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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向社会输送人才．大学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毕业生在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来体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只有短短的50年，之
所以迅速成为享有较高国际声誉的著名大学之一，主要就是因为她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毕
业生．他们志向高远、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在国内外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科大赢得了“科技英才的摇篮”的美誉．2008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为中国科大
建校五十周年发来贺信，信中称赞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按照全院
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弘扬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风，努力推进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改革创新，为
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为推动我国科
教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中国科大迄今已毕业的5万人中，已有42
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同期（自1963年以来）毕业生中当选院士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其中，本科毕业生中平均每1，000人就产生1名院士和。
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位居全国高校之首．还有众多的中青年才俊成为我国科技、企业、教育等领
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在历年评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作为科技界、科技创新型企业
界青年才俊代表，科大毕业生已连续多年榜上有名，获奖总人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鲜为人知的是，
有数千名优秀毕业生踏上国防战线，为科技强军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20多名科技将军和一大批国
防科技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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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计算结构动力学基本原理与计算方法，包括：复杂结构多自由度系统运动方程的建
立方法；多自由度系统特别是自由度数很大系统的振动分析方法；复杂结构动力学问题的工程解决方
法。
同时，结合作者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以航天器为研究对象，介绍结构动力学分析计算与试验测试相
结合的结构动态试验仿真技术，以增进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本书可供航空、航天、海洋、交通、机械、建筑、化工、能源等工程设计人员、研究人员、大学生
、研究生、大学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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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3章 多自由度系统的振动在第2章中，我们将各种复杂结构动力学问题归结为一组多自由度系
统的运动方程组，可以看到这些多自由度系统的运动方程组的变量之间一般都是耦合的，直接求解比
较复杂。
本章首先以无阻尼系统为研究对象，详细介绍广义特征值问题、固有频率、主模态、模态正交性、模
态坐标变换等基本概念；采用无阻尼系统模态，进行模态坐标的变换，使原来耦合的多自由度无阻尼
系统的微分方程组解耦，化为一系列单自由度模态坐标的微分方程，从而对任意激励状态振动问题求
解过程大大简化，这种方法称之为模态分析方法。
根据所采用模态的性质，模态分析方法可以分为经典模态方法和一般模态方法。
经典模态方法采用无阻尼系统的模态进行坐标变换，可以将n个自由度无阻尼系统或经典黏性阻尼系
统解耦，化为n个单自由度模态坐标二阶微分方程进行求解。
对于非经典黏性阻尼系统，由于无法用这种方法将阻尼矩阵化为对角矩阵，不能用这种方法进行解耦
，因而只能采用近似方法将非对角阻尼矩阵近似地简化为对角的阻尼矩阵，将耦合的运动方程近似地
简化为解耦的单自由度方程进行近似求解。
很显然，这样近似处理自然引进了一定的误差，这是经典模态方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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