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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7_BB_93_E6_c67_292876.htm 摘 要：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最近召开了第九届学术年会,其主题是工程安全度及耐久

性。这个主题应该说是近期来工程技术界的一个争论热点,也

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建设部俞正声部长在给本次年会的贺

信中,殷切希望“年会通过交流,以求共识,共商对策措施,为提

高我国工程建设质量而尽职尽责”。 一、工程质量问题和我

国结构安全度设置水准现状 目前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有:大量

的是属管理腐败,违法违规,假冒伪劣,偷工减料等.其次是野蛮

施工,不按施工顺序,不按验收标准,粗制滥造.极少是由于设计

错误,不符合设计标准规范要求的。作为工程学术界,更关心的

是从结构设计理论、标准设定上找出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 有专家提出:工程质量问题不要与结构安全度、耐久性混为

一谈,否则容易引起混乱,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应该说我国结

构安全度的设定水准是合理的、安全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有的专家说:“我国现行的规范自1989年实施十年来,全国已建

各类建筑达100亿ｍ2,至今尚未发现一例因设计规范安全设定

不当而发生承载力失效的实例”。当然,这种说法是否绝对,尚

待研究,但总的说,是有道理的。 二、关于安全度设置水准的

调整研讨 影响结构安全控制的因素很多,既要考虑当时社会的

经济和物质条件,还要考虑现有的设计、施工技术水平以及结

构的生命周期和功能需求等,甚至还要考虑建筑物的商品属性

和人们对建筑需求的心理因素。结构安全度是结构安全控制

的重要方面。 工程技术人员一直在用标准规范进行结构安全



控制,同时又不断地修正标准、规范和探索新的方法。我国结

构设计安全系数的演变经历了从容许应力法、破损阶段法、

计算极限状态法到现在的概率极限状态法。应该说,我国在结

构安全控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即便是被认为跻身

于国际先进行列的我国可靠度设计方法,也还存在很多难以解

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完善和提高。因此

有专家诚恳地指出:当用概率理论计算的指标与成熟的工程经

验或科学实验指标相矛盾时,往往要修正前者,使之服从后者,

因为后者更符合工程逻辑。 工程师在进行结构安全控制时,应

遵循规范的指导,但规范不可能取代设计人员所必需的理论知

识、经验和判断,设计人员必须自己承担设计的全部责任,针对

不同的设计对象、环境和使用条件等,创造性地选用规范中的

数据。因为规范再详细,也不能包罗本来应由设计人员自己去

解决的各种问题。 五、结语 上述诸方面表明设计的安全控制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努力。在我国单靠标准规范

这一道平面防线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问题就

更多。国际经验是立体的多道防线:上有经典概念和理论指导,

中有标准、规范给出的控制下限指标可供执行,下有各个学会

、协会规程和指南给出的细则。现在学会的这个职能远远没

有发挥,有专家已向土木学会提出要成立“标准工作委员会”,

进行这一道防线工作。此项工作的展开将有待各方面的支持

和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