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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专科):结构力学(房屋建筑工程专业)(2000年版)》包括绪论、平面体
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内力计算、静定结构位移计算、力法、位移法、力矩分配法、影响线及
其应用；杆件结构的支座；杆件结构的结点；结构计算简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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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学习指导 1—1 结构力学的任务 1—2 结构力学与其他课程间的关系 1—3 杆件结构的支座 1
—4 杆件结构的结点 1—5 结构计算简图 1—6 常见杆件结构类型 小结 习题 第二章 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
分析 学习指导 2—1 几何不变体系、几何可变体系的概念 2—2 关于自由度、刚片、约束的概念 2—3 无
多余约束的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则 2—4 体系几何组成分析举例 2—5 结构的几何特性与静力特性的
关系 小结 习题 部分答案 第三章 静定结构内力计算 学习指导 3—1 简单刚架支座反力计算 3—2 刚架指
定截面内力计算 3—3 绘制刚架弯矩图的基本方法 3—4 通过简支梁用叠加法绘制刚架弯矩图 3—5 刚架
剪力图、轴力图的绘制 3—6 三铰刚架的计算 3—7 多跨静定梁的计算 3—8 由几何组成确定静定结构内
力计算途径 3—9 三铰拱的计算 3—10 用结点法计算桁架 3—11 用截面法计算桁架 3—12 几种梁式桁架
的受力特性 3—13 组合结构的计算 小结 习题 部分答案 第四章 静定结构位移计算 学习指导 4—1 实功与
虚功 广义力与广义位移 变形体虚功方程 4—2 静定结构由于荷载作用产生的位移计算（单位荷载法）
4—3 图乘法 位移计算举例 4—4 静定结构由于支座位移产生的位移计算 4—5 静定结构由于温度改变产
生的位移计算 4—6 功的互等定理 位移互等定理 反力互等定理 小结 习题 部分答案 中间测试题 中间测
试题答案 第五章 力法 学习指导 5—1 超静定结构的性质 超静定次数的确定 计算超静定结构的基本方法
5—2 荷载作用下用力法计算超静定刚架 5—3 支座位移时用力法计算超静定梁 5—4 结构对称性的利用
5—5 无弯矩情况的判定 5—6 用力法计算超静定桁架 5—7 无铰拱的计算 双铰拱的计算特点 5—8 超静定
结构的位移计算 小结 习题 部分答案 第六章 位移法 学习指导 6—1 单跨超静定梁的杆端弯矩、杆端剪
力 6—2 位移法基本结构的确定 6—3 有一个独立结点转角未知量的结构的计算 6—4 已知弯矩图及荷载
，绘剪力图及轴力图 6—5 有一个独立线位移未知量的结构的计算 6—6 用位移法计算一般刚架 6—7 对
称条件的利用 6—8 转角位移方程 用结点、截面平衡方程计算刚架 小结 习题 部分答案 第七章 力矩分
配法 学习指导 7—1 转动刚度、传递系数、分配系数、分配力矩、传递力矩的概念 7—2 用力矩分配法
计算单结点结构 7—3 用力矩分配法计算连续梁及无侧移刚架 7—4 力矩分配法变形校核（无侧移刚架
变形校核） 小结 习题 部分答案 第八章 影响线及其应用 学习指导 8—1 影响线的概念 8—2 伸臂梁的影
响线 内力影响线的量纲 影响线与内力图的区别影响线绘制举例 8—3 影响量的计算 8—4 最不利荷载位
置的确定 8—5 公路桥涵设计的标准化荷载 公路简支梁桥汽车荷载最不利位置确定算例等代荷载（换
算荷载）的利用 8—6 超静定结构内力影响线的绘制方法 连续梁内力影响线的形状均布活荷的最不利
分布 小结 习题 部分答案 考题示例 考题示例答案 附录 结构力学自学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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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并不是所有结点都要固定起来，使之不能发生线位移和角位移。
例如，图6—26（a）所示结构上C处可以上下移动，但不必加支杆，因为不加支杆也会算。
同样，悬臂端不用加支杆，铰支端不用加刚臂。
总之，在保证能够计算的前提下，加的约束愈少愈好，因为未知量少。
 确定了附加约束，也就确定了基本未知量个数。
加刚臂处的结点转角和加支杆处的线位移都是基本未知量。
它们是必须首先求出来的独立的未知量。
 3.位移法方程 位移法方程有两种建立方法。
一是典型方程，它表示附加约束反力等于零。
另一种是结点、截面平衡方程，它表示在无附加约束的情况下平衡。
 两种方程虽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表示只有在真正的平衡位置上，才能自然平衡，
而无需另加约束扶持。
 每加一个刚臂就有一个角位移未知量，同时也就有一个附加刚臂反力矩等于零的方程或结点平衡方程
；每加一个支杆就有一个独立的结点线位移未知量，同时也就有一个附加支杆反力等于零的方程或截
面平衡方程。
因此，方程式的个数永远与未知量的个数相同。
 4.位移法与力法的对比 力法与位移法在处理问题的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把不会算的结构化为会算的结构（基本结构），然后消除其间的差别，使基本结构恢复为原有
结构。
 力法以静定结构为基本结构，用去掉多余约束的方法得到。
以多余约束反力为基本未知量，用保留约束几何方面作用（使相应位移等于零）的条件，消除基本结
构与原有结构的差别，即去掉了约束，而保留了它的作用，去等于没去。
 位移法以单跨梁系为基本结构，采用附加约束的方法得到，以被约束的结点位移为基本未知量，用消
除所加约束静力方面作用（使约束反力等于零）的条件消除基本结构与原有结构的差别，即加上了约
束但消除了它的作用，加等于没加。
 是采用力法还是位移法，对于手算来说，由未知量个数多少的比较来确定。
力法适用于超静定次数少于结点位移数的结构，位移法则与之相反。
 5.位移法以结点位移为基本未知量，与静定、超静定无关，静定结构也可用位移法计算。
 6.用位移法也可计算位移。
为此要把求位移的截面当作结点处理，如例6—21所做的那样。
 7.对称结构可将荷载分解，分别计算对称、反对称两种情况的等代结构，而后叠加。
两个等代结构可以分别选用各自的适当方法，而不必采用同一种方法。
 8.在读者进一步学习中还会知道，为了减少未知量个数，还可以采用一部分力和一部分位移作为基本
未知量；还可以采用超静定结构作为力法基本结构；还可以由扩大的单元组成位移法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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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专科):结构力学(房屋建筑工程专业)(2000年版)》是由武汉大学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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