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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鸿、王红、宋德传编著的《力学与土木工程》按我国现行最新建筑规范编写，其主要内容包括静力
学基本知识、杆件的基本变形、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超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弹性力学的基本知识
、薄板小挠度弯曲问题、全量理论及全量形式的弹塑性边值问题、增量理论及增量形式的弹塑性边值
问题、土木工程概论、建筑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等。
每章小结作为结尾，对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理论、求解方法作归纳性总结，以利读者巩固有关的知识
。

《力学与土木工程》主要作为土建类的工程造价管理专业、工程测量、给排水、建筑工程、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等本科生使用，同时也可作为工程力学等相近专业的高职和成人教育的学生使用，并适于
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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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应力超过比例极限后，由a点到b点，应力和应变不再是直线关系。
但拉力解除后，变形仍可全部消失，则称这种变形为弹性变形。
b点对应的应力，保证只出现弹性变形的最高应力，称为弹性极限σt。
比例极限和弹性极限值非常接近，一般对比例极限和弹性极限并不严格区分。
 应力大于弹性极限后，如将拉力解除，则试件变形的一部分随之消失，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弹性变形；
但还遗留下一部分变形不再消失，这种变形称为残余变形或塑性变形。
 2）屈服阶段。
应力超过此例极限增加到某一数值时，会突然下降，而后做微小的波动，应变则有明显的加大。
在应力 应变图上出现接近水平线的小锯齿形线段。
这种应力基本保持不变，而应变明显增大的现象，称为屈服或流动。
屈服阶段内，比较稳定的波动应力的最低点称为屈服极限σs。
 在屈服阶段，若试件表面经过磨光，将出现大约与轴线成45。
的条纹，这是由于材料内部发生相对滑移形成的，称为滑移线。
它由于轴向拉伸时45°斜面上产生了最大剪应力。
可见屈服现象的发生与最大剪应力有关。
 到达屈服极限将出现明显的塑性变形，对工程构件一般来说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σs是衡量材料强度的重要指标。
 3）强化阶段。
屈服阶段过后，要增加变形必须增加拉力，低碳钢又恢复了抵抗变形的能力。
这一阶段称为强化阶段。
强化阶段中的最高点e对应的应力σb是材料能承受的最高应力，称为强度极限。
它是衡量材料强度的另一重要指标。
 4）局部变形阶段。
到达强度极限后，试件在某一局部范围内横向尺寸突然缩小，形成颈缩现象。
产生颈缩部分的急剧变形引起试件伸长的迅速加大；也由于颈缩部位截面面积的快速减小，试件伸长
所需拉力明显减少。
在应力一应变图中，用横截面原始面积计算的应力也随之下降，试件最后在颈缩部分被拉断。
 （2）材料的塑性指标。
 1）延伸率。
 试件拉断后保留着塑性变形。
延伸率是衡量材料塑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用δ表示，定义为 δ=11-1/1×100％ 从上式可以看出，塑性
变形越大，δ也越大。
下程上通常按延伸率的大小来区分材料的塑性和脆性。
把材料分成两大类：δ>5％的材料为塑性材料，如碳钢、黄铜、铝合金等；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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