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防止多高层混凝土建筑渐次倒塌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防止多高层混凝土建筑渐次倒塌的设计与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112121434

10位ISBN编号：7112121434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哈梅 巴德雷基 戈什

页数：219

译者：高立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防止多高层混凝土建筑渐次倒塌的�>>

内容概要

渐次倒塌是由最初的局部破坏在构件之间所引发的渐进式蔓延扩展而最终导致整个结构或其大部分的
一种倒坍。
由于渐次倒塌在许多情况下是(但不都是)不相称的过大倒塌，即与这引发事件相比显得过大，所以这
种现象已日益倍受关注。
　　一个由局部破坏渐次引发整栋建筑物过大部分倒塌的突出案例就是罗兰波英特(RonanPoint，英国
伦敦东部)1968年由煤气爆炸所引起的灾难。
这个案例引起了专业人员对建筑物总结构体系的整体性问题的高度关注。
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城的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厦(AlfredP．MlJrrahFederalBuilding)在1995年遭
遇炸弹爆炸的袭击，摧毁或严重毁坏了3根周边的柱子。
这被毁坏柱子上方第3层楼的转换大梁及其上层楼面都渐次式地倒塌。
大约70％的这个建筑物遭受了触目惊心的破坏，提供了又一个不相称过大倒塌的知名实例。
在这一连串事件后所发生的就是现在大家都熟知的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1、2双塔的倒塌事件。
这无不向我们指出了尽管每一个塔楼的破坏都是一种渐次式的倒塌，但这双塔却都不是所谓的不相称
过大倒塌。
这就已充分说明，工程必须履行的竟然不是防止这渐次倒塌，而是防止这不相称的过大倒塌。
不管是与否，反正倒塌都是渐次式的。
本书不想没完没了地去论述这种区别，而关注的就是这渐次式的倒塌。
‘尽管很少明确地阐明过，但不言而喻，渐次倒塌也是不相称的。
．　　最近几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推出了在建筑物的设计中处理防止倒塌的若干方法。
两个联邦政府部门(即大量房屋的主管部门)一一美国公共事务管理局(GenerlSrviAdmiit，atioll，简
称GSA)和国防部(DepartmentofDefense，简称DoD)要求结构工程师们把防止渐次倒塌看做是许多建筑
物的设计准则。
由这两个政府部门所提供的设计导则体现了在美国现今可得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最详尽信息资料。
遗憾的是，很少有结构工程师通晓这控制渐次倒塌的GSA或DoD技术要求条件。
甚至更少有人能正确地在设计中去应用它们。
本书就是试图在这方面给予提供帮助。
正文将示范在以不同结构体系为特征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中，GSA和DoD渐次倒塌控制处理方法
的实施。
　　虽然这本教范手册的主要对象是正在执业的结构工程师，但它对在校的学生、教育工作者、管理
人员和那些涉及建筑物设计、施工与审批的人员来讲也是很有用的。
而且，评估某建筑物抗渐次倒塌的思考过程对反思该建筑物是怎样作为一个整体来受力的是有很大帮
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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