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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作为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要战线的高等学校，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高等教育战线按照“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高等学校的土木类教材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出版了许多优秀教材。
但在满足不同层次的院校和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方面。
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部分教材尚未能反映最新颁布的规范内容。
为了配合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体现高等学校在教材建设上的特色和优势。
满足高校及社会对土木类专业教材的多层次要求。
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最新形势。
人民交通出版社组织了全国二十余所高等学校编写“交通版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规划教材”，并
于2004年9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
确定了教材编写的总体思路：于2004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全面审定了各门教材
的编写大纲。
在编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这套规划教材已陆续出版。
　　这套教材包括“土木工程概论”、“建筑工程施工”等31门课程，涵盖了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课的主要系列课程。
这套教材的编写原则是“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强调结合新规范、增大例题、图解等内容的比例并适当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新发展。
力求通俗易懂、图文并茂。
其中。
对专业基础课要求理论体系完整、严密、适度。
兼顾各专业方向，应达到教育部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规定要求：对专业课要体现出“重应用”及
“加强创新能力和工程素质培养”的特色。
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准确性、正确性和适应性。
专业课教材原则上按课群组划分不同专业方向分别考虑。
不在一本教材中体现多专业内容。
　　反映土木工程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符合我国国情、与现有教材相比具有明显特色是这套教材所
力求达到的。
在各相关院校及所有编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交通版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规划教材必将对我国高等
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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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交通版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规划教材之一，是按照教育部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拟定的《
结构力学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全书共十三章，分上、下两册。
上册共九章，内容包括：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第三章静定梁、静定平面刚
架和三铰拱；第四章静定桁架和组合结构；第五章虚功原理和结构的位移计算；第六章力法；第七章
位移法；第八章力矩分配法；第九章结构在移动荷载下的计算。
下册共四章，内容包括：第十章矩阵位移法；第十一章结构的动力计算；第十二章梁和刚架的极限荷
载；第十三章结构的稳定问题。
每章均有思考题、习题及习题答案。
    本书为土木工程专业，即“大土木”的房建、路桥、水利等各类专门化方向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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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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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振动  第七节  多自由度体系在任意荷载作用下的强迫振动及振型叠加法  第八节  考虑阻尼时多自由
度体系的强迫振动  第九节  无限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第十节  能量法计算自振频率  思考题  习题  习
题答案第十二章  梁和刚架的极限荷载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极限弯矩、塑性铰和破坏机构  第三节  确
定极限荷载的几个定理  第四节  确定极限荷载的方法——超静定梁的极限荷载  第五节  平面刚架的极
限荷载  思考题  习题  习题答案第十三章  结构的稳定问题  第一节  稳定的概念及两类稳定问题  第二节  
确定临界荷载的静力准则及静力法  第三节  用初参数法建立稳定方程  第四节  确定临界荷载的能量准
则及能量法  第五节  剪力对临界荷载的影响  第六节  组合压杆的稳定  第七节  用矩阵位移法计算刚架
的临界荷载  思考题  习题  习题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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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实际结构的形状和所受荷载比较复杂时，用传统的手算方法对其进行计算，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有时甚至不能求解。
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结构分析的计算方法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有限元法就是伴随着电子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数值分析方法。
应用有限元法对杆件结构或连续体进行分析时都要借助矩阵。
矩阵表达式简洁、紧凑，便于编制计算机程序，适宜在高速数字计算机进行自动化运算。
　　传统位移法和矩阵位移法基本原理是相同的，只是后者在表达形式上采用了矩阵形式。
矩阵方法用于分析杆件结构时，通常称为结构矩阵分析方法；用于分析连续体时，称为有限单元法。
结构矩阵分析法就是有限单元法在杆件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结构矩阵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将结构看成是由有限个单元组成的整体，以单元结点的位移或结
点力作为基本未知量求解。
其解题过程可以概括为：“一分一合”。
所谓“分”就是将结构离散为单元。
通过单元分析，根据物理条件确定单元杆端力与杆端位移之间的关系式，即“单元刚度方程”。
所谓“合”就是根据位移条件确定结点位移和杆端位移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据平衡条件确定结点力与
杆端力之间的关系，将已经离散的单元再组合为原结构。
这样，通过“一分一合”或“拆了再搭”的过程，建立结点力与结点位移之间的关系式，即整个结构
的刚度方程。
最后，解算刚度方程，完成结构计算。
　　与传统的力法、位移法和混合法相对应，结构矩阵分析方法依所选未知量不同，也可分为矩阵力
法、矩阵位移法和混合法。
当以结构的多余约束力为基本未知量时，称为矩阵力法，亦称柔度法；当以结构的结点位移为基本未
知量时，称为矩阵位移法，亦称刚度度法；当以结构中部分多余约束力及部分结点位移为基本未知量
时，则称为混合法。
在杆件结构矩阵分析中，混合法很少采用。
矩阵力法用于分析超静定结构时，由于基本体系和多余约束力未知量的选取不是唯一的，因此它不适
合编制计算机通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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