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设计方法

（暨工程设计方法）

应用技术讲座
2005.10.25（杭州）26（宁波）

主办：杭州品茗科技有限公司



主 讲 人:

山东大学 陈青来 教授

邮箱：qlchen@sdu.edu.cn



讲座主要内容: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

平法基本原理

平法规则与构造应用要点

平法制图规则与施工构造

现场答复问题



关于混凝土结构原理辨析之一

混凝土结构原理承载多元理论 ：

1、承载材料理论：解决钢筋与混凝土共同工作的问
题；

2、承载可靠度理论——解决结构的安全度问题；

3、承载经典力学理论——解决结构上的荷载（作用）
与结构的内力与变形（作用效应）问题；

4、承载抗力理论——解决结构的强度和刚度问题；

5、承载节点构造理论——解决构件的连接问题。



现 状：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承载的钢筋与混凝土两种材料各自特性与共同工作
原理，是相对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内容。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承载的可靠度理论，由30年前的半经验半概率极限
状态设计方法过渡到现在的近似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该理论对混凝
土结构的适用程度（缺少支持正态分布曲线的实际试验和统计资料），
以及在理论上究竟前进了多少尚难定论。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承载的经典力学理论，其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
较大差异。原因是混凝土结构杆件的截面较大，存在刚性区域与简化成
单线形状的计算简图有很大差异，尤其反映在基础结构的计算方面。再
者，荷载的力学简化存在较大的误差。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承载的抗力理论是教科书中的主要内容，但主要为
“构件”的抗力理论而非“结构”的抗力理论。其内容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
是“正截面”问题，解决构件的弯、拉、压、偏拉、偏压；一部分是“斜截
面”问题，解决构件的抗剪；一部分是“螺旋面”问题，解决构件的抗扭。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承载的节点构造理论现阶段几乎是空白，研究缺口
非常大，给人造成“构件的简单组合即为结构”的错误感觉，不符合整体
大于部分之和的自然法则。



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1、科学发展的过程，是以较小谬误取代较大谬误的过程，因而存在正
确程度的问题。科学本身不是真理，科学是在追求真理的动机下的随着
时间的延续而得到的发现和解释自然的渐进性成果。科学通常有发现而
无发明。

2、技术发展的过程，是以比较高的适用程度取代比较低的适用程度的
问题，技术本质上并不存在正确程度的高低。技术通常有发明而无发现。
3、科学与技术各位两个“圆”（领域），这两个“圆”符合“交叉圆”的自然
法则。平法研究位于两圆的交叉区域。
4、基础理论主要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基础理论用于发现世界和解释世
界，存在发现、更新而非创新。
5、应用理论主要是技术研究的成果，应用理论用于改造世界和建设非
自然存在的物体，存在不断创新。应用理论的实质属于方法范畴。
6、基础理论不具备直接用于实践的功能，基础理论通过应用理论即方
法才可用于实践。方法是连接基础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7、基础理论的发展极其缓慢，而方法的发展非常迅速，日新月异。
8、方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相当重要地位，很多问题的解决往往难在
方法上，而不是难在基础理论上。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均是方法的发
明而不是理论的发明。



关于混凝土结构原理辨析之二

结构工程界的五板块划分：

1、科学板块：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

2、技术板块：工程技术类专著；

3、规范规程板块：国家的工程技术法规；

4、技术规则板块：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技术指导性文件；

5、工程板块：包括设计、造价、施工、监理等。



现 状：

1、科学板块：既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板块，应当为其他板块的基础，
但目前落后于规范规程板块及技术规则板块(包括大学教科书滞后），
且至今尚未全面完成“构件”到“结构”的转变，以及未解决好节点问题。

2、技术板块：是我国比较成熟的板块，其内容主要用于工程界，尚未
收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

3、规范规程板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规范规程采取追踪、引进国
外版本的路子，在现阶段奇怪地走在建筑科学技术的最前沿，而实际缺
少国内理论板块的支撑，因此内容不稳定，修订频繁，出现明显板块错
位，其失误属于自然结果。这种板块错位现象是我国在特殊历史发展阶
段的特殊现象，应属正常。

4、技术规则板块：是系规范规程的应用细则延伸，更具体化和更加细
化，具有明确且实际的技术指导作用。目前国家建筑标准设计承担起了
这个重要功能，如G101系列与G329。其内容主要有设计制图规则和作为
图形化的构造规则的标准构造详图。

5、工程板块：当前主要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把遵守规范规程和
技术规则放在首位。



关于混凝土结构原理辨析之三

关于辨证思维与逻辑思维：

辨证方法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方法，而逻辑方法更适合于解决与处理问题。

辨证思维的力量强于逻辑思维的力量，但辨证思维更适合于研究人文和历
史，而逻辑思维更适合研究工程技术。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哲学家就发展了辩证思维，但中国人在历史上过早地
以辨证思维否定了逻辑思维，结果没有给逻辑思维的成长留出足够的空间。

