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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子土木工程的设计与分析之中，能否合理、准确、可靠地处理不确定性因素对
工程分析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工程的安全与可靠，而且也直接影响工期与投资。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建立在确定性分析基础上的设计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大规模复杂
土木工程体系分析与设计。
　　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可靠性理论被引入结构工程分析以来，目前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
研究领域从结构工程扩展到岩土工程；研究内容从随机可靠度发展为随机一模糊可靠度，使土木工程
可靠性研究向着更广泛、更深入和更实用的方向发展。
　　近20年来，曾经一度处于观望、怀疑甚至争论的岩土工程可靠性研究，也得到岩土工程界的高度
重视，在修订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的基础上，使结构工程可靠度设计进入了实质性应用阶段
；同时，先后制订了铁路、公路、港工、水利等工程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为岩土工程可靠性设计逐
步进入实用阶段奠定了基础，也使上部结构与下部基础在设计方法上的接轨成为可能。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正在进行更加复杂、更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开发建设，已建和
在建工程的稳定状态与失稳风险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安全和国家财产损失。
因此，进行已有土木工程的安全评估、在建和拟建工程的优化设计和风险预测已势在必行。
纵览国内外土木工程可靠性研究与发展，使土木工程界同行为之振奋。
尤其岩土工程领域的可靠性研究进展，不仅体现在土木工程设计方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
对可靠性理论的认识，明确了可靠度方法在岩土工程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可靠度分析已在桥梁工程、建筑结构、水利工程、港口工程、建筑基础、道路边坡、基坑支护
以及隧道、地铁、洞室和港道等地下工程中得到应用与发展。
岩土锚固工程的可靠度优化设计研究也十分活跃，已发表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研
究专著，特别是国家自然基金和各类专项资金资助的可靠性研究项目，使土木工程可靠性研究进入到
一个崭新的阶段。
　　为了适应国内外可靠性研究的发展，我国各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相继开设了
可靠性理论与应用课程，进行土木工程的可靠度理论学习。
　　本书作者在2001年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土木工程可靠度课程时发现，目前国内还没有合
适的教材。
一方面，大部分出版物多为专著，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很多出版物
是针对某一工程，如地基基础、桩基、桥梁等工程的专题研究，并且大部分出版物多侧重于理论分析
，工程应用较少，也没有复习要点和思考题。
因此，这类出版物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理解，也不便于教师的教学和检查。
为此，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子2002年编写了“土木工程可靠性理论及应用”的教学讲义，并逐步在研
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中试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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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土木工程可靠性理论与分析方法，重点探讨了可靠性理论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全书分3篇18章。
    第一篇：土木工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该篇深入分析了建筑结构材料和岩土体介质的力学与变形特性的不确定性、随机特征以及统计特征，
介绍了土体的空间变异性以及岩体的节理裂隙统计分析方法。
    第二篇：可靠性理论与分析方法。
该篇针对单一失效模式、多种失效模式和复杂失效模式，系统地介绍了建筑结构构件、结构体系和土
木结构复杂体系的可靠性概念、理论与方法；简要介绍了随机一模糊可靠度概念与计算方法。
    第三篇：可靠性理论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该篇全面探讨了可靠性理论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在此涉及桥梁结构工程、岩土边坡工程、地基
工程、桩基础工程、深基坑工程、地下工程以及城市生命线工程等。
    本书可供结构工程、岩土工程和防灾减灾等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使用，也可供土木工程领
域从事研究、设计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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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土木工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1 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满足日益复杂、高效的
现代化生产及生活的需要，加快了基础性工程建设的步伐，特别是与能源、交通、生产及生活密切相
关的土木工程，如水利高坝、高层建筑、道路桥梁、港口码头、地铁隧道、海洋工程等，构成了现代
土木工程的代表群，其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建筑规模越来越大。
　　土木工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
岩土与结构工程学科则是这根支柱的两大基础。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近代科学理论和计算技术的创新，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以及计算机科学、
材料科学的发展，对土木工程这一古老专业赋予新的活力，也为土木工程的分析与设计提出更高的要
求；同时，.土木工程分析理论与计算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土木工程的建设正朝着更经济、
更安全的结构优化设计方向发展。
土木工程可靠性理论与工程应用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突出显现。
　　1.1 土木工程申的不确定性　　土木工程通常包括结构工程和岩土工程两大类工程。
结构工程通常是指人工材料构筑的工程，如建筑结构、堤坝、渡槽、水闸、桥梁、砌体结构、钢结构
以及木结构工程；岩土工程一般是指建造（或开挖）岩石或土体中（或上）的道路、隧道、地基基础
、地铁、涵洞、岩土边坡、基坑和矿山工程等。
　　土木工程与其他人造产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建造费用高，少则要耗资千万元，多则要上千亿元；
使用周期长，短则要几十年，长则要上百年。
作为基础设施，工程结构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还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以最少费用保证土木工程在规定的使用期内能够承受设计的各种作用，满足设计要求的各项使
用功能，及具有不需过多维护而能保持其自身工作性能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既要保证结构的安全性和适用性，又要确保结构的耐久性。
与人造产物相比，土木工程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工程分析和设计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事件出现或发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在事件出现或发生之前不能预测其结果，需
要用不确定性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推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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