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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486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准》的公告

现 批 准 《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 50132 - 2014，自 2015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原 《工程结构 
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GBJ 132 - 90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年 7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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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08]102号 ）的要 
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 
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工 
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GBJ 132 - 90和《建筑结构设计 
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0083 - 97 中的符号部分，并将其合并 
修订为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 术语 ；3. 工程结构 
设计的符号规则；4 . 工程结构设计的通用符号。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增加了术语一章，对“ 物 
理量”、“量纲”、“符号”进行了定义；2. 根据原标准和最新的国 
际标准，对符号的构成规则作出了规定；3. 在通用符号中增加 
了常用的地基基础设计符号和工程抗震设计符号；4. 在附录中 
增加了“符号涵义中常用的中英文词汇对照” ；5. 为方便使用并 
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融合，在本标准条文说明中还分列了我 
国房屋建筑、铁路、公路、水运、水利水电等工程建设各领域常 
用的符号等。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 
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 ；邮政编 
码 ：100013) 。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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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大连理工大学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筑设计 
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史志华 陈基发 白生翔 高文生
江静贝 刘晓光 赵君黎 胡家顺
雷兴顺 李 昇 贡金義 余海群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邵卓民 窦以松 夏靖华 石永久
戴国莹 薛吉岗 任胜健 刘永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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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统一我国工程结构设计的符号，制定本标准。
1 . 0 . 2 本标准适用于房屋建筑、铁路、公路、水运和水利水电 
等各类土木工程的结构设计及其相关领域。
1 . 0 . 3 工程结构设计采用的符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0. 1 物理量 physical quantity

描述物理现象或量度物体属性的量。
2 .0 .2 量纲 dimension

某个物理量与指定量制中各基本量之间的一种依从关系，用 
该量制中带指数的基本量的乘积式表示。
2 .0 .3 符号 symbols

在图形、文字表述或数学表达式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习惯 
或约定 . 由拉丁字母、希腊字母、专门字符单独或共同或与相关 
的数字、标记一起，用于表示相应的物理量、材料、产品或某种 
专门涵义等的字符系统。



3 工程结构设计的符号规则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工程结构设计采用的符号，应由主体符号或主体符号带 
上 、下标构成，形如

S 或 s ab，c，d

其 中 S 为主体符号，a 为上标，b、c、d 为下标。
3 . 1 . 2 主体符号代表一般物理量；上 、下标代表物理量或物理 
量以外的术语、说明语，用于进一步阐明主体符号的涵义。
3 . 1 . 3 符号宜简明。当主体符号的涵义不致混淆时，宜少用或 
不用上、下标；当采用上、下标时，宜优先采用下标，少采用上 
标 ；上标宜采用一个，下标可采用一个或多个。
3 . 1 . 4 工程结构设计采用符号的书写和印刷字体，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主体符号应采用斜体字母；
2 上 、下标的字母、数字或标记，除代表序数的字母（〖，_/， 

应采用斜体外，均应采用正体；
3 以小写拉丁字母1作下标时，在印刷时可采用大写拉丁 

字 母 L 代替。
3 . 1 . 5 单个拉丁字母O 不应作为主体符号和下标；小写希腊字 
母 UCKtAKq不宜作为主体符号和上、下标。
3 . 1 . 6 表示材料或产品的符号，宜包含其名称或特性符号、技 
术参数等主要信息以及有关的附加信息等，各部分之间可采用 
“ • ” 或 “一” 等字符连接；当不致发生涵义混淆时，各部分之 
间可省略连接字符。
3 . 1 . 7 材料或产品符号中的名称或特性符号，宜采用国际通用 
术语中相关词头的大写拉丁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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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8 材料或产品符号中作为附加信息的改型序号，宜采用拉 
丁 字 母 （A 、B、C、… ；a、b、c、… ）或 数 字 （1、2、3、•••； 
I 、 I I、 IH > …）顺序表示。
3 . 1 . 9 工程结构设计中，代表材料强度等级的符号，应以材料 
的 符 号 （一个或多个大写正体拉丁字母）和规定的材料强度值 
( 以 “N/mm2” 或 “MPa” 计）等共同表示。
3 . 1 . 1 0 工程结构设计中采用的数学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物 理 科 学 和 技 术 中 使 用 的 数 学 符 号 》GB 3102.11的 规 定 。 
3 . 1 . 1 1 工程结构设计中采用的计量单位符号，应 符 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3. 2 主 体 符 号

