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建筑结构体系与选型 

第一节  概    述 

人类社会在初期就出现了建筑物。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和自然界展开斗争，

房屋建筑就是人类向自然界作斗争的产物。建筑结构（building structure）是房屋建筑的

空间受力骨架体系，是建筑物得以存在的基础（见图 1.1）。 

 

图  1.1 

建筑结构的功能，首先是骨架所形成的空间能较好地为人类生活与生产服务，并满

足人类对美观的需求，为此必须选择合理的结构形式；其次是合理选择结构的材料和受

力体系，充分发挥所用材料的作用，使结构具有抵御自然界各种作用的能力，如结构自



 

 

重、使用荷载、风荷载和地震等（见图 1.2）。 

 

图  1.2 

此外，建筑结构必须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并与施工方法有机结合，因为任何建筑

工程都受到当时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法规等因素的制约，任何建筑结

构都是靠合理的施工技术来实现的。因此，优秀的建筑结构应具有以下特点： 

（1）在应用上，要满足空间和功能的需求。 

（2）在安全上，要符合承载和耐久的需要。 

（3）在技术上，要体现科技和工程的新发展。 

（4）在造型上，要与建筑艺术融为一体。 

（5）在建造上，要合理用材并与施工实际相结合。 

本章的目的是使读者了解各种房屋建筑结构体系的基本类型及其组成，了解和掌握

建筑方案设计中空间形式对结构性能的影响，更深入地理解和体会一些重要的结构概念，

学会用近似方法快速估算和比较各种设计方案，使得在房屋设计的最初阶段就能保证建

筑设计与结构设计的基本协调。 

一、结构体系的分类 

建筑结构是由许多结构构件组成的一个系统，其中主要的受力系统称为结构总体系。

结构总体系虽然千变万化，但总是由水平结构体系、竖向结构体系以及基础结构体系三

部分组成（见图 1.3）。 



 

 

             

图  1.3 

水平结构体系一般由板、梁、桁（网）架组成，如板-梁结构体系和桁（网）架体系。

水平结构体系也称楼（屋）盖体系，其作用为：① 在竖直方向，它通过构件的弯曲变形

承受楼面或屋面的竖向荷载，并把它传递给竖向承重体系；② 在水平方向，它起隔板

作用，并保持竖向结构的稳定。 

竖向结构体系一般由柱、墙、筒体组成，如框架体系、墙体系和井筒体系等。其作

用为：① 在竖直方向，承受水平结构体系传来的全部荷载，并把它们传给基础体系；② 

在水平方向，抵抗水平作用力，如风荷载、地震作用等，并把它们传给基础体系。 

基础结构体系一般由独立基础、条形基础、交叉基础、片筏基础、箱形基础（一般

为浅埋）以及桩、沉井（一般为深埋）组成。其作用为：① 把上述两类结构体系传来的

重力荷载全部传给地基；② 承受地面以上的上部结构传来的水平作用力，并把它们传给

地基；③ 限制整个结构的沉降，避免不允许的不均匀沉降和结构的滑移。 

结构水平体系和竖向体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是，竖向结构构件之间的距离愈大，水平

结构构件所需要的材料用量愈多。好的结构概念设计应寻求到一个最开阔、最灵活的可

利用空间，满足人们使用时的功能和美观需求，而为此所付出的材料和施工消耗最少，

且能适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气候、地质、水文、地形等）。 

建筑结构的类型有： 

1. 以组成建筑结构的主要建筑材料划分 

有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包括砖、砌块、石等）结构、木结构、塑料结构、

薄膜充气结构等。 

2. 以组成建筑结构的主体结构形式划分 

有墙体结构、框架结构、深梁结构、筒体结构、拱结构、网架结构、空间薄壁（包括折

板）结构、钢索结构、舱体结构等，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建筑结构的各种形式［1］ 

a—墙体结构；b—框架结构；c—深梁结构；d—筒体结构；e—拱结构； 

f—网架结构；g—空间薄壁结构；h—钢索结构；i—折板结构 

3. 以组成建筑结构的体形划分 

有单层结构（多用于单层工业厂房、食堂等）、多层结构（一般 2～9 层）、高层结构（一

般 10 层以上）、大跨结构（跨度大约在 40～50m）。 

二、影响建筑结构选型的因素 

结构选型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问题，不仅要考虑建筑上的使用功能，也要考虑结构上的

