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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高层建筑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
在1885年，美国芝加哥建成的家庭保险大楼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幢现代高层建筑，仅为10层楼，55m高
。
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发展，其高度、造型、
建筑功能、结构体系、抗震防灾和环境艺术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式各样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矗立于世界各大城市。
据统计资料，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高层建筑约占整个城市建筑面积的30 9／6～40％，如法国、原联邦
德国、罗马尼亚约占40 9／6，新加坡已占70％左右。
所以，有的城市建筑专家预言：世界人口城市化以后，城市建筑必然也会向高层化发展。
　　高层建筑发展除了建筑功能、外观造型和结构体系不断创新和改进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建筑高度不断增高。
这是因为高层建筑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国力和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特别是
建筑科学技术）。
同时，每幢著名高层建筑也是历史的写照和时代的纪念碑。
自1885年世界第一幢现代高层建筑建成以后，经过13年（即1898年）。
其建筑高度才突破100m大关，又经过11年（即1909年）和21年（即1930年），.分别突破了200m和300m
大关。
1931年美国纽约建成了帝国大厦，102层、381m高，41年后（即1972年）在美国纽约建成的世界贸易中
心110层、417m高，突破了400m大关：根据目前美国高层建筑的建设，近期可望突破500m。
日本也在积极构思和研究超过800m、1000m高的超高层建筑，试图建成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厦。
因此，有的高层建筑专家预测：21世纪有可能超过1000m。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洲高层建筑发展迅速，已逐步形成世界高层建筑的第二个中心。
目前，亚洲高层建筑发展最快的除我国大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外，还有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其共
同特点是：地质条件较差，需要抗震和抗台风，建设场地狭窄，地皮价格高昂，建筑功能要求越来越
全，建筑造型越来越复杂，高层建筑的需求量不断增多。
另外，在世界最高的100幢高层建筑中，亚洲已有十多幢：香港中国银行和中环广场已排名前几位；新
加坡的瑞福城市饭店（226m）是世界最高的旅馆；朝鲜的柳京饭店（334.2m）是世界最高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建筑；我国的上海金茂大厦是88层的超高层建筑，塔楼楼高420.5m，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
，也是世界第三高度的高层建筑。
日本多地震，现超过100m高的有60多幢，超过200m高的有7幢。
我国和日本在软土地基上建造高层建筑和结构抗震设计的水平，已位于世界领先地位。
同时，在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也兴建了很多高层建筑，特别是高层住宅。
同时，亚洲的高层建筑专家也在积极构思和研究更高、更复杂的高层建筑，例如我国正在建设中的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高492m，地上101层，预计2008年可以竣工，将成为亚洲最高的建筑也是世界最高的
建筑。
　　本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2002）和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经验和科研成果编著而成，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各种高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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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手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2002）和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经验和科研成果编著而成。
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各种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方法。
全书共十三章。
内容包括：绪论；高层建筑结构的体系选择和结构布置；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荷载和地震作用；高层
建筑结构分析方法；高层建筑结构内力分析和配筋要求；框架结构设计；剪力墙结构设计；框架-剪力
墙结构设计；筒体结构设计；带转换层的高层建筑结构设计；高层建筑的地基与基础设计；高层建筑
