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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开始实施结构工程师注册考试，恰好那年我退休，使我一开始就能专注于注册考试的教学
研究工作。
　　我从事的第一件工作是受“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的聘请，以‘副主编’的角色参加了《一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复习教程》（第一版）的编写工作。
该书是“注册中心”为配合“资格考试”而组织专家编写的，指定为考前复习用的必备教材，由注册
考试的‘主考官’结构大师孙芳垂任‘主编’，我有幸在；主考官’的直接领导下，协助‘主编’完
成了《复习教程》的全部编写工作。
有机会能直接听到有关领导的重要指示、又有机会和各位专家进行反复研究、推敲，所以对“注册中
心”所提“以考试大纲为依据，以现行标准、规范为基础”的指导思想理解和把握得比较准确。
主编孙芳垂又是注册考试命题组的第一任组长，是他把国际上的结构工程师注册考试模式引入国内，
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形成目前这套考试模式，并取得国际上的认可。
我作为孙大师的副手直接协助他工作长达半年，在此期间受益匪浅，这对我后期的教学工作能有一个
正确的理念起着关键的影响。
　　通过对注册考试全过程的深入观察，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命题者’以《规范》为依据来制定考
题；‘答题者’以《规范》为依据来回答考题；‘判题者’以《规范》为依据来判断考生答案的正误
，这清楚地表明考前复习必须以《规范》为中心来展开才有效。
为适应这种需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决定出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应试题解》，并邀请
我担任主编（第一版）。
其重点是将各本《结构设计规范》的核心内容编制成一套‘模拟题’，并讲述如何应用《规范》的规
定来回答这些模拟题。
《应试题解》作为《复习教程》的姊妹篇，亦成为考生考前复习的主要用书。
可见我所有的教学活动从起步阶段就是以《规范》为中心来开展的，也即走对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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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考试大纲”规定的考试要求，按照现行有效的规范内容编写的。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如何准确应用设计规范，包含了：荷载、横向作用、木结构、钢结构、混凝土
结构、砌体结构、地基与基础、高层建筑结构、桥梁结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等十章。
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各类问题的解题规律和计算技巧。
本书可供参加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的考生考前复习使用。
本书应与《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答题指导》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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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桥墩上的作用和作用效应组合　　（一）桥墩上的作用　　1.永久作用　　用于桥墩计算的
永久作用包括：　　（1）上部结构重力通过支座作用在墩帽上的支承反力　　结构物重力包括桥上
一切静荷载，如桥面铺装、人行道构件、主梁、灯柱、护栏及其他附属物重力经由支座对墩帽产生的
支承反力。
　　（2）桥墩自重，包括顶帽重、墩身重、基础台阶上的土重。
　　（3）预应力，例如对装配式预应力空心桥墩所施加的预应力。
　　（4）侧向土压力　　土侧压力是指土体自重作用下对结构物的侧向压力。
当桥墩修建在山坡或埋置式桥台的锥体护坡范围内时，桥墩侧面受到土的水平推力。
任何埋在土体中的结构物都将受到土压力作用，对于一个结构物来讲，只有当其前后或左右两侧土侧
压力不对称时才有计算的实际意义。
例如岸墩在验算截面强度及整体稳定性时，当溜坡有适当防护措施不致被水流冲毁时，可考虑来自填
土及墩前溜坡的主动土压力。
否则，应按溜坡被冲毁后墩后单向主动土压力验算。
　　（5）水的浮力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中，水的浮力对不同的土质和不同的计算内容有
不同的规定。
　　水中桥墩位于碎石类土、砂类土、粘砂土等透水地基时，基底作用水浮力：①当进行桥墩稳定验
算时，应计算设计水位时水的浮力；②当验算基底强度或基底偏心需计算地基应力时，仅考虑低水位
时的浮力，或不考虑水的浮力，此时应计及襟边上的土柱浮重。
　　基础嵌入不透水性地基的桥墩，可不计水的浮力；　　当地基的透水性难以确定时，不能确定是
否存在水浮力时，应分别按透水和不透水两种情况进行计算，按最不利的荷载组合情况考虑。
　　（6）上部结构混凝土收缩、徐变的影响在支座处引起的反力。
　　（7）基础变位影响力　　对超静定结构桥墩，基础的任何变位都将对桥墩产生附加内力，这种
附加内力只与结构本身和基础变位大小有关。
所以，对于奠基于非岩石地基上的超静定结构，应当考虑由于地基压密等引起的支座长期变位的影响
，并根据最终位移量按弹性理论计算结构截面的附加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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