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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力学是建筑工程类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
它不仅为后续课程作准备，而且为学生今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好基础。
编者根据高职高专的特点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遵循基础课“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度”
的原则，对建筑力学课程的传统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和重新编排，强调基本概念，重视宏观分析
，降低计算难度，突出工程应用，注重职业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叙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配有相
应课件，便于教与学。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沈养中（编写第1～7章），荣国瑞（编写第8～10章）。
杨梅制作了第l～5章课件，并对课件进行了统稿，孙武制作了第6～10章课件。
全书由沈养中统稿。
本书由张文教授担任主审。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许多同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编者特在此表示感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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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强调基本概念，重视宏观分析，突出工程应用，注重职业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叙述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并配有相应课件，便于教与学。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绪论，刚体静力分析基础，平面力系的平衡，杆件的强度与刚度，压
杆稳定，平面杆件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的内力，静定结构的位移，超静定结构的内力，影
响线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
高校的建筑工程类各专业力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专升本考试用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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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刚结点　　刚结点的特征是所连各杆不能绕结点作相对转动，即各杆之间的夹角在变形前
后保持不变。
例如图2.20（a）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结点构造图，其简图如图2.20（b）所示。
　　当一个结点同时具有以上两种结点的特征时，称为组合结点，即在结点处有些杆件为铰结，同时
也有些杆件为刚性联结[图2.21（a，b）]。
　　3.支座的简化　　把结构与基础或支承部分联结起来的装置称为支座。
平面结构的支座根据其支承情况的不同可简化为固定铰支座、活动铰支座、定向支座和固定端支座。
　　4.荷载的简化　　作用于结构上的荷载通常简化为集中荷载和分布荷载。
　　下面举例说明结构的简化过程和如何选取其计算简图。
　　【例2.2】试选取图1.1所示单层工业厂房的计算简图。
　　解1）结构体系的简化。
该单层工业厂房是由许多横向平面单元[图2.22（a）]，通过屋面板和吊车梁等纵向构件联系起来的空
间结构。
由于各个横向平面单元相同，且作用于结构上的荷载一般又是沿厂房纵向均匀分布的，因此作用于结
构上的荷载可通过纵向构件分配到各个横向平面单元上。
这样就可不考虑结构整体的空间作用，把一个空间结构简化为若干个彼此独立的平面结构来进行分析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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