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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包世华和辛克贵主编的《结构力学》内容介绍：对结构力学定性（或概念）分析的重要性，工程界和
广大教师已经有充分的认识。
结构设计大师林同炎早就在《结构概念与体系》的专著中论述了概念设计的重要性。
因此，结构力学应该涵盖经典结构力学、程序（或计算）结构力学和定性结构力学三个方面已为大家
所认知。
经典结构力学已经成熟，程序（或计算）结构力学正在日趋完善，定性（或概念）结构力学刚刚起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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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世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工程力学》编委，中国建筑学会高层建筑结构委
员会委员。
1985～1986年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土木工程系访问学者，1991～1993年为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结构系研
究员。
长期从事结构力学、弹性力学、能量原理及有限元、板壳结构、薄壁杆结构和高层建筑结构等领域的
教学和研究工作。

出版教材和专著25种。
所编教材有《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结构力学》、《结构力学教程》等，分别于1987年获建设部优
秀教材二等奖，1988、199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1999年荻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专著有《薄壁杆件结构力学》、《高层建筑结构计算》、《新编高层建筑结构》、《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和计算》（下册）等。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
壳体研究成果被收入国家行业标准《钢筋混凝土薄壳结构设计规程》。
提出和创建了高层建筑结构解析和半解析常微分方程求解器解法系列。
1983年获北京市科委技术成果奖，1986、1992、1994年分别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
。

辛克贵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
中国力学学会《工程力学》杂志编委，中国钢结构协会桥梁工程委员会副理事长。
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金属结构协会模板与脚手架委员
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模板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结构力学、弹塑性力学、有限元方法、薄壁杆件结构、工程结构和桥粱结构等领域的教学与
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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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放松结点的转动约束，根据平衡条件和变形连续条件，把分析延伸下去。
 放松结点转动约束，相当于要分析图的结果。
注意：这时不仅有结点转角，还有新产生的结点线位移。
如做精确计算，可约束住结点C、D的竖向位移，用力矩分配法算得各杆弯矩；从而再求出新的竖向
约束力，再进行一轮计算。
 现在做定性分析，忽略新结点线位移的影响；约束力矩也只在作用结点进行分配，不再向远端传递；
画出补充弯矩图示于中。
从中可以看出，立柱有了新的补充弯矩；横梁弯矩则比原基本杆的弯矩值小。
本例前面做定性分析时，这一步常不画出，直接对图（b）进行延伸、补充，得到图（c）的最后结果
。
 14.6.4 以结点角位移为主、但有结点线位移影响的结构的分析 前面对刚架的受力和变形进行定性分析
时，基本上是把结构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没有（或者忽略）结点线位移，只考虑结点角位移的连续梁
和多跨多层刚架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分析；另一类是以结点线位移为变形主控因素的空腹刚架和多跨
多层刚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分析。
在第二类结构的分析中，是以两端有相对线位移的基本杆作为出发点，然后辅以考虑结点角位移的影
响。
与此类似地，在第一类结构的分析中，虽然以结点角位移为主，但有时也有结点线位移，需要判定线
位移影响的大小，此时可借助于加支杆约束结点线位移，从而估计结点线位移的影响。
以图（a）所示单跨单层刚架受集中竖向荷载作用的情况进行分析。
本刚架除结点角位移外，还有结点线位移，分析分两步进行：①锁住结点线位移进行分析RE是附加支
杆中的反力；②放松结点线位移约束，即反向加RE进行分析，结果示于图（e）。
最后弯矩图和变形图示于图（f）。
最后做几点说明：图中均只定性画出，未定量。
图中基本杆是两端弹性支承杆，约束力矩比固端弯矩值小。
图（d）是分配后的结果，小于弹性支承时的弯矩。
图（e）的作用，一则表明此刚架有向右的侧移，另一则表明最后的弯矩最大值较无侧移时又有所减
小。
所以，本问题中线位移的影响很小，可不考虑。
 14.7 超静定结构内力和位移的定性分析 上节已经讨论了一些超静定结构的变形简图和弯矩简图的画法
，可以说是基于位移法概念为基础的定性分析。
下面再补充一些从其他思路为出发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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