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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导致了系统内部的专业相互间的割裂及交叉合作的障碍。
在建筑设计领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在建筑学的大系统里，建筑结构技术和建筑设计之间的连接度变得日益脆弱，这在建筑学的教学课程
安排和实际建筑项目的设计流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我们惊叹于国外建筑设计的独特思路、具有震撼的个性化造型及结构技术与建筑的完美结合时，不
得不思考重新定位传统建筑结构技术的内涵和外延及重新研究结构技术与建筑设计整合的问题。
这是本书研究的背景。
　　在建筑结构或建筑学专业内去寻求建筑结构技术内涵和外延的重新定位，都不会有新的结果和结
论。
在建筑设计的视角下，如何找回结构原本，提升结构，挖掘结构的内在潜能，赋予其新内容、新价值
和新意义，是本书展开的主线和聚焦的要点。
　　本书采用结构中最简单、建筑中使用频度极高的线元--梁来研究和诠释结构的本构、结构的技术
逻辑、结构的释放；演绎和展现结构从刻板到活跃，从原始到升华，从平庸到精彩的可能和过程，从
而阐明在整合的建筑设计平台下对结构的崭新理解和结构的新定义，这无疑是非常有说服力和启迪价
值的。
　　在传统的记忆中，梁的厚重断面尺度、定格的截面形式、单一的组合方式及程式化的支承形成了
对梁构形态的大多数理解；此外，梁迂回的传力方式和截面受力的极其不均衡直接影响了结构的效率
和结构逻辑的清晰表现。
本书尝试运用梁构的分解、矢量化、混成复合、仿生及梁在平面和空间内系统整合等策略来打破传统
僵化的概念，提升梁构建筑的结构效率，明晰其技术逻辑并极大地释放其表现力。
　　本书对梁构的分析以建筑技术为线索，探讨不同结构形态的内在联系和造型手法，为建筑创作阶
段的结构构思拓展想像空间，在优化建筑结构效能的前提下，发掘梁构造型设计的潜力和价值，使建
筑结构体现建筑艺术真实、内在的美感；在结构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架设相互连接的桥梁，以结构引
导建筑设计，运用结构形态设计的方法创造更加个性化的建筑设计作品。
　　本书对梁构建筑技术表现的分析和讨论较为全面，系统性较强，对梁构生成的技术逻辑和技术路
径有清晰的表述，本书对指导建筑师理解结构，思考和利用结构，进行基于结构技术的建筑创作提供
了方向性指引。
　　基于思考，本书对建筑结构、建筑的价值和内涵提出了新的概念和观点，并提供了大量案例进行
佐证。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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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建筑整合和结构创新为主导思想，对结构中最基本的线元——梁的结构功能、空间覆盖的技术
逻辑及建筑形式和表现等问题展开研究。
全书共6章：第1章提出结构形态设计的概念，定位梁的研究主题，介绍国内外研究背景及本书的研究
内容和意义；第2章通过对梁的原型和重构技术的阐述，分析梁构及梁构建筑形态表现的发展趋势；
第3章分析五类梁构材料的性能和表现特质，揭示梁构设计应遵循材料意志的原则；第4章以梁的原型
为起点，基于技术逻辑，研究梁在多参数变化下的优化可能和形态表现拓展；第5章用五个建筑案例
的解析和设计，寻求梁构及梁构建筑基于技术表现的设计思路和实现途径；第6章总结观点，给相关
建筑设计以参考和启发。
    本书可供从事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结构工程等工作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
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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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构·建筑>>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1.1  结构形态设计作为建筑设计的肇始    1.1.2  梁构件具有形态表
现的潜力    1.1.3  梁的设计与优化尚存在很大空间  1.2  研究背景    1.2.1  国外现代建筑研究水平及应用   
1.2.2  国内现代结构的研究及应用与国外的差距  1.3  研究内容    1.3.1  解题    1.3.2  内容第2章  梁的形态表
现与趋向  2.1  梁的本构与重构    2.1.1  梁的本构    2.1.2  梁的重构  2.2  梁的形态建构与强化    2.2.1 形态的
建构    2.2.2  形态的强化  2.3  梁的发展趋向    2.3.1  梁构件的复合化、矢量化，断面形式多样化、巨型化 
  2.3.2  梁材料的高强化、复合化、多样化    2.3.3  梁构件系统的整合化    2.3.4  梁形态的量化逻辑拟形趋
