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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了适应厚基础、宽口径的土木工程学生的培养模式，对土木工程专业原有的建筑结构设计
课程进行了较大的整合。
本书以建筑结构体系为主线，着重介绍了建筑结构设计概论、结构极限状态及作用、排架结构、框架
结构、剪力墙结构、砌体结构的设计方法。
书中紧扣我国现行建筑结构设计规范，同时也介绍了在我国日益广泛应用的新型结构形式，如短肢剪
力墙结构、板柱结构等，注意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借此扩大学生的视野，培养
他们对本课程的兴趣，为今后从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书中还简要介绍了框架支撑体系的概念，对常见的基础结构形式也予以了简要的介绍。
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建筑结构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方法，本书通过一个简单的例题，介绍了国内最常用的
结构设计软件PKPM的用法，这部分内容可以作为学生学习PKPM入门之用。
书中还对建筑结构施工图设计的平面表示方法和施工图设计的深度要求做了简要介绍，弥补了国内同
类教材的不足。
　　书中编排了部分例题，每章后附少量的习题，以利于教师教学，同时也便于学生提炼书中重要的
内容。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建筑结构设计”的教材，也可供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建筑施工和工程
监理人员参考。
　　本书的第1章、2章、5章、6章、7章、11章和12章由黄东升编写，第10章由王艳晗编写，第3章、4
章由杨杰编写，第8章由吴强编写，第9章由李俊编写。
全书由黄东升、王艳晗统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艾军教授担任主审。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和土木工程系领导的大力支持。
东南大学程文瀼教授审阅了有关剪力墙结构和板柱结构的部分初稿，并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部分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献，这些都已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谨
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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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结构设计》依据我国现行的建筑结构设计规范，介绍了常见建筑结构体系的概念与设计方
法。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结构设计概论、结构极限状态及作用、单层排架结构、框架结构、框架支撑结构
、剪力墙结构、砌体结构以及常见基础结构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同时，对在我国日益广泛应用的新型结构形式，如短肢剪力墙结构、板柱结构等也做了简单的介绍。
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建筑结构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方法，《建筑结构设计》通过一个简单的例题，介绍了
国内最常用的结构设计软件PKPM的用法。
最后，还简要介绍了建筑结构施工图设计的平面表示方法和施工图设计的深度要求。
《建筑结构设计》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建筑施工和工程监理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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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4 结构上的作用　　2.4.1 作用的分类　　使结构产生内力或变形的原因称为“作用”，分为直
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种。
荷载是直接作用，混凝土的收缩、温度变化、基础的差异沉降、地震等引起的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的
原因称为间接作用。
间接作用不仅与外界因素有关，还与结构本身的特性有关。
例如，地震对结构物的作用，不仅与地震加速度有关，还与结构自身的动力特性有关，所以不能把地
震作用称为“地震荷载”。
　　结构上的作用使结构产生的内力（如弯矩、剪力、轴向力、扭矩等）、变形、裂缝等统称为作用
效应或荷载效应。
荷载与荷载效应之间通常按某种关系相联系。
　　结构上的作用，若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可作为相互独立时，则每一种作用均可按对结构单独作用考
虑；当某些作用密切相关，且经常以最大值出现时，可以将这些作用按一种作用考虑。
　　我国现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规定，结构上的荷载可根据其时间上和空间上
的变异性分为三类：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和偶然荷载。
　　永久荷载：在结构设计使用期间，其值不随时间而变化，或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或其变化是单调的并能趋于限值的荷载。
例如，结构的自身重力、土压力、预应力等荷载。
永久荷载又称恒荷载。
　　可变荷载：在结构设计基准期内，其值随时间变化。
如建筑安装荷载、楼面活荷载、风荷载、雪荷载、吊车荷载、地震作用等。
可变荷载又称活荷载。
　　偶然荷载：在结构设计基准期内不一定出现，一旦出现，其量值很大且作用时间很短。
如罕遇的地震作用、爆炸、撞击等。
　　温度变化也会在结构中产生内力和变形。
一般建筑物受温度变化的影响主要有三种：室内外温差、日照温差和季节温差。
目前，建筑物在温度作用下的结构分析方法还不完善，对于单层和多层建筑，一般采用构造措施，如
屋面隔热层、设置伸缩缝、增加构造钢筋等，而在结构计算中不考虑温度的作用。
但是，对于30层以上或高度超过100m以上的建筑，其竖向温度效应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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