3 . 2 . 1 主体符号应以单个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表示。主体符号 
的用字，应根据物理量的量纲，按 表 3. 2 .1 规定的主体符号用字 
规则：选用相应的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

当有特殊需要且不致引起误解时，主体符号可采用两个字母 
表不。

表 3. 2 . 1 主体符号用字规则

字母
类别

物理量量纲 用途示例

大写
拉丁

F (力）

FU3 (/3>0)(力乘量纲指数大 
于 0 的长度）

I f  (尽> 1 ) ( 量纲指数大于1 的 
长度）

© (热力学温度）

集中力、轴力、剪力 

力矩、弯矩、扭矩、双力矩

面积、体积、面积矩、抵抗矩、惯 
性矩

温度

小写
拉丁

L (长度）

F I/  (/?<0)(力乘量纲指数小 
于 0 的长度）

I /P  (7 < 0 )(长度乘量纲指数 
小于0 的时间）

( y # 0 ) (量纲指数不等于0 

的时间）

高度、宽度、厚度、深度、距离、 
线位移

各种分布力、材料强度 

速度、加速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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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2. 1

字母
类别

物理量量纲 用途示例

大写
希腊

—
数学；除力学和几何量以外的物

理量

小写
希腊

无量纲 系数、同量纲物理量之比、角度

注：本表内未列出量纲的物理量，其符号可按量纲最相近的规定采用。

3. 2. 2 按习惯采用的不符合本标准表3. 2. 1 规定主体符号的物 
理量，应限制在表3. 2. 2 规定的范围内；土力学和水力学的量纲
例外符号，可按本标准附录A 的规定采用。

表 3. 2. 2 主体符号不符合用字规则的物理量

字母类别 大写拉丁 小写拉丁 小写希腊

物理量名称

弹性模量、剪变模量；某 

些刚度；总长度、总宽度、 

总高度；某些作用效应系数、 

某些有量纲系数；基准期、 

周期

分布的力矩、 

弯 矩 、扭 矩 ； 

某 些 有 量 纲  

系数

正应力、剪应 

力；角速度、角加 

速度；质量密度、 

重力密度

3. 2 . 3 工 程 结 构 设 计 采 用 的 主 体 符 号 及 其 涵 义 ，应 符合表
3. 2. 3-1、表 3. 2. 3-2和 表 3. 2. 3-3的规定，同一字母可表示多种 
物理量；希腊字母的读音和字体，可按本标准附录B 执 行 ；符 
号涵义中常用的中英文词汇对照，可按本标准附录C 执行。

表 3. 2. 3 - 1 用大写斜体拉丁字母表示的主体符号

符号 涵 义

A 偶然作用、面积

B 梁的截面弯曲刚度、双力矩、[总宽度]

C [作用效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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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2. 3-1

符号 涵 义

D 板和壳的截面弯曲刚度

E 地震作用、[弹性模量]、能

F 作用、力

G 永久作用(恒荷载、自重等）、重力、[剪变模量]

H 水平分力、[总高度]

I 惯性矩、裹冰荷载

J 转动惯量

K [构件刚度]、[系数]

L 楼面活荷载、动量矩、[总长度]

M 力矩、弯矩

N 轴向力

O (不用作主体符号）

P 预加力

Q 可变作用（活荷载等）、荷载

R 抗力、合力、反力

S 作用效应、雪荷载、面积矩、[总压缩变形量]

T 扭矩、温度、[设计基准期]、[周期]

U (供选用） •

V 竖向分力、剪力、体积

W 风荷载、截面模量(抵抗矩）、功

X 平行于1 轴的力

Y 平行于^轴的力

Z 平行于z 轴的力

注：表中“[ ] ”内为不符合本标准表3. 2 .1用字规则的物理量，“（ ）”内的文字 

为解释语。

表 3. 2. 3 - 2 用小写斜体拉丁字母表示的主体符号

符号 涵 义

a 几何参数、距离、加速度

b 宽度

c 保护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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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2. 3-2

