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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6/2021_2022__E4_BA_8C_

E7_BA_A7_E7_BB_93_E6_c58_586083.htm 目前我国采用的概

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特点是用根据各种不定性分析所得到的

失效概率(或可靠指标)去度量结构的可靠性，并使所计算的

结构构件的可靠度达到预期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但是该方法

还有待发展，因为用它计算的可靠度还只是构件或某一截面

的可靠度而不是结构体系的可靠度，该方法也不适用于构件

或连接的疲劳验算。 目前大多数国家(当然包括我国)采用计

算长度法计算钢结构的稳定问题。该方法的步骤是：采用一

阶分析求解结构内力，按各种荷载组合求出各杆件的最不利

内力，按第一类弹性稳定问题建立结构达临界状态时的特征

方程，确定各压杆的计算长度；将各杆件隔离出来，按单独

的压弯构件进行稳定承载力验算，验算中考虑了弹塑性、残

余应力和几何缺陷等的影响。该方法的最大特点是采用计算

长度系数来考虑结构体系对被隔离出来的构件的影响，计算

比较简单，对比较规则的结构也可给出较好的结果。 规

范GB50017在5.3.3条中列入了有支撑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的有

关条款，并给出了强、弱支撑框架的概念。认为弱支撑不足

以阻止框架的侧移，其框架压杆的稳定系数可利用规范中查

得的相应于有、无侧移框架柱的稳定系数经插值求得。该法

计算比较简单，概念也较清楚，完善了有支撑框架的稳定计

算方法。 快把结构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吧！ 计算长度法存

在以下缺陷（以框架结构为例）：①不考虑节间荷载的影响

，按理想框架分枝失稳求特征值的方法求解稳定问题，得不



到失稳时框架的准确位移，无法精确考虑二阶效应的影响；

②不能考虑结构体系中内力的塑性重分布，因此对大型结构

体系常常给出保守的设计，使结构体系的可靠度高于构件的

可靠度；③不能精确地考虑结构体系与它的构件之间的相互

影响，无法在给定荷载下预测结构体系的破坏模式；④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各构件的承载力验算，包括计算长度的计

算；⑤不便于基于计算机的分析和设计。 要克服上述问题，

必须开展以整个框架结构体系为对象的二阶非弹性分析，即

所谓高等分析和设计。此时，可求得在特定荷载作用下框架

体系的极限承载力和失效模态，而无需对各个构件进行验算

。目前欧洲钢结构试行规范(EC3)和澳大利亚钢结构标准都列

有二阶弹塑性分析或高等分析的条款。我国新规范则列入了

无支撑纯框架可采用二阶弹性分析的条款。上述的方法主要

是用来计算内力的，然后还要验算构件的承载力，只是计算

长度或取构件的实际长度，或者按无侧移框架确定计算长度

。 应当指出，同时考虑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的全过程分

析(高等分析)给出的结构承载能力，将同时满足整个体系和

它的组成构件的强度和稳定性的要求，可完全抛弃计算长度

和单个构件验算的概念，对结构进行直接的分析和设计。但

目前仅平面框架的高等分析和设计法研究的比较成熟，空间

框架的高等分析距实用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有待跨越。 高等

分析和设计方法的缺陷是：①由于考虑了非线性的影响，对

荷载的不同组合都需要单独进行分析，叠加原理不再适用；

②高等分析依赖于精确的计算模型，如果初选截面不合理，

将耗费较多的时间调整截面；③构件的局部稳定和出平面空

间稳定必须确保，目前的高等分析还不包括这些方面的验算



内容；④该法是基于计算机的设计方法，无法进行手算，因

此计算程序的优劣将直接影响设计效率。 高等分析和设计是

一个正在发展和完善的新设计方法，而且是一种较精确的方

法，我们可以用其来评价计算长度法的精度和问题，提出有

关计算长度法的改进建议。可以预期，在近期内这两种方法

将并存，并获得共同的发展。今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高等分析和设计法将逐渐成为主要的设计方法。对于这一

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应加紧开展相应的研究，以便

在下一次钢结构规范修订时能达到国际相同的水平。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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