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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 女 士 ：

《 2 0 11 年 鋼 結 構 作 業 守 則  》 修 訂 對 照 表

繼 《 鋼 結 構 作 業 守 則 2 0 1 1 年 》 （ 下 稱 “ 守 則 ” ） 出 版 後 ， 本 署 成 立

的 技 術 委 員 會 定 期 收 集 從 業 員 及 持 份 者 對 使 用 守 則 的 意 見 ， 並 不 斷 檢 討

其 內 容 及 作 出 所 需 的 更 新 。

2 . 技 術 委 員 會 建 議 對 守 則 作 出 幾 項 修 訂 ， 以 期 補 充 一 些 最 新 的 鋼 結

構 技 術 資 料 ， 並 澄 清 守 則 內 含 糊 及 ／ 或 欠 妥 之 處 。

3 . 特 此 公 布 有 關 修 訂 即 時 生 效 ， 並 已 上 載 屋 宇 署 網 站

（ w w w . b d . g o v . h k ） 。 主 要 修 訂 項 目 包 括 ：  

( i )  更 新 鋼 筋 的 特 徵 強 度 標 準 值 由 4 6 0 N / m m 2 至 5 0 0N /mm 2 ， 以

符 合 最 新 的 鋼 筋 標 準 C S 2 : 2 0 1 2 ， 及表 1 0 . 7 所 示 不 同 強 度 等

級 混 凝 土 的 圓 頭 栓 釘 特 徵 抗 力 的 參 數 ；

( i i )  新 增 表 1 2 . 2 e 以 提 供 高 溫 狀 態 下 熱 軋 成 型 鋼 筋 的 強 度 折 減 系

數 ， 及 在 附 錄 A 1 . 1 . 3 的 認 可 標 準 表 加 入 中 國 標 準 G B / T  7 0 0
－ 2 0 0 6 ；  

( i i i )  闡 釋 公 式 6 . 1 4 就 受 彎 及 對 壓 曲 敏 感 的 構 件 需 進 行 二 階 直 接 分

析 ， 及 8 . 2 節 提 及 考 慮 側 面 扭 轉 壓 曲 時 ， “ 約 束 樑 ” 一 詞 的

涵 義 ；

( i v )  把 持 相 近 意 義 的 兩 個 名 詞 “ o s c i l l a t i o n ”  及 “ v i b r a t i o n ”  作標

準統 一 為 後 者 ，  以 配 合 其 中 文 版 均 譯 作 “ 振 動 ” ， 以 消 除 含 糊

之 處 ； 以 及

/ ( v ) … .  

7/F-9/F Cityplaza Three, 14 Taikoo Wan Road, Taikoo Shing, Hong Kong.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 14號太古城中心三座7樓至9樓 



( v )  修 正 公 式 9 . 2 3 中 折 減 系 數 公 式 及 表 8 . 7 鋼 材 S 4 6 0 熱 處 理 結 構

空 心 鋼 管 截 面 的 壓 曲 曲 線 標 示 的 排 印 錯 誤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助 理 署 長 ／ 拓 展 ( 2 ) 李 潤 財        代 行 ）

2 0 1 6 年 1 1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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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鋼結構作業守則》更正對照表  

 

項目  條款／  

附件  

現行版本  修訂  備註  

1 第 1.1 條  

– 第 9 段  

第 5 章內容包括對撓度控制和結構動力特性（包括高層建築在風引致的振動下

的正常使用準則）提供了特別規定和設計指引。本章也包括耐久性的規定以及

抗腐蝕的防護措施。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後者，由於兩者的

中文譯文均為 “振動 ”，所以

有關的中文版條段不需作任

何修訂。  

2 第 1.2.5

條  – 第 3

段  

正常使用極限狀態指某些指標，如超出其限值，不再符合指定正常使用的準則。

例如：撓度、由風或人為引致的振動以及耐久性。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3 第 2.2 條  

