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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建筑功能多样化的需要，以及新材料、新结构与新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高层建筑的层数
不断增多，高度不断增高，结构变得越来越柔，这种发展趋势，给高层和超高层结构设计提出了新的
要求和挑战。
结构抗风设计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抗风设计方法越来越难以满足设计的要求，即便满足要
求，也是不经济的。
有效、安全、可靠、经济的方法是采用风振控制技术和方法，即在结构中设置控制装置，通过调整或
改变结构动力特性的途径，减小结构的振动反应，有效地保护结构在强风中的安全和正常风荷载下的
舒适性。
　　近3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结构风振控制技术及相关的理论、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取得
了丰硕成果。
为了使这些成果能尽早应用于我国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中，有效解决高层和超高层结构的抗风设计，作
者结合自己的研究，较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结构风振控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及工程应用的主要
研究成果。
本书共10章。
第1章为结构风振控制的概念与原理，第2章为风荷载特性与脉动风荷载的数值模拟，第3章为风振控制
装置的类型与性能，第4章为结构风振控制分析方法，第5章为阻尼器对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第6章
为TMD对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第7章为TLD对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第8章为磁流变阻尼器对结构风
振控制的设计，第9章为结构风振控制实例，第10章为基于性能的结构抗风设计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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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方法与应用》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结构风振控制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
程应用的主要研究成果。
主要内容包括结构风振控制的概念与原理、风荷载特性与脉动风荷载的数值模拟、风振控制装置的类
型与性能、结构风振控制分析方法、阻尼器对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TMD对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
、TLD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磁流变阻尼器对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结构风振控制实例、基于性能的
结构抗风设计理论框架等。
　　《结构风振控制的设计方法与应用》可供土木工程、结构风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航
空航天工程、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广大科技人员参考，也可作为上述专业的研
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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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弹性阻尼减震结构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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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结构控制就是通过在结构上安装控制装置来减轻或抑制结构由于动力荷载作用引起的反应，该技
术最初应用于机械、宇航、船舶等工业领域。
1972年，美籍华裔学者姚治平首次将结构控制技术引入土木工程中。
随后，结构振动控制技术在建筑工程中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已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近三十
年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结构振动控制可以有效减轻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所引起的反应和损伤，有
效提高结构的抗风能力和防灾性能。
　　结构振动控制根据是否需要外部能量输入可分为被动控制、主动控制、半主动控制、智能控制和
混合控制如图1.7所示。
　　被动控制是在结构的某些部位安装隔震或耗能装置或子结构系统，或对结构自身的某些构件做构
造上的处理以改变结构体系的动力特性。
被动控制不需要外部能量输入提供控制力，控制过程不依赖于结构反应和外界干扰信息，而且因其具
有构造简单、造价低、易于维护等诸多优点，成为目前研究和应用较多的技术。
　　主动控制是指应用现代控制技术，对输入的外部激励和结构反应实现联机实时监测，再按分析计
算结果应用伺服加力装置对结构施加控制力，实现自动调节，使结构在风振和其他动力作用下的响应
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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