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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构力学要点与计算》采用图表的形式将结构力学中的理论知识、解题方法及经验总结展现在
读者面前，内容主要包括：体系的机动分析、静定梁与静定平面刚架和桁架的计算、超静定结构、连
续梁与超静定刚架的计算、弹性体系的基本原理与位移计算、三铰拱、两铰拱与无铰拱的解法、影响
线理论与应用、结构的极限荷载计算等。
《结构力学要点与计算》抓住了结构力学中的知识要点，并从工程角度出发，以例题、说明等方式，
提纲挈领，使知识条理化，利于读者加深理解并快速掌握结构力学的知识要点和解题方法，内容详尽
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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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结构力学内容综述
第二章 体系的机动分析
　第一节 结构按几何可变性分类
　第二节 超静定次数的判别
　第三节 机动分析的步骤及示例
第三章 多跨静定梁与静定平面刚架
　第一节 多跨静定梁的计算
　第二节 静定平面刚架的计算
第四章 三铰拱
　第一节 三铰拱的数解法
　第二节 实体三铰拱的合理轴线
　第三节 实体三铰拱的图解法
第五章 静定平面桁架
　第一节 静定平面桁架的分类
　第二节 静定平面桁架内力的解法综述
　第三节 静定平面桁架的数解法
　第四节 静定平面桁架内力的图解法
　第五节 桁架计算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六章 弹性体系的基本原理与位移的计算
　第一节 弹性结构的虚功方程
　第二节 结构位移的计算
第七章 超静定结构
　第一节 力法与位移法
　第二节 解超静定问题的简化方法
　第三节 超静定问题几种方法的比较
　第四节 各种结构形式的力法超静定系统
第八章 连续梁及交叉梁系
　第一节 连续梁的计算
　第二节 交叉梁系的计算
第九章 两铰拱与无铰拱
　第一节 两铰拱
　第二节 无铰拱（对称）
　第三节 桥梁设计时尺寸、内力的实用估算
第十章 用渐近法解连续梁和超静定刚架
　第一节 力矩分配法和迭代法综述
　第二节 力矩分配法
　第三节 连续梁及无线位移（无剪力）刚架的计算步骤
　第四节 有水平位移的平面简式多层刚架的计算步骤
　第五节 有侧移简式多层刚架的特殊情况
　第六节 用近似法解超静定刚架
第十一章 影响线理论及应用
　第一节 影响线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 静定结构影响线的绘制
　第三节 超静定结构影响线的绘制
　第四节 影响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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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结构的极限荷载计算
　第一节 容许应力法与极限荷载法的比较
　第二节 极限荷载的计算方法
　第三节 用极限荷载法计算静定梁
　第四节 用极限荷载法计算单跨超静定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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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依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条件，取桁架的每个结点为隔离体，运用静力平衡方程式
求解 ①注意结点平衡的特殊情况，注意"O杆"和特殊角度的运用； ②选取结点隔离体时，尽量使方程
中只含一个未知力，坐标轴应尽量选择与力成特殊角度； ③计算简单桁架时，通常以水平、垂直两分
力代替杆件内力，计算出分力后再根据杆件与分力的几何关系确定杆件的内力； ④计算时通常假定杆
件为拉力，若计算结果与之相反，则为压力 根据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条件，取一截面截开欲求杆件，
然后取任一部分为隔离体，运用静力平衡方程式求解。
 一般说来，结点法是截面法的特殊情况 ①投影法适用上、下弦相平行的桁架，当求腹杆内力时甚为
方便。
力矩法适用上下弦杆不相平行的桁架，当求弦杆、腹杆内力时甚为方便； ②截面法在选择截面时很重
要，有的桁架看来很复杂，但只要截面选择合适会很容易解决； ③截面法所截未知杆件不准超过三根
同结点法和截面法的原理 同结点法、截面法的解题注意点一样 详见有关章节 应注意选择合适的循环
通路，详见有关章节示例，每个节点上可有三个未知杆件 详见有关章节 详见有关章节 结点平衡时，
力多边形封闭 ①同一结点图含未知杆件不得超过二根； ②某些桁架的计算有图解配合才能计算完毕
，否则无法进行 平面任意力系作用于刚体平衡时，力的多边形封闭 克林蒙那一麦克斯韦法由结点图
解法演变而来，相邻两个结点的结点图中必有一杆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
克林蒙那-麦克斯韦法是把这些相联系的杆件诸结点的力多边形联系在一起而使杆件的全部杆件的内力
归于同一图解体系中 ①图解时桁架比例可适当缩小，而力图比例可适当放大； ②应十分注意点的标
记，特别是"重合"在一起的点要标记清楚； ③在处理联合桁架时，有时要配合数解法； ④桁架杆件多
、尺寸数字又不整齐时，用图解法比较方便 ①标明所给桁架的节点和杆，节点用字母表示，杆用数字
表示。
 ②撤去支座并用未知的支座反力来代替支座对桁架的作用。
 ③截取桁架的各个节点（画出所截取节点的简图）。
 ④列出桁架各个节点的平衡方程式（∑X=0；∑Y=0），可先假设各杆受拉；使各节点未知力不超过
两个为前提，这样依次从一个节点转到另一个节点来研究。
 ⑤解这些平衡方程式以求各杆未知力的大小及符号 ①求出支座反力后，将桁架截成两部分，截取后
； 第一，截取后要使截面包含欲求的未知杆件； 第二，其他的未知各杆均汇交于一点。
 ②移去其中的一部分，为了计算简化起见，一般移去外力作用较多的一部分。
 ③用各杆内力代替移去部分对留下部分的作用，为了推导一致，认为所有各杆均受拉。
 ④列出留下部分桁架上诸力的平衡方程式： 第一，用投影法时，各杆应相互平行（力矩中心无穷远
），写出所有力在垂直于这些杆的轴上的投影方程式； 第二，用力矩法时，在求某一杆的内力时，可
选取其余各杆汇交点为力矩中心，写出力矩方程式。
 尽量使每个方程只含一个未知量，以简化计算。
 ⑤解方程求出各杆内力值，若计算结果为正值时，表示杆件受拉；若是负值，则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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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结构力学要点与计算》可作为工科院校相关专业《结构力学》课程的辅助教材，也可供从事与结构
工程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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