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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1995～1997年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完善形成的，是对1987年发行第一版的全面改版，主要
讲述型钢和混凝土组成的结合结构、型钢和混凝土之间（通过连接键）的相互连接，使它们尽可能全
面并持久地起到承载作用。
　　结合结构的理论和实践将来会改变，因为国际规范应该会被在欧洲范围内使用完好的欧洲规范替
代。
这就给我以及每一位作者提出了问题：哪些技术规则应作为理论基础？
哪些应作为基础规则？
哪些应作为应用规则？
的确，结合结构的承载行为和破坏行为与规范或建筑说明书上的工程模型无关，但是那些希望熟悉这
种结构类型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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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赫尔墨特·波德（Helmut Bode）教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完善形成的，是作者在日常教学
中的教科书。
书中主要介绍了型钢和混凝土组成的结合结构及其之间通过连接键的相互连接等内容，并介绍了房屋
结构中结合结构及其构件的相关知识。
具体有：结合板、结合梁、结合柱、连接键、钢与混凝土之间的连接和被动防火措施。
计算与论证围绕承载能力极限状态（ULS）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SLS）进行，通过算例阐述其设计和
建造原理。
基本原理（尤其考虑混凝土收缩徐变影响的弹性计算）适合于结合梁桥，并引入了新的图表，给出了
一些桥梁尺寸的拟定与建造等参考意见来帮助设计，以简化设计初期的工作。
　　本教科书可供桥梁及工民建专业学生、结合梁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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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3.3.5 压型钢板的影响3.4 混凝土翼缘板的横向配筋3.4.1 混凝土翼缘板的剪切力3.4.2 要求的横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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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计算的检算4.5.5 考虑弯扭失稳的极限弯矩4.5.6 EC3折减系数的近似计算4.5.7 理想弯扭失稳弯矩Mc，
的计算4.5.8 根据附录B计算弯扭失稳弯矩4.6 拉力跨理论4.7 纵向剪切承载力4.7.1 概述4.7.2 刚性与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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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4.7.4.3 均布荷载与延性结合4.7.5 连接键的分布产生的影响4.7.6 根据：EC4计算的连接键数量与分
布4.7.7 完全结合4.7.8 延性连接键的部分结合4.8 高强度精核结构钢S420和S460的应用4.8.1 目前的状
况4.8.2 EC4的附件H4.9 算例：结合梁极限承载能力4.9.1 一跨结合梁辅助脚手架浇注混凝土4.9.1.1 体系
与荷载4.9.1.2 横截面与材料特征4.9.1.3 极限承载力检算4.9.1.4 纵向剪切承载力与结合4.9.1.5 边缘混凝土
板的连接4.9.2 两跨结合梁：根据塑性铰理论设计4.9.2.1 体系与荷载4.9.2.2 横截面与材料特性4.9.2.3 横截
面塑性承载能力4.9.2.4 完全结合情况下的承载力检算4.9.2.5 纵向剪切承载力与结合4.9.2.6 部分结合情况
下的承受荷载(塑性极限荷载)⋯⋯5 结合梁的正常使用状态6 结合柱7 结合结构的链接8 结合结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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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欧洲规范EC4中，在关于连续结合板计算规则的部分，既没有提到压型钢板与表面混凝土的不
完全共同作用问题，也没有对塑性铰的转动能力提出要求。
　　负弯矩区的弯矩承载力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型钢板的抗弯能力Mpr；一部分来自混凝
土中的普通钢筋Mc，这一部分要考虑弯矩与轴力的共同作用；一部分来自力偶产生的弯矩。
　　在负弯矩区，通过相对较低的键销度可以实现钢与混凝土之间的完全共同作用，并获得完全的塑
性抗弯承载力。
在压型钢板和混凝土之间具有完全结合和没有结合两种情况下，附加承载力的差别并不大。
这说明，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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