– 表 2.1 

表 2.1  極限狀態 

極限狀態 (ULS) 正常使用極限狀態 (SLS) 
強度（包括屈服、破裂、壓曲及形成結

構產生塑性鉸時的機械形態） 

撓度 

抗傾覆滑動，上舉穩定性及側移穩定性 振動 

耐火性 風振 

脆裂和疲勞引致的斷裂 耐久性 

注：在極限狀態下，必須評估低溫成型鋼材有否過多的局部變形。 

表 2.1  極限狀態 

極限狀態 (ULS) 正常使用極限狀態 (SLS) 
強度（包括屈服、破裂、壓曲及形成結

構產生塑性鉸時的機械形態） 

撓度 

抗傾覆滑動，上舉穩定性及側移穩定性 人為振動 

耐火性 風振 

脆裂和疲勞引致的斷裂 耐久性 

註：在極限狀態下，必須評估低溫成型鋼材有否過多的局部變形。 
 
  

把表 2.1 內 “振動 ”  一詞修訂

為 “人為振動 ”。  

4 第 2.3.3

條  – 第 3

段  

需要考慮疲勞抗力的情況包括： 

 由氣體動力學不穩定性引起的風振。無須考慮由風荷載引起的正常波動。 

 用於支撐重型振動機械或裝置的結構構件。 

 13.7節規定的支承吊機的構件 

 橋樑結構，通常會遵照橋樑設計守則進行設計。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後者，由於兩者的

中文譯文均為 “振動 ”，所以

有關的中文版條段不需作任

何修訂。  5 第 2.4 條  

– 第 1 段  

正常使用極限狀態（SLS） 

正常使用極限狀態考慮在正常的外加荷載作用下，結構或結構構件的使用規

定。例如：撓度、風振或人爲引起的振動及耐久性等。這些將在第 5 章中闡述。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6 第 5.2 條  

– 表 5.1 

注： 除非提供充分的證明，否則上述限制值不得超逾。 
     預加的起拱值可在撓度計算中扣除。 
     任何情況下都應盡量避免積水。 
     大跨結構的振動和擺動應作驗算。 

註： 除非提供充分的證明，否則上述限制值不得超逾。 
     預加的起拱值可在撓度計算中扣除。 
     任何情況下都應盡量避免積水。 
     大跨結構的振動應作驗算。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 “vibration”後，前

者 的 原 中 文 譯 文 為 “ 擺 動 ”  
一詞可作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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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5.3 條  
風荷載引起的振動 

應限制結構的振動和擺動，從而避免使用者産生不舒適感和對建築物內物品造

成損毀。對於大跨橋樑、大型體育館屋頂以及煙囪等特殊結構，建議採用風洞

模型測試進行抗風設計以符合正常使用狀態下的限制。 

風荷載引起的振動 

應限制結構的振動，從而避免使用者産生不舒適感和對建築物內物品造成損

毀。對於大跨橋樑、大型體育館屋頂以及煙囪等特殊結構，建議採用風洞模型

測試進行抗風設計以符合正常使用狀態下的限制。 

 

  

8 第 5.3.2

條  

正常使用極限狀態 

應驗算在正常使用極限狀態下的振動、變形和加速度以確保結構的適用狀態。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後者，由於兩者的

中文譯文均為 “振動 ”，所以

有關的中文版條段不需作任

何修訂。  

9 第 5.3.3.1

條  

固有頻率 
應採用結搆分析的計算程式計算建築物和結構的振動的固有頻率以限制水平振

動和垂直振動。也可採用經驗公式對典型的和規則的建築物進行大約的振動分

析。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10 第 5.3.5

條  

通訊塔和廣播塔的正常使用性能準則 
通訊和廣播服務要求對訊號傳遞的干擾盡可能小。通訊塔和廣播塔的正常使用

狀態限制值應符合置於塔的天線和其他通訊設備的功能規格。應避免塔産生過

大的擺動和振動。設計時，應參考專門的文獻。 

通訊塔和廣播塔的正常使用性能準則 
通訊和廣播服務要求對訊號傳遞的干擾盡可能小。通訊塔和廣播塔的正常使用

狀態限制值應符合置於塔的天線和其他通訊設備的功能規格。應避免塔産生過

大的振動。設計時，應參考專門的文獻。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 “vibration”後，前

