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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结构力学（上）（第4版）》系统全面介绍了结构
力学相关知识，本书的适用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即“大土木”）各类专门化方向的本
科学生，也可供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考研的学生和参加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的人员以及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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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世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工程力学》杂志编委，中国建筑学会高层建筑结
构委员会委员。
1985～1986年为美国伊里诺伊大学土木工程系访问学者，1991～1993年为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结构系研
究员。
长期从事结构力学、弹性力学、能量原理及有限元、板壳结构、薄壁杆件结构和高层建筑结构等领域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出版教材和专著30部。
教材有《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结构力学》、《结构力学教程》等，分别于1987年获建设部优秀教
材二等奖，1988年、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98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获
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专著有《薄壁杆件结构力学》、《高层建筑结构计算》、《新编高层建筑结构》、《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和计算》等。
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
参加制定《薄壳结构设计规程》，其壳体研究成果被收入该规程。
提出和创建了高层建筑结构解析和半解析常微分方程求解器解法系列。
1983年获北京市科委技术成果奖，1986年、1992年、1994年分别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
等奖。
 辛克贵，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中国力学学会《工程力学》杂志
编委，中国钢结构协会桥梁工程委员会副理事长，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常务理事。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金属结构协会模板与脚手架委员会专家组委员，中国模板协会专家
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结构力学、弹塑性力学、有限元方法、薄壁杆件结构、工程结构和桥梁结构等领域的教学与
科研工作。
编写和出版教材、著作5部：《结构力学》（上、下册）、《结构矩阵分析和程序设计》、《结构分
析实用程序》、《拱形钢结构设计规程》，主要讲授结构力学相关课程，曾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的主要成员。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60余篇，曾获得北京市学术成果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三等
奖，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结构力学（上）>>

书籍目录

1绪论 1.1结构和结构的分类 1.2结构力学的任务与方法 1.2.1结构力学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1.2.2结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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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目的、几何不变体系和几何可变体系 2.2自由度和约束的概念 2.2.1自由度 2.2.2约束 2.2.3约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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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定刚架内力图的绘制要点 4.5三铰刚架及多层多跨静定刚架的内力图 4.5.1三铰刚架及多层多跨静定
刚架内力图的绘制 4.5.2刚架内力图的校核 4.6静定空间刚架的计算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5三铰拱 5.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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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均匀分布荷载作用下三铰拱的合理拱轴 5.6悬索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6静定桁架和组合结构 6.1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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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构的组成与型式 6.5.2组合结构的计算 6.6静定空间桁架 6.6.1空间桁架的应用 6.6.2空间桁架的几何
组成 6.6.3空间桁架的计算方法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7静定结构总论 7.1静定结构受力分析的方法 7.2静
定结构的一般性质 7.3各种结构型式的受力特点 7.3.1梁、拱、刚架和桁架的受力特点 7.3.2梁式桁架的
型式与受力特性 7.4用零载法分析体系的几何可变性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8影响线 8.1影响线的概念 8.2
静力法作静定单跨梁影响线 8.2.1简支梁的影响线 8.2.2伸臂梁的影响线 8.3结点荷载作用下梁的影响线
8.4静力法作桁架的影响线 8.5机动法作静定梁的影响线 8.5.1刚体体系的虚功原理 8.5.2机动法作影响线
的原理和步骤 8.5.3机动法作简支梁的影响线 8.5.4机动法作静定多跨梁的影响线 8.6影响线的应用 8.6.1
计算影响量值 8.6.2可动均布荷载的最不利布置 8.6.3移动荷载的最不利位置 8.7公路、铁路的标准荷载
制及换算荷载 8.7.1公路、铁路的标准荷载制 8.7.2换算荷载 8.8简支梁的包络图和绝对最大弯矩 8.8.1简
支梁的包络图 8.8.2简支梁的绝对最大弯矩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9虚功原理和结构的位移计算 9.1位移
计算概述 9.2虚功和虚功原理 9.2.1虚功 9.2.2刚体体系虚功原理的两种应用 9.2.3变形体体系的虚功原理
9.3单位荷载法计算位移和位移计算的一般公式 9.4荷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 9.4.1荷载作用下位移的计算
公式及计算位移的步骤 9.4.2各类结构的位移计算公式 9.4.3荷载作用下位移计算举例 9.5图乘法 9.5.1图
乘法的计算公式 9.5.2图乘的分段和叠加 9.5.3图乘法位移计算举例 9.6温度作用时的位移计算 9.7支座移
动时的位移计算 9.8线性变形体系的互等定理 9.8.1功的互等定理 9.8.2位移互等定理 9.8.3反力互等定理
9.9空间刚架的位移计算公式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10力法 10.1超静定结构和超静定次数 10.1.1超静定结
构 10.1.2超静定次数的确定 10.2力法的基本概念 10.2.1力法的基本未知量和基本体系 10.2.2力法的基本
方程 10.3力法方程的典型形式 10.3.1两次超静定结构的力法方程 10.3.2次超静定结构的力法方程 10.4超
静定梁、刚架和排架 10.4.1超静定梁和刚架 10.4.2铰接排架 10.5超静定桁架和组合结构 10.5.1超静定桁
架 10.5.2超静定组合结构 10.6对称结构的计算 10.6.1结构和荷载的对称性 10.6.2取对称基本体系计算
10.6.3取半边结构计算 10.7超静定拱 10.7.1两铰拱计算 10.7.2对称无铰拱计算 10.8交叉梁系和超静定空间
刚架 10.8.1交叉梁系的计算 10.8.2超静定空间刚架的计算 10.9温度变化和支座移动时超静定结构的内力
10.9.1温度变化时的内力计算 10.9.2支座移动和支座为弹性支座*时的内力计算 10.10超静定结构的位移
计算 10.11超静定结构计算的校核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11位移法 11.1位移法的基本概念 11.2等截面直
杆的形常数和载常数 11.2.1等截面直杆的形常数 11.2.2等截面直杆的载常数 11.3位移法的基本未知量和
基本体系 11.3.1位移法的基本未知量 11.3.2位移法的基本体系 11.4位移法方程 11.4.1位移法方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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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位移法方程的典型形式 11.5位移法计算连续梁和无侧移刚架 11.6位移法计算有侧移刚架和排架
11.7位移法计算对称结构 11.8支座位移和温度变化时的计算 11.8.1支座位移和弹性支座时的计算 11.8.2
温度变化时的计算 11.9用直接平衡法建立位移法方程 11.9.1等截面直杆的转角位移方程 11.9.2用直接平
衡法计算超静定结构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附录习题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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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以上讨论可知，在原结构基本未知量处，增加相应的约束，就得到原结构的基本
体系。
对于结点角位移，增加控制转动的约束；对于结点线位移，则增加控制结点线位移的约束，即支杆。
这两种约束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
因此，基本体系与原结构的区别在于，增加了人为的约束，把原结构变成一个被约束的单杆综合体。
下节将讨论如何利用基本体系这一工具来建立位移法的基本方程。
 11.4位移法方程 位移法的基本体系，在荷载与结点位移的共同作用下，如何才能转化为原结构呢？
转化的条件就是建立满足平衡条件的位移法方程。
为使位移法方程的表达式具有一般性，将基本未知量（角位移和独立结点线位移）统一用△表示。
 11.4.1 位移法方程的建立 刚架说明位移法方程的建立。
该刚架只有一个刚结点C，基本未知量就是结点C的角位移△1，可在结点C施加控制转动的约束，得
到基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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