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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在大地震和风灾造成损失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的结构设计对未
知强度的自然灾害抗御能力的局限性和不可改变性（如地震设防烈度的不准确性及灾害性天气超出历
史统计等）。
同时，作为智能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结构振动控制技术及其理论和应用研究也受到极大的重视。
结构振动控制技术改变了传统的采用承重结构体系直接抵御灾害作用的思路，而采用非承重的结构控
制装置或构件来减小主体承重结构的灾害响应，提高了工程结构抵御灾害作用的能力，使工程结构在
灾害作用下少损坏或不损坏，并使其完全满足设计要求有了可能，它是土木工程结构防灾减灾设计思
想的新变革。
　　由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6～2010）·建筑、环境与土木工程Ⅱ
》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以智能结构为特征的第三代结构的概念。
以实现第三代结构为代表，目前结构工程学科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结构材料向高性能、多功能、高
耐久性方向发展；结构体系向多种结构形式优化组合的新型结构方向发展；结构功能向自感知、自控
制、自适应、自诊断、自修复的智能结构方向发展；结构计算和设计方法向精细化计算与试验交互性
仿真和全寿命性能设计的方向发展。
结构振动控制，尤其是结构控制技术在实际结构中的应用，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发展方向。
在国际上，结构振动控制研究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美国已有多项成熟产品提供市场；日本在阪神地
震后，为提高结构的抗震能力，新建的房屋80％以上采用结构振动控制技术。
耗能减振技术用来提高结构振动耗能能力和提高结构阻尼，作为解决工程问题的有效途径得到较大程
度的重视，一些大型结构上采用了主被动动力吸振结构控制装置，降低了结构风振响应，保证了结构
抗震安全，体现了在现代大型结构上采用高新技术提高结构安全性和满足高水平功能要求的发展趋势
。
我国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广州新电视塔上均采用了主动和主被动混合控制技术。
　　目前，研究有效、经济、简单、可靠的结构振动控制装置已成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趋势，这对在
建筑结构上普及采用结构控制技术意义重大。
结构振动控制研究的重点是，为推动结构振动控制技术在工程中应用进行的优化设计理论方法和关键
技术研究，特别强调应用结构振动控制技术，针对具体工程问题所提出的具体结构控制方案，以及采
取的理论方法和关键技术。
本书从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角度，提出了多项针对具体问题的结构控制理论、方法和关键技术，在结
构控制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导向作用和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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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总结了结构振动控制的主要技术，尤其是耗能减振、隔震结构和调谐质量阻尼动力吸振结构
控制技术；对装置关键技术、优化理论和设计方法进行了归类；介绍了作者针对具体工程问题的结构
控制装置设计、参数优化和工程应用，以及实现控制装置在工程应用中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在结构控制系统优化理论方面，系统介绍了主被动结构控制系统参数优化、最优控制系统设计，以及
控制器在结构中的数量、位置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论述了结构控制系统定性和定量分析理论和方法。
    本书适合结构工程、地震工程、风工程、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研究生阅读，也适合从事结
构设计和掌握结构抗震和抗风工程中结构控制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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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被动耗能减振控制的实用技术研究　　结构被动耗能减振措施能够提高建筑结构的抗震
安全性，增强建筑结构在强烈地震下的抗倒塌性能；结构被动耗能减振措施应用于提高建筑结构的风
振舒适度，对减小建筑结构环境激励振动、设备激励振动、行人激励振动等均十分有效。
结构被动耗能减振技术的应用，要从工程概念出发，结合工程特点和减振目标，合理设置减振装置和
构件，明确结构减振机理，切实发挥减振装置的作用。
本章列举了作者所领导的课题组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工程应用，包括增强剪力墙连梁耗能能力的阻
尼耗能减振方法、大厦顶部玻璃幕墙风致振动及结构舒适度控制方法，以及行人激励下人行天桥减振
设计。
　　2.1　增强剪力墙连梁耗能能力的阻尼耗能减振方法　　本节为作者在剪力墙抗震性能及耗能减振
方法方面研究的部分内容。
联肢剪力墙结构为剪力墙结构的普遍形式。
正常使用和小震时连梁和剪力墙共同工作，保证结构有较大的整体刚度，中震和大震时，依靠连梁率
先屈服耗能保护墙肢不破坏和改变整体结构刚度，提供结构抗倒塌的二道防线。
但是既有钢筋混凝土连梁的耗能能力和延性有限，因此提出阻尼耗能连梁方案（滕军等，2007a
，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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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结构振动控制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从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角度，提出了多项针对具体问题的
结构控制理论、方法和关键技术，在结构控制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导向作用和启发作用。
针对目前研究普遍存在的宽泛性，《结构振动控制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特别强调工程应用背景的目
标性，理论和关键技术均具有明确的应用意义，这为该领域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指导。
针对工程界对结构振动控制技术理解不够，特别是对其有所了解但在应用上无所适从的现状，《结构
振动控制的理论、技术和方法》重点论述了各种结构控制技术的装置机理、分类、关键技术、优化设
计方法，应用结构振动控制技术解决具体结构抗震和抗风工程问题的装置方案、分析方法和优化设计
实例，为结构振动控制的普及应用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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