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结构分会召开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常务理

事会六届三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6月9日
在昆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理事长薛素铎，

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等共 33 人。名誉理事

长蓝天，高级顾问沈世钊、曹资，前理事

长张毅刚及秘书处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理事长薛素铎主持，主要内

容有常务理事会人事变更、秘书处和各

专业委员会工作汇报、会员审批与清理、

成立专家委员会以及今后工作安排等。 
1、人事变更 

根据相关单位的书面申请，会议同意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现代

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李亚明代替

杨联萍担任空间结构分会副理事长职务；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赵伯友

代替朱丹担任常务理事职务。 
2、秘书处及各专业委员会工作汇报 

按照常务理事会六届二次会议部署，秘

书处及三个专业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工作。 
1）秘书处：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

组织进行了各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国

内外技术交流会和培训班等，组织进行

了等级、资质及空间结构奖的评审，期

间召开了七次秘书处工作会议或扩大会

议，确保了秘书处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2）网格结构专业委员会：去年 5 月

换届后完成了所有网格结构制造资质企

业的年检工作、新评审一家资质企业；

召开正副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商定资质 

管理工作的推进事宜；部分委员对企

业进行走访调研；二届二次委员会全

体会议确定将对网格结构企业专项资

质进行修订，并在整体行业技术、管

理和质量提高、BIM 应用及从业人员

培训等方面逐步开展工作。 
3）膜结构专业委员会：去年 6 月完

成换届以来，启动了《膜结构工程施工

验收规范》（CECS）和《充气膜结构设

计与施工指南》编制工作；组织了 1 次

项目经理培训班和 2 次膜结构企业等级

评审；四届二次会议决定下一步将在膜

结构项目经理继续教育与培训、规范膜

材行业的经营行为、修订《膜结构企业

等级会员管理办法》以及促进膜结构专

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逐步开展工作。 
4）索结构专业委员会：去年 8 月

二届三次委员会后，在技术交流和工

程观摩、标准/指南编制和行业管理等

方面均开展了工作；二届四次会议决

定开始《建筑索结构节点设计技术指

南》的编制工作，开始启动“ 美索

结构奖”的评选工作等。 
会议对上述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同意秘书处和三个专业委员会的工作

计划，同意网格结构和索结构专业委

员会的委员和副主任的增补决定。 
3、会员单位审批与清理 

1）同意吸收 5 个单位为分会团体

会员。截止 6 月前共吸收会员 29 个。 

2）对主动提出、不按时缴纳会费且

不参加活动的 18 个单位进行退会处理。

3）经现任常务理事提名，会议表决

同意增补三亚华拓公司、上海绿荫膜结

构公司两家单位为分会的理事单位。 
4）会议决定分会可以吸收外国单位

为会员，决定在理事会闭幕期间常务理事

会不接收和讨论增补常务理事的申请。 
4、批准成立专家委员会 

吴金志秘书长汇报了专家委员会评

审等工作情况。蓝天代表高级顾问汇报

了正副主任委员的提名过程及思考。 
会议同意首批由 87 人组成的专家

委员会名单；同意张毅刚为主任委员，

耿笑冰、冯远、张其林和王丰为副主任

委员。张毅刚做了简短发言：感谢高级

顾问和常务理事会的信任，愿意为分会

的发展做一些工作，对于该新成立的委

员会今后的工作将进行积极的探索。 
5、下一步工作计划 

1）启动“空间结构系列丛书”编制。

2）积极开展活动，促进空间结构企

业生产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3）开展膜结构、网格结构以及索结

构方面的市场调研工作，引领行业发展。

4）为了提高从业人员的水平，今后

将开展人才奖励及培训工作。 
5）讨论了明年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由秘书处与相关单位进行详细的沟通和

