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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住居》

前言

　　20年前国内的高等建筑教育中对居住类建筑的研究和教育无论是思考方向还是创作方法上都比较
单一，由于那时国人的居住状况不佳，要在7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划分三室一厅的格局来，效率高低是
关键，追求效率的手段集中了所有创作技巧。近10年来中国居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提高生活水平的
意识夹杂着房地产投机意识使得相当多的一批国人住上了比欧洲偶像们还要大的房子，住宅的研究也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阶段。过去的10年，中国的各个设计机构中住宅设计已经成为持续性的经
济来源，但现实中住宅水准提高之向度却是很有限的。类型研究过多集中于商品住宅单一的领域，技
法的研究也过多集中于如何在保证方位规矩的基础上解决空间的组合关系上，而技术领域的研究与欧
美国家相比更是存在着巨大差距，目前研究的重点也仅仅局限于关注节能降耗。比之欧美甚至日韩的
住宅设计，我们在住宅商品化、空间效率精细化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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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进住居》试图通过“研究、访谈、实例”三个章节的内容，来介绍、探讨先进住居的理念、方法
和实际，使人们意识到当前人与人的交往需求，设计及建设中居住者的民主参与以及小成本大空间的
共享、集合理念等等都在极大地改变着未来居住的项目。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欧洲先进理念与实践项
目，同时也列举了我国住宅设计或改造案例，从而为我国的住宅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随着我国居住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设计机构和相关专业院校对住宅设计的研究和实践也进入了一个
热潮阶段，但是应该看到，其中的类型研究多集中于商品住宅、技法研究过多集中于空间组合、技术
研究也仅仅开始关注节能降耗，这与欧美甚至日韩的住宅设计相比，均有着不小的差距。
《先进住居》适合住宅设计、研究机构，政府相关管理、规划部门，相关专业院校师生和设计人士，
对城镇住宅规划和文化感兴趣的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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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深梁理论的发展概述　　梁是工程结构中的基本构件，其研究历史较长，17
世纪初Bernoulli—Euler建立了初等梁的经典理论，此理论的优点是只有一个广义位移，因而在结构分
析时只有一个未知数，应用非常广泛。目前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初等梁理论，该理论
的缺点是引入了直法线假定，没有考虑剪切变形的影响，故只能适用于“长梁”。随着工程技术的发
展，“短梁”遇到得越来越多，基于经典的初等梁理论的计算精度已不能满足工程需要，如当结构截
面尺寸相对于跨径来说较大时，采用初等梁理论计算所得挠度显著偏小Ⅲ；在振动问题中，哪怕外表
面上是一个长梁，但涉及梁的高阶振动时，梁剪切变形影响也不能忽略口；在地基与结构相互作用时
，如果遇到地基沉降、局部高度承载、短梁/板、中厚梁/板等问题时也应考虑梁/板的剪切变形影响。
　　对于深梁，各国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最经典的理论是1921年Timoshenko提出了两广义位移深梁
理论。该理论认为变形前垂直于直梁中心线的截面，在变形后仍保持为平面，但不再假定它一定垂直
变形后的中心线。这样该理论有两个广义位移，一个是中心线的挠度w、另一个是截面的转角ψ，由
于直梁在变形后截面不一定再垂直于中心线，故转角ψ与挠度的斜率训，间不再相等，两者间差称为
剪切角）或剪切应变）r＝w′-ψ。该理论第一次考虑了剪切变形的影响，把直梁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　　2000年龚克深入研究了Timoshenko梁理论，并注意到Timoshenko理论虽然考虑了横向剪切变形
的影响，但是也存在将挠度、转角视为两个变量，忽略其内在联系，与经典梁理论相比存在位移的独
立性与不独立性的矛盾，使其使用范围受到限制。其通过引入适当假定后导出了转角位移与挠度间的
相互关系，从而提出了单广义位移梁理论，揭示了深梁理论中转角位移与挠度间并不是相互独立，而
是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使深梁理论更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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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举得例子比较多 有参考价值
2、是关于住宅的一些博士文章集，很有深度，我现在大四，读起来有些吃力，不过消化起来还是很
有帮助的。
3、那个空间回路很有意思。有受益。
4、我感觉书不错。
5、非常好的书 是经过思考的论述 信息量也蛮大 中英文双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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