者 的 原 中 文 譯 文 為 “ 擺 動 ”  
一詞可作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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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6.8.3

條  – 公

式 6.14 

構件橫向扭轉和扭轉壓曲可分別單獨驗算，或者透過將上列公式中的 cxM 替換爲

公式 8.20 至 8.22 中的壓曲彎矩抗力 bM 進行計算。當彎矩等效系數 LTm 小於 1 時，

必須採用公式 6.12 或者 6.13 和 6.14 對構件抗力進行驗算。 

     

（6.14） 
 

梁的等效均布彎矩係數 LTm 以及彎曲屈曲的等效彎矩係數 my，可以參考表 8.4a 
& b 和表 8.9。 

構件橫向扭轉和扭轉壓曲可分別單獨驗算，或者透過將上列公式中的 cxM 替換爲

公式 8.20 至 8.22 中的壓曲彎矩抗力 bM 進行計算。當彎矩等效系數 LTm 小於 1 時，

必須採用公式 6.12 或者 6.13 和 6.14 對構件抗力進行驗算。 

     

（6.14） 
 

樑的等效均布彎矩系數 LTm 以及彎曲屈曲的等效彎矩系數 my，可以參考表 8.4a 
和 b，以及表 8.9。 

 

就受彎及對壓曲敏感的構件而言，如計算長度令兩軸的壓曲承載能力有所折

減，應考慮兩軸的缺陷。 

 

  

就二階直接分析中繞主軸彎

曲及對橫向扭轉壓曲敏感的

構件而言，應考慮兩軸的缺

陷。  

12 第 8.2 條  

–第 1 段  
約束樑 

約束樑是指那些上翼緣受到完全側向約束而且樑的兩末端受到完全扭轉約束的

樑。該樑在達到塑性彎矩承載力之前不會發生側面扭轉壓曲。 

約束樑 

約束樑是指那些上翼緣受到完全側向約束而且樑的兩末端受到標稱扭轉約束的

樑。該樑在達到塑性彎矩承載力之前不會發生側面扭轉壓曲。 
 

 

為防側面扭轉壓曲發生，在

樑兩末端的扭轉約束規定由

“完全約束 ”修訂為 “標稱約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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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 8.7.6

條 – 表

8.7 

表 8.7  不同截面類型的壓曲曲線標示 

截面類型 
最大厚度 

（參見註 1） 

壓曲軸 

x-x y-y 

鋼材等級大於 S460 的熱處理結構空心截面或者無縫結構熱處

理空心截面 
 a0) a0) 

鋼材等級小於 S460 的熱處理結構空心鋼管截面  a) a) 

採用縱向焊縫或螺旋焊縫的冷成型結構空心鋼管截面  c) c) 

熱軋工字形截面 
≤ 40mm 

>40mm 

a) 

b) 

b) 

c) 

熱軋 H 形截面 
≤ 40mm 

>40mm 

b) 

c) 

c) 

d) 

焊接工字形或 H 形截面（見註 2） 
≤ 40mm 

>40mm 

b) 

b) 

c) 

d)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工字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0.25<U/B<0.80） 

≤ 40mm 

>40mm 

a) 

b) 

b) 

c)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 H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0.25<U/B<0.80） 

≤ 40mm 

>40mm 

b) 

c) 

c) 

d)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工字形或 H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U/B≥ 0.80） 

≤ 40mm 

>40mm 

b) 

c) 

a) 

b)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工字形或 H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U/B≤ 0.25） 

≤ 40mm 

>40mm 

b) 

b) 

c) 

d) 

焊接箱形截面（見註 3） 
≤ 40mm 

>40mm 

b) 

c) 

b) 

c) 

圓形、矩形或帶狀截面 
≤ 40mm 

>40mm 

b) 

c) 

b) 

c) 

熱軋角鋼、槽鋼或 T 形鋼 

兩個通過綴條或綴板背對背相連的熱軋型鋼 

複合熱軋截面 

 任意軸：c) 

