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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专业材料力学课程强度设计方法改进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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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材料力学课程是建筑结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也是学生最早接触到杆件强度设计的一门课程。文章分析了建筑 

结构专业材料力学课程中容许应力法和结构设计中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不协调，并进行了改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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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mprovement of the strength design method in the material mechanics coorse of building structure specialty 

WANG Jing，SU We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Techonlogy．Zho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5，China) 

Abstract：In the paper．it has been analyzed that the method of sufferan ce stress in material mechanics o01．1rse is out of harmony with 

the design method of probability high—point of building structure specialty ．an d the improvement fashion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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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结 构 设 计 早 在 1985年 就 采 用 了 国 际 上 较 

先 进 的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 ，其 设 计 理 论 和 方 法 是 

以<建 筑 结 构 设 计 统 一 标 准》为基 础 的 。 在 建 筑 结 构 

专 业 的专 业 课 程 中 均 采 用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 ，并 

在 相 关 专 业 的课 程 中 都 详 细 的 给予 介 绍 。而 在 作 为 

建 筑 结 构 专 业 基 础 课 的 材 料 力 学 课 程 中 ，在 处 理 杆 

件 强 度 时 ，仍 采 用 容 许 应 力 设 计 法 。 由 于 容 许 应 力 

法 和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 在 前 后 不 同 的 课 程 中 并 

存 ，破 坏 了 同 一 专 业 的 各 门 课 程 教 材 间 应 有 的 整 体 

性 和 内容 的 连 续 性 ，会 对 教 师 的 教 学 和 学 生 的 学 习 

带 来 一 定 的 影 响 。 

如 何 将 建 筑 结 构 专 业 材 料 力 学 强 度设 计 方 法 与 

我 国现 行 <建筑 结 构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中 的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统 一 ，增 强 同 一 专 业 课 程 之 间 的 连 续 性 和 

整 体 性 ，以便 于 学 生 更 好 的 掌 握 建 筑 结 构 设 计 理 论 

是 值 得 探 讨 的 。 

一

、容许应力法与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 

容许 应 力 法 与 概 率 极 限 状 态设 计 法 是 结 构设 计 

的两 种 基 本 方 法 ，在 概 率 极 限状 态 设 计 法 成 熟 应 用 

以前 ，建 筑 结 构 设 计 均 采 用 容 许 应 力 法 。 

用 材 料 力 学 理 论 对 杆 件 进 行 强 度 计 算 时 ，目前 

仍 采 用 容 许 应 力 法 ，即 用 一 个 总 的 安 全 系 数 来 考 虑 

结 构 的 实 际 工 作 和 设 计 计 算 的 差 异 。单 一 安 全 系 数 

法 计 算 简 单 、方 便 ，它 的设 计 准 则 是 结 构 或 构 件 按 荷 

载 标 准 值 (使 用 荷 载 )用 线 性 弹 性 理 论 计 算 的 最 大 应 

力 a一不 超过 材 料 的容 许 应 力 [a]即 ： 

a～ o]= 

其 中 ： — — 为 材 料 的 极 限 应 力 ；K 为 大 于 1的 系 

数 ，称 为 安 全 系 数 。 

安 全 系 数 的选 择 是 从 两 方 面 考 虑 的 ，一 方 面 是 

主 观 认 识 与 客 观 实 际 的 差 异 ；另 一 方 面 给 构 件 以 必 

要 的 安 全 储 备 。 主 观 认 识 与 客 观 实 际 的 差 异 主 要 

有 ：① 实 际使 用 材 料 的 极 限 应 力 值 有 可 能 低 于 这 种 

材 料 由 试 件 抽 样 试 验 确 定 的 极 限 值 ；② 实 际 构 件 横 

截 面 尺 寸 可 能 会 小 于 规 定 的 尺 寸 ；③ 由 于 荷 载 估 算 

存 在 较 大 难 度 ，实 际 荷 载 可 能 超 过 设 计 中 采 用 的 设 

计荷 载 ；④ 计 算 简 图与 实 际 结 构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可 能 

产生 偏 于 不 安 全 的 结 果 。 

从 1985年 1月 1 日起 ，我 国 开 始 施 行 <建 筑 结 

构设 计 统 一 标 准 》(GBJ68—84)。 该 标 准 设 计 方 法 

· [收稿 日期 】2004—03—08 

[作者简介】汪 菁(1964．)，女 ，河南开封人 ，中州大学副教授 ，从事结构工程研究。 

· 41 · 

http://www.cqvip.com


建筑结构专业材料力学课程强度设计方法改进的探讨 

采 用 概 率 极 限状 态 设 计 法 ，它 标 志 着 我 国在 建 筑 结 

构 设 计 理 论 上 前 进 了 一 大 步 ，在 结 构 设 计 方 法 上 迈 

入 了 国际 先 进 行 列 。 目前 ，我 国《建 筑 结 构 可 靠 度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GB50068)仍 然 采 用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 。 

概 率 极 限状 态 设 计 法 是 将 影 响 结 构 功 能 的 若 干 

因素 作 为 随 机 变 量 ，对 所 设 计 结 构 的 功 能 只 给 出 一 

定 的概 率 特 征 ，即 认 为 任 何 设 计 都 不 能 保 证 绝 对 安 

全 ，而 是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风 险 。但 只要 其 失 效 概 率 小 

到人们 可 以接受 的程 度 ，便 可 以认 为所设 计 的结 构 

是 安 全 的 。其 承 载 能 力 极 限 状 态 的 实 用 设 计 式 为 ： 

y0 c sc ” 。
。

S。
。 
+ yn g％ S。 ) 

