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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构力学教程2：专题教程（第3版）》是在第1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
品教材）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以本教材为基础的教学实践获2001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清华大
学“结构力学”课程被评为2003年度国家精品课程。
　　本次修订字斟句酌，力求准确，并增写新章（第14章），反映学科新发展。
修订内容共18章，仍编为《结构力学I——基本教程》和《结构力学Ⅱ——专题教程》。
基本教程着眼于为课程打好基础，落实课程的基本要求；专题教程着眼于扩大和提高，各校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其中不同层次的增选和专题内容，不拘一格地提升教学水平。
全书采用四色印刷，书后配有最新版的《结构力学求解器》。
　　本书为《结构力学Ⅱ——专题教程》（第3版），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静定结构总论、超静定结
构总论、能量原理、结构矩阵分析续论、结构动力计算续论、结构的稳定计算、结构的极限荷载、结
构力学与方法论等。
　　卷I后附有光盘1张，内容包括结构力学求解器、刚架计算框图和源程序等。
另外，与本书配套的还有《结构力学学习指导》、《结构力学网络课程》和《结构力学电子教案》。
配套的教学软件充分发挥多媒体先进的表现手段，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既可作为工科学生在网
络环境下自主、完整、系统地学习结构力学的课程，也可作为从事土建、水利等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知
识更新的自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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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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1章静定结构总论 11-1几何构造分析与受力分析之间的对偶关系 11-2零载法 11-3空间杆件体系的几
何构造分析 11-4静定空间刚架 11-5静定空间桁架 11-6悬索结构 11-7静定结构的受力特性 11-8各种结构
形式的受力特点 11-9简支梁的内力包络图和绝对最大弯矩 11-10位移影响线 11-11用求解器计算结构的
内力包络图 11-12小结 11-13思考与讨论 习题 第12章超静定结构总论 12-1广义基本结构、广义单元和子
结构的应用 12-2分区混合法 12-3超静定结构的受力特性 12-4结构计算简图续论 12-5支座简图与弹性支
承概念 12-6结点简图与次内力概念 12-7剪切变形对超静定结构的影响 12-8连续梁的最不利荷载分布及
内力包络图 12-9小结 12-10思考与讨论 习题 第13章能量原理 13-1可能内力与可能位移 13-2应变能与应
变余能 13-3势能驻值原理 13-4势能法与位移法之间的对偶关系 13-5由势能原理推导矩阵位移法基本方
程 13-6余能驻值原理 13-7余能法与力法之间的对偶关系 13-8分区混合能量驻值原理 13-9卡氏第一与第
二定理和克罗蒂-恩格塞定理 13-10势能和余能偏导数定理--卡氏定理的推广 13-11分区}昆合能量偏导数
定理 13-12小结 13-13思考与讨论 习题 第14章结构矩阵分析续论 14-1概述 14-2单元平衡矩阵及其两种方
案(局部坐标系) 14-3单元几何矩阵及其两种方案(局部坐标系) 14-4“平衡-几何”互伴定理 14-5整体坐
标系中的单元平衡矩阵与单元几何矩阵 14-6整体平衡矩阵与整体几何矩阵 14-7本构矩阵 14-8刚度矩阵
的新算式 14-9矩阵内力法及其两种应用方案 14-10超静定结构的矩阵冗力法 14-11思考与讨论 习题 第15
章结构动力计算续论 15-1多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15-2多自由度体系主振型的正交性和主振型矩阵
15-3多自由度体系的强迫振动 15-4无限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15-5无限自由度体系自由振动的常微分
方程求解器解法 15-6近似法求自振频率 15-7有限元法求刚架的自振频率 15-8用求解器求解自振频率与
振型 15-9小结 15-10思考与讨论 习题 第16章结构的稳定计算 16-1两类稳定问题概述 16-2两类稳定问题
计算简例- 16-3有限自由度体系的稳定--静力法和能量法 16-4无限自由度体系的稳定--静力法 16-5无限
自由度体系的稳定--能量法 16-6无限自由度体系稳定的常微分方程求解器法 16-7刚架的稳定--有限元
法 16-8组合杆的稳定 16-9拱的稳定 16-10考虑纵向力对横向荷载影响的二阶分析 16-11用求解器求临界
荷载和失稳形态 16-12小结 16-13思考与讨论 习题 第17章结构的极限荷载 17-1概述 17-2极限弯矩、塑性
铰和极限状态 17-3超静定梁的极限荷载 17-4比例加载时判定极限荷载的一般定理 17-5刚架的极限荷
载--增量变刚度法 17-6用求解器求极限荷载 17-7小结 17-8思考与讨论 习题 第18章结构力学与方法论
18-1静定结构算法中蕴含的方法论 18-2超静定结构算法中蕴含的方法论 18-3力学方法论的常用三法
18-4分合法 18-5对比法 18-6过渡法 18-7结构力学之道 附录习题答案 索引 参考文献 Synopsis Contents 编
著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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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1—1中曾经提到：结构力学问题的解法，从其表述形式来看，可分为两类：第一
类解法——应用荷载和内力之间的平衡方程（在动力问题中为运动方程）、应变和位移之间的几何方
程及应变和应力之间的物理方程（本构方程）求解结构的内力和位移。
这是一种常用的或传统的解法，可称为平衡（运动）—几何—物理解法，或者简称为“三基方程解法
”（这里把平衡、几何、本构三类方程简称为“三基方程”）。
在静力分析中也称为静力法。
 第二类解法——把平衡（运动）方程、几何方程用相应的虚功方程或能量方程来代替。
这种解法称为虚功法或能量法。
在虚功法中，用虚位移方程代替平衡方程，用虚力方程代替几何方程，由于物理方程还没有引入，所
以这些虚功方程对弹性或非弹性问题都可应用。
在能量法中，由于一开始就引入弹性方程，并采用弹性能量的形式来表述相应的方程，因此只对弹性
问题才能应用。
 两类解法是彼此相通的，只是在表述形式上有些差异。
两类解法之间存在许多对偶关系。
学习时不要把两种解法割裂开来，以为彼此毫不相干；而是要把二者互相联系和对照，掌握二者之间
的对偶性，学一知二。
要学会“由此及彼”，要学会“翻译”，把一类解法中的方程和结论翻译成另一类解法的方程和结论
。
 本章介绍能量原理和能量解法。
首先，介绍能量原理中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势能原理和余能原理。
并且指出，势能原理与位移法相通，余能原理与力法相通。
其次，在势能原理和余能原理的基础上，引入分区混合概念，介绍分区混合能量驻值原理。
最后，将卡氏第一、第二定理加以推广，介绍势能和余能偏导数定理及分区混合能量偏导数定理。
 13—1可能内力与可能位移 本节对杆件结构的静力方程和几何方程加以回顾，并引人静力可能内力、
几何可能位移等概念。
它们通常分别简称为可能内力、可能位移。
此外还介绍几何可能应变和静力可能应变等概念。
 简单地说，静力可能内力指的就是平衡内力，几何可能位移指的就是协调位移。
实际上这些概念前面早已涉及：例如力法的第一步是求静力可能内力，然后从多种静力可能内力中把
真实内力选出来；又如位移法的第一步是求几何可能位移，然后从多种几何可能位移中把真实位移选
出来。
由于可能内力和可能位移等概念在能量原理和虚功原理中是重要概念，因此这里对这些概念再作一些
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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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结构力学2:专题教程(第3版)》是根据“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教育部
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在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结构力学2:专题教程(第3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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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