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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
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中国电力教育协
会组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教材规划。
该规划强调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专业基础课教材与
教学急需的专业教材并重、新编与修订相结合。
本书为新编教材。
　　本书是按照高职高专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教育特点，结合编者多年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编写的。
　　本书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特点，以必要和够用为准则，突出针对性、适用性和实用性，
书中结合工程实际优选例题、思考题和习题；汲取有关教材的长处，结合编者的教学经验进行编写；
加强基础、重视应用、强化实践；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配有一套flash课件，课件制作既具有教
育性，又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不仅为教师提供方便，更能生动、形象地反映结构的受力、变形和破
坏情况，使建筑力学课程在内容、形式与特色上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本书总时数为150学时左右，各院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取舍。
　　本书由太原理工大学理学院韩志军教授主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部分相同学科教材和资料，在此对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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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本书包括静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三部分，共二十三章。
第一部分静力学包括静力学基础、平面汇交力系、力矩与平面力偶系、平面一般力系和空间力系；第
二部分材料力学包括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轴向拉伸和压缩、连接件的强度计算、平面图形的几何性
质、扭转、平面弯曲、平面弯曲梁的应力及强度计算、梁的弯曲变形、梁的主应力、组合变形、压杆
的稳定性；第三部分结构力学包括平面杆系结构的计算简图、平面杆件结构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
构的内力分析、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力法、位移法和力矩分配法。
    本书精心编排建筑力学基础知识，摒弃了繁复的理论推算，重视建筑力学的应用与实践，全书内容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体现了高职教育教学的特点。
本书配套制作了课件，采用flash软件编制，生动、形象地反映结构的受力、变形和破坏情况，操作简
单、方便。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建筑工程技术、道路与桥梁工程、水利工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等专业的教材
，也可供广大自学者及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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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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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合成与平衡的几何法  第二节  平面汇交力系合成与平衡的解析法  思考题  习题第三章  力矩与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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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应力  第四节  轴向拉(压)杆的变形·胡克定理  第五节  材料在拉伸和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第六节  
拉(压)杆的强度条件及应用  第七节  应力集中的概念  思考题  习题第八章  连接件的强度计算  第一节  
剪切和剪切强度计算  第二节  挤压及挤压强度计算  第三节  切应力互等定理·剪切胡克定律  思考题  
习题第九章  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  第一节  静矩  第二节  惯性矩·惯性半径  第三节  极惯性矩·惯性积  
第四节  形心主惯性轴和形心主惯性矩  思考题  习题第十章  扭转  第一节  扭转的概念  第二节  圆轴扭转
时横截面上的内力  第三节  等直圆轴扭转时横截面上的应力  第四节  等直圆轴扭转时的强度计算  第五
节  等直圆轴扭转变形及刚度计算  第六节  矩形截面杆的扭转  思考题  习题第十一章  平面弯曲  第一节  
平面弯曲的概念  第二节  梁平面弯曲时的内力  第三节  梁的内力图  第四节  剪力、弯矩和分布荷载间
的微分关系  第五节  用叠加法画弯矩图  思考题  习题第十二章  平面弯曲梁的应力及强度计算  第一节  
梁弯曲时的正应力及其正应力强度计算  第二节  梁的切应力及切应力强度计算  第三节  提高梁弯曲强
度的措施  思考题  习题第十三章  梁的弯曲变形  第一节  弯曲变形的概念  第二节  用积分法计算梁的变
形  第三节  用叠加法计算梁的变形  第四节  梁的刚度校核及提高梁弯曲刚度的措施  思考题  习题第十
四章  梁的主应力  第一节  点的应力状态  第二节  平面应力状态的分析  第三节  主应力强度条件  思考题
 习题第十五章  组合变形  第一节  组合变形的概念  第二节  斜弯曲  第三节  拉伸(或压缩)与弯曲的组合
变形  第四节  偏心压缩(拉伸)  第五节  弯曲与扭转的组合变形  思考题  习题第十六章  压杆的稳定性  第
一节  压杆稳定性的概念  第二节  压杆临界力的计算  第三节  压杆的稳定计算——折减系数法  第四节  
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思考题  习题第三部分  结构力学第十七章  平面杆系结构的计算简图第十八章  
平面杆件结构的几何组成分析  第一节  几何组成分析的目的  第二节  几何组成分析的几个概念  第三节 
几何不变体系的简单组成规则  第四节  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举例  第五节  静定结构与超静定结构  
思考题  习题第十九章  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  第一节  多跨静定梁的内力分析  第二节  静定平面刚架  第
三节  静定平面桁架  第四节  桁梁组合结构  第五节  三铰拱  思考题  习题第二十章  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
 第一节  结构位移及位移计算的目的  第二节  变形体的虚功原理  第三节  静定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
计算  第四节  图乘法计算位移  第五节  支座移动和温度改变引起的位移计算  第六节  互等定理  思考题  
习题第二十一章  力法  第一节  力法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力法典型方程  第三节  力法的应用  第四节  对
称性的利用  第五节  支座移动和温度改变时超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  第六节  超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  第
七节  超静定结构内力图的校核  第八节  超静定结构与静定结构的比较  思考题  习题第二十二章  位移
法  第一节  位移法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计算连续梁和无结点线位移刚架的内力  第三节  计算有结点线
位移刚架的内力  第四节  对称性的利用  思考题  习题第二十三章  力矩分配法  第一节  力矩分配法的基
本要素  第二节  力矩分配法的基本思路  第三节  力矩分配法的应用  思考题  习题附录  型钢规格表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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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物体的平衡　　平衡是指物体相对于地球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
物体的平衡总是相对的、暂时的。
例如，保持静止的房屋、水坝、桥梁、沿直线匀速起吊的构件等都是相对地球而言的；又如，在直线
轨道上匀速运动的火车是平衡的，但当它行驶到曲线轨道上时又处于非平衡状态，所以说平衡是暂时
的。
处于平衡状态的物体，其运动状态保持不变。
二、刚体的概念在外力作用下，大小和形状保持不变的物体称为刚体。
事实上，刚体是不存在的，它只是将实际物体抽象化而得到的理想模型。
任何物体受力后，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是微小变形对研究物体的平衡问题影响很小时，可以
略去不计。
在静力学中研究的物体均视为刚体。
　　三、力的概念　　（1）力的概念　　力是物体间的相互机械作用。
例如，人们用手弯铁丝时，对铁丝施加了“力”的作用，将铁丝弯成各种形状，同时也感觉到铁丝对
手有作用力；在建筑工地上，起重机起吊重物时，钢索用“力”将重物吊起，同时钢索也受到重物对
它的作用力。
力不可能脱离物体而单独存在，有受力体，就有施力体。
　　（2）力对物体的作用效应。
力可以使物体产生两种效应，即内效应和外效应。
使物体运动状态发生改变的效应为外效应；使物体变形的效应为内效应。
　　（3）力的三要素。
力对物体的作用效应，取决于力的三个要素：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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