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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筑设计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在钢结构设计方面可以通过科学分析失稳类型及影响因素来提高设计
质量。本文从了解稳定性设计的重要性及类型等基本内容入手，结合具体技术策略来探讨如何提高设计效果，致力于最大程度优化钢结构
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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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钢结构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可以有效提高建筑美观性，

但如果出现失稳问题则会直接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如何提高其设计
质量成为相关领域重要研究问题之一。就钢结构稳定性本身而言，
影响这一性能的主要因素包括材质、形状及支撑面积等，这就需要
相关设计人员结合影响因素和失稳类型来优化设计方法，以此来最
大程度解决钢结构设计存在的失稳问题并保障建筑质量。 
1 钢结构稳定性基本内容 
1.1 重要性 

相较于其他建筑结构而言，钢结构具有优良的稳健性能，因此
其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工程项目中，但是在具体应用方面出现了钢结
构施工质量差的问题。一旦出现钢结构失稳情况，则会直接导致建
筑受损，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从这一层面讲，
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建筑稳定性和安全性，各单位需要采取合适的钢
结构设计方法来开展项目设计工作，同时要应用相关技术来提高钢
结构建筑稳定性，其不仅有助于最大程度提高整个建筑项目的设计
质量，而且有助于避免出现钢结构失稳问题并保障建筑安全性。 
1.2 影响因素 

（1）材质 
钢结构材料的强度会直接影响整体建筑稳定性，其与材料自身

的组成及结构具有直接联系，不同材料所具有的强度性能不尽相
同，这就需要设计人员在开展钢结构设计工作时充分结合材质情况
来选择出与钢结构稳定性需求相契合的材料。除此之外，同一材质
的钢结构材料在接受不同加工工艺处理之后也可能出现强度不一
的情况，因此设计人员需要全面考虑钢结构材质性能来提高整体稳
定性。 

（2）形状 
受不同形状及连接方式影响，钢结构自身的重心位置会存在一

定偏差，进而影响到承载能力。为了最大程度保障钢结构稳定性，
设计人员需要全面考虑钢结构截面及连接方式，避免出现构件连接
位置无法移动的问题。在具体应用方面，设计人员可以采用三角形
框架结构，其不仅有助于充分提高钢结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减少
材料用量。除此之外，钢结构的支撑面积越大则稳定性越强，而支
撑面积过小时会出现失稳情况，这也是大坝设计成梯形结构的主要
原因，设计人员在开展钢结构设计工作时需要充分结合这一特性来
提高结构稳定性。 
1.3 失稳类型 

（1）稳定分岔失稳 
对于部分轴心受压的钢结构而言，当其所承受载荷未达到极限

值时可以保持平衡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建筑构件所承受的力实现了
均匀分布；但当载荷作用超过其承受极限应力时，构件会在短时间
内弯曲并出现失稳情况。这一类型的特点在于载荷增加而打破了平
稳状态，其同时还包括无缺陷轴心受压所出现的情况。 

（2）极值点失稳 
对于部分归类于偏心受压构件的钢结构而言，其在塑性过程中

会失去原有状态，因此当承受载荷时会由于突破极限而失稳，这情
况往往是渐变形式的，其与上述失稳类型具有本质区别。 

（3）其他失稳类型 
除了上述两种失稳类型之外，常见的还有不稳定分岔失稳和跨

越失稳。前者主要是由于钢结构构件完全而无法保持平稳状态所导
致的，这种情况下钢结构所承受的载荷作用小于构件临界值，因此
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有限干扰屈曲现象。后者失稳现象的特点在于
构件跳跃至另一平衡状态，这一状态下不存在平衡分岔点和极值
点。 
2 设计方法 
2.1 静力法 

设计人员可以利用静力法来计算钢结构弹性系统的屈曲载荷，
首先需有将钢结构设定为弹性稳定状态，在此基础上分析平衡分岔
点附近的两种平衡状态，其中一种是建立在钢结构状态完好前提下
的，另外一种是建立在钢结构出现细微屈曲状态前提下的。在分析
结束之后，设计人员要构建对应的分析体系及方程组，通过求解来
判断钢结构平稳性及屈服载荷。在具体的计算求解过程中，设计人
员可以根据积累经验来判断分分岔屈曲载荷值，但这一方法在应用
方面只能得出弹性稳定体系所拥有的屈服载荷，其无法明确判断这
一体系所拥有的稳定性情况，因此很少利用这一方法来判断钢结构
在平稳状态下的稳定情况。 
2.2 能量法 

能量法这一设计方法类似于近似求解，其原理在于能量守恒和
势能驻值，设计人员可以通过计算来求解钢结构临界载荷值。在具
体应用方面，设计人员需要获取钢结构在平稳状态下的应变能大小
及外力大小，这一情况下的钢结构体系达到了能量守恒。在此基础
上，设计人员需要结合能量守恒原理内容来构建微分方程，其成立
前提在于钢结构体系平衡，然后可以利用势能驻值原理来计算钢结
构临界载荷，以此来判断钢结构稳定性效果。 
2.3 振动法 

设计人员在进行钢结构稳定性设计时可以采用振动法来判断
钢结构体系文定性，其应用原理在于分析平稳状态下钢结构体系受
干扰而发生的振动，以此来计算钢结构体系临界载荷大小。通常情
况下，对钢结构体系施加较小的载荷时会导致钢结构变形，但这一
变形方向与振动加速度方向相反，而且在时间推移的情况下钢结构
体系振动情况会出现收敛，并最终趋于静止；相反，当对钢结构体
系施加较大的载荷时，钢结构体系的变形方向与振动加速度方向趋
于一致，而且在时间推移的情况下钢结构体系振动情况会出现发
散，进而打破了体系的平稳状态。 
2.4 优化措施 

（1）减少不确定因素影响 
在开展钢结构稳定设计工作中，难免受不确定性因素干扰而导

致设计结果不佳，进而影响钢结构建筑的整体稳定性。为了有效提
高设计效果，设计人员可以采用多种实验来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
础上选择出最为恰当的方案。 

（2）重视局部稳定和整体稳定 
部分设计人员在进行钢结构稳定性设计工作时直接套用过往

工程项目经验，在这一情况下所确定的安全系数可能出现失真情
况，其同时会由于局部与整体间关联程度低而导致设计不达标。为
了有效避免这一问题，设计人员须要提高对局部稳定和整体稳定的
重视程度，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预张拉结构理论体系，以此来更全面
的分析钢结构体系并得出可行的设计结果。 
3 结束语 

钢结构承载性能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建筑物稳定性，进而影响到
建筑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出现结构失稳问题，
设计人员要采用合适的方法及技术来提高钢结构结构稳定性，同时
要利用严谨的公式及模型来优化结构设计，以此来提高钢结构稳定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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