与地基基础的共同作用；高层钢结构设计；钢管混凝土结构；高层建筑结构计算实用程序与软件；高
层建筑结构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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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要求八、联肢剪力墙的计算第三节 框架一剪力墙结构设计一、一般规定二、框架一剪力墙结构计
算参考文献第六章 简体结构设计第一节 一般规定一、筒体结构的分类二、框筒结构的受力特点三、
截面设计和构造措施第二节 框架一核心筒结构一、核心筒设计二、框架设计三、墙体稳定验算四、框
架一筒体结构的计算要点第三节 筒中筒结构一、平面外形二、内筒设计三、外框筒设计四、框筒梁和
连梁的设计五、筒中筒结构计算要点第四节 带转换层筒中筒结构第五节 框架一核心筒一伸臂结构一
、加强层的工作机理二、水平加强构件的结构形式三、环向构件的结构形式四、带加强层高层建筑结
构设计原则五、加强层的刚度选择和结构布置六、带加强层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等级七、带加强层高
层建筑结构构件的设计要求八、带加强层高层建筑结构的构造要求参考文献第七章 高层钢结构设计第
一节 钢结构的选型一、钢结构体系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三、钢结构的刚度选择第二节 H型钢
的应用一、H型钢的特性二、H型钢应用概况三、H型钢技术标准及截面规格四、H型钢构件的节点连
接第三节 型钢一混凝土结构一、概述二、钢结构体系三、型钢混凝土构件设计四、钢一混凝土框架构
件连接第四节 钢结构的防火保护一、钢结构防火的重要意义二、关于防火保护设计三、防火保护构造
参考文献第八章 钢管混凝土结构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钢管混凝土在高层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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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对错层剪力墙结构做了两个模型振动台试验。
试验研究表t明，平面规则的错层剪力墙结构使剪力墙形成错洞墙，结构竖向刚度不规则，对抗震不利
，但错层对抗震性能的影响不十分严重；平面布置不规则、扭转效应显著的错层剪力墙结构破坏严重
。
错层框架结构或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尚未见试验研究资料，但从计算分析表明，这些结构的抗震性能要
比错层剪力墙结构更差。
　　错层结构应尽量减少扭转效应，错层两侧宜设计成侧向刚度和变形性能相近的结构方案，以减少
错层处墙、柱内力，避免错层处结构形成薄弱部位。
　　当采用错层结构时，为了保证结构分析的可靠性，相邻错开的楼层不应归并为一个楼层计算。
楼层侧向刚度计算中宜按每个错层为一楼层考虑。
错层结构在错层处的构件（见图3～40）要采取加强措施。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02）规定了错层处柱截面高度、剪力墙截面厚度：剪力墙
分布钢筋配筋率以及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最小值，并规定平面外受力的剪力墙应设置与其垂直的墙肢或
扶壁柱，抗震设计时，错层处的框架柱和平面外受力的剪力墙的抗震等级应提高一级采用，以免该类
构件先于其他构件破坏。
如果错层处混凝土构件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则需采取有效措施。
框架柱采用型钢混凝土柱或钢管混凝土柱，剪力墙内设置型钢，可改善构件的抗震性能。
　四、连体结构　连体结构可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为架空的连廊，在两个建筑之间有设置1个连廊的，也有设置多个连廊的。
连廊的跨度有的为几米，有的长到几十米；连廊的宽度一般都在10m之内。
连体结构的第二种形式可称为凯旋门式，这种形式的两个主体结构一般采用对称的平面形式，在两个
主体结构的顶部若干层连接成整体楼层，连接体的宽度与主体结构的宽度相等或接近。
　　由计算分析及同济大学等单位进行的振动台试验说明；连体结构自振型较为复杂，前几个振型与
单体建筑有明显不同，除顺向振型外，还出现反向振型，因此要进行详细的计算分析；连体结构总体
为一开口薄壁构件，扭转性能较差，扭转振型丰富，当第一扭转频率与场地卓越频率接近时，容易引
起较大的扭转反应，易使结构发生脆性破坏。
连体结构中部刚度小，而此部位混凝土强度等级又低于下部结构，从而使结构薄弱部位由结构的底部
转为连体结构中塔楼的中下部，这是连体结构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02）规定，对连体结构各独立部分宜有相同或相近的
体型、平面和刚度。
宜采用双轴对称的平面形式。
7度、8度抗震设计时，层数和刚度相差悬殊的建筑不宜采用连体结构。
　　8度抗振设计时，连体结构的连接体应考虑竖向地震的影响。
　　连接体结构与主体结构宜采用刚性连接，必要时连接体结构可延伸至主体部分的内筒，并与内筒
可靠连接。
连接体结构与主体结构非刚性连接时，支座滑移量应能满足两个方向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位移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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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手册》以实用为主，并附有大量工程实例和设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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