安全合理，施工上的可能条件，还应注意结构效益和艺术上的造型美观。选择一个最佳的结

构形式，往往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结合具体建设条件作出多种方案进行综合分析，

再最终作出选定。 

结构选型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结合建筑物使用功能的要求做好结构选型 

任何建筑物都具有对客观空间环境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可以大体确定建筑物的尺度、



 

 

规模与相互关系。首先，结构选型时应注意尽可能降低结构构件的高度，选择与建筑物使用

空间相适应的结构形式。例如，钢桁架构造高度约为跨度的1/12～1/8，而平板网架结构的构

造高度仅为跨度的1/20～1/25，选择适当可使室内空间得到较充分的利用。其次，建筑物的

使用要求应与结构的合理几何体形相结合。例如，某散装盐库在结构选型中比较了两种方案，

方案Ⅰ 为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见图 1.5（a）］，方案Ⅱ 为拱结构［见图 1.5（b）］。方案Ⅰ 的

主要缺点是3/5的建筑空间不能充分利用，而方案Ⅱ 采用落地拱，由于选择了合适的矢高和

外形，使建筑空间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利用。 

 

（a）排架结构                       （b）拱结构 

图 1.5  两种结构方案比较 

（二）建筑结构形式对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的影响 

建筑结构形式对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的影响极为明显。图 1.6 为三幢使用功能相同的食

堂建筑，它们都具有较大跨度的室内空间，但由于结构形式的不同，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建

筑风格，并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立面效果。 

此外，结构选型时还应注意结构的几何体形对声学效果的影响、对采光照明的影响以及

对屋面排水的影响。 



 

 

 

（a）木结构刚架 

 

（b）钢筋混凝土落地拱 

 

（c）钢筋混凝土双曲扁壳 

图 1.6  三幢食堂不同结构所产生的不同形式 

（三）建筑结构材料及其他因素对结构选型的影响 

比较梁式结构和轴心受力结构的受力状态，不难看出，梁的截面应力分布极不均匀，除

边缘纤维达到最大许用应力外，大部分材料的应力远远低于许用应力，即材料强度并未充分

利用，而轴心受力状态因截面应力分布均匀更能充分利用材料强度。为节约材料可把梁截面

中和轴附近的材料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形成工字形截面构件，它比矩形截面构件有更大的

抗弯惯性矩。再进一步把梁腹部的材料挖去，就由梁式结构转化为平面桁架结构。由于桁架

的各杆件均为轴向受力，可以认为桁架结构比梁式结构更能充分利用材料强度。若将桁架的

外形与简支梁的弯矩图图形相吻合，则桁架内各弦杆内力将保持一致而腹杆内力接近于零，

这样可最大限度地节约材料。图 1.7 为结构形式由简支梁到桁架的变化过程。 



 

 

 

           （a）              （b）                  （c）                        （d） 

图 1.7  由简支梁发展成为桁架 

影响建筑结构形式的因素还包括建筑施工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经济指标等。衡量结

构方案经济性的手段是进行综合经济分析。所谓综合经济分析就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问题：  

（1）不但要考虑某个结构方案付诸实施时的一次投资费用，还要考虑其全寿命期的费用。 

（2）除了以货币指标核算结构的建造成本外，还要以节省材料消耗和节约劳动力等各项

指标来衡量。此外，从人类长远利益考虑，还要特别注意资源的节约。 

（3）在结构方案比较时，还应综合考虑一次性初始投资和建设速度的关系，以便较快地

回收投资资金，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节  混合结构体系 

混合结构体系又称砖混结构，是指房屋的墙、柱和基础等竖向承重构件采用砌体结构，

而屋盖、楼盖等水平承重构件则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木结构）所组成的房屋承

重结构体系。墙体是混合结构房屋中的主要竖向承重结构，也是围护结构。混合结构广泛用

于层数不多的多层建筑。 



 

 

一、混合结构的优点和应用范围 

混合结构是我国有史以来使用时间最长、应用最普遍的结构体系。在多层建筑结构体系

中，多层砖房约占 85%，它广泛应用于住宅、学校、办公楼、医院等建筑，究其原因主要是

因为： 

（1）主要承重结构（墙体）是用砖砌，取材方便。 

（2）造价低廉、施工简单，有很好的经济指标。 

（3）保温隔热效果较好。 

但混合结构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砖砌体强度较低，故利用砖墙承重时，房屋层数受到

