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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访谈 
Building Structure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国内一大批超高层建筑、机场航站楼和异形建筑的兴建，我国的建筑结构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在

结构形式、设计方法、弹塑性分析、节点构造、施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也引起了广大工程技术人

员的普遍关注。本栏目的第一部分已在今年四月刊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本期我们有幸采访到我国钢结构事业的开拓

者陈绍蕃教授，陈教授结合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在详细讲述我国钢结构规范历史演变过程的同时，也与我们分享了他在学习、

生活以及教书育人中的心得体会，让我们在感受到老一辈学者严谨治学的同时也深深被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同时还

邀请了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中国尊、京基 100 大厦、人民日报社报刊综合业务楼、奥运瞭望塔、深圳 T3 航站楼等国内重大

项目的结构专业负责人，全方位介绍了设计中的重点、难点及工程幕后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建筑结构》要特别感谢所有受访者的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中国的建筑结构行业搭建这样一个沟通的

平台，忠实地记录在项目实践中工程师们的思考与探索。 

德业双馨启后学，志在报国无他求 

——访我国钢结构事业的开拓者陈绍蕃教授 
《建筑结构》：您作为我国钢结构行业的开拓

者之一，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历经几十年学术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请问是怎样的机缘让您选

择并一直坚守这个行业，并且将学术研究作为终身

的事业？请着重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研

究成果。 

陈绍蕃：我原来在工程单位从事桥梁设计和施

工工作，主要是搞钢桥。由于我生性好静，喜爱读

书和研究，于 1950 年应聘到沈阳工学院任教。1952
年教学改革，学校更名为东北工学院，土木系的专

业方向也由桥梁工程转为房屋建筑工程，此后我的

课程就固定为钢结构，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改革开放之前，人员很少流动，从沈阳调到

西安是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结果，并非个人行为。

到西安后，我承担的课程依然没有变。随着改革开

放，高等教育的前进步伐很快，先是恢复招收硕士

研究生，不久又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我作为第一

批博士生导师，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压力也是动力，

催人奋进。我努力提高自己，适应新的工作，总算

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培养出多名合格的博士。第

一批毕业的博士生，就有一人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

得者”。承担新工作必然有艰辛，但完成任务又会

带来不小的乐趣。 
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从事科学研究，才能不断

提高教学水平。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我校参加中

国和苏联协作的科研项目“预应力钢结构”，我分担

了预应力钢吊车梁的研究。后来因为中苏关系发生

变化，课题停顿下来。我还结合毕业设计指导工作，

对圆形双层悬索屋盖进行过研究，取得一定成果，

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直到 70 年代初从事

和编制钢结构设计规范有关的课题后，我的科研方

向才逐渐明确：研究钢结构的基本性能，侧重结构

稳定理论在钢结构设计中的应用。结合第一代规范

的编制，我分工的课题是压弯构件的平面外稳定，

既进行理论分析，又做试验。通过分析研究，我发

现苏联规范对单轴对称截面的规定不符合实际。在

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条款。这次研究工作养成

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良好习惯，也使我领悟到只

要对问题深入进去，就会有收获。此后，我除了对

压弯构件的平面外稳定继续研究外，还扩展到轴压

构件、受弯构件、冷弯型钢、局部稳定和支撑计算

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果大部分都在 2013 年出版

的专著《钢结构稳定设计指南》第三版中有所反映。 
科学研究要取得成果，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

