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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结构材料的发展是推动结构工程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优化挖潜，也可以
促进结构性能的显著提升。
对于钢材和混凝土这两种典型的传统建筑材料，如何通过组合技术使二者各自的性能优势得到更充分
的发挥，是国内外近年来研究和应用的热点方向。
　　作者在20多年的研究和工程实践中，深感我国当前的建设规模为结构工程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舞台，同时广大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也创造性地建成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作品。
为适应现代土木结构工程的发展方向并满足工程建设的实际需求，作者结合多年研究及工程实践的经
验，在传统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种新的组合结构形式和结构体系，通过较为系统的
试验和分析来研究这些结构的综合性能，并根据实际工程需求进行改进，其成果已得到工程界的认可
或采纳。
例如，超高层建筑结构中普遍采用转换层来将上部结构的荷载传递至跨度较大的下部结构，传统的梁
式转换层多采用预应力混凝土转换梁或型钢混凝土转换梁，此类转换构件为了解决刚度不足和抗裂的
问题，不得不采用比较大的截面，并导致转换层的质量和刚度偏大，影响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和施工
进度。
作者提出的钢一混凝土组合转换梁，通过在正弯矩区和负弯矩区采用不同的组合形式，从而在受力和
施工上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性能，并已经被试验所证实。
再如，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存在大量因老化、劣化或改变用途而需要加固的混凝土结构。
粘贴钢板、加大截面、预应力、FRP等既有加固技术虽有各自的优点，但也存在各自一定的不足。
针对结构加固改造领域的现状并结合实际工程的需求，作者提出了钢一混凝土组合加固技术，通过一
系列试验和分析提出了设计方法。
这些组合加固的成果在建筑结构、桥梁结构、地下工程、国防工程、特种结构等工程的加固改造中得
到了成功的应用，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推广。
　　全书共分11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作者近年来在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和新型钢一混凝土组合
结构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
各章首先介绍了研究对象的工程背景和现存的问题，然后对相关的试验方案及结果、计算模型和分析
结论以及设计方法等进行了阐述。
第1章绪论对组合结构的发展历史和当前的研究及应用现状进行了简要综述。
根据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发展趋势和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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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从事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研究部分成果的总结。
书中阐述了作者所提出的几种新型组合结构的研究背景和工程应用价值，重点介绍了有关试验研究的
具体内容和主要结果，同时对计算模型、数值模拟、理论分析和设计方法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混合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组合楼盖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双向大跨组合楼盖的
空间受力性能、钢梁翼缘贯通式组合节点、格构式钢管混凝土柱、钢与混凝土组合转换结构、组合梁
的抗扭性能、槽形钢-混凝土组合梁以及钢-混凝土组合加固技术等，同时包括了多项组合结构的工程
应用实例。
本书侧重于揭示组合结构构件及体系的受力机理和规律，同时兼顾其在工程应用中的实际需求和可操
作性，并给出了相关实用的设计计算方法。
    本书可供土木工程领域从事科研和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及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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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算结果表明，转换梁刚度的降低使结构在发生更大侧移的时候才出现首个塑性铰，这是由于转
换梁对1层柱的约束作用降低而使1层柱变形能力增大造成的，但是由于约束作用的减小，使得侧向刚
度降低导致出现首个塑性铰时，转换梁刚度较小的模型所承受的水平荷载略小，但幅度不大。
柱脚全部出现塑性铰时的情况与之类似。
但对于首个柱顶塑性铰的出现，转换梁刚度较小的模型在水平荷载较大、层间位移较大时发生，这也
充分说明了降低转换梁与1层柱刚度的差异，可以有效延缓柱顶塑性铰的出现。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M一3、M一4模型在加载过程中始终未使底层完全形成机构，这对提高结构的抗
震能力是非常有效的。
　　转换梁端在荷载水平较高时均出现塑性铰，相比较而言，转换梁刚度较小的模型出现转换梁端塑
性铰时，水平荷载和层间位移均处于相对其他模型较小的水平。
　　综上所述，降低转换梁与1层柱的刚度比，可以有效地改善结构破坏机制的类型，使结构更容易
出现图7-59（a）所示的梁铰破坏机制，因此对于抗震结构，采用较小的转换梁刚度更好。
但转换梁刚度的增大对减小竖向荷载作用下跨中挠度是非常有效的。
在不改变竖向构件刚度的前提下，转换梁刚度就需要一个合适的选择，既能够满足正常使用阶段刚度
的要求，又能够避免结构出现不利于抗震的破坏机制，这就对_T程设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7.5转换梁选型及设计方法　　7.5.1转换梁选型建议　　在进行转换梁选型研究时，首先需要考虑
各种转换梁的受力性能之差异，根据结构需求选择合适型式的转换梁；其次还需要考虑整体结构体系
的协调、施工复杂程度、工期等各方面要求。
　　近年来，我国很多新建高层建筑都采用了组合技术，尤其是钢管混凝土柱和钢一混凝土组合楼盖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随着对工期要求的提高，钢一压型钢板组合楼盖也凭借其施工速度快、外形美观
、便于后期室内装修等优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从施工复杂程度和工期进度而言，型钢混凝土转换梁打孔、穿筋工作量大，节点区混凝土浇筑质量难
以保证，施工过程复杂；钢一混凝土组合转换梁便于和压型钢板组合楼盖结合使用，施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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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11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作者近年来在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和新型钢一混凝土组合
结构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
各章首先介绍了研究对象的工程背景和现存的问题，然后对相关的试验方案及结果、计算模型和分析
结论以及设计方法等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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