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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建筑行业迅猛发展，高新技术的运用、科学的管理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实施都需要全
面提高人员素质和科学水平。
施工是高等工科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主要专业课，在培养学生掌握土木工程施工基本知识和独立
分析、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的基本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学生从抽象的专业基础课与
专业课走向实践、学以致用的第一步。
近年来随着我国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高层与大跨建筑发展很快，它是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补充和
深入，其基本概念和施工工艺适合本科、专科学生作为专业选修课程深人地学习，其在施工中涉及的
施工验算和设计问题也可以为研究生课题的选取和研究提供思路。
　　本书主要讲述高层与大跨建筑的基本概念、主要工程的施工技术和施工组织计划的一般规律，其
特点是涉及知识面广、实践性强，突出各种高层与大跨建筑的结构特点，强调其施工的难点，有利于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便于其弄清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知识与工程实践的关系。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既继承了传统《土木工程施工》和《高层建筑施工》教材的理论精华，
又与时俱　　进，充分反映了我国施工技术的发展状况。
　　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内容精练，方便教师教学，及时地反映了学科前沿的新技　　术、新工艺
、新方法、新规范、新标准，并纳入到书中。
　　增加了高层建筑脚手架、钢一混组合结构施工、大跨空间建筑结构施工和外围护墙　　体的施工
等方面的内容。
　　加强实践性应用知识的学习内容，与实习等教学环节联系起来，系统性强，教师　　易于引导和
教学。
　　可读性强，学生易于学习和掌握。
　　讲授本书内容约用48学时。
采用本书可以根据具体学时情况，对内容进行取舍。
　　本书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刘宗仁教授担任主审，哈尔滨工业大学王绍君副教授担任主编，哈尔滨工
业大学曹正罡讲师担任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刘宗仁（第1章）、姜庆远（第2章）、王绍君（第2、3、4、5章
）、周威（第6章）、郭兰慧（第8章）、曹正罡（第9章），北京城建集团的温丽劫（第7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有关施工单位提供资料并大力支持，谨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敬请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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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高层与大跨建筑的基本概念、主要工程的施工技术和施工组织计划的一般规律，其主要
特点是涉及知识面广，根据我国现行的规范、规程和标准，结合施工现场及实例深入介绍高层与大跨
建筑结构施工技术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本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绪论、高层建筑深基坑支护结构施工、高层建筑起重机械、高层建筑脚手架
、高层建筑基础工程施工、高层建筑主体结构施工、高层建筑外墙围护结构施工、高层钢结构施工、
大跨建筑结构施工。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专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土木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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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85年世界第一幢采用铁框架和部分钢梁建成的高层建筑诞生，它是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家庭保险
公司大楼（Home Insurance Building），共10层，高55m。
它在结构体系、材料应用等方面开创了历史新纪元。
　　公元523年，我国在河南登封就建造了10层的嵩岳寺塔，公元9世纪在云南大理建造了千寻塔，公
元11世纪在河北定县建成11层的料敌塔，这些都是砖砌简体的典型高层建筑。
　　我国近代的高层建筑始于1915年前后，在20世纪20～40年代建成10层左右的建筑约100幢，其中最
高的是23层的上海国际饭店。
　　20世纪50年代陆续在北京、广州、沈阳等地建成8～9层的旅馆、办公楼。
1959年北京建成13层的民族文化宫和12层的民族饭店。
　　20世纪60年代北京建成14层的民航大楼，天津建成12层的南开大学主楼，广州建成18层的人民大
厦和27层的广州宾馆。
　　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20多个城市兴建了一批高层建筑，其中广州1977年建成33层高115m的白云宾
馆，中国香港1973年建成52层高178m的康乐大厦。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外事、旅游以及城市住房的迫切需要，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开
始兴建高层建筑。
中国香港1980年建成65层高216m的合和中心，1985年建成70层高315m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深圳1985
年建成50层高180m的国际贸易中心。
　　20世纪90年代国内已开始大量兴建100m以上的高层建筑，其中已建成的超过150m的100多幢高层
建筑中，上海的88层高420m的金茂大厦，深圳的80层高325m的地王大厦，广州的80层高322m的中信广
场位居前三位。
　　进入21世纪以来，超高层建筑在城市节地、提升城市形象、拉动社会投资、扩大旅游和商贸活动
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远非普通建筑可以比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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