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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市场上面向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的图书有很多，主要为三类：　　1．复习教程类——
以讲解考试的知识点为主要内容，将考试所要求的内容分章进行讲解梳理，配合以少量习题；　　2
．复习题解类——以复习题的解答为主要内容，通过大量的复习题练习，达到应试要求；　　3．模
拟试题类——以模拟考试试题的方式将复习题组合，检验复习效果的同时临阵磨枪。
　　在如此多图书品种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以新品种进入这个市场，主要是我们信赖以下几个显著特
色能给考生复习迎考带来帮助：　　1．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阶段——考点串讲、习题解析、模拟冲刺
。
这基本囊括了每个考生复习必经的三个阶段，也将市场上主流的三类图书的特点都包含了。
这种三合一的编写方法，让读者真正实现“一本通”。
　　2．本书在讲解大纲要求、知识点的同时有复习方法的介绍。
书中的“今日重点难点”、“答疑解惑(Q&A)”、“今日总结”等内容都是复习方法的体现，提醒考
生在每日的复习之前要对今日内容有个大概了解，复习之后要有总结，才能事半功倍。
　　3．图书提供给考生合理的复习计划。
翻开目录，您就可以发现，每章下都是有具体天数的，这看似简单的天数分配其实是经过多位高分考
生总结而来的。
也就是说，以本书的这种计划去复习迎考是经过检验相对合理的。
　　4．本书提供网络答疑服务。
我们开通了答疑信箱(zcjgdy@126．com)，读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将在复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发
给我们，我们会将这些疑问的解答做成每月一次的答疑邮件回复给读者，当好读者复习过程中的益友
。
　　衷心祝愿各位考生顺利通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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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的图书。
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阶段——考点串讲、题解析、模拟冲刺。
这基本囊括了每个考生复习必经的三个阶段，也将市场上主流的三类图书的特点都包含了。
这种三合一的编写方法，让读者真正实现“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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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0．2 构件刚度和内力的调整　　30．2．1 连梁刚度折减系数　　框架一剪力墙或剪力墙结构中
的连梁，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参与整体分析时，承受的弯矩和剪力很大，超筋或截面配筋困难，在不影
响其承受竖向荷载能力的前提下，允许适当的刚度降低(开裂)而把内力传递到剪力墙或框架柱上，见
《高规》5．2．1条。
当对连梁刚度采用上述折减系数后，仍超筋或配筋困难时，可按《高规》7．2．25 条的规定对连梁进
行处理。
　　7．2．25 当剪力墙的连梁不满足本规程第7．2．23条的要求时，可作如下处理：　　1 减小连梁
截面高度；　　2 抗震设计的剪力墙中连梁弯矩及剪力可进行塑性调幅，以降低其剪力设计值。
但在内力计算时已经按本规程第5．2．1条的规定降低了刚度的连梁，其调幅范围应当限制或不再继续
调幅。
当部分连梁降低弯矩设计值后，其余部位连梁和墙肢的弯矩设计值应相应提高；　　3　当连梁破坏
对承受竖向荷载无明显影响时，可考虑在大震作用下该连梁不参与工作，按独立墙肢进行第二次多遇
地震作用下结构内力分析，墙肢应按两次计算所得的较大内力进行配筋设计。
　　30．2．2楼面梁刚度增大系数　　《高规》相关规定见5．2．2条。
需注意，一般情况下，现浇楼板作为楼面梁的有效翼缘，仅在结构整体的内力和位移计算时予以考虑
，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通常不予以考虑(按矩形截面配筋)，而作为安全储备。
　　30．2．3框架梁弯矩的调幅　　《高规》相关规定见5．2．3条。
需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1)该条第3款：“应先对竖向荷载作用下框架梁的弯矩进行调幅，再与水
平作用产生的框架梁弯矩进行组合”，即调幅仅针对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弯矩。
　　(2)跨度相差较大的连续梁在较小跨中可能没有正弯矩，此时，为保证框架梁跨中截面底部钢筋不
至于过少，故有本条第4款的规定：“截面设计时，框架梁跨中截面正弯矩设计值不应小于竖向荷载
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的跨中弯矩设计值的50％”。
　　30．2．4楼面梁扭矩折减系数　　建筑结构的楼面梁受楼板(有时还有次梁)的约束作用，其受力
性能与无楼板的独立梁有较大不同。
结构计算中如不考虑楼盖对梁扭矩的约束作用，则梁的扭转变形和扭矩计算值过大，往往与实际不符
，造成抗扭截面设计困难，因此可对梁的扭矩予以适当折减。
《高规》相关规定见5．2．4条。
一般可取梁扭矩折减系数为0．4，当没有充分计算或参考依据的情况下，建议梁的扭矩折减系数不宜
过小，以避免抗扭强度不足而造成裂缝等工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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