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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深圳等城市
都兴建了大量高层建筑，其大多数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随着高层建筑层数的增加，构件的截面尺寸一般较大，占用了较大的使用面积，从而影响高层建筑使
用功能的充分发挥。
随着建筑功能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往往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底部几个楼层因商业需要，而要求其底部几
个楼层具有较大的使用空间，有时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存在着不同结构形式的转换层，因此采用普通钢
筋混凝土结构，已不能满足高层和超高层建筑设计上的需要。
研究和实践表明，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能满足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这种需要。
随着对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深入研究，已在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中广泛应用各种形式的钢与混凝土组
合结构。
近年来，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作为一种合理的结构形式，以其构件和结构承载高、刚度大、截面尺寸
小和良好的抗震性能等许多突出的优点，已逐渐推广应用到建筑工程、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桥梁工
程、地下工程和海洋工程等土木工程领域中，特别是许多大城市兴建的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及大型
桥梁等建筑物越来越多地采用组合结构。
型钢混凝土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列为高层建筑的四大主要结构类型。
从发展趋势看，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已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结构体系，而成为继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结
构、砌体结构、钢结构和木结构四大结构之后的第五大结构，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已成为我国21世纪
土木工程的发展方向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是在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钢
与混凝土组合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相比，有其独特的力学特性和计算与设计方法。
本书是各位编者在长期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科研与实践的基础上，引用和采纳了国内外最新成果编写
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内容的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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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原理》主要阐述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计算方法与设计原理。
全书共十章，内容包括概论，组合结构的材料与基本设计原则，钢与混凝土组合楼板设计，抗剪连接
件设计，钢与混凝土组合梁，型钢混凝土梁设计，型钢混凝土受压构件设计及其抗震性能，型钢混凝
土结构构造要求、工程实例及施工方法简介，钢管混凝土结构基本概念及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钢管
混凝土构件设计与构造。
《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原理》按国家和行业最新颁布的有关规程或规范进行编写，既注重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阐述，又注重对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构造、计算软件和抗震性能等方面的介绍。
为方便学习，钢与混凝土组合楼盖、型钢混凝土结构和钢管混凝土结构三大部分内容均有较详细的例
题或实例，而且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计算。
每章末都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方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
专业课的教材或参考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土木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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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5．2型钢混凝土梁裂缝宽度计算　　试验结果表明，在正常使用阶段，型钢混凝土梁的裂缝宽
度不一定小于钢筋混凝土梁。
因此，为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需要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而且，受拉钢筋水平处的裂缝宽度普遍比型钢受拉翼缘水平处的裂缝宽度大，因此受拉钢筋的应变是
影响裂缝宽度的主要因素，裂缝宽度的计算以受拉钢筋水平位置为准。
　　1．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的计算理论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比抗压强度小得多，在不大的拉应力
下混凝土就可能出现裂缝，故裂缝宽度计算是混凝土构件特有的问题。
关于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问题的研究，各国曾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理论工作，提出了包含有各种不同变
量的裂缝计算方法，反映在各国规范所采用的裂缝宽度计算公式中。
应注意的是，尽管对于裂缝问题有了相当的研究，但是至今对于影响裂缝宽度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
因素与裂缝宽度的定量关系，并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钢筋混凝土裂缝计算采用粘结滑动理论、无滑动理论、一般裂缝理论三种理论。
　　（1）粘结滑动理论　　粘结滑动理论假定混凝土中拉应力在整个截面或有效受拉区面积上为均
匀分布，拉应力不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并认为裂缝的间距取决于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粘结应力的分
布。
裂缝出现后，由于钢筋与混凝土之间出现相对滑动而产生并促进了裂缝的继续发展，此时钢筋与混凝
土之间不再保持变形协调。
粘结滑动理论认为影响裂缝间距的主要因素是钢筋直径与截面配筋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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