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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构检测与加固》

前言

　　教材编写，就是把已经有的、读者认可的经典内容和有创意的内容应用某种逻辑关系进行系统组
织，用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写教材有七分择优三分新之说。择优超过七分，则有抄
袭之嫌；新意超过三分，势必影响教材的通用性。如何恰当地把握教材的特色，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情。?　　每一门学科总有一些已经很经典的内容，经典内容需要继承，并且是无条件的继承，继承则
继续经典，改就会走样。　　有些例题也是很经典的，比如加拿大特朗斯康谷仓倾斜的例子，在有关
地基基础的教材中都有；再如，比萨斜塔与虎丘塔两个工程实例，在有关建筑结构纠倾的书籍中就离
不了，离开了它们就显得教材不完整。编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与工程实践，对工程检测与加固的基本
内容有了一些了解，加上同行专家的大力帮助，编写了这本教材。全书包括地基基础，砌体，钢筋混
凝土，钢、木、桥梁等结构的检测与加固，以及结构纠倾与平移七个部分内容。在编写方法上力求突
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叙述，并应用一些实例，以方便读者阅读。本教材由宋?主编。编
写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第六章、第七章及附录由宋?编写；第二章、第三章由王龙编写；第四章
第4.5.6小节和4.5.7小节由杨文侠编写，第4.1～4.4节及4.5.1～4.5.5小节由刘利先编写；第五章由罗维刚
编写；第八章由项长生编写。教材中的插图由胡志礼帮助输入，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
限，编写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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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结构检测与加固》共分八章，包括绪论、地基基础检测与加固、砌体结构检测与加固、钢筋混
凝土结构检测与加固、木结构检测与加固、钢结构检测与加固、结构物纠倾与平移、桥梁检测与加固
等内容。书中就结构检测与加固的概念、原理、方法以及技术要点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在加固方面
强调了托换技术和预应力技术的优势以及应用的广度。
《工程结构检测与加固》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土木类专业教学用书，亦可供结构检测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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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其他加固方法　　1）增设支点法。改变结构传力途径加固法是指通过增设支点（柱或托架
）的办法，使结构受力体系（即计算简图）得以改变的加固方法，因而也称为增设支点法。　　在梁
、板跨中增设支点后，减少了计算跨度，从而较大幅度地提高承载力，并减小梁、板的挠曲。其优点
是施工简单、受力可靠；缺点是使用空间受到一定的影响。该法主要用于梁、板、桁架等结构的加固
。按增设支点的不同，可分为刚性支点和弹性支点两种情况。　　方法之一：刚性支点。刚性支点是
指新增设的支撑件十分刚强，可以使被加固结构构件的新支点在外荷载作用下没有（或小至可忽略）
竖向变化。有时尽管新支点有较大的竖向位移，但由于在后加荷载作用下，原结构支座也同样有变化
，新旧支座间的相对位移很小，这种新支点也属于刚性支点。图4．34为工程中常见的一些支撑体系，
这些杆件受轴向力，在后加荷载作用下，新支点的变化与原支座的差值不大，一般可作为刚性支点考
虑。　　方法之二：弹性支点。弹性支点是指所增设的支杆或托架的相对刚度不大，在外荷载作用下
，新支点的变化相对原结构支座变化较大。当采用受弯构件作为支撑件时，或者支撑的刚度较小，轴
向变形较大时，支撑点的位移不能忽略，应按弹性支点计算。在工程中，用弹性支点加固结构的实例
也较多，图4．35为工程中常作为弹性支点计算的加固件。　　2）增设钢箍法。当梁的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不足，且箍筋的配置量又不多时，宜采用在梁的两侧面增配抗剪箍筋的方法来提高梁的斜截面受
剪承载力[图4．36（a）]。

Page 6



《工程结构检测与加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