协商后再具体确定。 

网格结构专业委员会召开二届二次会议 空间结构分会专家委员会

召开正副主任委员会议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专家

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首次会议于2017年6

月 11 日在昆山召开。主任委员张毅刚，

副主任委员耿笑冰、冯远、王丰出席，分

会名誉理事长蓝天、秘书长吴金志列席。

会议重点研讨了正副主任委员会议

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模式。经过讨论，大家

一致认为：1）作为正副主任委员要从较

长远的角度关心、思考与调研空间结构行

业发展、技术发展、学术研究发展及分会

发展的问题；2）通过不定期的会议进行

研讨，形成建议提交常务理事会和其他专

业委员会。 

会议建议尽快完善专家委员会，扩大

专家委员会的人员数量和代表性，及时将

专家信息登录于网站。会议建议分会组

织开展工程质量（事故）问题调研活动、

开展个人奖项评选工作，并建议分会尽

快组织 BIM技术培训班，以便培养企业

专有人才，推进行业持续发展。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网格结

构专业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在昆山召开。 

会议由主任委员周观根主持，主要议

题包括增补委员、工作总结和研究确定下

一步工作计划等。 

1、增补委员 

经三位现任委员推荐，根据委员会工

作条例，会议表决并一致同意增补上海通

正铝合金结构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欧阳元文

为第二届网格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 

2、委员会工作总结 

1）2016 年 6 月完成了所有 22 个网格

结构专项资质企业的年检工作。 

2）2017 年 2 月完成了徐州市两家网

格结构企业的考察和评审，其中一家获评

螺栓球一级资质。 

3）2017 年 2 月，在徐州召开了网格

结构委员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总结了网

格结构专项资质评审以来的成功经验，讨

论了为适应国家政策、当前发展形势以及

企业需要而应开展的工作。 

4）部分委员及秘书处人员走访了山

西汾阳、东南网架、通正铝业等网格结

构企业，调研焊接球和螺栓球的加工以

及铝合金网格结构的生产及市场情况。 

3、下一步工作讨论 

针对网格结构专项资质推进、提升

企业整体技术水平、推进 BIM 应用、铝

合金网格结构发展、市场调研以及人员

培训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决定

逐步开展下列工作： 

1）继续推进网格结构企业专项资质

评审工作，对资质管理文件进行修订。 

2）对铝合金网格结构开展相关调研

工作，条件成熟时实施企业资质管理。 

3）分步实施网格结构从业人员的技

术与管理、BIM 应用等方面的培训工作。 

4）适时成立标准化小组，推进节点

和配件的技术改进和标准化。 

5）明年会议的主题为“网格结构生

产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将结合企业自

动化和现代化实践召开委员会工作会议

和技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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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分会 2017 年年会在昆山召开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 2017 年年会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12 日在昆山召开。参加会议的

