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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自主研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要求，邱洪兴主编的《建筑结构设计
》分三册，本书是其中的第三册，用于学生的课外研学，旨在“总结、提高、创新”。
通过对《建筑结构设计:基本教程》内容的系统总结和归纳，可加深对结构设计思想的认识、对设计方
法的全面掌握、对设计规律的整体把握；通过对不同结构类型受力性能的对比分析，可突出结构概念
设计和优化设计的思想，拓展思考空间，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为强化不同结构类型的对比，本书不再按结构形式编排章节，而是按照结构系统划分章节，分为结构
设计通论、水平结构体系设计、竖向结构体系设计和基础设计等4章。
每一章按照内容归纳、基本学习要求、概念解释、分析讨论、典型例题和水平测试组织内容；其中前
三部分局限于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分析讨论”超出本课程基本要求，融入了相关课程内容和最新设
计思想，以开阔思路，为读者留下思考空间；“典型例题”均为具有工程背景的综合性结构设计问题
，注重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综合、灵活应用；水平测试既包括基本内容又包括扩展内容，前者可用
来自我测试对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后者主要用来启发思考。
湖南大学沈蒲生教授担任本书的审稿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编写方式是一种尝试，非常希望能获得读者的学习体会和创新思想，以便逐步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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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结构设计：学习指导3》是邱洪兴主编的《建筑结构设计》教材的第三册，内容包括结构
设计通论、水平结构体系设计、竖向结构体系设计和基础设计等4章，每章由内容归纳、基本学习要
求、概念解释、分析讨论、典型例题和水平测试等六部分组成。
通过《建筑结构设计：学习指导3》学习，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的总结、提高和创新。
《建筑结构设计：学习指导3》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学用书，也
可供从事建筑结构设计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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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洪兴，1962年4月出生，工学博士，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1992年起一直担任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院）教学副系主任（副院长），从事结构工程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二十年。
学术兴趣包括：重大工程的安全检测与健康诊断；在用结构的可靠性鉴定及灾后安全性、损失评估；
在建工程结构的可靠性鉴定及事故处理；文物古建筑的可靠性评估与修复技术；房屋的增层、改造技
术及经济分析；新型加固技术及加固结构性能的研究。
近年来，承担科研项目10余项、工程项目80余项；编写著作7本，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先后获
得省级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所主持的东南大学“建筑结构设计”课程被评为2005年度国家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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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结构设计通论1.1 内容归纳结构设计通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结构设计的对象、过程和内容；
结构的作用；结构耐火设计；结构设计的一般要求。
了解结构设计的对象需从其组成开始。
建筑结构由下部结构、上部水平结构体系和上部竖向结构体系三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有多种类型。
类型涉及分类，与结构设计关系密切的分类方法有三种：按层数、按材料和按结构形式。
结构按层数分为单层、多层和高层三种。
层数不同，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产生的内力在总内力中所占比例不同。
竖向荷载引起的内力大致随层数线性增加，而水平荷载引起的内力随层数非线性增加。
单层和多层常常是竖向荷载起控制作用，而高层常常是水平荷载起控制作用。
基本的结构材料有木、砌体（砖石）、混凝土和钢四类。
这四类材料在竖向结构体系中均有应用；除砌体极少用于水平结构体系外，其他三种材料均可用于水
平结构体系；基础以混凝土材料居多，在桩基础中也有使用钢材和木材的，砌体材料可用于刚性基础
。
上述四种结构材料可以组合，形成混合结构或组合结构。
前者一般指不同部位的构件采用不同的结构材料，如砖墙与木楼盖组成的砖一木结构；后者指一种构
件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构材料组成，如型钢混凝土。
材料不同，构件设计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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