符号 涵 义

d 直径、厚度、深度

e 偏心距

f 材料强度、频率、矢高

分布永久作用(分布恒荷载等）、重力加速度

h 高度

i 回转半径

j 日数

k 系数

I 长度、跨度

m 质量、[分布弯矩]

n 分布轴向力

o (不用作主体符号）

P 压强、动量

Q 分布可变作用（分布活荷载等）

r 半径

s 分布雪荷载、地基压缩变形量、间距、轨距

t 时间、薄构件的截面厚度、[分布扭矩]

u 平行于I 轴的位移、周边长度、速度

V 平行于^ 轴的位移、分布的剪力、速度

XV 平行于Z轴的位移、分布风荷载、裂缝宽度

X 坐标、受压区高度

y 坐标

z 坐标、力臂

注：表中“[ ] ”内为不符合本标准表3. 2 .1用字规则的物理量，“（ ）”内的文字

为解释语。



表 3. 2. 3-3 用小写斜体希腊字母表示的主体符号

符号 涵 义

a 角度、[角加速度]、比率、系数

可靠指标、角度、高厚比、比率、系数、动作用系数

7 分项系数、剪应变、[重力密度]、[截面模量(抵抗矩)]、塑性系数

d 系数、角度

e 线应变、偏心率

? 相对坐标z/z、阻尼比、系数

V 相对坐标^//、换算系数

e 角度、角位移

i (不采用）

K (尽可能不用）

A 长细比、比率、系数

摩擦系数、修正系数

V 泊松比、系数

e 相对坐标1 /匕比率、系数

o (不采用）

IT (仅用于数学上）

P 配筋率、[质量密度]、作用效应比值

a [正应力]

T [剪应力]

U (不采用）

9 摩擦角、角度、稳定系数

X [尽可能不用]

中 相对湿度、折减系数、角度

CO [角速度]、圆频率

注：表中“[ ] ”内为不符合本标准表3. 2 .1用字规则的物理量，“（ ）”内的文字

为解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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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上、下标符号

3 . 3 . 1 上 、下标符号应按下列规定，采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 
缩写词、数字或标记表示：

1 上标应采用单个小写拉丁字母、小写希腊字母或标记 ; 

为避免与指数混淆，不应采用数字作为上标。
2 下标应采用小写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缩写词或数字。 

当采用多个下标时，可按材料类别、受力状态、部位、方向、原 
因和性质的顺序排列；当多个下标连续排列可能产生混淆时，可 
采用逗号将各个下标分开。

3 上 、下标以单个字母表示时，宜采用其所代表的说明语 
的国际通用词汇的第一个字母；以缩写词表示时，宜采用其所代 
表的说明语的国际通用词汇前三个字母。
3. 3 . 2 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上标及其涵义，应 符 合 表 3.3.2 

的规定。

表 3. 3. 2 常用的上标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o 实测的 C 计算的

S 静态的 d 动态的

1 左面的 r 右面的

t 顶部的 b 底部的

1
受压的、施工阶段的 * 指定的、基准的

注：其他小写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标记，也可用作上标。

3. 3. 3 工程结构设计中表示材料种类的小写正体拉丁字母下标， 
应符合表3. 3 .3 的规定。

表 3 .3 .3 表示材料种类的小写正体拉丁字母下标

材料种类 混凝土 砲体 钢材 钢筋 预应力筋 木材

符号 C m a S P t

注：当同一技术文件中只涉及一种材料时，表示材料种类的下标可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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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4 工程结构设计中表示受力状态的小写正体拉丁字母下标，

应符合表3. 3. 4 的规定。

表 3. 3. 4 表示受力状态的小写正体拉丁字母下标

受力状态 拉 压 弯 剪 扭 局部受压 弯拉

符号 t C m V tor cl tm

3 . 3 . 5 工程结构设计中表示部位、方向的常用小写正体拉丁字 
母和数字下标及其涵义，应符合表3. 3. 5 的规定。

表 3. 3. 5 表示部位、方向的常用小写正体拉丁字母和数字下标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a 拱的 r 铆钉的、径向的