註： 

1. 對於厚度在 40mm 到 50mm 之間時，pc可以取爲厚度為 40mm 和大於 40mm 所對應 pv 的平均值。 

2. 對於帶有機械切割翼緣板且邊緣未經後續打磨和加工的焊接工字或 H 形鋼，關於 y－y 軸壓曲，對

於翼緣厚度小於 40mm 的可以使用柱曲線 b），超過 40mm 的可以使用柱曲線 c）。 

3. “焊接箱形截面”一欄包括所有用板或型鋼製作成的箱形截面，僅需確保所有縱向焊縫都靠近橫

截面的轉角。帶有縱向加勁桿的箱形截面不包括在此欄。 

4. 採用其他認可規範上的壓曲曲線時，需考慮荷載和材料系數的不同，並對表 8.8（a0）、8.8（a）到

（h）進行校準。參見表 8.8 下的註腳。 

 

表 8.7  不同截面類型的壓曲曲線標示 

截面類型 
最大厚度 

（參見註 1） 

壓曲軸 

x-x y-y 

鋼材等級大於 S460 的熱處理結構空心截面或者無縫結構熱

處理空心截面 
 a0) a0) 

鋼材等級小於或等於 S460 的熱處理結構空心鋼管截面  a) a) 

採用縱向焊縫或螺旋焊縫的冷成型結構空心鋼管截面  c) c) 

熱軋工字形截面 
≤ 40mm 

>40mm 

a) 

b) 

b) 

c) 

熱軋 H 形截面 
≤ 40mm 

>40mm 

b) 

c) 

c) 

d) 

焊接工字形或 H 形截面（見註 2） 
≤ 40mm 

>40mm 

b) 

b) 

c) 

d)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工字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0.25<U/B<0.80） 

≤ 40mm 

>40mm 

a) 

b) 

b) 

c)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 H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0.25<U/B<0.80） 

≤ 40mm 

>40mm 

b) 

c) 

c) 

d)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工字形或 H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U/B≥ 0.80） 

≤ 40mm 

>40mm 

b) 

c) 

a) 

b) 

翼緣加焊鋼板的熱軋工字形或 H形截面 

（如圖 8.4 所示，U/B≤ 0.25） 

≤ 40mm 

>40mm 

b) 

b) 

c) 

d) 

焊接箱形截面（見註 3） 
≤ 40mm 

>40mm 

b) 

c) 

b) 

c) 

圓形、矩形或帶狀截面 
≤ 40mm 

>40mm 

b) 

c) 

b) 

c) 

熱軋角鋼、槽鋼或 T 形鋼 

兩個通過綴條或綴板背對背相連的熱軋型鋼 

複合熱軋截面 

 任意軸：c) 

註： 

1. 對於厚度在 40mm 到 50mm 之間時，pc可以取爲厚度為 40mm 和大於 40mm 所對應 pv 的平均值。 

2. 對於帶有機械切割翼緣板且邊緣未經後續打磨和加工的焊接工字或 H 形鋼，關於 y－y 軸壓曲，

對於翼緣厚度小於 40mm 的可以使用柱曲線 b），超過 40mm 的可以使用柱曲線 c）。 

3. “焊接箱形截面”一欄包括所有用板或型鋼製作成的箱形截面，僅需確保所有縱向焊縫都靠近橫

截面的轉角。帶有縱向加勁桿的箱形截面不包括在此欄。 

4. 採用其他認可規範上的壓曲曲線時，需考慮荷載和材料系數的不同，並對表 8.8（a0）、8.8（a）

到（h）進行校準。參見表 8.8 下的註腳。 

 

修 正 鋼 材 等 級 小 於 或 等 於

S460 的熱處理結構空心鋼

管截面的壓曲曲線標示。  



 