是经常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探索真理是个引人

入胜的过程，工作使我对钢结构产生浓厚的兴趣，

就这样，钢结构成为我生活的主体。 
《建筑结构》：您一直担任我国钢结构行业多

种规范、规程的起草工作，并主持了其中相应的科

研项目，对钢结构方面规范的历史比较清楚。能否

谈谈我国钢结构相关规范的历史演变过程？另外，

目前我国钢结构规范的内容哪些在国际上处于领

先水平，哪些还存在不足？  

陈绍蕃：1954 年我国曾经颁布一本《钢结构设

计规范》（规结 4-54），内容基本上和苏联上世纪

40 年代的规范相同。由于苏联改用基于极限状态法

的新规范 НиТУ121—55，国家建委 1956 年发出通

知改用这本规范。到了 60 年代初期，我国开始着

手制订自己的钢结构设计规范。1964 年推出一本讨

论稿（称为 64 年 5 稿）。但是 1966 年文革开始，

有关工作停滞，这本规范就此夭折了。因此我国的

正式《钢结构设计规范》应该从 1974 年的规范 TJ 
17—74 算起。这次制订规范，国家拨给充足的经费

和钢材指标，而且正值高等学校停课期间，参加规

范工作的教师都有充分的时间潜心研究和进行试

验，规范组也有条件组织长时间的、细致的讨论，

最后颁布的规范 TJ 17—74 是体现我国研究成果的

成功之作。压杆稳定系数、压弯构件平面内稳定

系数 p 、平面外稳定系数 1 和梁的稳定系数 w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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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原来借用的苏联规范。这本规范成功使用了

14 年后被第二代规范 GBJ17—88 所取代。这个版

本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除了吸收我国新的科研成

果（如压杆的局部稳定要求和杆件长细比挂钩）之

外，也充分注意和国际先进技术接轨，如压杆的
系数由一条曲线改为三条，压弯构件的稳定计算改

用两项相关公式。又过了 15 年，第三代规范 GB 
50017—2003 问世，这本规范的新内容首先是为了

适应钢结构发展的新形势，结合高层建筑钢结构的

需要，增加了厚壁轴压柱的 d 类系数；为了剖分

T 形钢的推广应用，放宽了 T 形截面钢压杆的板件

宽厚比限值。这些新条款都以我们自己的科研成果

为依据。这个版本的另一新内容是梁腹板局部稳定

计算方法的除旧布新，老的计算方法是全弹性的，

显然不合乎钢材的实际性能。当前，第四代规范的

草案已经通过审查会的审查，正式颁行为期不远。

2003 规范存在的一些缺点如焊接梁整体稳定系数

偏大，各类截面压杆的板件宽厚比限值的计算方法

不协调等都得到改正。我有幸参与了四个版本的编

制和修订工作，历时四十余年，在做出点滴贡献的

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提高。 
钢结构设计规范是国家钢结构整体技术水平

的反映。我国规范在经历编制和三次修订后虽然内

容比较完善，称得上是一本后起之秀，但我认为和

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差距首先反

映在连接的强度设计值上。Q235 钢的焊件，角焊

缝的强度设计值为 0.38w w
f uf f ，而美国的转换系

数是 0.45，比我国高 18%，高强度螺栓抗拉连接的

强度设计值 0.48b b
t uf f ，与此相对应的美国转换

系数是 0.75×0.8=0.6，比我国高 25%。我国的钢结

构企业能够出色地完成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钢

结构那样高难度的工程，说明技术水平并不比发达

国家逊色。可能是由于中小钢结构企业的技术水平

参差不齐，只能采用较低的强度设计值。 
差距要求我们迅速改进。不过，我们的规范也

有它的亮点。规范 GB 50017—2003 开始有支撑设

计的条款和带撑框架区分为强、弱两类支撑的条

款。第四代规范草案中，我们提出了单边连接单角

钢压杆换算长细比的计算公式，公式在外表上和美

国规范相近，但实质上有不小的改进。主要是对高

强度钢材实行部分调整而不是全部调整，计算结果

更加贴近实际，并且可以节约钢材。美国规范有它

先进的一面，但同时存在其他一些缺点错误，我曾

在一篇论文中加以讨论（见《建筑钢结构进展》2012
年第 5 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自诩我们的水

平高。我国规范除连接强度设计值外也还有其他不

足之处，从规范修订的进展情况看，工作缺少全面

规划，从而会留下历次修订都无人过问的死角，角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是其中一例。 

《建筑结构》：您不仅在国内钢结构学术界享

有盛誉，而且是一位享有很高国际知名度的学者，

在钢结构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学术水平得到国际学

术界的认可。请介绍一下目前我国钢结构发展状

况，现今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是否有相关的建议？ 

陈绍蕃：我的视野不够宽广，只能结合规范工

作谈一点认识。我国钢结构设计规范的体制有一个

优点，就是编制一些专门的规程作为规范的补充，

以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例如上世纪末先后制订了

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98）和协会标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

