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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钢骨-钢管混凝土柱的提出缘由及其设计思想、理论和方法，建立了钢骨-钢管混
凝土承载力的计算框架。
本书着重介绍了作者多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钢骨-钢管混凝土柱的轴压、偏压试验研究及其
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分别基于钢筋混凝土构件计算方法和钢骨混凝土构件叠加法两种思路讨论了钢骨-
钢管混凝土柱的正截面强度计算方法，提出了供设计用的轴压比限值的简化计算公式，分析了钢骨-钢
管混凝土的抗震性能，并分析了影响延性的主要因素。
    本书可供土木工程等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生以及高等学校的教师和本科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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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3　钢管混凝土结构　　钢管混凝土的结构形式虽然已沿用了百年，但在近年
的突起则与现代混凝土技术有关。
高强、高流态、可以免除振捣的现代混凝土解决了填入钢管中的困难，而从力学性能上看，高强混凝
土与钢管一起承压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
它利用钢管和混凝土两种材料在受力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即钢管对混凝土的约束作用，使混凝土处于
复杂受力状态，同时，由于混凝土的变形，使钢管也处于复杂应力状态，通过两者的组合，充分发挥
两种材料的优点，使承载力得以提高，延性得到改善。
　　1.3.1　钢管混凝土的特点　　钢管混凝土除了具有一般套箍混凝土的强度高、质量轻、塑性好、
耐疲劳、耐冲击等优越的力学性能外，还具有以下一些在施工工艺方面的独特优点：　　（1）钢管
本身就是侧压模板，因而浇混凝土时，可省去支模板。
　　（2）钢管本身就是钢筋，它兼有纵向钢筋和横向钢筋的功能。
　　（3）钢管本身又是劲性承重骨架，在施工阶段它可起劲性钢骨架的作用。
　　钢管混凝土也是在高层建筑和大跨度桥梁中应用高强混凝土的一种最有效和最经济的结构形式。
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钢管对核心混凝土的套箍作用，能有效地克服高强混凝土的脆性
。
　　（2）钢管内无钢筋骨架，便于浇灌高强混凝土，而且因有钢管分隔，与管外楼盖梁板结构的普
通混凝土互不干扰，无交错浇灌的麻烦。
　　（3）钢管外面无混凝土保护层，能充分发挥高强混凝土的承载能力。
　　理论分析和工程实践都表明，钢管混凝土与结构钢相比，在保持自重楣近帮承载能力相同的条件
下，可节省钢材约50％，焊接工作量可大幅度减少；与钢骨混凝土柱相比，在保持构件横截面积相近
和承载能力相同的条件下，可节省钢材约50％，施工更为简便；与普通钢筋混凝土柱相比，在保持钢
材用量相近和承载能力相同的条件下，构件截面面积可减小约一半，从而使建筑的有效面积得以加大
，混凝土和水泥用量以及构件自重相应减小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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