14 第

9.3.6.1.6

條  – 公

式 9.23 

穿過墊板的螺栓 

當螺栓穿透墊板的厚度 tpa 大於螺栓標稱直徑 d 的 1/3 倍時，螺栓的剪切承載力

Ps 應乘以折減系數 βp ，其中：  

9d
                      β = ≤  10          (9.23) p d8 + t3 pa

對兩面均有墊板的雙面受剪連接，兩側的 tpa 厚度宜相同，否則應取厚度較大的

tpa 計算。 

上述情形不適用於預緊螺栓（摩擦型）連接。 

穿過墊板的螺栓 

當螺栓穿透墊板的厚度 tpa 大於螺栓標稱直徑 d 的 1/3 倍時，螺栓的剪切承載力

Ps 應乘以折減系數 βp ，其中：  

9d
                      β = ≤  1.0          (9.23) p d8 + t3 pa

對兩面均有墊板的雙面受剪連接，兩側的 tpa 厚度宜相同，否則應取厚度較大的

tpa 計算。 

上述情形不適用於預緊螺栓（摩擦型）連接。 

修正公式 9.23 計算折減系數

βp最大數值上的排印錯誤。  

15 第 10.1.3

條  
鋼筋 

鋼筋應符合 HKCC 守則中的規定，鋼筋的特徵強度標準值 fy 不得大於
2 2460N/mm 。彈性模量應取值爲 205kN/mm ，即與結構型鋼的彈性模量相同。 

同一結構構件中可採用多於一種的鋼筋。 

鋼筋 

鋼筋應符合 HKCC 守則中的規定，鋼筋的特徵強度標準值 fy 不得大於
2 2500N/mm 。彈性模量應取值爲 205kN/mm ，即與結構型鋼的彈性模量相同。 

同一結構構件中可採用多於一種的鋼筋。 

鋼筋的特徵強度標準值改為
2500N/mm ，以符合最新的鋼

筋標準 CS2:2012。  

16 第

10.3.2.2

條  – 表

10.7 

表 10.7  普通混凝土中圓頭抗剪栓釘的特徵抗力 Pk 表 10.7  普通混凝土中圓頭抗剪栓釘的特徵抗力 Pk 
 

 

  

 
  

  

圓頭栓釘的特徵抗力Pk（kN） 

圓頭栓釘

的尺寸 
混凝土標準強度fcu（N/mm2） 

標稱栓桿

直徑 

（mm） 

最小焊接

後高度

（mm）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25 100 116.1 133.1 147.6 162.4 176.7 176.7 176.7 176.7 

22 88 89.9 102.4 114.3 125.8 136.8 136.8 136.8 136.8 

19 76 67.1 76.3 85.3 93.8 102.1 102.1 102.1 102.1 

16 64 47.5 54.2 60.5 66.5 72.4 72.4 72.4 72.4 

 

  

  

2註：若混凝土標準（立方體）強度大於 60N/mm ，Pk值應按照 C60 混凝土的 fcu和 Ecm的限值來確定。 

(a) 刪除 “標稱高度 ”一欄。

(b) 修訂栓桿直徑 25mm 栓

釘的最小焊接後高度。  

(c) 修訂不同混凝土立方體

強度的相應圓頭栓釘特

徵抗力。  

說明：     更改 /新增  
5  



 

17 第 12.1 條 鋼 筋 的 設 計 屈 服 強 度 改 為

500N/mm²，以符合最新的鋼筋標

準 CS2:2012。 

設計原理 

本部份的目的是提出鋼結構和組合結構的防火設計原理，主要涉及最大限度地

減小結構坍塌的風險並阻止火在結構中的蔓延等問題。 
本防火設計方法適用於下列材料組成的鋼結構和組合結構： 
鋼材：  設計屈服強度≤460N/mm²的熱軋成型鋼截面。 
        設計屈服強度≤550N/mm²的低溫成型鋼截面。 
混凝土：立方塊強度≤60N/mm²的普通混凝土。 
鋼筋：  設計屈服強度≤460N/mm²的冷加工鋼筋。 
對上面未列出的其他鋼材，可參考專門的設計規範，或者採用被動防火設計方

