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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一)名词定义 1．刚片和刚片系 在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

中，不考虑杆件微小的应变。这种不计应变的平面杆件称为

刚片。由刚片组成的体系称为刚片系。 2．几何可变体系和

几何不变体系 当不考虑材料的应变时，位置和形状可以改变

的体系称为几何可变体系，否则称|百考试题|为几何不变体系

。如果几何可变体系发生微小位移后即成为几何不变体系，

则称其为几何瞬变体系。只有几何不变体系才能用作结构。

3．自由度 用来确定体系位置所需的独立坐标数称为自由度

。 4．约束 减少体系自由度的装置称为约束。约束的类型有

链杆、单铰、复铰、单刚结和复刚结。 链杆为两端有铰的刚|

百考试题|性杆(可以是直杆、曲杆或折线形杆)，它的作用相

当于一个约束；一个连接两个刚片的单铰相当于两个约束；

一个连接n个刚片的复铰相当于n1个单铰：一个连接两个刚片

的单刚性结点相当于三个约束；一个连接n个刚片的复刚性结

点相当于n1个单刚性结点。 能减少体系自由度的约束称为必

要约束。不改变体系自由度的约束称为多余约束。 5．虚铰 

连接两个刚片的两根链杆的交点或其延长线的交点称为虚铰

。它的约束作用与实铰相同。 (二)平面体系自由度W的计算

公式 1．W的一般公式 W＝3m-3r-2A-s (11) 式中：m刚片(内

部无多余约束)数； r单刚结点数； h单铰数； s支座链杆数。

2．平面铰结体系的自由度计算公式 W＝2j-b-s (12) 式中:j体系

的铰结点数； b体系内部的链杆数； s支座连杆数。 3．平面



体系内部可变度(s＝0) 一般体系 V＝3m-3r-2h-3 (13) 铰接杆件

体系 y＝2j一63 (14) 上两式中m、r、h、j、b、s意义同上。 平

面体系几何不变的必要条件是W≤0，体系内部几何不变的必

要条件是y≤0。 (三)平面体系的基本组成规则 1．两刚片规则

两个刚片用不相交于一点又不完全平行的三根链杆连接而成

的是几何不变体系，且无多余约束。 本规则也可表示为：两

刚片用一个铰和不通过该铰的一根链杆相连接而成的是几何

不变体系，且无多余约束。 2．三刚片规则 三个刚片用三个

不共线的单铰(虚铰或实铰)两两相连而成的是几何不变体系

，且无多余约束。 3．二元体规则 一个无多余约束的刚片与

一个点用两根不共线的链杆相连，组成无多余约束的几何不

变体系。所谓二元体，是指由两根不在同一直线上的链杆连

接一个新结点的连接方式或装置。在一个体系上增加或去掉

二元体，不改变体系的几何组成性质。 上述三条规则实质上

就是三角形规则：铰接三角形几何不变，且无多余约束。 注

意上述规则的限制条件，如规则1的三链杆不共点，规则2的

三个铰不共线。当这些条件不满足时，一般为瞬变体系(有时

也可为常变体系)。 (四)解题技巧 (1)尽量撒去可以拆除的二

元体，使体系简化。 (2)将体系归并成两刚片或三刚片的结合

，以便对照规则1、2进行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