向    2.3.5  梁构件体系的仿生趋向    2.3.6  梁支撑形式的可变与高度灵活  2.4  小结第3章  材料意志与梁构 
3.1  石材    3.1.1  物理特性    3.1.2  古希腊建筑中的石梁  3.2  混凝土、混凝土-钢材、混凝土-纤维    3.2.1  
物理特性    3.2.2  混凝土梁构  3.3  木材    3.3.1  物理特性    3.3.2  我国传统抬梁式木构梁    3.3.3  国外木结构
框架中的梁构  3.4  钢材    3.4.1  物理特性    3.4.2  钢材之梁构  3.5  玻璃    3.5.1  物理特性    3.5.2  玻璃梁构 
3.6  小结第4章  梁的技术逻辑与表现  4.1  梁的原型与力流组织    4.1.1  截面    4.1.2  跨向    4.1.3  支撑   
4.1.4  形式与尺度  4.2  梁的技术逻辑与形式拓展    4.2.1  截面    4.2.2  跨向    4.2.3  梁的几何组织重构  4.3  
小结第5章  梁构建筑的分析与设计  5.1  梁构建筑之一：东京国际论坛    5.1.1  概况    5.1.2  玻璃大厅结构
体系  5.2  梁构建筑之二：浦东国际机场一、二期航站楼  5.3  梁构建筑之三：展览馆建筑设计1    5.3.1  
结构材料    5.3.2  结构体系    5.3.3  支撑设计    5.3.4  截面设计  5.4  梁构建筑之四：展览馆建筑设计2  5.5  
梁构建筑之五：虹桥的重构    5.5.1  切入的思路    5.5.2  改造几何可变体系    5.5.3  材料的置换  5.6  小结
第6章  结束语  6.1  关于建筑中的梁  6.2  从梁的本构走向释缚  6.3  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构·建筑>>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结构构件是形态构成的“骨骼”，作为建筑形态构
成的基础，结构设计被视为现代设计初级阶段的关键所在。
由梁所构成的结构体系具有截面简单、线性特征明显的特点，能够自由的组织与重构，在满足力学性
能的同时可以兼顾艺术创造的要求，具有很强的形态表现力，其便捷性与创新性优于其他结构。
　　1.1.1　结构形态设计作为建筑设计的肇始　　1.结构的相关概念　　1）结构的概念　　“物体皆
通过它们的形态（form）来起作用，因此形态始终具有功能（function）。
换言之，形态的保持是功能永存的先决条件。
所有的物体皆受各种力量的作用。
抵抗力量以保护物体形态永存的坚硬度，即称之为结构（structure）”。
　　结构可以看作是能够对各种力的作用产生相应反应的系统。
离开了力的作用，或对力的作用没有任何反应，结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对于建筑来讲，结构赋予了建筑物抵御各种力的作用的能力，是一种保障机制，使建筑在可能出现的
各种力的作用下，能够保证安全和正常使用。
　　2）结构的强度　　结构的强度指结构的承载能力，即结构能够抵御某种作用而不至于破坏的能
力，这是建筑对结构安全的最基本要求。
它取决于材料强度、构件形式和结构构成方式，也和结构的受力状态有关。
　　3）结构的刚度　　结构的刚度指结构抵抗变形的能力。
具有一定刚度的结构能够保证在设计条件下，不至于产生影响正常使用的过大变形。
对于大跨度建筑结构，刚度的好坏直接反映在挠度、支座滑动及风荷载作用下屋面的颤动幅度等方面
。
　　4）结构的稳定　　结构的稳定指结构维持自身稳定状态的能力。
它的含义比较广泛，主要体现在承载力的稳定和结构形态的稳定两个方面。
例如，结构在一定力的作用下（包括外力和内力），能够提供有效的抵抗力，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形
状，结构变形能够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等。
结构的强度、刚度和稳定都是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它们彼此是相互关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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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构·建筑》是关于介绍“梁构建筑”的教学用书，书中以建筑整合和结构创新为主导思想，
对结构中最基本的线元——梁的结构功能、空间覆盖的技术逻辑及建筑形式和表现等问题展开研究。
《梁构·建筑》可供从事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结构工程等工作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有
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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