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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多年来，国内外高层建筑发展很快，层数日益增多，高度日益增高，体形越来越复杂，结构
体系越来越新颖，新材料的应用日益增多。
高层建筑的这种发展趋势，对高层建筑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结构工程最核心的结构分析与
设计理论方面正在孕育着新的突破。
结构工程遇到的挑战首先是实现基于性能的结构设计，提高工程结构使用性能及抗灾性能。
要实现基于性能的结构设计，必须精确掌握结构性能，必须精确分析结构性能。
为此，必须有考虑到结构非线性、结构不确定性、荷载不确定性及结构损伤等复杂因素的精细化分析
方法，这是结构性能设计理论的客观要求。
目前对于结构性能及其可靠度尚无精细化分析方法。
因此，发展结构性能的精细化分析方法及结构性能的控制方法是创立结构性能设计理论的关键问题。
由此可见，结构非线性、结构不确定性、结构损伤力学是发展结构性能精细化分析方法的重要基础。
因此，致力于创立结构非线性、结构不确定性及结构损伤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
之计。
　　结构设计应遵守规范。
规范中提供的设计方法是基于大量实验数据及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经验公式，能基本上反映结构构
件的实际情况，对常规设计是行之有效的简便易行的设计方法，但有局限性。
例如：①规范提供的设计公式主要是对杆件结构的构件，对于复杂结构未提出计算公式。
如果遇到复杂结构。
则需要另想办法。
②规范提供的设计方法不能清晰地给出结构受力全过程，不能正确地了解结构的性态及发展规律，不
能揭示结构内力及变形重分布的过程，因此不能准确地评估整个结构地可靠度。
③规范中的计算公式只是保证安全及适用的一种算法，不能算出结构正常使用荷载下结构任意一点的
应力或应变状态。
④随着工程结构发展的趋势，结构超规范的越来越多，现有规范不能适用，需要另想办法。
由此可见，工程技术人员及科技人员不仅应遵守规范，按规范办事，而且也要具备对付超规范的设计
能力。
因此加强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及科技人员在这方面的设计能力非常重要。
　　1982年以来，作者致力于研究高层建筑结构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创立了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结构
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
这些新成果已用于高层建筑结构的线性分析及非线性分析，显示出它们的优越性，比有限元法及有限
条法优越，不仅计算简便，而且精度较高。
这些新成果已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被很多学者引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有关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经同行专家鉴定认为国内外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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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结构》主要介绍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结构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重点介绍作
者的新成果。
主要内容包括：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结构体系，结构非线性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分析，结构损伤分析，
结构可靠度分析，结构振动控制分析，结构非线性稳定性分析，结构抗风分析、抗震分析、抗火分析
的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在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结构中的应用。
《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结构》内容丰富、新颖、富有创造性，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结构》可供建筑工程设计人员、科研人员及有关专业的高校师生及硕士生、
博士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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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合理和符合实际的计算方法，否则，对高层建筑结构的安全可靠及经济合理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这样复杂体系的高层建筑，国内外将它离散为墙单元、平板壳单元、杆单元及体单元的组合结构
，采用多种单元组合的有限元进行分析。
这种方法精度高，能得到精确的应力分布及计算结果，可以作为各种简化方法的依据，但未知量的数
目很多，计算工作量极大。
显然，对复杂体系的高层建筑结构分析，需要另外创立一些新理论新方法。
　　超高层建筑耗资大，人员及资产高度集中，与一般高层建筑相比在灾害条件下有着更高的风险，
因而对抗震抗风抗火有更高的要求。
因此研究超高层建筑结构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带转换层高层建筑结构越来越多。
由于转换层质量及刚度集中，给结构动力分析带来不利影响，使转换层处地震力集中，上下层内力集
中，层位移增大，厚板及箱型式转换层不能用一根杆来代替，从力学分析来看，有相当难度，这是目
前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最关心的热点。
目前，对带转换层的高层建筑结构分析主要采用近似方法，理论上方法上还有问题，因此，系统地研
究带转换层高层建筑结构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及计算程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巨型结构体系不但能保证结构刚度，节约材料用量，充分发挥材料及结构的性能，简化构造，降
低成本，而且还给建筑设计灵活性带来一些新的可能。
巨型结构是一个新结构体系，因此研究巨型结构分析的计算理论及设计方法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2.高层建筑结构非线性分析方法　　结构从本质上来讲都是非线性的。
结构在使用期间受到各种作用，甚至可能受到灾害性作用，同时结构的抗力可能由于腐蚀j炭化、损伤
等原因发生衰减，因此结构在使用期间，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非线性效应。
目前，结构非线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虽然在国内外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人们离正确地把握结构非线性
还有很大的距离。
目前，结构非线性分析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经济有效的计算理论及计算方法，亟待理论上的突
破和方法上的进展。
显然，需要创立高层建筑结构非线性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
　　3.结构可靠度理论　　目前，国内外在结构可靠度理论研究中，考虑了荷载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构
件抗力的不确定性。
但这一处理是与结构分析分开进行的，没有统一地直接地处理荷载与结构参数的不确定性，结构体系
的可靠度分析仍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直接考虑非线性效应的结构可靠度设计理论尚未建立，直接考虑结构参数不确定性的结构可靠度理论
远未达到实用阶段。
结构体系可靠度理论尚难以解决大型复杂结构的分析问题，这是当前工程结构可靠度理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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