b 梁的、排架的、螺栓的 S 板的、试样的

c 柱的、角部的 t 桁架的、切向的

e 端部的 u 上部的

f 基础的、框 架 的 、翼 缘 的 、 V 竖向的

楼盖的 w 墙的、腹板的

g 地面的、重心的 X •r轴方向的

h 水平的 y :v轴方向的

j 节点的、接缝的 z 2：轴方向的

1 下部的 0 坐标原点的、形心的

n 轴向的、法向的 1，2… (供选用）

P 管道的、桩的、极轴的

注 ：表中未列入的说明语，可按其涵义采用相应的国际通用词汇的第1 个字母。

3 . 3 . 6 工程结构设计中表示性质、原因等常用的小写正体拉丁 
字母和数字下标及其涵义，应符合表3. 3. 6 的规定。

表 3.3. 6 表示性质、原因等常用的小写正体拉丁字母和数字下标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a

b

附加的、锚固的 

基本的、粘结的

C

d

组合的、连接的、徐变的 

设计的、干燥的、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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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3. 6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e 有效的、弹性的、最终的 r 岩石的

f 失效的、摩擦的、挠曲的 S 可靠的、短期的、收缩的、

g 重力的、毛的、胶合的 试样的

h 空心的 t 温度的、时间的

i 初始的、理想的、撞击的 u 极限的

k 标准的、特征的 V 体积的

1 损失的、长期的、液体的 w 焊接的

m 平均的、材料的 y 屈服的

n 净的 0 计算的、换算的、基准的、

P 主要的、塑性的、脉动的 孔洞的

q 准级的 1，2… (供选用）

注：表中未列入的说明语，可按其涵义采用相应的国际通用词汇的第1个字母。

3 . 3 . 7 工程结构设计中表示作用、作用效应和抗力等常用的正 
体拉丁字母下标及其涵义，应符合表3. 3. 7 的规定。

表 3.3. 7 表示作用、作用效应和抗力等常用的正体拉丁字母下标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a (A) 偶然作用 q (Q) 可变作用、活荷载

eq (E) 地震作用 r (R) 抗力

f (F) 作用、力 s (S) 作用效应、雪荷载

g (G) 永久作用、恒荷载、重力 t (T) 温度作用、扭矩

m (M) 力矩、弯矩 v (V) 剪力

n (N) 轴向力 w (W) 风荷载

p (P) 预加力

注：1 对于分布的作用、作用效应和抗力下标，应采用小写正体拉丁字母表示；

2 当采用小写字母可能混渚时，可采用括号内的大写字母；

3 当遇混淆时，偶然作用可采用“ac”，扭矩可采用“tor”，温度作用可采用 

“tem”；

4 应力a、r 和应变e、y 可根据需要用作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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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8 常用的以小写正体拉丁字母表示的缩写词下标

3. 3. 8 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以小写正体拉丁字母表示的缩写

词下标及其涵义，应符合表3. 3. 8 的规定。

符号 涵义 符号 涵义 符号 涵义

abs 绝对的 fat 疲劳的 obs 实测的

adm 许可的 fix 固定的 par 平行的

cal 计算的 imp 外加的 per 垂直的

con 控制的 ind 间接的 pre 预制的

cor 核心的 ins 失稳的 pro 投影的

era 裂缝的 int 内部的 red 折减的

cri 临界的 lat 侧向的 rel 相对的

def 变形的 lim 限定的 rep 代表的

det 构造的 loc 局部的 ser 使用的

dir 直接的 Ion 纵向的 spa 空间的

dyn 动态的 max 最大的 sta 静态的

eff 有效的 min 最小的 tor 扭转的

equ 等效的 mon 现浇的 tot 总计的

est 估计的 nom 公称的 tra 横向的

ext 外部的 nor 正常的 var 可变的

注：当不致混淆时，缩写词下标可仅采用第一个或前二个字母。



4 工程结构设计的通用符号

4 . 1 作用和作用效应符号

4 . 1 . 1 工程结构设计中通用的作用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表
4. 1. 1 的规定。

表 4 . 1 . 1 通用的作用符号

符号 涵 义

F 作用或力

Frep 作用或力的代表值

Fk、Fd 分别为作用或力的标准值、设计值

•f* loc 局部作用

G 、g 分别为永久作用或恒荷载、分布的永久作用或恒荷载

Gk、Gd 分别为永久作用或恒荷载的标准值、设计值

分别为分布的永久作用或恒荷载的标准值、设计值

Go、fi0 分别为自重、分布自重

P 集中力、预加力

Peon 预加力控制值

Fee 混凝土徐变作用

Fcs 混凝土收缩作用

Q; q 可变作用、活荷载或荷载；分布的可变作用、活荷载或荷载

Qrep 可变作用、活荷载或荷载的代表值

Qk、Qd 分别为可变作用、活荷载或荷载的标准值、设计值

叭、<?d 分别为分布的可变作用、活荷载或荷载的标准值、设计值

S (Sn)、s 分别为雪荷载、分布雪荷载

sk、-vd 分别为分布雪荷载的标准值、设计值

so 基本雪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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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1.1