术规程》（CECS 102:98）。前者是国家重点科研

项目“高层钢结构成套技术”的组成部分，为自主建

设高层建筑创造条件。轻型门式刚架是省工省料的

技术先进的结构体系，在我国钢产量丰富的条件下

亟需推广应用。CECS 102:98 是应运而生的“急救

篇”，但它的颁布实施依然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

制订专门规程作为规范的补充，还存在需要进一步

探讨的问题。规范属于国家标准，而规程则是行业

标准，比前者低一级。按理说，规程不应有和规范

相抵触的条文，然而当规范存在缺点时，规程是否

应该盲目跟从，照搬这些条文？GB 50017—2003
把抗剪高强度螺栓连接的分类——摩擦型和承压

型，不恰当地推广到抗拉连接，行业标准《钢结构

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2011）在其

第 4 节“连接设计”中完全照搬规范的条文，抗拉螺

栓连接又分别列在摩擦型连接和承压型连接两类

之中。然而在该规程的第 3 节“基本规定”中对抗拉

螺栓连接却不区分两类，而是只规定一种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螺栓或连接件达到抗拉强度，形成前后

不一致的混乱现象，这项缺点反映出规程编制者的

苦衷。抗拉连接的承载能力的极限状态只有抗拉强

度一种，板层挤压力松开应属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由于 GB 50017—2003 规范没有提到抗拉螺栓连接

的极限状态，规程的条文表面上不和规范冲突，第

4 节虽然照搬规范的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遵守，

第 5.3 节外伸式端板连接接头的计算，虽说是采用

摩擦型连接，但螺栓内力分配并未按照摩擦型的概

念进行。规程于 2011 年发布实施，按理第四代规

范应该参照规程的合理条款进行修改，但规范草案

仍然保留 2003 版的规定。规范和规程不一致，将

使设计人员无所适从，我个人以为规程编制者发现

规范有不妥处，应该和规范方面充分交换意见，达

成共识。 
我国钢结构领域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各个行

业之间缺少沟通，技术名词的不统一足以说明问

题。建筑钢结构通常称为“支撑”的构件，在铁路桥

梁钢结构设计规范中却称为“联结系”。实际上支撑

一词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习惯用语，后来学习苏联，

才把俄语名词直译为联结系以代替支撑。现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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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回来的时候了。与此同时，铁路钢桥的钢材按国

家标准《桥梁用结构钢》（GB/T 714）生产，属于

高性能钢材，它的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和《建筑结

构用钢板》（GB/T 19879—2005）大同小异，似乎

可以统一为《高性能结构钢》。 
规范和规程之间加强沟通，不同部门之间加强

沟通，肯定有利于钢结构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建筑结构》：能否谈谈您退出教学第一线以

后的工作和生活呢？ 
陈绍蕃：年满 80 岁后我感到体力和脑力一起

衰退，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遂申请退休。学校领
导答应我不再承担教学任务，但要我留下来继续从
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退居二线后的十几年，我大部
分工作是科学研究，所选课题一是不离开原来的研
究方向；二是选择有现实意义的小题目。例如，2003
规范规定，桁架杆件在高长比较大时需要考虑次弯
矩的影响，但没有如何考虑的条文相配合。我进行
分析，提出计算方法的建议。2003 规范对压杆板件
宽厚比的规定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我用屈服准则和
等稳准则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统一的计算公式。我所
研究的课题都是自选的，没有条件进行试验，但很
多课题我都找到已发表的试验资料加以利用，我在
2008 年提出的单边连接单角钢压杆的计算公式，是
从大量已有试验资料归纳得出的。试件包含 Q235
钢和 Q345 钢，建议的等效长细比计算公式有一个
特点，即对不同强度等级的压杆，采用部分修正的
办法。后来，我校承担一项 Q460 钢的单角钢压杆
试验研究项目。我的公式略加调整后，和这种新高
强钢材试验结果吻合很好。如果依照采用全部修正
法的美国 AISC 规范的公式进行计算，承载能力要
比试验值低得多。对复杂的稳定计算进行简化，也
是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我的简化方法不是基
于数学运算的简化和近似，而是从构件性能分析着
眼。轴线受压的不等边角钢是个很简单的杆件，但
是它的稳定承载力需要用三次方程式求解，计算复