有来自全国 24 个省市 198 个单位的 408 名代表。

本次大会包括技术交流、空间结构奖颁奖和工程参

观等三大部分。 

1、大会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由吴金志秘书长主持。薛素铎理事

长致开幕辞，介绍了大会召开的背景、议题等；中

国钢结构协会副会长刘毅代表总会致辞，介绍了总

会开展的工作及发展规划；分会前理事长张毅刚致

辞，简单介绍了近一年多来政府在建筑工业化和信

息化方面的政策及引导方向；同济大学张其林和上

海建筑空间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李亚明分别代

表承办单位致辞。 

2、分会工作报告 

薛素铎理事长做工作报告，向与会代表汇报了

2015 年深圳大会以来分会开展的各项工作。 

1）技术交流：进行了 5 次国内技术交流和 1

次组团参加国际会议，参会代表约 1000 人次。 

2）工作会议：常务理事会和三个专业委员会

分别召开了 2次会议，讨论确定各项工作；秘书处

召开了 9次工作会议，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落实。 

3）行业管理与服务：组织进行了 3 次共 150

余家膜结构企业的等级评审和复审；进行了 2 次中

国钢结构制造企业网格结构专项资质评审，共 8

个单位获评等级；进行了第十届“空间结构奖”评

审，从 79 项申报材料中评选出 55 项工程获奖；举

办了 2 次膜结构项目经理培训，共 144 人参加。 

4）行业标准编制：膜结构和索结构均开展了

相关编制工作。 

5）多次走访会员单位、了解会员的生产情况，

参与多次技术咨询及评审工作。 

一年多来，分会在技术交流、行业管理、标准

编制以及服务等方面均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薛

理事长认为，这些成绩得益于总会的领导和支持、

各委员会及常务理事会的努力工作，也离不开所有

会员单位的支持。对所有为协会和行业发展做出努

力和贡献的会员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 

3、技术交流 

围绕大会主题“面向建筑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空

间结构”，组织了大会特邀报告和分组交流报告。

1）大会特邀报告。邀请蓝天教授、沈世钊院

士等专家做了 12 个大会特邀报告。 

2）分组交流。分别按网格结构、索结构、膜

结构三个专题进行了分组交流与讨论，共有 48 位

代表做了技术报告。 

4、“空间结构奖”颁奖及网格结构专项资质

证书颁发 

向第十届“空间结构奖”获奖单位颁发证书及

奖杯。向获评网格结构专项资质单位颁发资质证书。

5、大会闭幕式 

大会闭幕式由分会副秘书长李雄彦主持。 薛

素铎理事长对本次大会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蓝天先

生分析了空间结构行业当前的发展趋势，指出空间

结构行业大有前途，深深鼓舞了所有参会代表。 

6、工程参观 

本次大会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昆山市自行车

展示及运动中心工程两个典型的空间结构工程。与

会代表在工程现场对相应技术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2017 年空间结构委员会专题研讨会—— 

“索结构与技术创新”将在吴桥召开 

2017 年空间结构委员会专题研讨会拟定于 11

月 4 日-5 日在河北吴桥召开。会议由空间结构委

员会主办，吴桥盈丰钢结构铸钢件制造有限公司承

办。会议主题为“索结构与技术创新”。 

索作为主要承重构件应用于建筑结构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各种类型索结构应用也随之进入迅速发展的新阶

段。索结构形式除了传统索结构外也日趋多样，如

斜拉结构、张弦结构、弦支穹顶结构、索穹顶和 

幕墙索结构等，广泛应用于体育场馆、会展中心、

交通建筑等公共建筑，成为大跨空间建筑的主角。

为更好地推动索结构应用，提高空间结构技术

水平，空间结构委员会将召开本次“索结构与技术

创新”专题研讨会。会上将对近年来索结构的工程

应用、结构创新、理论进展进行系统的回顾梳理及

介绍，包括索结构的结构新体系、新设计方法、抗

风研究与应用、结构设计、节点设计、张拉施工等，

探讨我国下一时期索结构应用的发展方向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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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白浪河大桥 145m 无轴式摩天轮设计 
潍坊白浪河大桥工程为滨海新

区核心景观带上的关键节点，定位为

地标性节点建设项目。在天津慈海桥

摩天轮设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桥

主设计单位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院和摩天轮主设计单位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再次携手合作，为该工程

提出了一种新的桥梁与摩天轮结合

的建筑型式。 

白浪河大桥河面宽 500m，设计

阶段周围比较空旷，但以后新区会逐

步建设，因此方案要考虑与将来周边

环境和建筑的协调。建研院创新提出

了一种固定轮盘形式的设计方案，轮

盘不再设传统摩天轮的旋转轴，也不

再有刚性或柔性轮辐。在轮盘外缘设

置固定轨道，乘人轿舱沿轨道运动。 

摩天轮坐落于桥梁上部，桥梁为

双层桥，上层为机动车道，下层为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下层布置摩天轮

站台、机房、辅助功能区和商业空间

等。上层桥面被摩天轮轮盘从中部分

开，机动车道从摩天轮两侧通过。 

经过多方案比较，确定外轮廓直

径为 125m，顶点高度为 145m。轮盘

为截面变直径的圆环面。顶部截面为

直径 15m 的正圆，底部截面圆直径为

5m。从顶到底的截面直径随所在大圆

的圆心角线性变化。 

 
网格纹理采用菱形构图做为基

本元素，体现建筑最强的表现力。由

菱形单元在三维空间延伸交汇，形成

编织网格的空间结构。 

网格生成遵循一定的数学算法：

（a）在平面上构造长 80 格、宽 4 格

的斜放网格。（b）以长向为轴，将短

向直线变换成半圆，平面网格变换成

半圆筒，保持网格拓扑关系不变。 

 

