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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振动与稳定基础》已相继出版两版，2002年第1版获得了北京交通大学教学成果奖；2005年出版
了第2版，该成果也为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桥梁与隧道工程申报国家重点学科作出了贡献
。
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作者搜集和整理了任课教师和广大学生、读者对本书的意见和建议；另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搜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规范，在教材中做深入浅
出的介绍，做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为此，本书在保持前版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做出了以下改进和完善：（1）适当增加了结构动力学前
期知识的介绍，便于读者对相关知识衔接的理解和掌握，也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本书内容；
（2）调整部分章节内容的安排顺序，使本书内容的逻辑关系更为合理；（3）搜集和整理了有关结构
动力学、工程结构抗震、结构稳定分析方面最新科研成果和最新规范，特别是为服务桥梁与隧道工程
国家重点学科，增加了有关铁路、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的相关内容，拓宽了知识面，满足了更多读者需
求；（4）增加了图示，有助于读者对相关抽象概念和新知识的理解；（5）对一些复杂公式进行了适
当推导，有助于读者搞清公式的由来。
本版第1章、第4～10章由刘保东负责修订，第2～3章由余自若负责修订。
在本书的再版过程中得到了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领导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夏禾教授、杨庆山教授和钟铁毅教授均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研究生李鹏飞、王光裕、康银庚、陈建波参与了部分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在编写本书时，参考和引用了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献和资料，谨向这些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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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振动与稳定基础》（第3版）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和读者反馈，依照当前最新规范，在
保持前两版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改进。
《工程振动与稳定基础（第3版）》包括结构动力学基础、工程结构抗震基础和工程结构稳定基础三
个密切相关的部分。
　　结构动力学基础增加了前期相关知识的介绍，对结构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单自由度体系和多自由
度体系振动分析方法、结构动力响应求解的基本方法进行了详细讲解，结合当前最新科研动态介绍了
结构动力学的最新发展和应用。
工程结构抗震基础以我国现行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2008年版）、《铁路工程
抗震设计规范》（GB 50111-2006）、《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JTG／TB 02-01-2008）等规范为依
据，介绍了工程结构抗震设计的基本概念、抗震设计基本原则，应用结构动力学知识详细分析了地震
作用的确定方法，介绍了结构抗震验算的一般方法；参照国际先进规范，结合当前最新科研成果，对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规范的改革思路做了简要的介绍。
工程结构稳定基础介绍厂有关工程结构稳定问题的基本知识，讨论了若干结构弹性范围内丧失第一类
稳定性问题的计算方法，揭示了稳定问题与动力问题的内在联系，并对工程中常见的失稳问题进行了
简单的分析。
　　《工程振动与稳定基础（第3版）》内容丰富、全面，结构安排合理。
既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供研究生和其他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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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总论在学习本书之前，读者已经掌握了结构在静力作用下内力和变形的计算方法，因而
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图1.一1所示的两个结构在静力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
但结构上的作用并非全是静力作用，按照《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2008)的规定，
凡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或分布力，以及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原因，均称为结构上的作用。
作用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大类，前者即为通常所说的荷载——永久荷载(恒载)和可变荷载(活
载)等，后者包括地震、基础沉降、混凝土收缩、温度变化、焊接等作用。
作用的分类还有很多种方法，其中按结构的反应特点分类可以将作用分为静态作用和动态作用(即动力
作用)。
严格来讲，结构上作用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大都随时间变化，从作用本身来讲都应属于动
态的，但动态作用定义为“使结构产生的加速度不可忽略不计的作用”，因此，对随时间变化的“动
态”的作用要进行动力分析，研究其使结构产生的动力作用效应(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是否可以忽
略不计，这就属于结构动力学的范畴，地震作用是典型的动力作用。
按照《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规定，“结构构件或连接因超过材料强
度而破坏”属于超过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第一条，这一点十分容易理解，而标准中也规定了“结构或
结构构件丧失稳定”也属于超过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这样，我们再重新审视前边的两个简单结构，如果图1一1(a)所示简支梁跨中所受是动力作用，其结果
又是怎样呢？
图1-1(b)所示的轴心受压柱是不是只要其轴向应力没有达到材料的受压承载力就不会破坏？
本书将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介绍有关结构动力学、工程结构抗震、工程结构稳定的基
础知识，为读者后续学习有关工程结构设计的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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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振动与稳定基础(第3版)》：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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