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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力学是土建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程。
本教材依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力学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编写，重点体现当前教学改革的
特点，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和适用性，编写时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努力探索
编写体系，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内容简明扼要，并兼顾学生继续学习和深造的需要。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四篇19章。
上册由第一、第二及第三篇构成。
第一篇“静力学基础”部分共包括4章：静力学基本概念和受力分析、力系的等效与简化、重心、质
心及形心、刚体和刚体系统的平衡。
第二篇“变形固体杆件的静力响应分析”部分共包括7章：变形固体的平衡和杆件内力分析、应力与
应变基本概念、工程材料的力学性能、弹性杆件横截面应力分析、应力状态分析、弹性杆件的变形和
横截面的位移分析、压杆的平衡稳定性分析。
第三篇“可变形固体杆件的静力设计”部分共包括2章：构件的功能及杆件的静力学设计准则、杆形
构件的静力学设计。
下册由第四篇构成，为“建筑工程结构的力学响应分析”部分共包括6章：工程结构的概念及类型、
杆件结构的组成规律、静定结构受力分析、结构位移计算、超静定结构受力分析、移动荷载作用下的
结构分析。
《建筑力学》可作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
院和民办高校土建类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建筑力学》上册由刘军、张明朗担任主编，郭兰中担任主审，参加编写的有刘军(绪论、第1、2章)
、张明朗(第4、5、8章)、贾淑明(第6、9、10、ll章)、袁尚科(第7、12、13章)、李志刚(第3章、附录)
；下册内容(第14、15、16、17、18、19章)由邱琴忠编写，李社生对部分习题进行了校核，并由马江担
任主审。
在《建筑力学》的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编者所在学校同行的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并
衷心希望大家对书中的不当欠妥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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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土建类专业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及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的主
要精神，并兼顾到学生继续学习和深造的需要而编写的教材。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计四篇19章。
    本书可作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
办高校土建类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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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0-1　力学学科常识简介　0-2　建筑力学研究的内容第一篇　静力学基础　第1章　  静力学基
本概念和受力分析　　1-1　静力学基本概念　　1-2　力的投影　　1-3　力的合成与分解　　1-4　力
矩　　1-5　力偶及力偶矩　　1-6　约束与约束反力　　1-7　受力分析与受力图　　总结与讨论　　
习题　第2章　 力系的等效与简化　　2-1　力系的分类　　2-2　力系等效的基本原理　　2-3　力系
的简化　　总结与讨论　　习题　第3章　重心、质心及形心　　3-1　质点系的重心及质心　　3-2　
刚体的重心、质心及形心　　3-3　组合体的重心、形心　　总结与讨论　　习题　第4章　  刚体和刚
体系统的平衡　　4-1  质点系和刚体的平衡条件　　4-2　刚体的平衡方程　　4-3　刚体平衡问题　
　4-4　静定刚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4-5　刚化原理　　4-6　摩擦及考虑摩擦时的平衡问题　　总结
与讨论　　习题第二篇　变形固体杆件的静力响应分析　第5章　变形固体的平衡和杆件内力分析　
　5-1  变形固体的概念及变形固体静力学研究的内容　　5-2　变形固体的基本假设　　5-3　变形固体
的几何分类　　5-4　变形固体的外力、内力及应力的概念　　5-5　变形固体平衡原理　　5-6　弹性
杆件横截面的内力主矢、主矩与内力分量　　5-7　特殊平衡力系作用下等截面直杆的内力　　5-8　
一般力系作用下杆件内力的计算　　总结与讨论　　习题　第6章　应力与应变基本概念　　6-1  应力
、正应力、切应力　　6-2　变形与应变　　6-3　轴向拉压等截面直杆横截面上的平均正应力与轴向
平均正应变　　6-4　受扭薄壁圆筒横截面上的平均切应力与平均切应变　　6-5　圣维南局部影响原
理　　总结与讨论　　习题　第7章　工程材料的力学性能　　7-1  概述　　7-2　常温静载下工程材
料的拉伸与压缩试验：　　7-3　常温静载下金属材料的扭转试验　　7-4　材料的屈服及断裂失效判
据　　总结与讨论　　习题　第8章　弹性杆件截面应力分析　第9章　应力状态分析　第10章　弹性
杆件的变形和横截面的位移分析　第11章　压杆的平衡稳定性分析第三篇　可变形固体杆件的静力设
计　第12章　构件的功能及杆形构件的静力学设计准则　　第13章　杆形构件的静力学设计第四篇　
建筑工程结构的力学响应分析　第14章　工程结构的概念及类型　第15章　杆件结构的组成规律　　
第16章　静定结构受力分析　第17章　结构位移计算　第18章　超静定结构受力分析　第19章　移动
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分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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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结构位移计算方法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几何物理方法，它是以杆件变形关系为基础，例如计
算简支梁挠度、转角的积分法；另一类是以功能原理为基础，例如以虚功原理为基础导出的单位荷载
法。
本章学习的是后者，前者在上册中已作了详细的介绍。
结构在荷载作用下，或者是支座移动、温度变化、材料收缩和制造安装误差等其他因素下，要产生应
力和应变，从而导致杆件尺寸和形状的改变，也就是发生了变形。
变形能使结构各点的位置发生相应的改变，这种由于在外荷载作用下所引起的结构各点位置的改变就
是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位移包括线位移和角位移两种情形。
结构位移计算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作用有几个方面，掌握结构位移的计算原理和计
算方法，是本课程学习的重点之一。
结构位移计算的结论可以用来校核结构的刚度。
为保证结构在使用过程中不致发生过大的变形而影响结构的正常使用。
例如建筑结构中楼面主梁的最大挠度一般不可超过其跨度的l／400；工业厂房中的吊车梁的最大挠度
不可超过跨度的1／600～l／500。
又如，当火车通过桥梁时，假如桥梁挠度太大，将会导致铁路轨道不平顺，引起较大的冲击和振动，
甚至影响列车运行。
按规定，在静荷载作用下桥梁的最大挠度不可超过其跨度的1／900～l／700 。
结构位移计算的作用之一是指导结构的制作和施工安装架设。
某些结构在制作、施工安装架设等过程中需要预先知道结构可能发生的位移，以便采用必要的防范和
加固措施，在模板工程和钢筋工程、混凝土工程中预先设好预拱度。
例如图17-26(a)所示桁架，在屋盖自重作用下，其下弦各结点将产生虚线所示的竖向位移，结点C的竖
向位移最大。
为了减少桁架在使用时下弦各结点的竖向位移，在制作时要将下弦部分按“建筑起拱”的做法下料制
作，(如图17-26(b)所示)，当拼装后结点C恰好落在C点的水平位置上。
确定“建筑起拱”必须计算桁架下弦结点C的竖向位移，以便确定起拱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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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力学(上下册)》是土建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程。
本教材依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力学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编写，重点体现当前教学改革的
特点，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和适用性，编写时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努力探索
编写体系，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内容简明扼要，并兼顾学生继续学习和深造的需要。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计四篇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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