限制；同时，由于抗震性能较差，它在地震区使用限制更加严格。另外，混合结构墙体主要

靠手工砌筑，工程进度慢；砖材料取土可能会破坏农田，且消耗大量能源。因此，砖混结构

在未来发展中将会逐步受到限制。 

二、混合结构房屋的墙体布置 

应根据建筑功能要求选择合理的承重体系。按墙体承重体系，其布置大体可分为以下几

种方案： 

1. 横墙承重方案 

由横墙直接承受屋盖、楼盖传来的竖向荷载的结构布置方案称为横墙承重方案，外纵墙

主要起围护作用（见图 1.8）。 

横墙承重方案的特点是： 

（1）横墙是主要承重墙，纵墙主要起围护、隔断和将横墙连成整体的作用。 



 

 

（2）与纵墙承重方案相比，横墙承重方案房屋的横向刚度大、整体性好，对抵抗风荷载、

地震作用和调整地基不均匀沉降更为有利。 

横墙承重体系适用于房间开间尺寸较规则的住宅、宿舍、旅馆等。 

 

图 1.8  横墙承重方案 

2. 纵墙承重方案 

由纵墙直接承受屋盖和楼盖竖向荷载的结构布置方案称为纵墙承重方案（见图 1.9）。 

 

图 1.9  纵墙承重方案 

纵墙承重方案楼面荷载（竖向）传递路线为 

板    梁（或屋梁)    纵墙    基础    地基  

纵墙承重方案的特点是： 

（1）纵墙是主要承重墙，横墙主要是为了满足房屋使用功能以及空间刚度和整体性要求

而布置的，横墙的间距可以较大，以使室内形成较大空间，有利于使用上的灵活布置。 



 

 

（2）相对于横墙承重体系来说，纵向承重体系中屋盖、楼盖的用料较多，墙体用料较少，

因横墙数量少，房屋的横向刚度较差。 

纵墙承重体系适用于使用上要求有较大开间的房屋。 

3. 纵横墙承重方案 

根据房间的开间和进深要求，有时需要纵横墙同时承重，即为纵横墙承重方案。这种方

案的横墙布置随房间的开间需要而定，横墙间距比纵墙承重方案的间距小，所以房屋的横向

刚度比纵墙承重方案有所提高（见图 1.10）。 

纵横墙承重方案楼面荷载（竖向）传递路线为 

楼（屋）面板
 梁    纵墙
横墙

基础     地基
 

纵横墙承重方案的特点是：房屋的平面布置比横墙承重时灵活，房屋的整体性和空间刚

度比纵墙承重时更好。 

 

图 1.10  纵横墙承重方案 

4. 内框架承重方案 

内框架承重体系是在房屋内部设置钢筋混凝土柱，与楼面梁及承重墙（一般为房屋的外

墙）组成（见图 1.11）。结构布置是楼板铺设在梁上，梁端支承在外墙，梁中间支承在柱上。 



 

 

        

                             （a）                                （b） 

图  1.11 

当承重梁沿房屋的横向布置时，其竖向荷载的传递路线为 

楼（屋）面板    梁
 外纵墙    外纵墙基础
柱    柱基础

地基
 

内框架承重体系的特点是： 

（1）由于内墙由钢筋混凝土框架代替，仅设置横墙以保证建筑物的空间刚度；同时，由

于增设柱后不增加梁的跨度，使得楼盖和屋盖的结构高度较小，因此在使用上可以取得较大

的室内空间和净高，并且材料用量较少，结构也较经济。 

（2）由于竖向承重构件材料性质的不同，外墙和内柱容易产生不同的压缩变形，基础也

容易产生不均匀沉降。因此，如果设计处理不当，墙、柱之间就容易产生不均匀的竖向变形，

使构件（主要是梁和柱）产生较大的附加内力。另外，由于墙和柱采用的材料不同，也会对

施工增加一定的复杂性。 

（3）由于横墙较少，房屋的空间刚度较小，使得建筑物的抗震能力较差。 

内框架承重体系适用于旅馆、商店和多层工业建筑，在某些建筑物（如底层商店上面的

住宅）的底层结构中也常采用。 

5. 底部框架承重体系 

房屋有时由于底部需设置大空间，在底部则可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同时取代内外承重