符号 涵 义

W 、XV 分别为风荷载、分布风荷载

Wk、W d 分别为分布风荷载的标准值、设计值

wo 基不风压

T 温度作用

F t 温度作用（力）

A 偶然作用

•Arep 偶然作用代表值

Fe 爆炸力

Fi 撞击力

R 合力、支座反力

H 水平分力

V 竖向分力

x 、y , z 分别为平行于A  z 轴方向的力

M 外力矩

JVfov 倾覆力矩

T 外扭矩

注：当不致混淆时，表示设计值的下标d 可以省略。

4 . 1 . 2 工程结构设计中通用的作用效应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 
表 4. 1 .2 的规定。

表 4 . 1 . 2 通用的作用效应符号

符号 涵 义

S 作用效应

S 、Sa 分别为基本组合、偶然组合的作用效应

Sk、Sf、Sq 分别为标准组合、频遇组合、准永久组合的作用效应

M 、Ma 分别为基本组合、偶然组合的弯矩

M k、M f、Mq 分别为标准组合、频遇组合、准永久组合的弯矩

m 分布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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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1.2

符号 涵 义

B 双力矩

N 、iVa 分别为基本组合、偶然组合的轴向力

N k、iVf、N() 分别为标准组合、频遇组合、准永久组合的轴向力

71 分布轴向力

v, v.A 分别为基本组合、偶然组合的剪力

v k, Vf, v q 分别为标准组合、频遇组合、准永久组合的剪力

V 分布剪力

丁、Ta 分別为基本组合、偶然组合的扭矩

Tk> Tf, Tq 分别为标准组合、频遇组合、准永久组合的扭矩

t 分布扭矩

a 正应力

at、ac 分别为拉应力、压应力

/
a 受压区应力

atp、5cp 分别为主拉应力、主压应力

af 疲劳应力

应力幅或应力增量

^max、̂min 分别为最大应力、最小应力

ae、ap 分别为弹性阶段应力、塑性阶段应力

fftot 总应力

戊T 温度应力

e 线应变

£e、£p 分别为弹性阶段线应变、塑性阶段线应变

£tot 总线应变

r 剪应力

rf 疲劳剪应力

Te、rp 分别为弹性阶段剪应力、塑性阶段剪应力

Ttot 总剪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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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1 .2

符号 涵 义

7 剪应变

y e、7p 分别为弹性阶段剪应变、塑性阶段剪应变

Ytot 总剪应变

U 、V 、1V 分别为平行于工、义 z 轴方向的位移

Me、Up 分别为弹性阶段线位移、塑性阶段线位移

Mtot 总位移

d 角位移

4 . 2 材料性能和结构抗力符号

4. 2. 1 工程结构设计中有关材料强度等级的通用符号及其涵义，
应符合表4. 2. 1 的规定。

表 4. 2 . 1 材料的通用符号

代号 涵 义 代号 涵 义

C 混凝土强度等级 LC 轻混凝土强度等级

M U 砖石砌块强度等级 M 砂浆强度等级

S 钢材强度等级 T 木材强度等级

注 ：材料的强度等级应采用C 、I X 、M U 、M 、S、T 等符号与材料的强度规定值 

( M P a )共同表示，如 C30、M U 5等。

4 . 2 . 2 工程结构设计中，通用的材料性能和结构抗力符号及其 
涵义，应符合表4. 2. 2 的规定。

表 4. 2. 2 通用的材料性能和结构抗力符号

符号 涵 义

/ 材料强度

/"k、f d 分别为材料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h 材料抗拉强度

f c 材料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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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2. 2

