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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依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进行修订的。
本次修订继续保持第一版教材的特色，进一步精选传统内容、突出工程应用，更加注意内容的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
修订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原书第一分册的少量内容和第二分册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改写
，使之更便于教与学。
2．为便于学生自学，在每章前增加了内容提要。
为加强基本内容的训练，每章后增加了思考题，并对部分习题进行了调整。
3．考虑到稳定性计算在杆件计算中的重要地位，将原书第一分册的第11章分为两章：本书第一分册的
第：10章“压杆稳定”和第12章“动载荷与交变应力。
”4．为让学生了解结构计算的现代方法，本书第二分册仍保留“矩阵位移法”一章，但进行了改写
，使之更易于理解；并用C语言重新编制了连续梁计算源程序。
5．考虑到动力分析的工程应用日趋重要，在本书第二分册的第6章“结构计算的其他问题”中增加了
“结构动力分析简介”一节。
6．按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统一了全书的符号、名词和术语。
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有：沈养中（第一分册第1至9章、第11章、第二分册第1至3章）、石静（第二分
册第4、6章）、李桐栋（第一分册第10、12章、第二分册第5章）。
全书由沈养中统稿。
本书第一分册承李永年、第二分册承薛光瑾审阅，他们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此，编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许多同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妥之处，敬请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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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力学（第2分册）》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依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修订而成的。
《工程力学（第2分册）》在编写、修订时精选传统内容，力求讲清概念和公式，理论推导从简或略
去，重视宏观分析，注重工程应用。
《工程力学（第2分册）》采用模块式和贯通式相结合的方式编写。
　　全书分为两分册。
第一分册内容涵盖了原有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刚体静力分析基础、
平面力系、空间力系与重心、弹性变形体静力分析基础、杆件的内力分析、杆件的应力与强度计算、
复杂应力状态下杆件的强度计算、杆件的变形与刚度计算、压杆稳定、运动力学基础、动载荷与交变
应力。
第二分册含有结构力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平面杆件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计算、超静
定结构计算、矩阵位移法、结构计算的其他问题。
每章后有思考题和习题，并附习题答案。
本册为第二分册。
　　《工程力学（第2分册）》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和本科院校举办的二
级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民办高校的近机、近土各类专业工程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力学.第2分册>>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杆件结构计算的任务§1-2杆件结构的计算简图思考题第2章 平面杆件体系的几何组成
分析§2-1概述§2-2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则§2-3几何组成分析举例§2-4体系的几何组成与静定性的
关系思考题习题第3章 静定结构计算§3-1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3-2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思考题习题
第4章 超静定结构计算§4-1概述§4-2力法§4-3位移法§4-4力矩分配法思考题习题第5章 矩阵位移法
§5-1概述§5-2用矩阵位移法计算连续梁§5-3连续梁计算源程序思考题习题第6章 结构计算的其他问
题§6-1影响线§6-2结构动力分析简介§6-3结构选型与计算简图思考题习题习题参考答案主要参考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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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即使如此简单的情况，当考虑各种不同因素时，就有可能选择这些不同类型的结构来满足设计
要求。
因此，选择结构合理形式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仅从受力和节省材料的观点看，选择结构的合理形式主要应考虑以下几点：（1）结构的受力应与材
料的力学性能相适应。
由于各种建筑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同，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形式也不同。
例如混凝土、砖石自重大，抗压能力较强，因此拱是适应这类材料的结构形式。
钢是高强度材料，其构件截面积较小，最适宜受拉；因其截面积小，稳定性较差，所以不适宜受压。
悬索桥、悬索屋盖等都是适宜钢材的结构形式。
（2）构件受轴力作用可以充分利用材料。
这是由于构件受轴向拉压时，截面上的应力均匀分布，因此材料得到最充分利用。
在相同跨度和相同荷载情况下，采用桁架、悬索和接近合理拱轴的拱（横截面上弯矩为零）等结构形
式比一般梁要经济。
所以当跨度比较大时，桁架、悬索和拱是常用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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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力学(第2分册)》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力学.第2分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