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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高层建筑结构计算》的
基础上，按照我国最新颁布的有关规范和规程进行全面修订而成的。
全书共16章，分上、下两册。
上册为基础内容册。
本册(下册)为提高、深入和专题册。
    本册主要内容包括：底层大空间剪力墙结构的计算；高层建筑结构复杂问题的计算；高层建筑筒体
结构的计算(续篇)；高层建筑结构的有限条分析法、半解析常微分方程求解器方法和有限元线法；高
层建筑结构动力特性分析；高层建筑结构地震作用的反应谱分析法；高层建筑结构抗震分析的时程分
析法；高层建筑空间弹塑性动力分析程序HBTA简介，共八章。
本书对以上内容均做了较全面、深入的讨论，其中许多是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是为大学生、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提高业务水平、深入学习和专门技术培训的需要而编写的
，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类结构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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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9章 底层大空间剪力墙结构的计算　　9.1 底层大空间剪力墙结构的计算图和计算方法　　底层
为框架的剪力墙结构是适应底层要求大开间而采用的一种结构型式。
标准层（底层以上）采用剪力墙结构，而底层则改用框架结构，即底层的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全部由
框架的梁柱承受。
　　这种结构的侧向刚度在底层楼盖处发生突变。
震害表明，在地震力冲击下，底层框架常因刚度太弱、侧移过大、延性差以及强度不足而引起破坏，
甚至导致整栋建筑物的倒塌。
近年来，这种底层为纯框架的剪力墙结构在地震区已经很少采用。
　　为了改善结构的受力性能，提高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在结构的平面布置中可以将一部分剪力墙落
地，并贯通至基础，称为落地剪力墙；而另一部分剪力墙则在底层改为框架，底层为框架的剪力墙称
为框支剪力墙。
这样，在水平力作用下，便形成落地剪力墙与框支剪力墙协同工作的体系：借助于框支剪力墙，可以
形成较大的空间；依靠落地剪力墙，可以增强和保证结构的抗震能力。
图9—1为框支剪力墙和落地剪力墙协同工作体系的底层结构平面示意图。
　　在水平力作用下，由于框支剪力墙底层侧向刚度急剧变小，底层框架承担的水平力亦急剧减小，
而落地剪力墙在底层承担的水平力则急剧增加。
水平力在底层分配关系的改变，是借助于底层刚性楼盖对内力的传递作用来实现的，因而，通常将底
层墙体及底层楼盖特别加强。
也就是说，落地剪力墙作为框支剪力墙的弹性支承，通过底层刚性楼盖，给框支剪力墙以水平支承力
，此水平支承力与水平外力的方向相反。
　　图9—2表示框支剪力墙和落地剪力墙协同工作体系的计算图。
框支剪力墙和落地剪力墙通过刚性连杆（楼盖）连接起来共同承受水平力。
　　底层为框架的剪力墙结构，由于上部墙体与底层框架的不同性质，给计算带来一些困难。
底层为框架的剪力墒结构的计算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①底层为框架的剪力墙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内
力和位移计算，以及它们与落地剪力墙协同工作时的内力和位移计算问题；②底层为框架的剪力墙在
竖向和水平荷载作用下墙框交接区的应力分布问题。
前一方面，可以把上部墙体视为杆件结构，用杆件结构的计算理论来解决；后一方面，涉及两种不同
性质的构件（一维的杆件结构和二维的平面问题）的接触问题，必须用弹性力学的理论来解决。
　　本章9.1～9.4节用分区混合法，按杆件结构的计算理论讨论底层为框架的剪力墙结构在水平荷载作
用下的内力和位移计算，以及它们与落地剪力墙协同工作时的内力和位移计算问题。
上层剪力墙部分，采用普通剪力墙计算中采用的假定，连梁用连续连杆代替，取连续连杆的剪力为基
本未知量，对连续连杆切口方向建立变形连续方程（力法方程）。
底层框架部分，采用同层各结点水平位移相等、同层各结点转角相同的假定，取底层框架的结点位移
为基本未知量，对框架结点的位移方向建立相应的平衡方程（位移法方程），用混合法求解。
　　应该指出的是，对开有多列竖向大开孔剪力墙的框支剪力墙，也可按壁式框架的方法计算。
　　本章9.5节讨论框支剪力墙、落地剪力墙和壁式框架在水平荷载下共同工作时的内力和位移计算。
这是框支剪力墙和落地剪力墙协同工作的推广，包含了目前能够遇到的三种不同结构型式的共同工作
。
框支剪力墙和落地剪力墙的共同工作，多肢剪力墙和框架的共同工作均为本节方法的特殊情况。
　　本章9.6、9.7节用弹性力学的理论和分区混合有限元法分析框支剪力墙墙框交接区的应力集中和剪
力墙角区的应力集中问题。
　　9.2 底层为框架的双肢剪力墙　　9.2.1 双肢墙混合法的基本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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