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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及教研实践编写的，可作
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土木工程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混凝土结构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属于必修课程。
其教学指导思想是：注重基本原理及结构构件设计计算方法，使学生能正确理解和掌握混凝土结构构
件各种受力形式的设计计算方法以及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工程理念，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土木工程师应有的基本素质。
　　该教材的特色是：将原来独立课程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多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等课程内
容进行优化、调整、整合后，合并列入《混凝土结构》（下册）中，这样避免了“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与“多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部分内容的重复，解决了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
另外，加入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平法施工图简介，解决了学生在毕业设计之前到施工现场看不懂结构设
计图纸的问题。
　　本书共10章，内容包括：绪论；建筑抗震设计的基本知识；多、高层建筑结构荷载；结构设计的
基本规定和设计要求；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一剪力墙结构；简体结构；单层厂房结构；钢筋
混凝土结构平法施工图简介。
　　为了便于高等学校学生和广大土建技术人员学习，本书编写时力求内容充实、重点突出，语言通
俗、深入浅出，例题完备、注重实用。
每章均有例题，每章末尾还有习题和思考题，以便通过这些题目进一步消化、理解所学内容，检查学
习效果。
　　本书参加编写的有：陈敏杰（第1章）；金菊顺（第2章、第3章）；郭靳时（第4章、第6章、第7
章、第8章）；庄新玲（第5章）；金菊顺、刘晓霞（第9章）；钱永梅（第10章）。
刘晓霞、刘辉、闻玉辉等参与了绘制本书部分插图及图表的工作。
本书由金菊顺、郭靳时、庄新玲任主编，钱永梅、刘晓霞、陈敏杰任副主编（编者排名不分先后）。
　　由于编者的经验和水平有限，本书一定存在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及时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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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混凝土结构(下册)：混凝土结构设计》是作者根据国家颁发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0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2006年版)（GB 50009—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08
年版）（GB 50011—200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02）、《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2008）等编写而成
的。
　　《混凝土结构(下册)：混凝土结构设计》内容包括：绪论;建筑抗震设计的基本知识；多、高层建
筑结构荷载；结构设计的基本规定和设计要求；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
；单层厂房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平法施工图简介。
　　《混凝土结构(下册)：混凝土结构设计》注重概念叙述，基本理论和方法讲解通俗易懂，每章都
列举了适量的例题及部分工程实例。
每章末尾都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和习题，以便通过这些题目进行自测，检查学习效果。
　　《混凝土结构(下册)：混凝土结构设计》可作为高等学校土建类及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
为广大从事土建工作科研人员、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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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减震结构　　在建筑物中加进某种减震构造措施，以在地震时能吸收一部分地震能量，减
少地震力对建筑物的破坏作用。
这种减震构造措施，在各国试用的有：在建筑物的底部设置用钢板和橡胶叠层的弹性支承；设置一定
厚度的砂隔层；设置“滚动支承”、“摆动支承”等。
　　1.1.3.4 组合结构的迅速发展　　组合结构：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组合成整体共同工作的构件称为
组合构件，由组合构件组成组合结构。
由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扬长避短，各自发挥其特长，具有更多优点，至今50多年来，已成为一种公
认的新的结构体系。
　　（1）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　　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充分利用两种材料各自的优点，达到良好
的经济技术效果。
组合结构是将钢材放在构件内部，外部由钢筋混凝土做成，称为劲性混凝土或型钢混凝土。
　　（2）钢管混凝土结构　　在钢管内部填充混凝土，做成外包钢构件，称为钢管混凝土。
　　（3）钢筋混凝土外包钢板箍构件　　钢筋混凝土外包钢板箍构件是近年来研究与应用的一种新
组合结构形式，可以用来新建也可以用于旧房屋改造进行结构加固。
在构件（梁、柱）端部或跨问包钢板箍后不仅能局部提高构件抗压强度与抗剪强度，而且能改善构件
与结构的延性。
钢板箍常用于柱端及梁的剪力较大处。
　　（4）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　　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楼板开始应用于欧美国家，压型钢板与
混凝土组合成整体，共同工作，压型钢板代替钢筋承受拉力，可减少钢筋的制作安装等施工费用。
这种组合板的设计计算的关键是解决压型钢板与混凝土之间的组合剪切计算。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与研究这种结构形式，由于这种结构形式可省去全部模板工程，并可立
体作业，不仅节省大量木材与人力，且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很快受到社会的欢迎。
　　（5）钢梁支承钢筋混凝土板的组合结构　　钢梁支承钢筋混凝土板的组合结构很早就已应用，
但最初多未考虑它们的组合作用，而是各自作为单独构件进行设计计算。
美国最早考虑两者的组合连接，组合成整体形成组合梁，并将计算方法纳入规范，把混凝土板视为钢
梁的一部分（翼缘），将节省大量钢材，造价大为降低，应用于桥梁与房屋建筑中。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深人研究，广泛应用。
这种组合梁的应用与计算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二者连接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对连接件的试验研究、设
计计算方法及施焊专用机具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美国、英国等首先推出了实验得出的剪力强度计算
公式，并纳入英国规范，同时焊接带头栓钉的栓焊机等专用机具问世，大大简化并加速了焊接连接件
的施工作业，为组合梁的推广应用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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