 

 

墙，成为底部框架承重方案，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底部框架承重体系（单位：mm） 

框架与上部结构之间的楼层为结构转换层，其竖向荷载的传递路线为 

上部几层梁板荷载    内外墙体    结构转化层钢筋混凝土梁    柱    基础    地基  

底部框架体系的特点是： 

（1）墙和柱都是主要承重构件。以柱代替内外墙体，在使用上可以取得较大的使用空间。 

（2）由于底部结构形式的变化，房屋底层空旷。横墙间距较大，其抗侧刚度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成为上部刚度较大、底部刚度较小的上刚下柔多层房屋，房屋结构沿竖向抗侧刚度

在底层和第二层之间发生突变，对抗震不利。因此，《建筑结构抗震规范》对房屋上下层抗侧

移刚度的比值作了规定。 

底部框架承重体系适用于底层为商店、展览厅、食堂，而上面各层为宿舍、办公室等的房屋。 

混合结构不同的承重体系的房屋，墙体布置各有特点，材料用量和结构空间刚度也有较

大差别。至于某个具体工程应当采用哪种体系，首先要满足建筑物的使用要求并考虑建筑设

计特色，然后从地基、抗震、材料、施工和造价等因素上进行综合比较，力求做到结构安全



 

 

可靠、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 

第三节  单层刚架结构体系 

凡是梁、柱之间为刚性连接的结构，统称为刚架。当梁与柱之间为铰接的单层结构，一

般称为排架。多层多跨的刚架结构则常称为框架，单层刚架也称为门式刚架。门式刚架外形

有水平横梁式和折线横梁式两种，它的选择主要服从建筑排水和建筑造型的考虑。单层刚架

为梁柱合一的结构，其内力小于排架结构，梁柱截面高度小，造型轻巧，内部净空较大，故

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型厂房、体育馆、礼堂、食堂等中小跨度的建筑中。 

一、门式刚架的结构特点、种类及适用范围 

刚架结构的受力优于排架结构，因刚架梁柱节点处为刚接，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由于柱

对梁的约束作用而减小了梁跨中的弯矩和挠度。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由于梁对柱的约束作用

减少了柱内的弯矩和侧向变位，如图 1.13 所示。因此，刚架结构的承载力和刚度都大于排架

结构，故门式刚架能够适用于较大的跨度。 

门式刚架的结构计算简图，按构件的布置和支座约束条件可分成无铰刚架、两铰刚架、

三铰刚架三种。 



 

 

 

（a）排架结构         （b）无铰刚架         （c）两铰刚架         （d）三铰刚架 

图 1.13  刚性连接与铰接的弯矩比较 

1. 钢筋混凝土无铰刚架 

无铰刚架和排架相比，当跨度和荷载相同，且跨度不大于18m时，刚架比排架结构轻

巧，可节省钢材约 10%，混凝土约 20%。 

无铰刚架和两铰刚架、三铰刚架相比，前者基础承受弯矩较大，因此基础大、耗料多，

不够经济。此外，由于这种刚架属于超静定结构，和三铰刚架相比，对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和

温度变化引起的内力变化较大。所以地基条件较差时，必须考虑其影响。 

2. 钢筋混凝土两铰刚架 

两铰刚架也是超静定结构，对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的结构内力也必须考虑，但两铰刚架

基础材料用量较少，和三铰刚架相比，其结构刚度较大，所以适用于跨度较大的情况。 

3. 钢筋混凝土三铰刚架 

三铰刚架为静定结构。当基础有不均匀沉降时，对结构不引起附加内力。但是，当跨度

较大时，半榀三铰刚架的悬臂太长，吊装内力较大，而且三铰刚架的刚度也较差，所以适用

于跨度较小及地基较差的情况。 

由于门式刚架的杆件较少，制作方便，而且结构内部空间较大，便于利用，所以它广泛

用于工业厂房和体育馆、礼堂、食堂等建筑。钢筋混凝土门式刚架的跨度可达40m左右，



 

 

