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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3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重新进行了改编。
　　编写依据仍然是教育部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所规定的土木工程专业的业
务培养目标、教育部高等学校非力学专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A类）》和建设部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即“大土木”）各类专门化方向的本科学生，也可供参加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考研的学生和参加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的人员以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
考。
　　考虑到近年来各高校《结构力学》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等的实践结果和课时普遍调低的现状，
第3版改动的地方主要有：　　1．为了与主编编写的结构力学双（英）语教材（Bao Shihua and Gong
Yaoqing．Structural Mechanics．Wuhan University of‘Technology Press，2006）完全一致，以便中、英文
教学可以互相参考，将第2～6章全部进行了改写。
这样，采用中文教学的师生，需要时可以参考上述英语教材；采用双（英）语教学的师生，在需要时
也可以参考本书。
　　2．教育部高等学校非力学专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07年印发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A类）》（简称《基本要求》）中，将课程内容分为了两部分：基础部分和专题部分。
基础部分为必修内容，专题部分中的“结构矩阵分析”和“结构的动力计算”（只要求到两个自由度
体系）为必修内容，并去除了一些具体数字方面（如学时数、上机时数等）的硬性要求。
　　按照上述《基本要求》中是否为必修的要求，本书第3版将全书内容明确地划分为两部分：基本
部分和专题、提高部分，前者为必修内容，后者为选修内容。
　　基本部分包括：《基本要求》中的基础部分，即结构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超静定结构和
影响线等；矩阵位移法和结构的动力计算（到两个自由度体系为止）。
基本部分是为课程打好基础，落实课程基本要求的必修内容。
第2版中没有打“*”号的内容第3版中基本都保留下来了，但按照《基本要求》中列为必修和选修的要
求重新进行了划分，即第3版中作为必修的基本部分已按新《基本要求》确定，较第2版有所减少。
专题、提高部分是《基本要求》中未列为必修的内容，包括：稳定、极限荷载、两个自由度以上体系
的动力计算，以及各章中加“*”号的内容。
专题、提高部分一般不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必修内容，个别学校或专业如有需要，可酌情选取其中
某些材料作为教学内容。
　　有关学时数、理论教学时数、上机时数和实践性教学时数等规定，第3版中均去除了。
　　本版修订工作由包世华制定修改方案和大纲。
修订工作分工如下：包世华，第1～9、12、15～17章；辛克贵，第10、11、13、14章。
全书由包世华修改定稿。
　　本书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龙驭球教授和清华大学张铜生教授审阅，龙驭球为主审。
郑州大学樊友景、南昌大学张爱萍和昆明理工大学孙俊对本书进行了审读。
他们对编写大纲及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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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7章，内容包括：位移法，渐近法、近似法和超静定结构的影响线，矩阵位移法(附平面刚架程
序的框图设计和源程序)，超静定结构总论，结构的动力计算，结构的稳定计算，结构的极限荷载。
每章均有本章提要、本章小结、思考题和习题，书后附有习题答案。
    本书按照《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A类》的要求，明确地将课程内容分为了两部分：基本部分
为必修内容；专题、提高部分为选修内容，以便区分使用。
本书与主编编写的英文教材（参考文献8）是完全对应的，便于双语教学时对照使用。
    本书选材适当，内容精练，说理透彻，符合认识规律，注重联系实际，并反映了本学科的新内容。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即“大土木”的房建、路桥、水利等各类专门化方向的教材，也可作为