 
（c）将半圆筒按对称关系拼成整圆

筒。然后以长度方向的中间为基点，

保持上侧脊线不动，将各个圆截面直

径沿长向线性变换，使中央直径为

15m、两端直径为 5m，形成上脊线水平

的变截面圆筒。（d）建立长度方向的

直线到圆弧线的几何变换，将上脊线

变换为直径为 125m 的整圆，即将 80

个网格的总长映射成 360 度的圆弧，

得到环状网格。此时圆环各截面都是

正圆，这种关系很便于制造和安装分

块。对上述网格生成过程写出数学解

析公式，通过编写程序实现。 

 

摩天轮的网格状圆环具有很大的

刚度，在局部受力较大的部位采用加

劲环等增强。摩天轮的支承位置设计

在圆环的下半部。轮盘两侧各设置斜

墩台，与桥梁共用基础。摩天轮结构

其他部分与桥梁结构互相独立。轮盘

由每个墩台上伸出的 6 根斜柱支承，

共 12 根斜柱，形成竖向支承体系和顺

桥向的水平支撑体系。为了保持轮盘

平面外的稳定性，由轮盘中部向上、 

  

下游河中设稳定索，共 4 组拉索，形成垂

直轮盘方向的水平支撑体系。稳定索下端

设置减振阻尼器。 

轮盘网格节点大部分仅有四杆相交，

便于节点的标准化、参数化设计。四杆交

叉节点均设计成两椭圆板十字相交形式，

圆管杆件端部与节点板按平面相贯线焊

接，既能满足结构受力要求，又比较美观。

通过编程计算所有十字节点板的尺寸、位

置、相贯线等参数，并对十字节点在所有

荷载组合下的极限承载力进行验算。加强

环节点、稳定索节点采用钢管直接相贯，

斜柱顶节点采用铸钢节点。对这些异形节

点极限承载力进行了详细的有限元计算。

  

与传统旋转式摩天轮不同，潍坊 145m

摩天轮轿舱沿轮盘外缘的固定轨道运行，

共设 36 个球形轿舱，每舱可承载 10 人。

驱动系统采用分散动力的驱动方式，将所

有轿舱沿圆周串联在一起，多组驱动装置

均匀分散于周圈，进行同步驱动，并考虑

必要的功率冗余。该方案安装容易、驱动

效率高，也利于设备检修和维护。 

 
项目建设顺利，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

试运行。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宋涛、马明）

 

膜结构专业委员会召开四届二次会议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膜结

构专业委员会四届二次全体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在昆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名誉主任委员蓝天，主任委员薛素铎，

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共 31 人。 
会议由主任委员薛素铎主持。会议

听取了委员会秘书李雄彦关于膜结构专

业委员会过去一年工作情况的汇报，并

对委员会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研讨。 
1、委员会近一年的工作总结 
1）启动了《膜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程》、《空气支承式膜结构设计与施

