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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根据我国新颁布
的GB50051-2002《烟囱设计规范》、GB50077-2003《钢筋混凝土筒仓设计规范》、《工业循环水冷却
设计规范》（GB／T50102-2003）、《火力发电厂水工设计规范》（DL／T5339-2006）、《给水排水工
程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程》（CECS138-2002）、《石油化工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范》
（SH／T31322002）、《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D30-2004）、《架空送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
定》（DL／T5154-2002）等，以及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由具有特种结构教材编写和教
学经验的老师以及从事特种结构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编写。
　　本书主要介绍大、中型工业建设中应用较多的烟囱、筒仓、冷却塔、贮液池、挡土墙、栈桥和铁
塔的类型、结构形式、设计原则以及主要构造要求，重点阐述其承受的各种作用及作用效应计算和设
计方法。
全书突出实际工程应用，注重对学生工程技能的培养。
每章除附有小结和思考题外，还列有计算图表，以方便学生自学和实际工程应用时查阅。
本书除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用书外，还可供从事土木工程特种结构设计、施工和监理等
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山西大学工程学院尹维新（第1章1.1～1.8 ）、刘红宇（第2章）、洪彩霞
（第1章1.9 ～1.11），南京工程学院何培玲（第5章）、谢淮宁（第4章），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贾军
刚（第6章）、李勤明（第3章）、郭青、贾建民、张孟奇（第7章）。
本书由尹维新、何培玲担任主编，刘红宇、贾军刚担任副主编，太原理工大学李海旺教授对全书进行
了认真的审读。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及引用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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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之一。
    本书是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根据我国新颁布的有关土
木工程特种结构的设计规范和最新科技成果，由具有特种结构教材编写和教学经验的老师以及从事特
种结构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而成。
内容包括烟囱、筒仓、冷却塔、贮液池、挡土墙、栈桥及铁塔的结构类型、设计原则、构造要求、作
用与作用效应计算以及设计方法。
全书突出实际工程应用，注重对学生工程技能的培养。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用书，还可供从事土木工程特种结构设计、施工和监理等
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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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7.2 池壁内力计算　　一、计算简图　　与圆形贮液池相同，要确定矩形贮液池池壁的计算简图
，必须先确定池壁上、下端支承的形式以及池壁的计算高度。
　　（一）支承形式　　矩形贮液池池壁顶端支承形式的确定原则与圆形贮液池相同。
对于敞口贮液池，其池壁顶端应视为自由端。
若池壁顶端虽无顶盖，但以走道板、工作平台、连系梁等作为支承结构时，应根据支承结构的横向刚
度，确定池壁顶端的支承条件为铰支或弹性支承。
而有盖贮液池池壁支承形式和顶盖类型以及顶盖与池壁的连接方式有关。
当顶板预制且搁置在池壁顶端，而无其他连接措施时，顶板视为简支于池壁，池壁顶端应视为自由端
；当预制顶板与池壁顶端设有抗剪钢筋连接时，池壁与顶板的连接点应视为铰支承；当池壁与顶板为
整体浇筑，并配置连续钢筋时，池壁与顶板的连接节点应视为弹性固定；当仅配置抗剪钢筋时，该节
点应视为铰支承。
　　池壁底端支承形式一般可采用固定和弹性固定两种。
当池壁与底板、条形基础或斗槽整体连接时，可视为固端支承；对位于软土地基上的贮液池，应考虑
地基变形的影响，宜按弹性固定计算。
　　矩形贮液池中，当池壁为双向受力时，相邻池壁间的连接应视为弹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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