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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一些典型的钢管混凝土工程实例，系统地阐述了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中的系列关键问
题，如一次加载和长期荷载作用下的设计计算、轴向局部受压时承载力的计算、钢管初应力影响的验
算、构件截面尺寸效应的影响、抗震和抗火设计及火灾后的损伤评估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还论
述了一些新型钢管混凝土结构，如采用高性能材料的钢管混凝土、薄壁钢管混凝土、中空夹层钢管混
凝土和FRP约束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工作特点和设计建议，以及钢管混凝土结构节点的一些典型构造措
施和计算方法等；另外探讨了钢管混凝土制作、施工与质量控制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后还给出了钢
管混凝土结构设计计算例题。
　　本书根据钢管混凝土结构设计实用要求撰写，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浅显易懂，可供土建结构设
计、施工、监理、研究人员及大专院校土建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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