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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2版是在第1版的基础上，根据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起重机设计规范》（GB
／T3811-2008）进行全面修订而成的。
在修订中，保留了原教材的体系与风格，增加了结构力学部分的英文版（附录A）。
为了方便相关人员更多地了解与机械结构设计有关的专业英语，新版特别为每章及其第一、二级标题
提供了英文标题，并在附录B中集中收录了相关的主要英文词汇。
同时，结合教学内容的修订，新增了配合本书内容教学的计算实例，并用新的ED版ANSYS对上机教材
进行了升级。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卢耀祖、郑惠强、张氢、周奇才、陈卫明、秦仙蓉。
卢耀祖教授不幸于2007年11月30日病逝，本书第2版的出版当是对他的告慰。
　　在本书的修订中，博士后孙远韬、研究生关霄剑、王立刚、王毅、周豪、何田伟等完成了一定的
文本校对、资料收集和算例准备等方面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存在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专家、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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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合了机械专业“结构力学”和“金属结构”的主要内容，并且把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阐述了
在机械结构计算与设计中所必需的基本力学知识与基本承载构件设计原理和基础。
力学部分简要概述了结构构造分析、结构位移计算、力法计算的基本理论，详细叙述了位移法的基础
理论和方法；结构设计部分包括载荷计算及其组合、结构连接方法及其计算、受弯构件和轴向受力构
件的构造原则和设计计算原理。
　　全书结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重点突出，内容精练，基本理论阐述透彻，内容编排上注意理论的
连贯性。
各章的思考题和习题，有助于自学和加深理解。
所附《机械结构设计上机教材》光盘详细叙述了应用ANSYS程序进行机械结构设计的入门知识，里面
的算例同时演示了《机械结构设计（第2版）》中的一些重要概念。
　　《机械结构设计（第2版）》作为高等院校机械专业的教材，对从事机械结构设计工作的工程技
术人员也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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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桁架结构，在计算简图中杆件通常以其轴线来代表，曲率不大的微曲杆件可以用直的轴线或折
线段来代替。
　　结构中各杆件相互之间是通过“结点”连接的。
在实际的金属结构中，结点本身往往是很复杂的。
但是在计算时通常都简化为“铰结点”和“刚结点”两种。
铰结点是指连接杆件的结点是光滑无摩擦的理想铰，各杆可绕此铰结点作相对转动，因此铰结点上的
弯矩为零。
当然无摩擦的理想铰在实际结构中是不存在的。
但是当杆件的长细比较大时，可以将桁架结构中的结点简化为理想铰结点，这样可使计算大大简化，
而所求得的主要内力（杆件的轴力）基本上是符合实际受力情况的。
由于真实结点与铰结点的差异，发生在结点附近的附加次内力（弯应力）与轴力相比是很小的，在一
般情况下可忽略不计。
　2）支座的简化　任何机械结构都必须设置和支承在某一基础或其他结构之上，才能承受外载荷并
正常和可靠地进行工作。
相应的计算模型也必须根据工程实际加上约束，才能保证计算顺利进行，才能使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
相吻合。
　　支座是用来支承结构并与基础相连的构件或结构。
结构所承受的载荷是通过支座传到基础或其他结构上。
在传递力的过程中，支座部分将承受支反力，同时也阻止结构在支座方向上的位移。
　　在工程实际中，支座分为刚性支座和弹性支座。
刚性支座又分为三类：　　（1）活动铰支座其特点是在支承部分有一个铰结构或类似于铰结构的装
置，其上部结构可以绕铰点自由转动，而铰结构又可沿一个方向自由移动。
如桥式起重机横梁与车轮用轴相接，可以绕轮轴转动，车轮则可以在轨道上自由滚动，见图1-9（a）
。
这种支座可以简化为活动铰支座，见图1-9（b）。
它产生垂直方向的支反力，其作用线沿着支座链杆方向。
　　（2）固定铰支座它与活动铰支座的区别在于整个支座不能移动，但是被支承的结构可以绕一固
定轴线或铰自由转动，如图1-10（a）所示，支座简图见图10（b）。
支座反作用力通过支座铰点，其大小和方向由作用在结构上的载荷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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