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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结构（新规范版）》共13章，主要内容包括混凝土结构及其材料的力学性能、混凝土结构基本
设计原则、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截面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轴向受力构件、受扭构件承载力计算、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适用性和耐久性、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单层厂房、框架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等
。

　　
《工程结构（新规范版）》注意了以教学为主，以实际应用为重，在讲述基本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
结合了相关规范和工程实际，并注意与其它课程和教材的衔接与综合应用。
为体现工程管理专业与相关方向的特点，加大了构造要求的阐述。
章节中解析了典型的例题，而且各章均有提要、思考题、习题，可供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及相关专
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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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①砌体的受压破坏特征 试验研究表明，砌体轴心受压从加载到破坏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如图12
—10所示。
a.第一阶段 从砌体受压开始，当压力增大至50％～70％的破坏荷载时，在砌体内某些单块砖在拉、弯
、剪复合作用下出现第一批裂缝。
在此阶段裂缝细小，未能穿过砂浆层，如果不再增加压力，单块砖内的裂缝也不继续发展，如图12
—10（a）所示。
b.第二阶段 随着荷载的增加，当压力增大至80％～90％的破坏荷载时，单块砖内的裂缝将不断发展，
并沿着竖向灰缝通过若干皮砖，在砌体内逐渐连接成一段段较连续的裂缝。
若此时荷载不再增加，裂缝仍会继续发展，砌体已临近破坏，在工程实践中应视为构件处于危险状态
，如图12—10（b）所示。
c.第三阶段 随着荷载的继续增加，则砌体中的裂缝迅速延伸、宽度增大，并连成通缝，连续的竖向贯
通裂缝把砌体分割成1／2砖左右的小柱体（个别砖可能压碎）而失稳破坏，如图12—10（c）所示。
以砌体破坏时的压力除以砌体截面面积所得的应力值称为砌体的极限抗压强度。
②砌体的受压应力状态在压力作用下，砌体内单块砖的应力状态有以下特点。
a.由于砖本身的形状不完全规则平整、灰缝的厚度和密实性不均匀，使得单块砖在砌体内并不是均匀
受压，而是处于受弯和受剪状态（图12—11）。
由于砖的脆性，抵抗受弯和受剪的能力较差，砌体内第一批裂缝的出现是由单块砖的受弯受剪引起的
。
b.砌体横向变形时砖和砂浆存在交互作用。
由于砖与砂浆的弹性模量及横向变形系数各不相同（砖的横向变形较中等强度等级以下的砂浆小），
在砌体受压时砖的横向变形也因砂浆的横向变形较大而增大，并由此在砖内产生拉应力，所以单块砖
在砌体中处于压、弯、剪及拉的复合应力状态，其抗压强度降低；相反砂浆的横向变形由于砖的约束
而减小，因而砂浆处于三向受压状态，抗压强度提高。
由于砖与砂浆的这种交互作用，使得砌体的抗压强度比相应砖的强度要低得多，而对于用较低强度等
级砂浆砌筑的砌体抗压强度有时较砂浆本身的强度高很多，甚至刚砌筑好的砌体（砂浆强度为零）也
能承受一定荷载。
砖和砂浆的交互作用在砖内产生了附加拉应力，从而加快了砖内裂缝的出现，因此在用较低强度等级
砂浆砌筑的砌体内，砖内裂缝出现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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