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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

前言

　　高性能混凝土具有高强度和高耐久性等特点，是建造百年大计重大土木工程的理想和重要结构材
料；高强混凝土与钢材有机地巧妙结合，通过变形协调共同工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发展出完美
的新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实现人们期望的结构性能目标。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诞生于19世纪末期
，但只有高强混凝土的出现，才使钢与混凝土得以完美的结合而形成高性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
现代新型组合结构已经超越了传统组合结构的概念，拓展了传统组合结构的内涵，组合结构的形式更
丰富，体型更复杂，性能也更高，它已经成为建造高层建筑和大跨度桥梁的理想结构体系，世界上已
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最高的高层建筑、已经建造的最大跨度的斜拉桥均为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这
充分展示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在高层建筑和大跨度桥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美好前景。本书系统地总
结和阐述了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的力学性能、结构分析、设计方法及工程应用的主要研究成果，
以及作者及其合作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全书包括绪论和1～10章。绪论较全面地综述了高强混凝土及其
组合结构研究与应用的主要进展和发展趋势。第1章高强与高性能混凝土原材料与配合比，介绍了高
性能混凝土和高强混凝土原材料的选择原则及其配合比。第2章高强与高性能混凝土的基本物理力学
性能和耐久性，介绍了国内外高强混凝土的各种强度、弹性模量、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模型、高性能混
凝土的耐久性及其试验方法。第3章高性能混凝土的抗火性能与火灾后的修复策略，介绍了高性能混
凝土高温爆裂及其机理和防治措施、高性能混凝土高温中和高温后的力学性能损伤与耐久性损伤及其
评价方法。第4章高强混凝土结构基本构件的分析与设计方法，介绍了高强混凝土受弯构件受力全过
程分析与设计方法、高强混凝土弯剪构件受力全过程分析与设计方法、高强混凝土压弯构件受力全过
程分析与设计方法及抗震性能。第5章钢管高强混凝土柱分析与设计方法，介绍了钢管高强混凝土柱
受力全过程分析方法、抗震性能及其参数对受力性能和抗震性能的影响规律、钢管高强混凝土柱设计
方法。第6章钢骨高强混凝土柱分析与设计方法，介绍了钢骨高强混凝土柱受力全过程分析方法、抗
震性能及其参数对受力性能和抗震性能的影响规律、钢骨高强混凝土柱设计方法。第7章高强混凝土
叠合柱的分析与设计方法，介绍了高强混凝土叠合柱的概念、受力全过程分析方法、抗震性能、轴力
重分配及轴压比限值和设计方法。第8章钢混凝土组合梁和组合节点，介绍了钢?混凝土组合梁的形式
和设计方法、组合节点的形式及其抗震性能。第9章组合建筑结构，介绍了高层组合建筑结构体系的
形式及其受力特点和抗震性能分析方法。第10章组合桥梁结构，介绍了组合桥梁的组合构件和组合桥
梁结构形式、静动力和稳定性及抗震性能分析方法。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涉及材料学、力学、高
层建筑、大跨桥梁、地震工程和风工程等多门学科，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型结构体系的发展为高层建
筑和大跨桥梁的建造提供了技术支撑，而高层建筑和大跨桥梁的建造又促进了新型结构体系及其分析
设计理论的发展。我国正在进行空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性能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是我国城市
及其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材料和结构形式，作者以期本书的出版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以及对我
国城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尽微薄之力。本书是在闫昕、刘金龙、王震宇、袁杰、兰成明和张亮泉等
的部分合作和参与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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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

内容概要

《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精)》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的力学性能、结构分
析、设计方法及工程应用的主要研究成果。第1～3章是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工艺和配合比、基本物理
力学性能和耐久性以及耐高温性能；第4章是高强混凝土基本构件的非线性分析与设计方法；第5～7章
是竖向承重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及其分析与设计方法；第8章是水平向钢-混凝土组合构件和组合节点；
第9、10章是钢-混凝土组合建筑结构和组合桥梁结构简介。《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精)》可供从
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和海洋结构工程的广大科技人员参考，可作为上述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
生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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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混凝土及其组合结构》

章节摘录

　　目前，组合结构主要指钢一混凝土组合梁（板）、钢骨混凝土和钢管混凝土以及它们延伸形成的
其他竖向承重组合构件、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　　钢一混凝土组合梁是指梁的下部采用钢材、
上部采用混凝土、通过抗剪连接件形成的一种结构构件。连接件保证了钢材和混凝土能够变形协调、
共同工作。组合梁下部的钢材受拉，上部的混凝土受压，从而能够充分发挥钢材受拉性能好和混凝土
受压性能好的特点。钢一混凝土组合梁具有截面高度小、自重轻、强度高、刚度大、延性好、跨越能
力大、整体稳定性和局部稳定性好、便于施工等特点，是高层建筑和大跨桥梁中的重要结构构件。　
　钢管混凝土是指在圆形或方形钢管中填充混凝土形成的一种组合结构形式。由于钢管的侧向约束作
用，核心混凝土处于三向受压应力状态，极大地改善了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性能；同时，核心混凝土
对外围钢管提供骨架支撑作用，避免钢管在受压过程中较早地发生局部屈曲。两种材料组合在一起，
通过变形协调和共同工作，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使钢管混凝土结构具有较高的承载力和良好的变形
性能及耗能能力。　　钢骨混凝土结构又称劲性钢筋混凝土结构，是一种把型钢埋入钢筋混凝土中形
成的组合构件。型钢与混凝土之间通过粘结力和抗剪连接件使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协调统一地工
作。型钢具有高强度和大变形的特点，将其埋入混凝土，可以避免型钢局部失稳和直接受火；而型钢
不仅可以承担较多的荷载，提供大变形的能力，同时它对处于构件核心的混凝土形成约束，使混凝土
处于三向受压状态，极大地改善了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性能。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钢骨混凝土结
构具有承载能力高、刚度大、抗震性能好等优点；与钢结构相比，由于混凝土的外包作用，克服了型
钢钢结构易失稳和防火性能差的缺点。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是指由钢构件、组合构件、混凝土构
件或者它们混合构成的结构体系，它充分利用钢构件、组合构件、混凝土构件各自的优势，通过变形
协调使它们共同工作，实现对结构期望的性能目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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