其 中 ：Y。— — 为 结 构 重 要 性 系 数 ，按 安 全 等 级 取 值 ， 

一 般 的 建 筑 物 可 取 ：Y。一1．0； 

Y。 ，YQ
．

，Yq— — 分 别 为 永 久 荷 载 、第 一 个 可 变 

荷 载 、第 i个 可 变 荷 载 分 项 系数 ； 

sGK，sQ1 ，S — — 分 别 为 永 久 荷 载 标 准 值 、第 

一 个 可 变 荷 载 标 准 值 、第 i个 可 变 荷 载 标 准 值 

产 生 的效 应 ； 

— — 第 i个 可 变 荷 载组 合 值 系数 ； 

RK— — 结 构 构 件 抗 力标 准 值 ； 

Y —— 结 构 构 件 抗 力分 项 系 数 。 

二、材料力学强度设计方法与结构设计方法的 

统一 

如 前 所 述 ，材 料 力 学 中对 杆 件 的 强 度 设 计 方 法 

为 容 许 应 力 法 ，计 算 a一 时 荷 载 采 用 标 准 值 ，容 许 应 

力 [a]为 材 料 的 极 限应 力 除 以 安 全 系 数 。 与 容 许 

应 力 法 不 同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 在 计 算 荷 载 产 生 

的 效 应 (如 a一 )时 采 用 荷 载 设 计 值 ，即 将 荷 载 标 准 

值 乘 以 荷 载 分 项 系 数 ，结 构 的 抗 力 也 采 用 设 计 值 ，将 

抗 力标 准 值 除 以抗 力 分 项 系 数 。 

为 使 材 料 力 学 中的 强 度 设 计 方 法 与 建 筑 结 构 设 

计 方 法 统 一 ，首 先 可 在 材 料 力 学 课 程 中适 当 引 入 概 

率 极 限状 态 设 计 法 的 概 念 ，使 学 生 对 这 种 设 计 方 法 

有 初 步 的认 识 。 另 外 ，在 材 料 力 学 课 程 中对 构 件 的 

强 度 计 算 按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 改 进 时 ，要 坚 持 简 

单 、直 观 的 特 点 ，在 计 算 形 式 上 保 留 材 料 力 学 的 特 

征 。 为此 可 作 如 下 的 简 化 处 理 ：结 构 重 要 性 系 数 及 

可 变 荷 载 组 合 值 系 数 均 取 为 1．0，即 Y。=1．0、xIr = 

1．0、 =1．0；荷 载 分 项 系数 按 定 值 给 出 ，可 取 Y。= 

1．2、Yo=1．4；取 结 构 构 件 抗 力 标 准 值 RK=fK(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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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标 准 值 )、令 IK=f(材 料 强 度 设 计 值 )
。 承 载 能 

力 极 限状 态 实 用 设 计 式 可 简 化 为 ： 

S f (1) 

其 中 ：Sd— — 荷 载 设 计 值 产 生 的 效 应 ，Sd=Y。SG + 

YqSQ
．
；f— — 材 料 强度 设 计 值 。 

按 (1)式 轴 向 拉 (压 )、扭 转 、弯 曲 等 强 度 计 算 条 

件作 如 下 处 理 。 

1．轴 向拉 (压 )时 ，正 应 力 强 度 条件 ： 

a = ，(或 ) 

2．扭 转 时 ，剪 应 力 强 度 条 件 ： 

r = fo d 

3．弯 曲 时 

① 正 应 力 强 度 条 件 ： 

：  _，‘(或 ) _，L戥 ，c 

② 剪 应 力 强 度 条 件 ： 

r = fo d 百  

其中 ：吼、rd—— 分 别 为 按 荷 载 设 计 值 计 算 的 正 应 

力 、剪 应 力 ； 

A、w w S 、I 、d— — 分 别 为 横 截 面 的 面 

积 、抗 扭 截 面 模 量 、抗 弯 截 面 模 量 、静 矩 、惯 性 

矩 和 所 求 剪 应 力 点 处 的 截 面 宽 度 ； 

N 、M M 、Qd— — 分 别 为 按 荷 载 设 计 值 计 算 

的轴 力 、扭 矩 、弯 矩 和 剪 力 ； 

f(或 f )、f —— 分 别 为 材 料 抗 拉 (压 )、抗 剪 强 

度 设 计 值 。 

三、结论 

材 料 力 学 课 程 是 建 筑 结 构 专 业 的 专 业 基 础 课 ， 

也 是 学 生 最 早 接 触 到 杆 件 强 度 设 计 的一 门 课 程 。将 

先 进 的 结 构 设 计 概 念 及 时 地 反 映 到 材 料 力 学 教 材 

中，可使学生较早 、较 系统 的接受结构设 计理论和设 

计 方 法 ，对 后 期 的 建 筑 结 构 专 业 课 程 的 学 习 无 疑 有 

着 积 极 的作 用 。 再 者 ，从 理 论 分 析 证 明 将 概 率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法 应 用 于材 料 力 学 教 学 中 是 可 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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