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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与其合作者，以及他们所指导的研究生们多年来在混凝土强度和变形方面的试验和理
论研究成果的汇集和总结。

全书分作上、下两篇，共16章。
主要内容在上篇有：混凝土力学性能的基本特点，单轴受压、受拉和
剪切作用下的强度和变形规律，不同强度等级、应变（力）梯度、重复加卸载等情况下的性能；下篇
有：混
凝土的多轴试验技术，多轴强度和变形的一般规律，破坏形态和机理、破坏包络面和准则表达式，非
线弹
性本构模型，以及非单调比例加载时的性能等。

本书着重总结有关试验研究结果，分析混凝土受力性能的机理和一般规律，最终表达为适当的本构
模型，以便在理论分析和处理实际工程问题中应用。
可供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以及从事结构工程
的科研、设计和施工工作的技术人员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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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过镇海1934年生，江苏
省无锡市人。
现为土木工
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并任全国钢筋混凝土结构
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和预
应力漏凝土学会理事等职。

主要科研领域有：预应力
混凝土屋架、结构工程的
整体性能、二阶段受力叠
合梁、加气混凝土材料和
构件、素混凝土和约束混
凝土在单调和反复荷载下的
性能、混凝土的受拉和剪切
性能、混凝土的多轴强度
和本构关系、混凝土材料
和结构的抗火性能等。
在
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
文六十余篇，曾获部委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
各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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