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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风的类型与分类

风灾对建筑物的影响

工程结构抗风设计

防风减灾对策与风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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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风工程

1879年Tay桥事故后开始引起重视
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

1963年后开始召开国际风工程会议
我国80年代后，随着大量新兴高层建筑
和大跨桥梁的修建而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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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仪

机械风速仪

价格低廉

只能测量水平方
向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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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仪

超声波风速仪

价格高

能测量各个方向
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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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边界层

地面摩擦对空气产生阻力，使空气流动
速度变慢，超过一定高度就可以忽略地
面摩擦，该高度称为边界层；

边界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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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风速剖面

对数率

指数率

0.400.280.16α

大城市中心郊区开阔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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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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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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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率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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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粗糙度 描      述 α 

A 近海海面、海岛、海岸及沙漠地区 0.12 
B 田野、乡村、丛林、丘陵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乡镇和城市郊区 0.16 
C 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0.22 
D 密集建筑群且房屋较高的城市市区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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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与风谱

实际风速时程曲线

平均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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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风速

标准地面粗糙度

标准高度

10m

标准重现期

50年

平均风的时距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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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高度的规定

确定风速标准高度时需要考虑多方面原因

我国气象站的风速仪高度大多在8～12m之间
美国、加拿大等也采用10m标准风速高度
日本采用15m风速高度
挪威、巴西为20m
我国1970年前采用20m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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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风速的平均时距

塘沽1966年8月28日瞬时风速达到
48.7m/s，10分钟平均风速15m/s，未成
灾

1967年7月15日瞬时最大风速37.8m/s，
10分钟平均风速21m/s，成灾
10分钟到1小时平均风速基本稳定，能保
持当时风速的基本特点，又不至于受到
过大瞬时风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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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平均风速的规定

日本采用瞬时最大风速

美国采用t=3000/v，在半分钟到一个小
时之间

英国、澳大利亚为3秒钟
加拿大为1个小时
丹麦为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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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风速的统计分布规律

采用年最大风速样本

50年重现期
不同重现期之间的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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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重现期的统计规律

服从极值I型分布(广义Frechet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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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风压

空气密度1.23g/m3

规范规定基本风压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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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本风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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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风向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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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方向最大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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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在结构物附近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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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在结构物附近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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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在结构物附近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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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正面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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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绕过建筑物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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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正面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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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顶面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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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压分布的基本特点

在正面风力作用下，迎风面一般均有正
压力，此正压力在迎风面的中间偏上最
大，两边及底下最小；

背风面承受全部负压力（吸力），一般
两边略大，中间较小，分布比较均匀；

当风平行于建筑物侧面时，两侧一般也
同时受吸力作用。迎风侧较大，背风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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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屋顶坡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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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结构附近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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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

 

36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灾害学》

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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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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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楼群的风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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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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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群流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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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speed and pressure

H=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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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speed and pressure

H=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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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speed and pressure

H=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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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speed and pressure

H=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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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speed and pressure

H=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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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ressure on structures

Bridge

47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灾害学》

Wind pressure on bridge

Total spee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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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ressure on bridge

Near to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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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ressure on bridge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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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ressure on bridge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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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ressure on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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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ressure on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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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的风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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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的平均风荷载

μs：风压体形系数

μz ：风压高度系数

w0：基本风压

A：迎风面积
风荷载的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分
别为0.6，0.4，0

AwP zscz 0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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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定的风压高度系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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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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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场地的风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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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场地的风压修正

山间盆地、谷地等闭塞地形，修正系数取
0.75~0.85
对于与风向一致的谷口、山口，修正系数取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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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体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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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体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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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建筑物

在风压体形系数上乘以相应的增大系数
以考虑建筑物之间的相互影响；

必要情况下应通过风洞试验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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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构件

正压区，按一般体形系数取用

负压区
对墙面，取-1.0
对墙角边，取-1.8
对屋面局部部位（周围和屋面坡度大于10度的屋脊
部位），取-2.2
对檐口、雨篷、遮阳板等突出构件，取-2.0

局部作用宽度为房屋宽度的0.1或者房屋平均
高度的0.4，取其小者，但不小于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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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内表面

根据外表面的风压情况取为0.2或者-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