因此，中国人在逻辑思维方面有显明不足，体现在：概念往往没有明确的涵
义（讲究“意会”、“领悟”） / 判断往往没有明确的前提 / 推理往往没有明
确的过程 / 重结果而不重过程。

多年来在政治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适当地地扩大、延伸到科学技术领
域，而在西方社会，形而上学在诸多科学定理的发现上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形成的辨证思维习惯，使规范和规程中存在许多非同一之处、摸棱
两可之处、矛盾之处、理由不充分之处。
我国结构学术界与现行规范偏爱使用“抽象术语”，“抽象术语”比“形象术语”难
懂且距离自然较远，容易使人们在理解术语时脱离“源概念”。
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方面，容易忽略简单与复杂的辩证关系。



平法基本原理（1）

平法的系统科学原理为：视全部设计过程与施工过程为一个完整的

主系统，主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基础结构 、柱墙结构、梁结构、板

结构；各子系统有明确的层次性、关联性、相对完整性。

1、层次性：基础、柱墙、梁、板，均为完整的子系统。

2、关联性：柱墙以基础为支座——柱墙与基础关联 ；梁以柱为支座—
—梁与柱关联；板以梁为支座梁——板与梁关联。

3、相对完整性：基础自成体系，仅有自身的设计内容而无柱或墙的设

计内容；柱墙自成体系，仅有自身的设计内容（包括在支座内的锚固纵

筋）而无梁的设计内容；梁自成体系，仅有自身的设计内容（包括在支

座内的锚固纵筋）而无板的设计内容；板自成体系，仅有板自身的设计

内容（包括在支座内的锚固纵筋） 。



平法基本原理（2）

平法的应用理论三要点：

1、将结构设计分为创造性设计内容与重复性（非创造性）设计内容两
部分，两部分为对应互补关系，合并构成完整的结构设计。

2、 设计工程师以数字化、符号化的平面整体设计制图规则完成其创造
性设计内容部分。

3、重复性设计内容部分（主要是节点构造和构件构造）以《广义标准
化》方式编制成国家建筑标准构造设计。

标准构造设计的实质是图形化的构造规则；由设计师完成构造设计缺少
充要条件：1、结构分析结果不包括节点内的应力；2、以节点边界内力
进行节点设计的理论依据并不充分；3、节点设计缺少足尺试验依据；

构造设计缺少试验依据是普遍现象，现阶段由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将其统
一起来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



平法基本原理（3）

平法视过程重于结果，因而实现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技术科学在否定中前进，在肯定中静止。平法将在不断自我否定

中发展成长。

平法是上游技术的改革，将对结构领域中、下游技术产生很大影

响。

上游技术的改革是比较彻底的改革，在改革时不宜过多顾及中、

下游技术，而上游技术的改革既对中下游技术提出挑战，同时也

创造了机遇。

上游技术的改革将推动中、下游技术的发展。



平法制图规则与构造要点解析

要点一：结构与构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

要点二：结构的刚度问题（空间尺度与空间位置概念）

要点三：结构各类构件的连接关系（支座）问题

要点四：平法设计规则：（1）注写方式与截面方式相结合；（2）集
中注写与原位标注相结合；（3）特殊构造不属于标准化内容。

要点五：钢筋锚固的原则：（1）梁受拉钢筋在端支座的弯锚，其弯
锚直段≥0.4laE，弯钩段为15d并应进入边柱的“竖向锚固带”，且应使
钢筋弯钩不与柱纵筋平行接触的原则（边柱的“竖向锚固带”的宽度为：
柱中线过5d至柱纵筋内侧之间）；（2）受力纵筋在端支座的锚固不
应全走保护层的原则，当水平段走混凝土保护层时，弯钩段应在尽端
角筋内侧“扎入”钢筋混凝土内； （3）当抗震框架梁往中柱支座直通
锚固时，纵筋应过中线+5d且≥laE的原则； （4）梁受拉纵筋受力弯
钩为15d、柱偏拉纵筋弯钩、钢筋构造弯钩为12d的原则；（5）墙身
的第一根钢筋、板的第一根钢筋距离最近构件内的相平行钢筋为墙身
与板筋分布间距1/2的原则；（6）当两构件配筋“重叠”时不重复设置
且取大者的原则；（7）节点内钢筋锚固不应平行接触的原则。



平法的意义

平法，不单纯是位于科学与技术交叉领域的一种技术；

更重要的是，平法基于现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思想。

哲学，是从超然高度揭示和描述自然规律，能跨越时空的学说；

遗憾的是，在我国建筑结构领域，哲学几乎是一片贫瘠的荒漠。

平法试图在这片荒漠中，播下绿色。

——陈青来



施工构造详解

具体见系列国家建筑标准设计03G1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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