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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指导参加全国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生系统地复习有关专业知识和标准规范，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依据《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大纲》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将标准规范与例题相结合，重点介绍标准规范内容，例题多选用历年考试的类似试
题，通过例题解析，使考生加深对标准规范的理解和运用，以巩固考生的专业知识，达到举一反三的
目的。
书中例题既标明本书的节号，同时标明相应规范的节号，以便对照理解规范。
复习中应以标准规范为重点，同时注意掌握解题的关键思路。
　　全书共7章，第1章荷载和地震作用，主要介绍荷载分类和荷载效应组合，楼面和屋面活荷载，吊
车荷载，雪荷载，风荷载；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内力分析方法。
第2章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介绍基本设计规定，材料，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钢
筋混凝土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受拉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疲劳验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构造规定，结构构件的基本规定，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梁板结构，单层
厂房。
第3章钢结构，主要介绍钢结构的基本设计规定，受弯构件的强度及其整体和局部稳定计算，轴心受
力构件和拉弯、压弯构件的计算，构件的连接计算，构造要求及其连接材料的选用，’钢与混凝土组
合梁的特点及其设计原理，钢结构的疲劳计算及其构造要求，塑性设计的适用范围和计算方法，钢管
结构计算，钢结构的防锈、隔热和防火措施，钢结构的制作、焊接、运输和安装。
第4章砌体结构与木结构，主要介绍块体材料和砂浆的种类及其力学性能，设计原则及房屋的静力计
算，无筋砌体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圈梁、过梁、墙梁及挑梁的设计方法，配筋砖砌体的设计方法，配
筋砌块砌体的设计方法，砌体结构的构造要求，砌体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及构造措施，常用木结构的
构件、连接计算和构造要求。
第5章地基与基础，主要介绍岩土工程勘察简介，土的工程性质指标和岩土的分类，土中应力计算，
土的压缩性与地基最终变形量计算，挡土墙土压力与稳定性分析，地基承载力，地基基础设计原则，
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设计，桩基础设计，软弱地基处理，场地、液化与地基基础的抗震验算。
第6章高层建筑结构，主要介绍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基本规定，高层结构计算分析，框架结构设计，
剪力墙结构设计，框架一剪力墙结构设计，简体结构设计，复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高耸结构设计，
多层和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
第7章桥梁结构，主要介绍桥梁结构设计荷载及荷载组合，基本构件的设计与计算，钢筋混凝土构件
的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梁式桥的设计计算，桥梁墩台的设计，桥梁支座设计与计算，桥梁抗震设
计。
　　本书作为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的参考书，同时对从事工程设计、施工及管理的技术
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的师生理解、掌握和运用土木工程中的基本规范也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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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组织，由大连理工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承担具体的编写
任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紧密结合全国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考试大纲，突出了考试的基本要求
和考试导向，并对每节的内容配以相应的例题，以便考生在熟练掌握考点的同时熟悉解题思路，从而
提高实际的应考能力。
全书共七章，主要内容为荷载和地震作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地基与基
础，高层建筑结构，桥梁结构。
　　本书是参加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人员的必备参考书，同时由于内容的全面性和实用性，
也可供土木工程方面的设计、施工和监理人员在工作中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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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5.7.1 岩土工程勘探方法5.7.2 岩土工程测试5.8 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设计5.8.1 基础埋置深度⋯⋯第6章 
高层建筑结构和高耸结构第7章 桥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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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8.5 抗震措施和对策　　7.8.5.1 地震区桥梁布置的一般要求和原则　　桥梁通过地震区时，应尽
量避开易液化层、断层破碎带、不稳定的悬崖和易塌陷的地下空洞等地区，特别应保证墩台基础的稳
定。
　　在非岩石地基，特别是松软地基土上，桥梁上部结构最好采用简支梁结构，而不采用连续梁桥、
刚构桥等超静定结构，以免遭基础不均匀沉陷的影响；而在岩石地基上，则宜采用连续梁结构。
此外，松软地基上的高桥震害严重，但坚实地基上有时低桥的震害也很严重。
　　地震区可以采用无推力拱式结构，但不宜采用无铰拱桥。
地震区桥梁最好采用钢梁，其次采用抗裂性能好的预应力混凝土梁或钢筋混凝土梁。
　　必须指出，在地震烈度较高的地区，不宜设置长桥，特别是多跨单排桩式墩的长桥，以防桥梁受
地面运动相位差的影响。
如果无法避开，则应每隔一定长度设置一个刚性墩，或把全桥分为几座短桥。
　　从设计原则角度来看，为了减小地震力及其影响，桥梁的上部结构和墩台均应采用自重轻、重心
低、刚度匀称的结构，结构力求简单，墩台不宜带孔和具有突变部分，且重力式墩台优于耳墙式墩台
。
　　为了提高桥梁各部件的抗震能力，应加强各部件之间的连接，提高结构的整体性。
　　在设计时可降低结构的刚度，使结构具有较大的变形能力，以柔克刚，来减小地震力。
　　基础采用桩基比沉井和明挖基础要好，沉井基础比明挖基础要好，深基础比浅基础要好。
　　7.8.5.2 桥梁的抗震构造措施　　桥梁的抗震设计，除按规定进行抗震强度和稳定性计算外，主要
的任务是根据不同的结构类型和场地情况加以设防，从构造上保证抗震的安全，这是大量中小跨径桥
梁的任务。
对此，《抗震规范》中，分别就建于设防烈度7度区、8度区、9度区的桥梁的抗震措施作了规定。
　　1. 梁式桥的抗震措施　　对于简支梁桥，抗震措施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落梁，因此，《抗震规范》
规定：桥面不连续的简支梁（板）桥和吊梁，宜采用挡块、螺栓连接和钢夹板连接等防止纵横向落梁
的措施。
连续梁和桥面连续简支梁（板）桥，应采取防止横向产生较大位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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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教程（2009）》作为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的参考书，同时对从事工程设计、施工及管理的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的师生理解、掌握和运用土木
工程中的基本规范也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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