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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强度理论是判断材料在复杂应力状态下是否破坏的理论。
它在材料力学、塑性力学、金属压力加工、机械设计、岩土力学、结构塑性分析、计算塑性力学以及
土木、水利、机械、航空航天等各类工程结构和机器强度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俞茂宏编著的《强度理论新体系：理论、发展和应用》(第2版)系统地总结了作者30年来有关强度
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建立了统一的强度理论新体系。
这一体系从统一的双剪模型和一个新的数学建模出发，推导得出了一个统一的强度理论数学表达式。
它包含了作者提出的双剪应力强度理论、双剪应力屈服准则和两族十二边形双剪强度理论，以及国外
学者提出的一些经典强度理论。
《强度理论新体系：理论、发展和应用》(第2版)还介绍了双剪弹塑性有限元程序及其应用实例。
该程序包括了统一强度理论所包含的14种计算准则，可适用于范围较宽的各类材料。
本书第一版作为代表性论著之一于2011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本书第二版又补充了1992年至2010年以来的一些新成果，包括国内外学者关于统一强度理论的研究和
应用成果。

　　《强度理论新体系：理论、发展和应用》(第2版)对象为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勘测、设计、制造
等工程技术部门从事材料强度和结构强度研究、设计和应用的教师、科学研究和工稗技术人员以及研
究生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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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茂鋐（鋐亦作宏），西安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祖籍浙江宁波，1934年11月生于江苏镇江。
1951-1955年求学于浙江大学，毕业后历任交通大学助教和西安交通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
照片为1961年时的作者，首次提出了双剪理论的思想，并推导得出双剪应力屈服准则和十二边形双剪
应力屈服准则。
经过30年发展，逐步形成广义双剪强度理论和统一强度理论，并应用于土木、水利、岩土、机械等很
多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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