最适宜的是18m左右。由于门式刚架刚度较差，受荷后产生挠度，故用于工业厂房时，吊

车起重量不宜超过100kN。 

二、门式刚架的形式及截面尺寸 

门式刚架从构件材料看，可分成钢结构、混凝土结构；从构件截面看，可分成实腹式刚

架、空腹式刚架、格构式刚架、等截面与变截面刚架；从建筑形体看，有平顶、坡顶、拱顶、

单跨与多跨（见图 1.14）；从施工技术看，有预应力刚架和非预应力刚架。 

 

图 1.14  单层刚架的形式 

1. 钢刚架结构 

钢刚架结构可分为实腹式和格构式两种（见图1.15）。实腹式刚架适用于跨度不是很大的结

构，常做成两铰式结构。结构外露，外形可以做得比较美观，制造和安装也比较方便。实腹式刚

架的横截面一般为焊接工字形。国外多采用热轧 H 形或其他截面形式的型钢，可减少焊接工作

量，并能节约材料。当为两铰或三铰刚架时，构件应为变截面，一般是改变截面的高度使之适

应弯矩图的变化。实腹式刚架的横梁高度一般可取跨度的 1/20～1/12。当跨度大时，可在支座

水平面内设置拉杆，并施加预应力对刚架横梁产生卸荷力矩及反拱，如图 1.15 所示。这时横梁

高度可取跨度的 1/40～1/30，并由拉杆承担刚架支座处的横向推力，对支座和基础都有利。 



 

 

 

图 1.15  格构式刚架结构及实腹式双铰刚架 

格构式刚架结构的适用范围较大，且具有刚度大、耗钢少等优点。当跨度较小时可采用

三铰式结构，当跨度较大时可采用两铰式或无铰结构，如图 1.15 所示。格构式刚架的梁高可

取跨度的1/15～1/20，为了节省材料，增加刚度，减轻基础负担，也可施加预应力，以调整

结构中的内力。预应力拉杆可布置在支座铰的平面内，也可布置在刚架横梁内，可仅对横梁

施加预应力，也可对整个刚架结构施加预应力。 

2. 钢筋混凝土刚架 

钢筋混凝土刚架一般适用于跨度不超过 18m、檐高不超过 10m 的无吊车或吊车起重量不

超过 100kN 的建筑中。构件的截面形式一般为矩形，也可采用工字形截面。刚架构件的截面

尺寸可根据结构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弯矩图的大小而改变，一般是截面宽度不变而高度呈线性

变化。对于两铰或三铰刚架，立柱上大下小，为楔形构件，横梁为直线变截面，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广州体育馆钢筋混凝土刚架结构（单位：mm） 



 

 

钢筋混凝土刚架的杆件一般采用矩形截面，也可采用 I 字形截面。其截面尺寸为： 

（1）梁高可按连续梁确定，一般取 h＝(1/20～1/15)l，但不宜小于 250mm。 

（2）柱底截面高度 h1，一般不小于 300mm；柱顶截面高度为(2～3)h1。 

（3）梁柱截面宽度 b（钢架厚度），应保证屋面构件的搁置长度，并应满足平面外刚度的

要求，一般取 b≥ H/30（H 为柱高），且 b≥ 200mm。 

（4）横梁的加腋长度一般由柱边算起，为(0.15～0.25)l。 

（5）拱式门架的起拱高度（矢高）f，一般取为(1/9～1/7)l。 

三、刚架的结构布置和构造 

（一）结构布置 

刚架结构为平面受力体系，当多榀刚架平行布置时，为保证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应在纵

向柱间布置连系梁及柱间支撑，同时在横梁的顶面设置上弦横向水平支撑。柱间支撑和横梁

上弦横向水平支撑宜设置在同一开间内，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刚架结构的支撑 

刚架的纵向柱距一般为 6m，横向跨度以 m为单位取整数，一般为 3m的整倍数，

如 24m、27m、30m， 以至更大的跨度。其跨度由工艺条件确定，同时兼顾经济进行

考虑。  

1. 等间距、等跨度的结构布置方案 

一般情况下，矩形平面建筑都采用等间距、等跨度的刚架布置方案。 

2. 主次结构布置方案 

奥地利维也纳市大会堂（见图 1.18）是供体育、集会、电影、戏剧、音乐、文艺演出、



 

 