符号 涵 义

fy 材料屈服强度

/v 材料抗剪强度

fxm 材料弯曲抗拉强度

E 材料弹性模量

El 材料疲劳弹性模量

G 材料剪变模量

V 材料泊松比

a 材料线膨胀系数

R 结构构件抗力

结构构件抗力设计值

N r 结构构件受拉或受压承载力

M r 结构构件受弯承载力

Vr 结构构件受剪承载力

Tr 结构构件受扭承载力

K 结构构件刚度

B 梁截面弯曲刚度

D 板、壳截面弯曲刚度

(7cr 临界正应力

Ter 临界剪应力

[M]、[ I]、[w] 分别为平行于A z 轴的线位移容许值

M 结构构件挠度容许值

M 结构构架位移角限值或楼层位移角限值

[A] 结构构件允许长细比

W 结构构件允许应力

[r] 结构构件允许应变

[Aa] 结构构件疲劳允许应力幅

注：1 下标R 系泛指的抗力，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下标，如开裂（era)、 

屈 服 （y )、极 限 （u )、临 界 （c r i )等；

2 当不致混淆时，表示设计值的下标d 可以省略；

3 本表或下列各表中未列出表示材料种类的下标，当同一技术文件中涉及多 
种材料时，应按本标准第3. 3. 3条的规定分别采用表示材料种类的第一个 

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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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几何参数符号

4 . 3 . 1 工程结构设计中通用的几何参数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 
表 4. 3. 1 的规定。

表 4 . 3 . 1 通用的几何参数符号

符号 涵 义

a 距离

S 间距

e, e0 分别为偏心距、计算偏心距

d 直径、深度、厚度

t/ef 有效直径

do 孔径

r 半径

i 回转半径

u 周边长度

z 内力臂

b、b0、bn 分别为截面宽度、截面计算宽度、截面净宽度

心f、,々 n 分别为翼缘宽度、净翼缘宽度

6ef 截面有效宽度

h、/lo、hn 分别为截面高度、截面计算高度或有效高度、截面净高度

t 截面厚度

ti 翼缘厚度

tw 腹板或墙体厚度

Z、,0、In 分别为构件的长度或跨度、计算长度或跨度、净长度或跨度

B 结构总宽度

H 结构或构件总高度

H u、H m、H l 分别为变截面柱上段、中段、下段的高度

L 结构或构件总长度

A 、Ao、An 分别为截面面积、计算截面面积、净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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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3. 1

符号 涵 义

Aef 有效截面面积

Ac、Aci 分别为受压面积、局部受压面积

S、 So、 Sn 分别为截面面积矩、计算截面面积矩、净截面面积矩

Sc、Sp 分别为弹性截面面积矩、塑性截面面积矩

W 、W0、Wn 分别为截面模量、计算截面模量、净截面模量

w e、Wp 分别为弹性截面模量、塑性截面模量

I 、1。、In 分别为截面惯性矩、计算截面惯性矩、净截面惯性矩

Ze、Ip 分别为弹性截面惯性矩、塑性截面惯性矩

I 、6 分别为工方向坐标、：r 方向相对坐标

：V、r) 分别为^ 方向坐标、̂方向相对坐标

之、C 分别为z 方向坐标、z 方向相对坐标

a、d 角度

令 直径、角度

4 . 4 设计参数、计算系数符号和专门符号

4. 4. 1 工程结构设计中通用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符号及其涵
义，应符合表4. 4. 1 的规定。

表 4. 4 . 1 通用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符号

符号 涵 义

永久作用或恒荷载效应系数

Cq 可变作用或活荷载效应系数

c w 风荷载效应系数

c s 雪荷载效应系数

T 设计基准期

/f 作用分项系数

/ g 永久作用分项系数

可变作用分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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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4. 1

符号 涵 义

7r 结构抗力分项系数

yM 材料性能分项系数

7o 结构重要性系数

7l 考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

0c 可变作用组合值系数

可变作用频遇值系数

可变作用准永久值系数

可靠指标、动态作用系数

z 高度处风振系数

风荷载体型系数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令 稳定系数、轴向力影响系数

A、Ao 分别为长细比、换算长细比

a 比率、计算系数

/? 比率、计算系数

6 比率、计算系数

A 比率、计算系数

8 计算系数

? 计算系数

V 换算系数

修正系数

4> 折减系数

4 . 4 . 2 工程结构设计中采用的专门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表
4. 4.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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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2 工程结构设计中采用的专门符号及其涵义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 ] 容许的 L 角钢