法。 

設計原理 

本部份的目的是提出鋼結構和組合結構的防火設計原理，主要涉及最大限度地

減小結構坍塌的風險並阻止火在結構中的蔓延等問題。 
本防火設計方法適用於下列材料組成的鋼結構和組合結構： 
鋼材：  設計屈服強度≤460N/mm²的熱軋成型鋼截面。 
        設計屈服強度≤550N/mm²的低溫成型鋼截面。 
混凝土：立方塊強度≤60N/mm²的普通混凝土。 
鋼筋：  設計屈服強度≤500N/mm²的冷加工鋼筋。 
對上面未列出的其他鋼材，可參考專門的設計規範，或者採用被動防火設計方

法。 

18 第 12.1.4 條 
– 表 12.2e 
（新增） 

從 英 國 標 準 BS EN 

1992-1-2:2004 摘錄新 增 列

表，以顯示高溫狀態下熱軋

成型鋼筋的強度折減系數。  

─ 

 

  

表 12.2e  高溫狀態下熱軋成型鋼筋的強度折減系數 

溫度（℃） 強度折減系數 

20℃ 1.00 

100℃ 1.00 

200℃ 1.00 

300℃ 1.00 

400℃ 1.00 

500℃ 0.78 

600℃ 0.47 

700℃ 0.23 

800℃ 0.11 

900℃ 0.06 

1000℃ 0.04 

1100℃ 0.02 

1200℃ 0.00 

 

  

說明：     更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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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 13.2.5 條 正常使用性能 

對於塔和柱桿結構，應考慮下列使用性能問題： 

(a)  由風引起的天線、結構構件和索的振動； 

(b)  由於很難進行鋼構件的保養，因此應規定高質量的防護措施； 

(c)  具有一定的剛度（如微波校正）；  

(d)  設計中應考慮到常規的保養和檢查所需的設施，經過訓練的工作人員能夠

爬上這些結構，這些設施通常包括固定在結構上的帶有防跌落裝置的垂直

爬梯，正規的休息平臺和放置工作設備的地方。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後者，由於兩者的

中文譯文均為 “振動 ”，所以有

關的中文版條段不需作任何

修訂。  

20 第 13.2.6 條 鋼煙囪的設計 

除 13.2.1 條至 13.2.5 條給出的設計原則外，鋼煙囪和煙道的設計還應注意： 

（a） 用氣體動力學方法分析由風引起的振動，對於圓形煙囪可用 13.2.8 條的

簡化方法； 

（b） 應根據守則適當的條款和附錄 A2.1 的參考文獻進行設計； 

（c） 採用計算高度與直徑之比小於 21 和直徑與厚度之比小於 130 來控制薄壁

煙囪的壓曲。從三種基本荷載組合得到的煙囪結構的極限壓應力，此極

限壓應力應小於按 12.1.4 條表 12.2 所計算的壓應力，這個計算值考慮了

高溫時鋼材強度的折減。如果這個計算值大於 140N/mm2 則取

140N/mm2。如果兩個控制比值（即 H/D，D/t）較大，這個計算值應進一

步折減。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21 第 13.2.8 條 風引起的圓形煙囪的振動 

當側風和順風作用時，柔性窄長的結構易受振動。圓形橫截面的結構如煙囪，

側風作用比順風作用時振動更加劇烈。 

可以用下面簡化方法計算側風作用時的振動，見 5.3 節： 

(a)  煙囪的斯德魯哈爾臨界速度 (m/s)，按下式計算： 

V = 5D f                                              （13.1） crit t

式中 f (Hz)  地基上面的煙囪的固有頻率，可通過計算分析或通過規則的

圓錐體的近似公式得出： 

1

W  2s(500 3D − D )b t  
W f =                                    （13.2） 2h

式中：  h  煙囪的高度 (m)； 

Dt  煙囪頂部的直徑 (m)； 

Db  煙囪底部的直徑 (m) 

W  結構殼體頂部每米高度的質量，如果有襯墊或罩子，則包括 (kg)； 

Ws 結構殼體頂部每米高度的質量，不包括襯墊（kg）。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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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 Vcrit超過下列公式給予的設計風速值(m/s) 

