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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主要是根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本科专业“高层建筑结构”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的。
内容包括高层建筑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高层建筑结构荷载作用与结构计算原则，高层建筑结构扭转
效应的简化计算，框架结构的受力分析与设计，剪力墙结构的受力分析与设计，框架－剪力墙结构的
受力分析与设计，简体结构及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分析与设计方法，高层建筑结构构件的截面设计
与构造要求，以及高层建筑基础的设计要点等。
    本教材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深刻理解高层建筑结构的受力性能、变形特点和
设计原则，了解高层建筑结构的组成及各种结构体系的布置特点、应用范围等，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高
层建筑结构的设计、施工和技术管理打下基础。
    本书也可以作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用书，以及土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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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西林，男，1955年1月生，博士，同济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结构抗震防灾、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与应用。
研究领域涉及到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和设计方法，大型复杂体系建筑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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