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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钢结构设计原理”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其前承数学和力学等多门基础课程，后继“钢结构设计”专业课程。
这种角色和地位既凸显了“钢结构设计原理”的重要性，又明确地规定了其教学格局。
本书撰写者均是多年从事“钢结构设计原理”专业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对本课程的教学感触良多。
作者殷切希望本教材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特色。
　　“钢结构设计原理”涉及密集的力学基础知识，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前承力学课程所未提供的
，如构件的扭转屈曲、弯扭屈曲等。
编者本着既提供足够份量力学内容，又力求避免教材力学化的初衷，在导论中精心取选了构件的约束
扭转、轴力的Wagner效应、弯扭变形状态上的内力分量计算、构件弹性屈曲分析等内容，并进行简洁
而系统的论述。
　　本书特别关注了构件承载力基本研究方法的理性梳理，如在第1章分别设置了结构（构件）的破
坏模式和构件承载力的表达准则，这对于正确理解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和培养学生正确处理问题的能
力或许是至关重要的。
第1章因为承载了比通常的一般性说明更多的内容，因此命名为导论，而不称其为绪论。
除此之外，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能介绍一些更一般性的理论和处理方法，例如框架柱的
计算长度系数的一般确定方法及其注意事项等。
　　导论的设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将教材中涉及的共性知识点，适当地进行集中处理，如构件的扭
转屈曲、弯扭屈曲、构件承载力表达准则等，以有效地避免重复叙述。
　　本书是以构件和连接的计算和构造设计为编写宗旨的，因此特别强调了计算细节和构造细节的论
述，尽量杜绝粗线框式的描述。
所有的例题都逐步给出了详尽的说明，除了便于阅读之外，还冀希培养严谨的敬业精神。
　　课后习题是巩固掌握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手段，本书遴选了大量思考题和习题附于各章之后，并
给出了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
　　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郭成喜（第1章、第6章和附录）、陈向荣（第2章）、李峰（第3章）、何
远宾（第4章）和周天华（第5章）。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科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致献意。
　　限于作者水平，加之成稿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万望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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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土木工程专业现行本科“钢结构设计原理”教学大纲和最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编写。
主要内容包括：导论、钢结构的材料、钢结构的连接、轴心受力构件、受弯构件和拉弯、压弯构件。
每章末均附有思考题和习题，并且给出了大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教学用书，做适当取舍后亦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专科
生的教学用书，还可供从事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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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此之外，一些需要多次拆卸的结构也是钢结构的重要应用领域；地价昂贵的地段，由于钢结构
占地面积小亦可能成为首选；在地基承载力差的场地，高度不大的多层建筑亦可能选择钢结构；甚至
急迫的工期要求也可能促使采用钢结构方案；随着建筑物的智能化发展，要求敷设更多的电器具管线
，钢结构由于容易满足这些要求而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般钢材易被腐蚀，这是钢结构的弱点。
不过，在无侵蚀性化学介质的环境中服役，钢构件通过严格的除锈和周期性喷涂油漆，问题并不严重
。
随着多品种的耐候钢材的出现，钢结构的抗腐蚀性能会越来越好。
虽然在高温条件下，钢材的力学性能会发生严重退化（参见2.2节），但钢材具有相当的耐热性能，在
不超过100℃的辐射热环境中服役，一般无需做特别的防护。
在可能遭受火灾的环境下服役的钢结构，或者一些与燃烧介质直接接触的构筑物（如冶炼炉），必须
做防火设计。
防火措施通常有两种，其一是采用耐火材料（如石膏板、蛭石板等）将钢构件与火源隔离，其二是在
钢构件表面喷涂防火涂料。
除了这些传统的钢结构防火措施外，一些具有耐火性能的钢材也陆续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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