@ 钢筋间距 [ 槽钢

+ 受 拉 （应力） I 工字钢

- 受 压 （应力） H H 型钢

4. 5 地基基础设计符号

4 . 5 . 1 地基基础设计中采用的通用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表
4. 5. 1 的规定。

表 4. 5 . 1 地基基础设计中采用的通用符号及其涵义

符 号 涵 义

Gk 基础自重和基础上的土重

Ea 主动土压力

EP 被动土压力

作用和 

作用效应

F 作用于基础顶面的竖向力

M 作用于基础底面的力矩或截面的弯矩

P 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

Po 基础底面处的平均附加压力

Qk 单桩所受竖向力标准值

s 地基沉降量

c 土的黏聚力

e 土的孔隙比

材料性能 

和抗力

Es 土的压缩模量

/a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ak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rk 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

9pa | 桩端土的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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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4. 5.1

符 号 涵 义

Qsa 桩侧土的摩擦力特征值

无侧限抗压强度

尺a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St 灵敏度

材料性能 vu 土的含水量

和抗力 W L 土的液限

1Vp 土的塑限

⑴op 最优含水量

y 土的重力密度

♦ 土的内摩擦角

A 基础底面积

b 基础底面宽度

d 基础埋置深度

几何参数
Ho 基础高度

I 基础底面长度

u 周边长度

zo 标准冻深

Z n 地基变形计算深度

Ss 湿陷系数

计算系数
7'> 基础宽度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

7d 基础埋深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

沉降计算经验系数

4 . 6 工程抗震设计符号

4 . 6 . 1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中采用的通用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 
表 4. 6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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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1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中采用的通用符号及其涵义

符 号 涵 义

地震作用

AEk、A Ed 分别为地震作用的标准值、设计值

FEk、̂ Evk 分别为结构总水平、竖向地震作用的标准值

作用和 

作用效应

Ge , Geq
分别为地震时结构（构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等 

效总重力荷载代表值

FEh、Fev 分别为水平、竖向地震作用（力）

Fe’X”  F E，yj 分别为_；振型_r、y 方向地震作用（力）

Se 地震作用效应（弯矩、轴向力、剪力、应力和变形）

S 地震作用与其他荷载基本组合的效应

U 侧移

Q 楼层位移角

材料性能 J e 各种材料强度抗震设计值

和抗力 M 楼层位移角限值

a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以max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ttvmax 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yE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计算系数
/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h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OLv 竖向地震影响系数

楼层屈服强度系数

7k 地震作用效应（内力和变形）的增大或调整系数

0K 地震作用组合值系数，影响系数

T 结构自振周期

其 他 _
x Jt 位移振型坐标（_；振型z 质点的：r 方向相对位移）

位移振型坐标( j 振型 i 质点的J 方向相对位移）

% 转角振型坐标（）振型〗质点的转角方向相对位移）

23



4 . 7 常用的数学和物理学符号

4 . 7 . 1 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数学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表
4. 7. 1 的规定。

表 4. 7 . 1 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数学符号及其涵义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2 求和 P 事件的概率值

II 求积 N 总体容量

A 差值或增量 n 样本容量、数目

// 平行 i '  j 、m 、n 序数

丄 垂直 户 总体平均值

e 自然对数的底2. 71828… cs 总体标准差

exp 以 e为底的指数函数 m 样本平均值

丌 圆周率 3. 1415926- s 样本标准差

X 基本变量 K 均值系数

P( • ) 事件（•）发生的概率 8 变异系数

4 . 7 . 2 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物理学符号及其涵义，应符合表
4. 7. 2 的规定。

• 表 4. 7. 2 常用的物理学符号及其涵义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符号 涵 义

m 质量 T 周期 阻尼比

P 质量密度 Ti 基本自振周期 摩擦系数

7 重力密度 / 频率 ♦ 内摩擦角

t 时间 J 转动惯量 8 外摩擦角

V 速度 P 动量 A 导热系数

a 加速度 L 动量矩 少 相对湿度

H 重力加速度 W 功 含水量

CO

a

角速度 

角加速度

E 能 XV 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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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常用的土力学和水力学量纲例外符号

