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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一)结构动力计算的特点 结构在动力荷载作用下的计算称

为动力计|百考试题|算。其特点是荷载的大小、方向、作用位

置随时间而变化，在结构中引起的内力和位移也随时间而变

化。振动时，各质点产生的加速度和惯性力不能忽略。 结构

在动力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动内力和动位移等，通常称为动力

反应。结构的动力反应不仅与所受动力荷载的量值及变化规

律有关，还与结构本身的动力特性(如自振频率、阻尼、振型

等)有密切关系。因此，结构的动力计算首先要研究结构动力

特性，然后再研究结构的动力反应，求出在给定动力荷载作

用下所产生的动内力和动位移。 (二)动力计算要点 (1)体系的

振动自由度是一种几何特性，不一定等于质点的个数，更不

等于超静定次数。 (2)结构的自振频率、自振周期及主振型是

结构本身的固有特征，取决于结构的刚度特征和质量特征，

与动荷载工况无关。 (3)有限自由度体系的振动方|百考试题|

程是含时间变量的常微分方程。建立振动方程可以采用柔度

法或刚度法(达朗伯原理)等。达朗伯原理又称动静法，按此

法建立的振动方程只是利用形式上的平衡状态，而不是平衡

方程。 (4)必须熟练掌握下列公式： (5)经验表明，手算时，

对于静定结构采用柔度法较方便，对于超静定结构，采用刚

度法较方便。 (6)n个自由度振动体系有n个自振频率，从小到

大排列为： ω1lt.⋯⋯lt.0．1。如钢筋混凝土结构阻尼比为0

．05，而钢结构阻尼比为0．010．02。因此，计算结构的自



振频率时，可不考虑该阻尼的影响，即认为 式中：ωr考虑阻

尼的自振频率。 (8)单自由度体系受迫振动，且当干扰力作用

在质点上时，位移动力系数β同时也是内力动力系数。多自

由度体系的受迫振动没有统一的动力系数。此外干扰力不同

动力系数也不同。 (9)建立振动方程时，以质量的静力平衡位

置为坐标原点。最大动位移，最大动内力是由动荷载和惯性

力引起的，一般并不等于最大位移和最大内力。因为后者还

应包含由质量引起的重力作用所产生的静位移和静内力。

(10)利用对称性可以使计算简化。如图81a)所示结构对称，质

量分布也对称的体系，可以发生对称的振动和反对称的振动

，如图b)、c)所示。我们可以通过取半边结构的方法，把原

来两个自由度的问题简化成两个单自由度振动的问题，如

图d)、e)所示。 (11)动力计算时，受弯构件如梁、刚架，不考

虑轴力对变形的影响，桁架和二力杆必须考虑轴力，也只考

虑轴力对变形的影响。 至少应满足位移边界条件，如果同时

又能满足静力边界条件，则计算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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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