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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结构力学Ⅱ—专题教程》，共7章，主要内容包括静定结构总论、超静定结构总论、能
量原理、结构动力计算续论、结构和稳定计筧、结构的极限荷载、结构力学与方法论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土建、水利、力学等专业结构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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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选取结构计算简图是进行结构力学计算的第一步，而且是影响全局的第一步。
这是结构力学的一项基本功，在以后的课程学习和工程实践中还要继续学习和提高。
培养分析综合能力是方法论学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建模中要学会分清主次和剪枝留干的方法，这是分析综合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
在结构力学中还要学习化整为零和积零为整的方法，这是分析综合方法的另一种运用形式。
2.隔离体方法——转化搭桥。
过渡法的范例求静定结构约束力（内力、支座反力）的基本方法是隔离体法，即人为地截断约束，取
出隔离体，建立平衡方程，解出约束力的作法。
初学隔离体法时往往感到不习惯，好端端的一个结构于吗要人为地去截断、去隔离呢？
后来虽然用惯了，也往往不从方法论角度去深入探究。
实际上，这体现了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要用对比联系、过渡转化的观点来认识事物。
如果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往往是看不清楚的。
静定结构中的约束力藏在约束里面。
为了了解它，求解它，先要截断相应的约束，把约束力暴露出来，由隐藏的力变为可以主动变化的“
变力”。
隔离体是截断约束后从结构中隔离出来的自由刚体（或刚体体系），在“变力”作用下，隔离体的“
表现”一般是处于不平衡状态，然后进行对比，认出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转化条件，建立起平衡方程，
最后求出约束力。
因此，隔离体法是暴露、对比、过渡、转化的方法。
或者说，是“欲擒故纵”法。
要抓住约束力，先要故意放纵它，让它变，让它表现，然后从不平衡表现的对比中才能认出平衡条件
，把它抓出来。
3.受力分析与构造分析之间的对偶关系——对偶呼应。
对比法的范例静定结构的全部约束力（内力和支座反力）都可以由平衡方程组求出它们的解答。
问题是可解的。
我们不仅关心平衡方程组的可解性，更关心求解工作的高效率。
要解得快，尽量不解或少解联立方程。
最理想的情况是：每建立一个新的平衡方程时，只出现一个新的未知力。
这就需要对隔离体的选取方式和选取顺序进行优化。
参考书里有些隔离体选取得非常巧妙，受到读者的赞赏，甚至觉得这种奇思妙法很难学会，不免发出
“可至而不可学”的感叹！
我们不应当把隔离体的优选问题比喻为猜谜语的智力测验，而应当找出它的规律，成为有法可循和“
可至而又可学”的学问。
这个规律其实很简单：根据结构的构造特征来选取隔离体，选取隔离体和去约束的过程应当与几何组
成和加约束的过程正好相反，两个过程互为逆过程。
概括地说，就是“后搭的先拆”。
后搭的先拆。
应用这个规律的典型例子可列举如下：静定多跨梁选取隔离体的顺序是：先附属部分，后基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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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结构力学2:专题教程(第2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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