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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自1993年成立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从最初成立时的33家会员单位,发展到遍布全国各个省市的500余家会员单位。不仅拥

有从事空间网格结构、索结构、膜结构和幕墙的大中型制作与安装企业,而且拥有与空间

结构配套的板材、膜材、索具、配件和支座等相关生产企业,同时还拥有从事空间结构设

计与研究的设计院、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等,集聚了众多空间结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使分会成为本行业的权威性社会团体,是国内外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空间结构行业组织。
多年来,空间结构分会本着积极引领行业发展、推动空间结构技术进步和努力服务会

员单位的宗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项工作,主要有:(1)通过每年开展的技术交流会、
专题研讨会、工程现场观摩交流会等,对空间结构的分析理论、设计方法、制作与施工建

造技术等进行研讨,分享新成果,推广新技术,加强安全生产,提高工程质量,推动技术

进步。(2)通过标准、指南的编制,形成指导性文件,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结合我国膜结

构行业发展状况,组织编制的 《膜结构技术规程》为推动我国膜结构行业的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分会陆续开展了 《膜结构工施工质量验收规程》《建筑索结构节点

设计技术指南》《充气膜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南》《充气膜结构技术规程》等编制工作。
(3)通过专题技术培训,提升空间结构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整体技术水平。相继开展

了膜结构项目经理培训、膜结构工程管理高级研修班等活动。(4)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开展空间结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研究、推广和应用工作,积极开展技术咨询,为会

员单位提供服务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5)发挥分会平台作用,加强会员单位的组织管理

和规范化建设。通过会员等级评审、资质评定等工作,加强行业管理。(6)通过举办或组

织参与各类国际空间结构学术交流,助力会员单位 “走出去”,扩大空间结构分会的国际

影响。
空间结构体系多样、形式复杂、技术创新性高,设计、制作与施工等技术难度大。近

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全运会等各类大型活动的

举办,对体育场馆、交通枢组、会展中心、文化场所的建设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空间结

构的研究与工程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鉴于此,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常务

理事会研究决定出版 “空间结构系列图书”,展现我国在空间结构领域的研究、设计、制



作与施工建造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本系列图书拟包括空间结构相关的专著、技术指南、技

术手册、规程解读、优秀工程设计与施工实例以及软件应用等方面的成果。希望通过该系

列图书的出版,为从事空间结构行业的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并为推广空间结构技术、推

动空间结构行业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 理事长

空间结构系列图书编审委员会 主任

薛素锋
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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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材料在与建筑结构结合过程中突显优势,凭借其轻质高强、耐腐蚀性强、易加

工的特点在建筑结构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其中,铝合金空间网格结构是最常用的结构形式

之一,主要包括铝合金单层网壳结构、双层网壳结构以及网架结构。节点作为空间结构的

传力枢纽,是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节点的性能对整体结构而言十分重要。由于

铝合金材料可焊性较差,空间网格结构中的节点主要采用机械连接形式,节点形式主要有

螺栓球节点、板式节点、毂式节点和铸铝节点。其中,螺栓球节点和板式节点应用较为广

泛。我国对铝合金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铝合金材料的研究多集中在常用建筑材料上,
对铝合金节点性能的研究仍不完善,对铝合金空间网格结构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期,尚未形

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本书从铝合金材料、节点、结构等方面出发,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系统地研究铝合金空间网格结构的性能特点、分析方法及承载性能

设计方法。对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精炼,形成本书各章节内容。
全书共分10章:第1章介绍了铝合金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工程应用;第2章阐述了铝

合金材料的特点、分类与性能;第3章阐述了铝合金空间网格结构的节点体系、选型要

点、设计方法及经济性能优势;第4章通过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得到了不同类型铝合金板

式节点的抗弯性能和滞回性能,提出了板式节点承载力设计方法;第5章通过试验研究和

数值模拟分析了铝合金螺栓球节点的抗拉、抗火力学性能和低周疲劳性能,提出了节点承

载力计算方法和低周疲劳寿命预测方法;第6章研究了铝合金螺栓连接高温力学性能;第

7章利用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因素对铝合金空间网格结构稳定性能的影响;第8章对铝合

金空间网格结构的抗震及抗风性能进行了研究;第9章对铝合金空间网格结构的抗火性能

进行了分析;第10章为国内典型铝合金空间网格结构工程实例。
本书研究项目得到了上海通正铝合金结构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大力资助与支持,作者

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应皎洁、史文浩和硕士研究生刘晓娜、谷傲、许峰、李勃翰、武

亚鹏、张桂钦、刘宇、孟祎、谌绍尧、谭志伦等参与了有关章节的分析研究、素材整理、
文字编辑和插图绘制等工作;各位前辈、老师和同仁的相关文献为我们的研究开阔了视

野,提供了参考,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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