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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地震动的多维性及结构本身的不对称性，结构的地震反应实际上是扭转耦联的空间振动。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空间结构多维减震控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共分四篇。
第一篇论述了多维地震动和结构多维振动模型的建立及结构多维地震反应的分析方法；第二篇论述了
结构被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结构多维减震控制中的应用；第三篇总结了结构控制中常用的主
动控制算法和智能控制算法；第四篇论述了主动、半主动及智能控制系统的减震机理及其在结构多维
减震控制中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相关专业大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用书，也司供土木建筑、水利工程、海洋与
船舶工程、工程力学等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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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多维地脣动　　1.1 概　述　　地震波通过地面时的运动极其复杂，由于各点的波速、周期
和相位不同，可使　　得地面的每一部分不仅产生三个平动分量，而且也产生三个转动分量（如图l
．1所示），大量的震害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1957年，Rosenblueth首先明确地指出，地震时的地面运动存在转动分量。
由于强震观测水平所限，关于地面转动及其对结构反应影响的研究进展缓慢。
人们对结构在地震动三个平动分量作用下的反应作了较多的研究，但对转动分量的作用了解得甚少，
随着某些重大工程和复杂工程抗震的需要，人们不得不对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影响考虑得更精细、更
全面一些，甚至要考虑地震动转动分量的影响。
然而，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缺乏可供实际应用的转动分量的观测资料。
　　．　　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地震时大量的扭转破坏现象的出现，地震动转动分　　量的研究
开始受到重视。
然而，在缺乏转动分量强震记录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试图　　从弹性波动理论方面打开突破口，间接
地从地震动的平动分量来推算转动分量。
　　目前获得转动分量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李宏男，l991a；1991b）：①按震源理论　　和地震波
传播概念研究地震产生的地面转动分量；②利用密集台阵的平动地震记　　录，根据两点差法粗略地
估计地面转动分量；③利用弹性理论发展起来的方法，可　　以直接导出地面转动分量。
第一种方法对于理解产生地震转动的机理及逐步改进　　设计地震动的合成方法是有价值的，但是目
前还难以直接用于工程场地地震转动　　分量的合成；第二种方法要求在重大工程场地设有密集台阵
，并要有足够的代表性　　记录，因此直接用于工程仍有困难；相比之下，第三种方法是目前最常用
的方法，并已得到了初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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