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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结构非线性分析与动力稳定性研究》由王孟鸿所著，阐述了钢结构非线性分析和结构动力失稳的
相关内容，分为10章。
第l～5章基于薄壁结构理论的知识建立了用于整体结构稳定分析的单元非线性刚度矩阵，继而以16
节点相对自由度壳元为基础，考虑了材料非线性和损伤影响，并引入子结构方法推导了用于钢构件局
部稳定性分析和节点区变形分析的求解方法。
第6
～10章则以张索刚柔组合结构为例，以周期激励荷载为参考，探讨了张索结构的动力失稳问题，并进
行了张索结构振动控制设计方法的研究。
《钢结构非线性分析与动力稳定性研究》可供从事钢结构非线性稳定分析的相关人员参考，同时可作
为钢结构方向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学生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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