杂，我提出的简化公式则计算简便，和试验资料符
合较好。 

从 2004 至 2013 的十年间，我在各类学报、期
刊上总共发表中文论文 32 篇，英文论文 6 篇，我
的不少研究成果写入了第四代钢结构设计规范的
草案中。如果不出现变化，这些成果将会有一定社
会效益。 

大学的任务有三个方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作为教师也应肩负这三方面的任务。
除参与规范新版本的起草外，我从事的另一项社会
服务工作是为期刊审稿，对每一篇送来的稿件我都
认真阅读和评论。在人才培养方面我的任务是修订
教科书。我负责主编的本科生用的《钢结构》上、
下册，去年被评为国家级推荐教材，让我很受鼓舞，
更加尽心尽力做好这项工作。我对教科书的任务提
出了新的看法：教科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工具，还
应该担负起开发智力、启迪思辨精神的任务。为此，
最近这次修订除了更新内容外，还要改进写法：改
变定势思维为开放性思维，避免刻板式叙述，关注
条件变化，树立全面考察争取优化的思想，结合论
述内容提出讨论和思考的问题。现在书稿已经交给
出版社，但是由于在旧道路上走惯了，书稿和设想
还有很大差距。虽然钢结构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主
体，但是毕竟年纪大了，要注意既尽力而为，又量
力而行，做到有张有弛。我的工作时间只限于白天，
每周六天，但是阅读三份报纸也都在白天，占用不
少工作时间，晚上只是听音乐和看电视。非专业的
阅读是我工作之外的一项爱好，主要在星期天。 

《建筑结构》：作为国家第一批批准的博士生
导师，可谓是桃李满天下，请问您对培养学生有什
么心得？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
方向上能否给出建议，怎样让自己的研究既不脱离
实际，又具有一定前瞻性？对从事钢结构行业事业
的年轻一代学者和工程师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陈绍蕃：确定科研方向有两个因素：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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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深教授，浙江海盐人，1919 年出生，1943 年重庆中央大

学结构工程硕士。科研方向为钢结构基本性能和设计原理，主要致力于结构稳定理论和钢结

构设计相融合。参与《钢结构设计规范》的编制和历次修订工作，《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

术规程》和《门式刚架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国际标准《钢结构材料与设计》

（英文）的编制工作。结合这些规范、规程进行的研究工作涉及厚壁压杆稳定系数，T形截

面压杆腹板宽厚比，角钢压杆弯扭屈曲的简化计算，单边连接单角钢压杆的等效长细比，梁

整体稳定计算的改进和扩展，梁腹板非弹性局部稳定计算和屈曲后强度利用，压弯构件平面

外稳定计算的多方面问题，以及压杆板件宽厚比限值的屈服准则和等稳准则的统一考虑等。 
出版专著《钢结构设计原理》和《钢结构稳定设计指南》（现在均已出第三版）。前者先后审定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

材和研究生推荐教材。后者从基本概念阐明稳定设计的特点，解释原理并提供实用计算方法。参与国际协作的英文专著《金

属结构稳定·世界观点》的编写工作，任中国地区协调人，把中国规范稳定设计的内容和特点介绍给全世界。1959-2003 年间

发表的主要论文汇集成《陈绍蕃论文集》于 2004 年出版。主编《现代钢结构设计师手册》上册，于 2006 年出版。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多次参与或主编全国通用的钢结构教材。1988 年主编的推荐教材获建设部优秀教材一等奖。2003

年主编的《钢结构》上、下册教材采用了新体系，2005 年获得陕西省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13 年被评为“十二五”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推荐教材。作为国家第一批批准的博士生导师，培养的博士已有多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教授和

博士生导师，有的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8 年以来多次获部级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优秀国家标准规范奖。1978 和 1986 年先后获冶金工业部和全国教育系统

劳动模范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