工技术指南》的编制工作。2016 年 12
月 7-8 日在北京召开《规程》编制启动

会，同时召开了《空气支承式膜结构设

计与施工技术指南》的编制第一次工作

会议，会议确定了编制单位、编制大纲、

进度计划等事宜；2017 年 5 月 5-7 日，

在温州召开了《规程》与《指南》的第

二次工作会议，会议针对第一稿的内容

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修改意见并反馈

给相关负责人，明确了后续工作进度计

划和工作内容。 
2）2017 年 3 月 16-19 日，在北京举

办第四期膜结构项目经理培训班和项目

经理培训，共有 62 名项目经理参加了培

训、79 人参加评审。 
3）组织两次膜结构企业等级会

员的评审与复审工作。 
4）联合索结构专业委员会共同

组织了天津理工大学体育馆和枣庄

体育场的技术观摩。 
5）提请中国钢结构协会共同对

“中国膜结构协会”、“中国膜结构

网”等滥发资质情况向民政部举报。 
6）配合分会的年会，组织了膜

结构技术交流分组会议，分组会议技

术交流报告 17 个，特邀姚亚雄对丽

水体育馆的设计进行大会报告。 
2、下一步工作安排 
1）启动膜结构项目经理继续教

育与培训班。根据膜结构项目经理管

理办法，启动首批膜结构项目经理继

续注册工作，由秘书处对继续注册的

项目经理进行资格复核和延续注册。

秘书处于 2017 年下半年开设膜结构

项目经理继续教育培训班。 
2）规范膜材行业的经营行为。

为规范膜材市场对膜结构行业的影

响，将对膜材生产、销售和使用三方

面实施管理。拟按膜材生产商的产品

质量和生产规模分级管理，对经销商 

进行诚信等级评价。严格管理膜结构企

业材料使用的不规范行为，建立举报、

通报制度。会议责成秘书处组织专家针

对膜材行业的现状进行调研，并初步制

定管理办法和监管方案。 
3）修订《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管

理办法》，简化膜结构企业等级会员的

复审程序、引导行业朝专业化、专门化

方向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委员们

深入讨论了设立膜结构企业特级会员

的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

暂缓设立膜结构企业特级会员。对于膜

结构企业等级复审，在条件成熟时，建

议简化程序、减少复审资料的内容，减

轻企业负担。委员会同意启动对等级管

理办法中有关复审的规定进行修订。 
4）依托高校、联合膜结构企业，

搭建膜结构专业人才培养平台，培养膜

结构发展的专门人才。针对人才培养问

题，会议确定首先开展膜结构工程设计

培训，并开展相关的筹备工作。 
会议针对我国空气支承式膜结构

发展现状，研讨了建立空气支承式膜结

构技术研发中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会

议还讨论了 2018 年第九届膜结构技术

交流会主要议题、会议地点等事宜。 

索结构专业委员会召开二届四次会议 
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索结

构专业委员会二届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在昆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主任

委员陈志华、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共 30
人，分会前理事长张毅刚、秘书处孙国

军列席会议。 
会议由主任委员陈志华主持。主要

包括委员会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以来开展

工作的总结、副主任委员增选和下一步

工作安排等。 
1、工作总结 
根据上次会议的决定，委员会协同

分会秘书处在技术交流、图集标准编制、

索结构资质管理、市场调研等方面均开

展了工作。 
1）2016 年 8 月 12-14 日，在苏州举

办了第三届全国索结构技术交流会，来

自全国各地 63 个单位的 210 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 
2）2017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分会秘书

处扩大会议，京津冀的索结构委员出席。

初步确定不再编制国家标准图集《索结

构节点构造详图》，而开始进行《索结构

节点设计指南》的编制工作，会议还讨

论了“最美索结构”的实施颁发，并决 

定在二届四次全体会议上具体落实。 
3）2017 年 5 月 15 日，联合膜

结构专业委员会在枣庄召开枣庄市

民中心体育场索膜结构观摩会。 
4）秘书处扩大会议以来，在标

准编制、索结构企业资质管理市场调

研等方面开展的工作汇报。 
2、副主任委员增补 
根据《索结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

则》，经全体委员讨论，同意郭正兴

辞去索结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申

请；同意增选罗斌、宁艳池为索结构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下一步工作计划 
委员会对标准图集、资质管理以

及“最美索结构奖”评选等事宜进行

了较深入的讨论。 
1）会议决定暂停《索结构节点

构造详图》编制工作，开始《建筑索

结构节点设计技术指南》编制，确定

了节点设计、节点施工、节点监测、

节点质量控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邀

请张毅刚和刘枫牵头该编制工作，各

单位积极协助配合完成。 
2）对《建筑索结构节点构造设 

计》一书的编写工作进行了讨论，初步

确定编写大纲、各委员分工情况和时间

进度安排，该工作由郭正兴和罗斌牵

头，各单位积极协助配合完成。 
3）会议决定暂缓预应力索结构企

业工程施工承包等级会员和中国钢结

构制造企业索结构专项资质评审的工

作。 
4）会议深入讨论了“最美索结构

奖”的评选办法，确定今年 8 月份启动

评选工作，明年索结构会议上颁奖。 
5）会议决定明年索结构会议由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空间结构分会前理事长张毅刚对

索结构委员会成立以来开展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委员

会能够不断坚持积极开展工作，促进我

国索结构技术的不断发展。 
最后，张毅刚、陈志华、郭正兴、

赵波为第二届索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

颁发了委员铜牌。 
本次会议的召开得到了同济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和上海建筑空间结构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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