展览等活动用的多功能大厅，其平面呈八角形，东西长 98m，南北长 109m，可容纳 15400

人。屋盖的主要承重结构是中距为 30m 的两榀东西向 93m 跨的双铰门架，矢高为 7m，门

架顶高为 28m，其上支承八榀全长为 105m 的三跨连续桁架。 

 

图 1.18  奥地利维也纳市大会堂 

3. 门式刚架的高跨比 

门式刚架的高度与跨度之比，决定了刚架的基本形式，也直接影响结构的受力状态。设

想有一条悬索在竖向均布荷载作用下，在平衡状态将形成一条悬垂线，即所谓的索线，这时

悬索内仅有拉力。将索上下倒置，即成为拱的作用，索内的拉力也变为拱的压力，这条倒置

的索线即为推力线。图 1.19 给出了三铰刚架和两铰刚架的推力线及其在竖向均布荷载作用下

的弯矩图。从结构上看，由于刚架高度的减小将使支座处水平推力增大；从推力线来看，对

三铰门架来说，最好的形式是高度大于跨度，但对两铰门架来说，由于跨中弯矩的存在，跨



 

 

度稍大于高度就合理了。总的来说，高跨比h/l＝0.75 比较合理。 

 

（a）                                （b） 

图 1.19  刚架的跨高比对内力的影响 

（二）刚架节点的连接构造 

刚架结构的形式较多，其节点构造和连接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其设计要点基本相同。

设计时既要使节点构造与结构计算简图一致，又要使制造、运输、安装方便。 

1. 钢刚架节点的连接构造 

门式实腹式刚架，一般在梁柱交接处及跨中屋脊处设置安装拼接单元，用螺栓连接。拼

接节点处，有加腋与不加腋两种。在加腋的形式中又有梯形加腋与曲线形加腋两种，通常多

采用梯形加腋，如图 1.20 所示。加腋连接既可使截面的变化符合弯矩图形的要求，又便于连

接螺栓的布置。 

 

图 1.20  实腹式刚架的拼接节点 



 

 

2. 钢筋混凝土刚架节点的连接构造 

在实际工程中，大多采用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刚架。刚架拼装单元的划分一般根据内

力分布决定，应考虑结构受力可靠，制造、运输、安装方便。一般可把接头位置设置在铰接

节点或弯矩为零的部位，把整个刚架结构划分成形、Y 形拼装单元，如图 1.21 所示。单跨

三铰刚架可分成两个“”形拼装单元，铰接节点设在基础和顶部中间的拼接点部位。两铰刚架

的拼接点一般设在横梁零弯点截面附近，柱与基础连接处做成铰接节点；多跨刚架常采用“”

形和“Y”形拼装单元（见图 1.21）。 

刚架承受的荷载一般有恒载和活载两种。在恒载作用下，弯矩零点的位置是固定的；在

活载作用下，对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弯矩零点的位置是变化的。因此，在划分结构单元时，

接头位置应根据刚架在主要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图确定。 

 

（a）                    （b）                          （c） 

图 1.21  刚架拼装单元的划分 

四、单层刚架结构设计实例 

我国某地曾拟建中型民航客机的维修车间。修理“伊尔-24”和“安-24”型客机。机身长 24m，

翼宽 32m，尾高 8.4m，桨高 5.1m，机翼距地 3m。设计过程曾做三种结构方案比较，如图

1.22 所示。 



 

 

 

（a）桁架方案 

 

（b）悬索方案 

 

（c）刚架方案 

图 1.22  某民航客机维修车间的三种设计方案 

1. 桁架方案 

机尾高 8.4m，屋架下弦不能低于 8.8m。由于建筑形式与机身的形状尺寸不相适应，使

得整个厂房普遍增高，室内空间不能充分利用，因此这个方案不经济。 

2. 双曲抛物面悬索方案 

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建筑形式符合机身的形状尺寸，建筑空间能够充分利用。但是跨度

较小，采用悬索方案不经济，要求高强度的钢索，材料价格高，同时对施工条件和技术的要

求较高，因此这个方案不宜采用。 

3. 刚架结构方案 

这个方案的特点是：不仅建筑形式符合机身的形状尺寸，尾部高，两翼低，建筑空间能

够充分利用，而且对材料和施工都没有特别要求。根据本工程的具体条件，选用了刚架结构

方案［见图 1.2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