( )0.5V 40.4 q                                             (13.3) =

式中 q  是設計風壓（kN/m），不可能發生過大的振動，不需要進一步計

算。 

（c） 如果 Vcrit小於設計風速值，可用下列經驗公式估計振動的趨勢 C 

210D 1.5tC 0.6 K                                  （13.4） 
W Dt





∆
+





+=

式中   Δ  單位均布荷載（1kPa）作用下煙囪頂部的計算側移(m)； 

K  全焊接結構時取 3.5；焊接與法蘭和螺栓連接時取 3.0；螺栓和鉚釘連

接或全部鉚釘連接時取 2.5。 

    

(d)  如果 C 小於 1，不可能發生過大的振動；如果 C 在 1 和 1.3 之間，煙囪的

設計風壓應乘以系數 C2 ；如果 C 大於 1.3，應有穩定器或阻尼器來控制

振動。 

22 第 13.5.5 條 正常使用性能 

大跨度結構應考慮下列正常使用性能問題： 

（a） 人群引起的振動，參見規範第 5 章； 

（b） 風引起的屋頂構件和索的振動，需要檢查疲勞； 

（c） 屋頂鋼構件的保養是很困難的，因此鋼結構應有高質量的保護系統； 

（d） 大跨度桁架在活荷載和風荷載作用下的撓度限值取決於周圍的環境。在

不考慮其他要求的初步設計中可取跨度的 1/360。有些建築要求具有較小

的撓度限值，像飛機庫大門和大型體育場的開啓式屋頂。 

現行中文版本並不需作任何修訂。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後者，由於兩者的

中文譯文均為 “振動 ”，所以有

關的中文版條段不需作任何

修訂。  

23 第 13.6.4 條 振動和擺動 
根據行人橋的動力特點，行人可能會對行人橋産生不利影響。除了要參考第 5
章人群産生的振動的規定的標準外，爲避免不良振動，行人橋的固有頻率不得

小於 3Hz。如果行人橋的固有頻率小於 3Hz，為避免引起不舒適感，則最大的竪

向加速度 av 應該限制在認可的設計指引(見附錄 A2.3)中所規定的合適的值內。 

振動 
根據行人橋的動力特點，行人可能會對行人橋産生不利影響。除了要參考第 5
章人群産生的振動的規定的標準外，爲避免不良振動，行人橋的固有頻率不得

小於 3Hz。如果行人橋的固有頻率小於 3Hz，為避免引起不舒適感，則最大的竪

向加速度 av 應該限制在認可的設計指引(見附錄 A2.3)中所規定的合適的值內。 

就 英 文 版 “oscillation”  及

“vibration”  這 兩 名 詞 作 標

準統一為 “vibration”後，前

者 的 原 中 文 譯 文 為 “ 擺 動 ”  
一詞可作刪除。  

 
  

說明：     更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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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附錄 A1.1.3 中國標準 

GB/T 247－1997 鋼板和鋼帶檢測、包裝、簽定及質量說明書的一般規定 

GB 709－2006 熱軋鋼板和鋼帶 

GB/T 1591－2008 高強度結構鋼 

GB 5313－1985 厚度方向性能鋼板 

YB4104－2000 高層建築結構用的鋼板 

GB50017－2003 鋼結構設計規範 

GB50205－2001 鋼結構工程施工質量驗收規範 

中國標準 認 可 標 準 表 加 入 中 國 標 準

GB/T 700－ 2006。  GB/T 247－1997 鋼板和鋼帶檢測、包裝、簽定及質量說明書的一般規定 
GB/T 700－2006 碳素結構鋼 
GB 709－2006 熱軋鋼板和鋼帶 
GB/T 1591－2008 高強度結構鋼 
GB 5313－1985 厚度方向性能鋼板 
YB4104－2000 高層建築結構用的鋼板 

GB50017－2003 鋼結構設計規範 

GB50205－2001 鋼結構工程施工質量驗收規範 
 
  

 

說明：     更改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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