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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工程技术的日益进步和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对结构力学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大型工程结构在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的分析，要求强化结构力学基本概念的综合运用和概念
设计的理念；另一方面，运算能力的剧增又要求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分析理论与方法。
这就促使传统结构力学向“概念结构力学”和“计算结构力学”两个方向的纵深发展。
高等学校工程类专业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需要与之相适应，以利于培养出满足现时代需要的专业人才
。
　　本书的编写力求改变以往课程教学中常以介绍传统的结构力学计算方法为主的状况，而是致力于
结构力学基本概念的培养及其运用能力的提高。
结构计算电子化后，许多传统的计算方法本身可能已逐步失去实际应用价值，但其相应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原理在结构分析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
实际上，力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工程中的综合运用能力，则正是当代结构工程领域科技人员所应
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
　　本书的特点是：以结构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科学运用为主线；以认知规律为出发点；
以工程实践为背景；以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为目标。
本书注意概念清晰、内容简明、深入浅出和联系实际。
在介绍解题方法的同时更注重“就事论道”和“由技入道”，力求使学生深刻领会客观规律并掌握事
物的本质。
　　本书是同济大学有关教师在长期从事结构力学教学、科研以及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体现了
作者有关“概念结构力学”的基本思想。
全书分上册（共7章）、下册（共5章），由朱慈勉主编并编写第1、5、9、10章。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江利仁（第3章）、张伟平（第6章部分内容、第12章），李建新（第6章部分
内容、第1l章及附录），龙仲芬（第4、7章）和王琳鸽（第2、8章）。
书中强调了有关线弹性体系的基本假设，以及各种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公式的适用前提；突出了
静定和超静定结构受力状态的概念分析，并纳入了对于概念分析有重要作用的剪力分配法的基本原理
；提出了诸如利用瞬时中心求解带斜杆的超静定刚架、运用联合法绘制影响线和利用电模拟分析杆件
并联、串联关系等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编写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概念分析和与工程实践密切相关的例
题和习题，其中不少是近年来的期终试题或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本书承蒙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刘世奎教授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哈尔滨工业大学王焕定教授、同济大学朱伯钦教授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同济大学教务处对本书的出版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冷金荣、顾绍义、罗文钊等精心制作
了本书的电子文稿，一并表示感谢。
　　欢迎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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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构力学（上）》以结构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科学运用为主线，以工程实践为背景
，以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为目标。
其目的是为适应现代工程概念设计和结构分析计算机化后工程技术人员力学基本素质方面的要求，体
现了 “概念结构力学”的基本思想。
在介绍各种方法的同时更强调“就是论道”和“由技入道”，力求使学生掌握结构力学的真谛。
内容编写上还加强了启发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正确地分析工程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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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要符号表第1章 绪论§1-1 结构力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1-2 结构的计算简图§1-3 结构和荷载的
分类§1-4 基本假设第2章 平面体系的几何构造分析§2-1 概述§2-2 平面体系几何不变的必要条件
§2-3 平面几何不变体系的基本组成规则§2-4 平面体系几何构造分析举例§2-5 体系的几何构造与静
定性习题第3章 静定结构§3-1 概述§3-2 静定梁和静定平面刚架§3-3 三铰拱§3-4 静定平面桁架§3-5 
组合结构§3-6 静定空间结构§3-7 静定结构的一般性质习题第4章 静定结构的影响线§4-1 移动荷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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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构在非荷载因素作用下的位移计算§5-7 线弹性体系的互等定理习题第6章 力法§6-1 力法的基本
概念§6-2 超静定次数与力法基本结构§6-3 力法原理与力法方程§6-4 力法解超静定结构§6-5 对称性
的利用§6-6 支座位移、温度变化等作用下超静定结构的计算§6-7 超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6-8 超静
定结构内力计算的校核§6-9 超静定拱习题第7章 位移法§7-1 位移法的基本概念§7-2 位移法基本未知
量和基本结构§7-3 等截面直杆的转角位移方程§7-4 位移法原理与位移法方程§7-5 位移法解超静定
结构§7-6 对称性的利用§7-7 支座位移、温度变化等作用的位移法计算习题附录A 铁路和公路的标准
荷载制附录B 习题答案附录C 索引主要参考文献SyIlopsisC0ntents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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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结构力学是结构工程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它与先修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以及后继
的弹塑性力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前者是属于基础力学；通常的结构力学是以杆系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也称为狭义结构力学；弹塑性
力学则以实体结构和板壳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
　　现代工程技术的日益进步和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对结构力学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大型工程结构在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的分析要求强化结构力学基本概念的综合运用和概念设
计的理念；另一方面，运算能力的剧增要求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分析理论和方法，这就促进了传统
结构力学向概念结构力学和计算结构力学两个方向的纵深发展。
为了适应科技的进步，结构工程领域科技人员的角色和作用也正在发生许多根本性的改变，这就决定
了结构力学的课程教学需以力学基本概念及其科学运用为主线；以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规律为出发点；
以工程实践为背景；以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为根本目标。
　　一个实际结构的受力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如果完全按照实际结构的工作状态进行分析，事实上
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同时也是不必要的，因而在对实际结构进行力学分析之前，需要作出某些简化和
假设。
在计算时常把实际结构中的一些次要因素加以忽略，但是又要能反映出实际结构的主要受力特征。
这种经过简化了的结构图形称为结构的计算简图。
在力学计算中，结构的计算简图就是实际结构的代表。
结构计算简图的合理选择，在结构分析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也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结构计算简图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原则：　　（1）保留主要因素，略去次要因素，使计算简图能
反映出实际结构的主要受力特征，这就是“存本去末”的简化原则。
　　（2）根据需要与可能，并从实际出发，力求使计算简图便于计算，这就是“计算简便”的简化
原则。
　　此外，根据不同的要求与具体情况，对于同一实际结构可选取不同的计算简图。
例如，在初步设计阶段可选取较为粗糙的计算简图，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可选取较为精细的计算简图；
采用手算时可选取较为简单的计算简图，采用电算时可选取较为精确的计算简图；在动力计算时，由
于计算比较复杂，可选取较为简单的计算简图，在静力计算时，由于计算比较简单，可选取较为精确
的计算简图等。
　　在选择计算简图时，需要对实际结构的情况进行多方面的简化。
以下就作简要的介绍。
　　1.结构体系的简化　　杆系结构可分为平面杆系结构和空间杆系结构两大类。
实际结构一般都是空间结构，这样才能抵御来自各个方面的荷载。
但在多数情况下常可以忽略一些次要的空间约束的作用，或是将这种空间约束作用转化到平面内，从
而将实际结构分解为平面结构，使计算得以简化。
2.杆件的简化杆系结构中的杆件，在计算简图中均用杆件的轴线来表示，杆件的长度一般可用轴线交
点问的距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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