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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E_E5_BB_BA_E7_c58_449544.htm 在不断的结构设计研

究与实践中，人们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并体现在设计规

范、设计手册、标准图集等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方法

的发展，计算机及其结构程序在结构工程中得到大量地应用

，每个设计单位都在为彻底甩掉图板而做努力。结果给部分

结构工程师造成一种错觉，觉得结构设计很简单，只需遵循

规范、手册、图集，等待建筑师给出一个空间形成的方案（

非结构的），使用计算机，然后设法去完成它，自己只不过

是一个东拼西凑的计算机画图匠而已。这不仅不能有效地运

用他们的知识、精力和时间，而且还会与建筑师的交流中产

生分歧与矛盾。 我国结构计算理论经历了经验估算，容许应

力法，破损阶段计算，极限状态计算，到目前普遍采用的概

率极限状态理论等阶段。现行的《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GBJ68-84)则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结构极限状态设计准

则,以使建筑结构的设计得以符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

适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更科学、更合理。但该法在运算

过程中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近似，只能视作近似概率法。并且

光凭极限状态设计也很难估计建筑物的真正承载力的。事实

上，建筑物是一个空间结构，各种构件以相当复杂的方式共

同工作，且都并非是脱离总的结构体系的单独构件。目前，

人们在具体的空间结构体系整体研究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设计过程中采用了许多假定与简化。作为结构工程师不应

盲目的照搬照抄规范，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指南、参考，并在



实际设计项目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这就要求结构工程师对整

体结构体系与各基本分体系之间的力学关系有透彻的认识，

把概念设计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所谓的概念设计一般指不

经数值计算，尤其在一些难以作出精确理性分析或在规范中

难以规定的问题中，依据整体结构体系与分体系之间的力学

关系、结构破坏机理、震害、试验现象和工程经验所获得的

基本设计原则和设计思想，从整体的角度来确定建筑结构的

总体布置和抗震细部措施的宏观控制。运用概念性近似估算

方法，可以在建筑设计的方案阶段迅速、有效地对结构体系

进行构思、比较与选择，易于手算。所得方案往往概念清晰

、定性正确，避免后期设计阶段一些不必要的繁琐运算，具

有较好的的经济可靠性能。同时，也是判断计算机内力分析

输出数据可靠与否的主要依据。 比如，有的设计人员用多、

高层结构三维空间分析程序来计算底层框架，还人为的布置

一些抗震墙，即不能满足楼层间的合理刚度比，也不能正确

地反映底层框架在地震时受力状态。问题在于结构概念不明

确，没考虑这两种结构体系的差异。软件的选择和使用不当

，造成危害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一些著名学者和专家曾警告

工业界：“误用计算机造成结构破坏而引起灾难只是一个时

间的问题。”然而避免这种情况，概念设计的思想不妨是个

好方法。 运用概念设计的思想，也使得结构设计的思路得到

了拓宽。传统的结构计算理论的研究和结构设计似乎只关注

如何提高结构抗力R，以至混凝土的等级越用越高，配筋量越

来越大，造价越来越高。结构工程师往往只注意到不超过最

大配筋率，结果肥梁、胖柱、深基础处处可见。以抗震设计

为例，一般是根据初定的尺寸、砼等级算出结构的刚度，再



由结构刚度算出地震力，然后算配筋。但是大家知道，结构

刚度越大，地震作用效应越大，配筋越多，刚度越大，地震

力就越强。这样为抵御地震而配的钢筋,增加了结构的刚度,反

而使地震作用效应增强。其实，为什么不考虑降低作用效应S

呢？目前在抗震设计中，隔震消能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隔震消能的一般作法是在基础与主体之间设柔性隔震层

；加设消能支撑（类似于阻尼器的装置）；有的在建筑物顶

部装一个“反摆”，地震时它的位移方向与建筑物顶部的位

移相反，从对建筑物的振动加大阻尼作用，降低加速度，减

少建筑物的位移，来降低地震作用效应。合理设计可降低地

震作用效应达60%，并提高屋内物品的安全性。这一研究在

国内外正广泛地深入展开。在日本，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应用

于实际工程中，取得良好的经济、适用效果。而我国由于经

济、技术和人们认识的限制，在工程界还未被广泛地应用。 

同时，在目前建筑结构抗震鉴定及加固中，概念设计的思想

也应得到延伸。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天津市加固的2万间民

房无一倒塌，但天津第二毛纺厂三层的框架厂房，却因偏重

于传统构部件的加固 ，忽视结构总体抗震性能的判断，造成

不合理的加固使抗震薄弱层转移，仍然倒塌。 概念设计的思

想被越来越多的结构工程师所接受，并将在结构设计中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现在的高校教学中，往往只重视单独

构件和孤立的分体系的力学概念讲解。尤其在专业课教学中

，单项计算练习居多，综合练习偏少，并着重体现在考题中

，使得相当部分学生养成只知套用公式解题的习惯。而且近

年来强调计算机应用教育，比如，毕业设计用结构设计软件

计算、出图。但由于计算机设计过程的屏蔽，手算过程训练



程度的削弱，造成学生产生一定依赖性,结果综合运用能力下

降，整体结构体系概念模糊。这些对于培养具有创造力、未

来的工程师是相当不利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对建筑结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先

进计算理论，加强计算机的应用，加快新型高强、轻质、环

保建材的研究与应用，使建筑结构设计更加安全、适用、可

靠、经济是当务之急。其中，打破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墨守成

规，充分发挥结构工程师的创新能力，是相当必要的。因为

他们是结构设计革命的推动者和执行者。这则需要工程界和

教育界进行共同的努力。推广概念设计思想是一种有效的办

法。 著名的美国工程院院士林同炎教授在《结构概念和体系

》一书中为结构工程师提供了广泛而又有独特见解的结构概

念设计基础知识和设计实例。该书着重介绍用整体概念来规

划结果总体方案的方法，以及结构总体系和个分体系尖的相

互力学关系和简化近似设计方法。为结构工程师和建筑师在

设计中创造性地相互配合，设计出令人满意的建筑奠定基础

。这本书第二版的出版，为我们更好的加深概念设计的理解

，提供有益的帮助。总之，概念设计必然会成为今后结构设

计的主流思想，这就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发展它吧，为结构

设计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高立人，王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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