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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原土木工程专业钢结构课程已被拆分为《钢结构
基本原理》和《建筑钢结构设计》两门课，为了适应培养方案的变化，在过去已有钢结构教材的基础
上编写了本书。
　　《建筑钢结构设计》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是研究建筑钢结构基本工作性能的一门
工程技术型课程。
本课程是建筑工程专业方向的必修课，课程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学习建筑钢结构设计的基本
理论知识、设计方法、结构体系及构造特点。
　　本书主要依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编制的《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
标和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同时结合作者多年从事钢结构教学工作的经验编写而成。
　　本书共分6章。
第1章绪论，阐述了建筑钢结构的设计方法，着重讲解了用于钢结构设计的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和
疲劳强度设计采用的容许应力设计法，本章还介绍了荷载作用效应、材料选用及设计指标。
第2章主要讲解多层钢框架的结构体系、受力分析方法及框架柱计算长度的确定，同时讨论了梁柱构
件的截面设计、连接节点设计以及柱脚设计等。
第3章介绍了单层厂房钢结构的结构体系、屋盖结构、支撑布置，还重点讨论了吊车梁的计算特点及
设计方法。
第4章是针对目前在我国应用较多的门式刚架结构编写的内容，重点是对门式刚架结构体系以及梁柱
构件、檩条等基本构件受力特点及计算方法的介绍。
第5章介绍了平面及空间承重的大跨度钢结构的结构体系，如大跨度桁架结构、框架结构、拱结构等
，重点讨论了平板网架结构的工作性能及计算方法。
大跨度结构中的网壳结构、悬索结构和膜结构等也有简单的介绍，目的是开阔学生的眼界。
第6章是高层钢结构，重点讨论了高层建筑钢结构的结构体系以及结构和构件的抗震设计思路。
第5、6章在学时允许时可作为授课内容，也可以作为学生毕业设计时的参考。
　　本书既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本科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崔佳（第1、2、5、6章）、龙莉萍（第3章）、郭莹（第4章）。
全书由崔佳主编，龙莉萍副主编，负责本书大纲的制定、全书内容的统一、审校、修改和定稿。
　　对书中的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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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钢结构设计》以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编制的《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
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结合《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等新规范，系统
介绍了建筑钢结构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设计方法、结构体系及构造特点。
《建筑钢结构设计》共分6章，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多层钢框架结构、第3章单层工业厂
房钢结构、第4章轻型门式刚架结构、第5章大跨度房屋钢结构、第6章高层房屋钢结构。
第5、6章在学时允许时可作为授课内容，也可以作为学生毕业设计时的参考。
　　《建筑钢结构设计》既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本科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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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钢结构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
最初主要应用于厂房、屋盖、平台等工业结构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大规模地应用于民用
建筑。
特别是最近20多年，我国建筑钢结构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发展的时期，钢结构在建筑工程中得到广泛
的应用，各种结构形式如大跨度钢结构、多层钢框架结构、轻型门式刚架结构以及高层钢结构等多种
结构体系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民用以及公共建筑等各个领域。
这些建筑之所以采用钢材作为主要承重结构材料，一是因为钢材具有强度高、塑性韧性好的特点，可
以减轻结构自重，因而更适合于大荷载及大空间的结构；另外，钢材的延性好、抗震性能优、便于实
现工厂化生产及材料可以回收利用等特点也使建筑钢结构具有更大的后续发展空间。
　　1．1　建筑钢结构的设计原则　　1．1．1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是结构或构件设计及计算的依据，建筑钢结构设计一般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1）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理解为结构或构件发挥允许的最大承载功能的
状态。
结构或构件由于塑性变形而使其几何形状发生显著改变，虽未到达最大承载能力，但已彻底不能使用
，也属于达到这种极限状态。
　　钢结构或构件承载能力的计算一般采用应力表达式。
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当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钢结构时，对于基本组合，内力设计值应从
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式1-28）和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式1-29）中取最不利值考虑。
钢结构自重较小，一般大跨度结构、门式刚架结构等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设计；采用钢筋混凝土楼面
（或屋面）的多层、高层建筑或有积灰的屋盖结构有可能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设计。
　（2）钢结构的安全等级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的规定，建筑结构
依其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损失、产生社会影响等）的程度分为严重的、一
般的和次要的。
对破坏后果很严重的重要的房屋，安全等级为一级；对破坏后果严重的一般的房屋，安全等级为二级
。
根据对我国已建成的建筑物采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的结果，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钢结构，按照《建筑
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的分级标准，安全等级多为二级，故《钢结构设计规范》规定可取为二级
。
对于其他特殊的建筑钢结构，如跨度等于或大于60m的大跨度结构（大会堂、体育馆、飞机库等的屋
盖主要承重结构）则宜取为一级。
　　当按抗震要求设计时，不再分安全等级，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的规定来确定建筑物的抗震设防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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