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的教材，以及供考研究生、参加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的人员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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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1  位移法  11.1  位移法的基本概念  11.2  等截面直杆的形常数和载常数    11.2.1  等截面直杆的形常数   
11.2.2  等截面直杆的载常数  11.3  位移法的基本未知量和基本体系    11.3.1  位移法的基本未知量    11.3.2  
位移法的基本体系  11.4  位移法方程    11.4.1  位移法方程的建立    11.4.2  位移法方程的典型形式  11.5  位
移法计算连续梁和无侧移刚架  11.6  位移法计算有侧移刚架和排架  11.7  位移法计算对称结构  11.8  支座
位移和温度变化时的计算    11.8.1  支座位移和弹性支座时的计算    11.8.2  温度变化时的计算  11.9  用直
接平衡法建立位移法方程    11.9.1  等截面直杆的转角位移方程    11.9.2  用直接平衡法计算超静定结构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12  渐近法、近似法和超静定结构的影响线  12.1  渐近法概述  12.2  力矩分配法的
概念    12.2.1  正负号规定    12.2.2  结点力偶的分配和传递  12.3  单结点的力矩分配——基本运算  12.4  多
结点的力矩分配——渐近运算  12.5  无剪力分配法    12.5.1  无剪力分配法的应用条件    12.5.2  剪力静定
杆件的固端弯矩    12.5.3  零剪力杆件的转动刚度和传递系数  12.6  剪力分配法    12.6.1  柱顶有水平荷载
作用的铰结排架    12.6.2  横梁刚度无限大时刚架的剪力分配    12.6.3  柱间有水平荷载作用时的计算  12.7 
超静定结构的近似法    12.7.1  多层多跨刚架竖向荷载下的分层计算法    12.7.2  多层多跨刚架水平荷载下
的反弯点法  12.8  超静定力的影响线    12.8.1  用静力法绘制超静定梁影响线的原理    12.8.2  用机动法绘
制连续梁的影响线  12.9  连续梁的最不利荷载分布及内力包络图    12.9.1  连续梁的最不利荷载分布   
12.9.2  內力包络图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13  矩阵位移法  13.1  概述    13.1.1  矩阵位移法的基本思路   
13.1.2  结构的离散化与杆端位移、杆端力的正负号规定  13.2  单元分析（一）——局部坐标系中的单元
刚度矩阵    13.2.1  一般杆单元的刚度矩阵    13.2.2  单元刚度矩阵的性质    13.2.3  特殊单元  13.3  单元分析
（二）——整体坐标系中的单元刚度矩阵    13.3.1  单元坐标转换矩阵    13.3.2  整体坐标系中的单元刚度
矩阵  13.4  连续梁的整体刚度矩阵    13.4.1  单元集成法的基本概念    13.4.2  单元定位向量    13.4.3  单元集
成法的实施    13.4.4  整体刚度矩阵的性质  13.5  刚架的整体刚度矩阵    13.5.1  单元定位向量与单元集成   
13.5.2  铰结点的处理  13.6  等效结点荷载  13.7  计算步骤和算例  13.8  忽略轴向变形的矩形刚架的整体分
析  13.9  桁架及组合结构的整体分析    13.9.1  桁架    13.9.2  组合结构  13.10  平面刚架程序的框图设计和
源程序    13.10.1  平面刚架程序的框图设计    13.10.2  平面刚架源程序和算例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14  
超静定结构总论  14.1  超静定结构基本解法的分类和比较  14.2  力矩分配法与位移法联合解有侧移刚架 
14.3  超静定结构的特性    14.3.1  多余约束的存在及其影响    14.3.2  各杆刚度改变对內力分布的影响   
14.3.3  温度和沉降等变形因素的影响  14.4  关于计算简图的补充讨论    14.4.1  结构体系的简化    14.4.2  杆
件的简化    14.4.3  结点的简化    14.4.4  支座的简化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15  结构的动力计算  15.1  动力
计算概述    15.1.1  动力计算的特点    15.1.2  动力荷载的分类    15.1.3  动力计算的自由度  15.2  单自由度体
系的自由振动    15.2.1  单自由度体系自由振动微分方程的建立    15.2.2  自由振动微分方程的解答    15.2.3
 结构的自振周期和自振频率    15.2.4  阻尼对自由振动的影响  15.3  单自由度体系的受迫振动    15.3.1  单
自由度体系受迫振动微分方程的建立    15.3.2  简谐荷载作用下结构的动力反应    15.3.3  一般荷载作用下
结构的动力反应    15.3.4  阻尼对受简谐荷载受迫振动的影响    15.3.5  有阻尼时的杜哈梅积分  15.4  两个
