梁(图1-7a)两端搁置在墙上，中间悬挂一重物。
这虽是一最简单的结构，但如果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形进行分析，则因反力沿墙宽的分布规律难以知道
，所以仍无法确定其两端的反力。
现假定其反力为均匀分布，并以其作用于墙宽中点的合力来代替分布的反力，梁则用其轴线来代替，
这样，图1-7a所示的实际结构物便抽象和简化为图1-7b所示的计算简图。
显然，只要墙宽和梁的长度相比小很多，则作上述简化在工程上是完全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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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结构力学》是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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