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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构力学》是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非力学类专业力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提出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进行编写的“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十二章，包括绪论、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粱与静定刚架、三铰拱、静定平面桁架、
静定结构位移计算、力法、位移法、渐进法计算超静定结构、影响线及其应用、矩阵位移法、结构动
力分析等。
为便于学习，全书章节后均附有思考题和习题，以及参考答案。

《结构力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农业工程、土建、水利、水土保持等类专业结构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
作为其他专业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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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结构的受力分析都是在计算简图中进行的，因此，计算简图的选择是结构受力分析的
基础，选择不当会导致计算结果不能反映结构的实际工作状态，严重的话将会造成工程事故。
所以，应该十分重视对计算简图的选择。
结构计算简图的选择原则是：（1）结构计算简图应能正确地反映实际结构的主要受力情况和变形性
能，使计算结果接近实际情况。
（2）计算简图要保留主要因素，略去次要因素，便于结构分析计算。
当然，对于一个实际结构来说，其计算简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要求和条件来
选用。
例如在结构初步设计阶段，可以采用一种较为简单的计算简图；当最后计算时，再用一种较为复杂的
计算简图，以保证结构的设计精度。
一、确定结构计算简图的要点确定结构的计算简图时，应从结构体系、材料、支座、荷载四个方面进
行简化。
（一）结构体系的简化结构体系的简化包含了体系、杆件及结点的简化。
实际结构一般都是空间结构，承受来自各方向可能出现的荷载。
但对多数空间结构而言，常可以略去一些次要的空间约束，将空间结构简化为平面结构，使计算得以
大大简化。
对于组成结构的杆件而言，由于其横截面尺寸比长度要小得多，而截面上的应力可由截面内力来确定
，因此，在计算杆件内力时，杆件用轴线表示，杆件之间的连接处则简化为结点。
结点按其连接方式不同，可分为铰结点、刚结点和组合结点。
（1）铰结点：铰结点的特点是各杆件在铰结点处可以相对转动，但不能相对移动。
如果假定不存在转动摩擦，则铰结点可传递力，但不能传递力矩。
这种理想情况在实际结构中并不存在，但在螺栓、铆钉的连接处、木屋架的端结点处刚性不大，而变
形、受力特性大致接近铰结点，可按铰结点处理。
钢桁架结点图如图1-3所示。
（2）刚结点：刚性结点的特点是与刚结点相连接的各杆件在连接点处既不能相对移动，也不能相对
转动，因此刚结点即能传递力，也能传递力矩。
如图1-4（a）所示，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点或其他连接方法连接的刚性很大的结点常可视为刚结点
，其计算简图如图1-4（b）所示。
（3）组合结点：将铰结点和刚结点组合在一起形成的结点称为组合结点。
如图1-5中所示的E点即为组合结点。
组合结点E是由EF、ED、EB三杆在该结点相连，其中EF与EB二杆是刚性连接，ED杆与EF、EB杆则由
铰连接。
组合结点处的铰又称为不完全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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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结构力学》是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非力学类专
业力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提出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进行编写的。
以培养和造就“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的创造性复合型人才为宗旨，在阐述结构力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将经典内容与计算机数值分析方法相结合，力求做到文字
精练，表述严谨，层次分明，概念准确。
为使本教材具有较广的适应面，还注意到了农业工程不同专业和其他学科专业的学时需求，内容选编
上达到了多学时专业要求的广度和深度，中、少学时在教学中可适度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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