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15.4.1  两个自由度体系自由振动微分方程的建立    15.4.2  频率方程和自振频率 
  15.4.3  主振型及主振型正交性    15.4.4  两个自由度体系自由振动方程的一般解  15.5  两个自由度体系在
简谐荷载下的受迫振动    15.5.1  柔度法    15.5.2  刚度法  15.6  一般多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15.6.1  柔度
法    15.6.2  刚度法    15.6.3  主振型的正交性  15.7  多自由度体系在任意动荷载作用下的受迫振动——振
型分解法    15.7.1  正则坐标与主振型矩阵    15.7.2  振型分解法  15.8  无限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  15.9  计
算频率的近似法    15.9.1  能量法求第一频率——瑞利（Rayleigh）法    15.9.2  集中质量法  15.10  有限元法
求刚架的自振频率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16  结构的稳定计算  16.1  两类稳定问题概述    16.1.1  分支点
失稳    16.1.2  极值点失稳  16.2  稳定问题的分析方法——静力法和能量法    16.2.1  静力法    16.2.2  能量法 
16.3  弹性压杆的稳定——静力法    16.3.1  等截面压杆    16.3.2  变截面压杆  16.4  弹性压杆的稳定——能
量法    16.4.1  按单参数体系计算    16.4.2  按多参数体系计算  16.5  剪力对临界荷载的影响  16.6  组合压杆
的稳定    16.6.1  缀条式组合压杆    16.6.2  缀板式组合压杆  16.7  圆环和圆拱的稳定    16.7.1  圆环和圆拱受
均匀静水压力时的稳定    16.7.2  拱的临界荷载系数和计算长度  16.8  窄条梁的稳定  16.9  刚架的稳定—
—有限元法    16.9.1  压杆单元妁刚度方程    16.9.2  刚架的稳定计算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17  结构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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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荷载  17.1  极限荷载概述  17.2  极限弯矩、塑性铰和极限状态    17.2.1  理想弹塑性材料的矩形截面梁   
17.2.2  有一个对称轴的任意截面梁    17.2.3  静定粱的极限荷载  17.3  超静定梁的极限荷载    17.3.1  超静定
粱的破坏过程和极限荷载的特点    17.3.2  连续粱的极限荷载  17.4  比例加载时判定极限荷载的一般定理
和基本方法    17.4.1  比例加载时极限荷载的几个定理    17.4.2  计算极限荷载的机构法和试算法  17.5  刚
架的极限荷载    17.5.1  机构法    17.5.2  试算法  17.6  矩阵位移法求刚架的极限荷载    17.6.1  增量变刚度法
的基本思路    17.6.2  单元刚度矩阵的修正    17.6.3  增量变刚度法求刚架极限荷载的计算步骤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附录  习题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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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位移法　　本章提要　　本章讨论用位移法计算超静定结构。
首先介绍位移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讨论如何确定位移法的基本未知量，如何选取位移法的基本
体系和建立位移法的基本方程。
作为应用，分别讨论了用位移法计算连续梁、刚架和排架等超静定结构。
讨论了用位移法计算超静定结构在支座移动和温度变化时的内力计算。
最后介绍了用直接平衡法建立位移法方程。
后两节为提高、选学内容。
　　11.1　位移法的基本概念　　力法和位移法是计算超静定结构的两种基本方法。
力法发展较早，19世纪末已经应用于分析各种超静定结构。
而位移法稍晚，是在20世纪初为了计算复杂刚架而建立起来的。
　　力法是以多余约束力为基本未知量，通过变形条件建立力法方程，求出未知量后，即可通过平衡
条件计算出结构的全部内力。
　　位移法是以结构的结点位移作为基本未知量，通过平衡条件建立位移法方程，求出位移后，即可
利用位移和内力之间的关系，求出杆件和结构的内力。
　　现以图11.1（a）所示结构为例说明位移法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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