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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依照《GB50009》3．2．3条、3．2．5条及说明建议如下：

(1)对于基本组合，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s应从下列组合值中

取最不利值确定： 1)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3．2．31) 

效应组合。 3)当考虑以竖向的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参

与组合有可变荷载仅限于竖向荷载。 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

基本组合中，公式（3.2.3-1）和(3.2.3-2)给出了荷载效应组合

设计值的表达式，建立表达式的目的是在于保证在各种可能

出现的荷载组合情况下，通过设计都能使结构维持在相同的

可靠度水平上。 由公式（3.2.3-2）给出的由永久荷载效应控

制的组合设计值，当结构的自重占主要时，考虑这个条件就

能避免可靠度偏低的后果；虽然过去在有些结构设计规范中

，也曾为此专门给出某些补充规定，例如对某些以自重为主

的构件采用提高重要性系数、提高屋面活荷载的设计规定，

但在实际应用中，总不免有挂一漏万的顾虑。采用公式

（3.2.3-2）后，在撤消这些补漏规定的同时，也避免不安全

度可能不足之后果。 (2)基本组合的荷载分项系数(3．2．5条)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①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a．当其效

应对结构不利时 对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应取1．2； 

对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应取1．35； b．当其效应对

结构有利时 一般情况下应取1.0； 对结构的倾覆、滑移或漂浮

验算，应取0．9 ②可变荷载的分项|考试|大|系数，一般情况

下：SQlk应取1.4；雪荷载可取0.7，风荷载可取0.6，活荷载可



取0.7，其它及各种作用的分项系数按专用工程规范确定。 分

析表明，当永久荷载效应与可变荷载效应相比很大时，若仍

采用yc二1．2，则结构的可靠度远不能达到目标值的要求，

因此，在式(3．2．32)中给出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设计组合

值中，相应取ΥG=1.35。 分析表明，当永久荷载效应与可变

荷载效应异号时，若仍采用yc=1．2，则结构的可靠度会随永

久荷载效应所占比重的增大而严重降低，此时，yc宜取小于1

的系数。但考虑到经济效果和应用方便的因素，建议取

ΥG=1。而在验算结构倾覆．滑移或漂浮时，一部分永久荷

载实际上起着抵抗倾覆、滑移或漂浮的作用，对于这部分永

久荷载，其荷载分项系数显然也应取用小于1的系数，规范对

此建议采用ΥG=0．9，而实际上在不同材料的结构中，出于

历史经验的不同，对此也有采用更小的系数，以提高结构抗

倾覆、滑移或漂浮的可靠性。 例如南岭、武夷山脉以南及其

它雪压小的地区的玻璃采顶很有可能永久荷载效应成为控制

组合，则按由(3．2．32)确定；而对高雪值区或风荷载大的地

区玻璃采光顶，有可能可变荷载效应成为控制组合，就要

由(3．2．31)确定； (3)必须注意，给出的表达式都是以荷载

与荷载效应有线性关系为前提，对于明显不符合该条件的情

况，应在各自结构设计规范中对此作出相应的补充规定。这

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各个组合的表达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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