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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中有些“常规”的做法，往往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或者“共识”。
其实，如果我们的设计师抱着科学求实的治学态度，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共识”未必都是正
确和经得起推敲的，有时甚至是设计失误。
　　造成这些设计错误的原因，有些是规范未涉及、不明确或欠合理，加之设计师不理解条文的内涵
，机械套用规范导致的。
古人云：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印证了建筑规范最多只是“相对真理”，其少数条文甚至是不
协调一致、不科学、不合理的规定。
笔者试图将规范中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争议所在，正确理解和合理的处理方法，——呈现给读者，
以期与同业共享。
　　当然，有些设计错误则是由于结构师设计习惯不好，平常“重视计算，轻视概念”，于是“一个
整天埋首于计算的结构师，常常会把常识忘掉”。
比如框剪结构中，把一个混凝土梁两端直接放置在轻质砖墙上的概念错误。
　　针对目前？
昆凝土结构，钢结构、加固改造设计中常见的失误，笔者展开阐述了错误“主因”，并提出了相应的
“正解”，一家之言，仅供设计人员参考使用。
　　由于水平和精力的限制，不能穷尽所有的设计失误，笔者会在后续的系列著作中加以补充，力求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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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针对目前结构设计中常见的失误，展开阐述了错误“主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正解”，分七章
着力讲述了各类混凝土结构，钢结构与加固改造设计中的失误与“禁忌”，通过类比与工程实例，深
入浅出，力求把复杂的概念设计说深讲透。
    除此之外，笔者在各章节中，还提供了结构师需要掌握的不同于规范的简化手算法，和需要记忆的
一些经验数据与其内在规律，以及记忆这些数据的窍门。
    本书适用于有丰富或一定工程经验的结构设计师与刚跨进设计院的年轻结构设计人员以及一些在读
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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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基与基础设计中的常见失误与正解　　1.1　未达到持力层的很薄的软土，不必要作地
基处理　　设计师验槽时，常常遇到局部槽底部仅仅差0.5～1m未达到持力层的软土。
这时设计师一般会严格地要求施工方，先局部清除掉软土，挖到持力层，然后在用级配砂石或豆石混
凝土替换掉原小部分软土。
　　这可以说是目前最常规，也是最无可厚非的处理方法。
　　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属于不必要的地基处理，有些小题大做。
正确的做法，只要将局部很薄的软土夯实三遍即可，不需换土，也不必深挖，再回填到原标高。
　　以上做法，其实是依据地基有利的“薄片”效应。
事实是，基础将荷载先传递给0.5～1m厚的软土，再传递给硬土的持力层。
其中0.5～1m厚的软土，本身类似“薄片”，对持力层承载力的提高，是有利的。
如图1—1所示。
所以挖掉它，其实是挖掉了对结构有利的传力软土。
　　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要现场遇到未达到持力层的软土，不区分情况，一概采用不处
理的做法，这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说，上述处理方法是有条件的。
这种处理的前提是，未到持力层的软土很薄，一般在1m左右时，才认为软土形成了“薄片”效应，简
单夯实就可结束处理。
　　反之，软土很厚时，就应该回归到常规的处理方法，即先局部清除掉软土，挖到持力层，然后再
用级配砂石或豆石混凝土替换掉原小部分软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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