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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内容是将钢结构设计中涉及到的常见问题采用“禁忌”提示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原因并
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引用了规范、规程的有关规定。
主要包括：基本设计规定，材料、结构构件设汁，连接计算，构造要求，塑性设计，钢管结构，钢与
混凝土组合梁的设计，钢结构建筑物的抗震设计。
本书内容源于规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方便查阅，适于建筑结构设计人员使用，也可供
相关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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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1  基本设计规定  禁忌1  在钢结构设计文件中，没有对所采用的钢材和连接材料的质量、性能提出
明确的要求  禁忌2  承重结构没有按规定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禁忌3  设
计钢结构时，没有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  禁忌4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
计钢结构时，没有考虑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偶然组合和标准组合  禁忌5  计算结构或构件的强度、稳
定性以及连接的强度时没有采用荷载设计值  禁忌6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没有按规定计算  
禁忌7  计算吊车梁或吊车桁架及其制动结构的疲劳和挠度时，吊车梁荷载没有按作用在跨间内荷载效
应最大的一台起重机确定  禁忌8  设计钢结构时，荷载与结构的重要性系数没有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采用  禁忌9  计算重级工作制吊车梁及其制动结构的强度、稳定性以及连接的强度时，没有考虑由于起
重机摆动引起的横向水平力  禁忌10  梁与柱连接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11  钢材、铸钢件的强度设计值
未按规定采用  禁忌12  连接的强度设计值未按规定采用  禁忌13  对于一些工作处于不利条件的结构构
件和连接，强度设计值没有乘以相应的折减系数  禁忌14  设计时未对结构或构件的变形规定相应的限
值2  材料  禁忌1  没有选用合适的钢材牌号和性能，导致出现脆性破坏  禁忌2  承重结构和构件采
用Q235沸腾钢的情况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3  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不合格  禁忌4  对于需要验算疲劳的
结构钢材，未具有常温冲击韧度的合格保证  禁忌5  铸钢件采用的铸钢材质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6  当
焊接承重结构采用Z向钢时，其材质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7  焊条电弧焊焊接采用的焊条，不符合相关
规定  禁忌8  采用的焊丝和焊剂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9  采用的普通螺栓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10  采用的
高强度螺栓不符合相关规定3  结构构件设计  禁忌1  梁的抗弯强度计算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2  梁的其
他强度计算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3  钢梁整体失去稳定性  禁忌4  钢梁局部失去稳定性  禁忌5  轴心受力
构件强度计算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6  轴心受力构件刚度不符合要求  禁忌7  实腹式轴心受压构件不符
合整体稳定性设计要求  禁忌8  实腹式轴心受压构件不符合局部稳定性设计要求  禁忌9  格构式轴心受
压构件不符合设计要求  禁忌10  拉弯和压弯构件强度计算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11  拉弯和压弯构件刚
度不符合要求  禁忌12  实腹式压弯构件不符合整体稳定性设计要求  禁忌13  格构式压弯构件不符合整
体稳定性设计要求4  连接计算  禁忌1  焊缝质量等级选用不合理  禁忌2  对接焊缝强度设计不符合相关
规定  禁忌3  直角角焊缝的强度计算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4  设计过程中，忽略了斜角焊缝带来的影响  
禁忌5  没有考虑正面角焊缝的受压强度  禁忌6  普通螺栓受剪连接产生破坏形式  禁忌7  普通螺栓的受
拉连接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8  兼受剪力和拉力的普通螺栓，没有考虑破坏形式  禁忌9  高强度螺栓摩
擦型连接设计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10  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设计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11  螺栓或铆
钉产生破坏  禁忌12  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增加螺栓或铆钉的数目  禁忌13  梁与柱刚性连接时，设置柱腹
板的横向加劲肋不符合规定  禁忌14  连接节点处板件的计算不符合规定5  构造要求  禁忌1  焊接结构采
用焊前预热或焊后热处理不合理  禁忌2  结构的支撑系统设置不合理  禁忌3  焊缝金属未与主体金属相
适应  禁忌4  在设计中任意加大焊缝  禁忌5  焊件厚度大于20mm的角接接头焊缝，没有采用收缩时不易
引起层状撕裂的构造  禁忌6  不等厚(宽)焊件对焊连接时，未将板宽或板厚切成斜面  禁忌7  角焊缝的最
小厚度不合理  禁忌8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过大  禁忌9  侧面焊缝的焊脚尺寸大而长度过小  禁忌10  在搭接
连接中，搭接长度不合理  禁忌11  螺栓或铆钉的距离不符合相关要求  禁忌12  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
普通螺栓受拉连接没有采用防止螺母松动的有效措施  禁忌13  横隔的间距设置不合理  禁忌14  节点处
相邻焊缝之间的最小净距不合理  禁忌15  焊接梁翼缘板设置不合理  禁忌16  焊接吊车桁架不符合要求  
禁忌17  焊接梁的工地拼接采用的连接方式不合理  禁忌18  起重机钢轨的接头构造不能保证车轮平稳通
过  禁忌19  钢结构防锈和防腐蚀措施不得当  禁忌20  设计使用年限不小于25年的建筑物，对使用期间
不能重新涂装的结构部位未采取特殊的防锈措施  禁忌21  柱脚在地面以下的部分采用了高强度等级的
混凝土包裹  禁忌22  受高温作用的结构没有根据其情况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6  塑性设计  禁忌1  塑性设
计时，钢材的力学性能未满足相关要求  禁忌2  塑性设计截面板件的宽厚比不符合要求  禁忌3  受弯构
件的抗弯强度不符合要求  禁忌4  受弯构件的抗剪强度不符合要求  禁忌5  压弯构件的强度不符合要求  
禁忌6  压弯构件的稳定性不符合要求  禁忌7  在构件出现塑性铰的截面处，未设置侧向支承  禁忌8  所
有连接未具有足够的刚度  禁忌9  当板件采用手工气割或剪切机切割吋，未将出现塑性铰部位的边缘刨
平  禁忌10  在塑性铰区域制作孔洞时，未采用钻孔和先冲后钻孔7  钢管结构  禁忌1  钢管的径厚比或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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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比过大  禁忌2  热加工管材和冷成形管材采用钢材不合格  禁忌3  随意忽略节点偏心矩产生的影响  禁
忌4  钢管节点构造不符合要求  禁忌5  搭接支管不符合要求  禁忌6  支管与主管的连接焊缝不符合要求  
禁忌7  主管和支管均为圆管的直接焊接节点承载力不符合规定  禁忌8  矩形管直接焊接节点的承载力不
符合规定8  钢与混凝土组合梁的设计  禁忌1  混凝土翼板的有效宽度设计不合理  禁忌2  完全抗剪连接
组合梁的抗弯强度未按规定计算  禁忌3  部分抗剪连接组合梁在正弯矩区段的抗弯强度未按规定计算  
禁忌4  组合梁抗剪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不合理  禁忌5  折减系数取用不合理  禁忌6  位于负弯矩区的栓
钉抗剪承载力未予折减  禁忌7  连接件的布置不符合规定  禁忌8  组合梁的挠度计算不符合规定  禁忌9  
抗剪连接件的设置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10  栓钉连接件的设置不符合相关规定9  钢结构建筑物的抗震
设计  禁忌1  在没有特殊要求下，钢结构房屋的抗震措施未以12层为界区分  禁忌2  钢结构在多遇地震
下的阻尼比采用不恰当  禁忌3  钢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分析不符合规定  禁忌4  钢框架构件
及节点的抗震承载力验算不符合规定  禁忌5  中心支撑框架构件的抗震承载力验算不符合规定  禁忌6  
偏心支撑框架的设计计算不符合规定  禁忌7  钢结构构件连接未按地震组合内力进行弹性设计  禁忌8  
框架柱的长细比不符合规定  禁忌9  框架柱板宽厚比不合理  禁忌10  梁与柱的连接构造不符合要求  禁
忌11  梁与柱刚性连接时，柱在梁翼缘上下各500mm的节点范围内，未采用坡口全熔透焊缝  禁忌12  中
心支撑杆件的长细比和板件宽厚比不符合相关规定  禁忌13  中心支撑节点的构造不符合要求  禁忌14  
偏心支撑框架消能梁段的钢材屈服强度大于345MPa  禁忌15  消能梁段的构造不符合要求附录  附录A  
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附录B  轴心受压稳定系数  附录C  梁的整体稳定系数  附录D  桁架节点板在斜腹杆
压力作用下的稳定性计算  附录E  疲劳计算的构件和连接分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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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基本设计规定　　禁忌l　在钢结构设计文件中，没有对所采用的钢材和连接材料的质量、性能
提出明确的要求　　【分析】　　在设计文件(如图纸和材料订货单等)中应注明的一些事项，这些事
项都是与保证工程质量密切相关的。
其中钢材的牌号应与有关钢材的现行国家标准或其他技术标准相符；对钢材性能的要求，凡是我国钢
材标准中各牌号能基本保证的项目可不再列出，只提附加保证和协议要求的项目，而当采用其他尚未
形成技术标准的钢材或国外钢材时，必须详细列出有关钢材性能的各项要求，以便按此进行检验。
而检验这些钢材时，试件的数量不应小于30个。
试验结果中屈服点的平均值卢f，乘以试验影响系数∥∽(对Q235类钢可取0．9，对Q345类钢可取0
．93)与钢材标准中屈服点^规定值的比值Atfy／1k0／f，不宜小于1．09(对Q235类钢)和1．11(Q345类
钢)，变异系数&M一~／(晾。
)2-4-(Ofy／／．1f，)2不宜大于0．066，式中瓯，可取0．011，∞为屈服点试验值的标准差。
对符合上述统计参数的钢材，且其尺寸的误差标准不低于我国相应钢材的标准时，即可采用《钢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7　2003)规定的钢材抗力分项系数yR。
焊缝的质量等级应根据构件的重要性和受力情况按《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有关规定选用
。
对结构的防护和隔热措施等其他要求亦应在设计文件中加以说明。
　　【措施】　　在钢结构设计文件中，应注明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钢材牌号、连接材料的型
号(或钢号)和对钢材所要求的力学性能、化学成分及其他的附加保证项目。
此外，还应注明所要求的焊缝形式、焊缝质量等级、端面刨平顶紧部位及对施工的要求。
禁忌2承重结构没有按规定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分析】　　《建
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01)规定，各种建筑结构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
状态设计法”。
极限状态的定义为：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某一规定功能的要求，此特定
状态称为该功能的极限状态。
各种承重结构均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为结构或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达到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的极限状态。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为结构或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值的极限状态，在钢结构
构件中包括变形和振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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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钢结构设计禁忌手册》适于建筑结构设计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
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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