A. 0. 1 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土力学和水力学量纲例外符号及 
其涵义，可分别按表A. 0. 1-1和 表 A. 0. 1-2采用。

表 A. 0 .1 - 1 常用的土力学量纲例外符号及其涵义

符号 涵 义

A 活动性

B 稠度

Dr 相对密度

Es 压缩模量

h. 液性指数

/p 塑性指数

N 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

U 固结度

a 土的压缩系数

c 内聚力、黏聚力

e 孔隙比

k 渗透系数

n 孔隙率

u 孔隙水压力

■w 含水量

WI. 液限

Wp 塑限

i'r 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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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0 . 1 - 2 常用的水力学量纲例外符号及其涵义

符号 涵 义

D 吹程、直径

H 液体深度、水头

J 水力坡度

I 冲量

Q 流量

R 水力半径

h 水深、水头

i 坡度、水力梯度

k 流量模数

m 流量系数、坡率

n 糙率、粗糙系数

q 单位流量

a 空穴指数

X 湿周

O) 过水断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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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希腊字母的读音和字体

表 B 希腊字母的读音和字体

英文注音 大写正体 小写正体 大写斜体 小写斜体

alpha A a A a

beta B 3 B 曰
gamma r 7 r 7

delta A 8 A d

epsilon E e E e

zeta Z K Z r

eta H V H V
theta 0 Q 0 d

iota I c I c

kappa K K K K

lambda A X A A

mu M M

nu N V N V

xi 5 e S e

omicron 0 0 0 0

Pi n n n 7T

rho p P p P

sigma 2 a a

tau T X T r

upsilon Y V Y u

phi O 9 0 9

chi X X X X

psi 氺 少 0

omega a CO a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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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符号涵义中常用的中英文词汇对照

(以汉语拼音为序)

安全 safety

板 slab； plate 

半径 radius 

保 护 层 cover 

比率 ratio 

变形 deformation

材料的 material -

材料强度 strength of materials 

侧 向 的 lateral 

长 度 length

代表的 representative 

代表值 representative value 

弹性的 elastic 

弹性模量 elasticity modulus 

等效的 equivalent 

底 部 的 bottom

A  

B

变形的 deformed 

标准的 standard 

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薄壁构件 thin-walled member 

泊松比 Poisson ratio

c
长 期 的 long-term 

长细比 slenderness ratio 

初 始 的 initial 

垂直的 vertical

D

地基 ground ； base 

地面 ground 

地震 earthquake 

地震作用 earthquake action； 

seismic action 

顶 部 的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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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 momentum

动量矩 moment of momentum

动态的 dynamic

F

法向力 normal force 

分布可变作用 distributed variable 

action

分项系数 partial safety factor

干 燥 的 dry 

刚度 rigidity； stiffness 

钢材 steel

钢筋 steel bar; rebar； reinforce

ment 

高度 height

高厚比 height-thickness ratio 

公称的 nominal

焊接的 welded; welding 

核心 core 

荷 载 load 

恒荷载 dead load 

桁架 truss 

横向的 transverse

J

基本的 basic 

基础的 foundational 

基准 standard； reference

动作用系数 dynamic action factor

端 部 end

短期的 short-term

风荷载 wind load； wind action 

腹 板 web 

附加的 additional

G

拱 arch 

构件 member 

构造的 detailing 

估计的 estimated 

固 定 的 Hxed 

管 道 pipe 

轨距 gauge

厚度 thickness 

换算 conversion 

回转半径 radius of gyration 

混凝土 concrete 

活 荷 载 live load

基准期 reference period 

极限的 ultimate 

极 轴 的 polar

29



几何参数 geometrical parameter 

几何的 geometrical 

几何量 geometrical quantity 

计算的 computed; calculated 

加速度 acceleration 

间接的 indirect 

间距 spacing 

剪切 shear

剪变模量 shear modulus 

剪力 shear force 

剪应变 shear strain 

剪应力 shear stress 

胶合的 glueing; glued 

角 部 的 corner

K

抗力 resistance 

可变的 variable 

可变作用 variable action 

可靠的 reliable 

可靠指标 reliability index 

空间的 spacial 

空心的 hollow

L

拉伸 tension 

理 想 的 ideal 

力 force

力矩 moment of force 

连接的 connected 

梁 beam； girder

角 度 angle

角加速度 angular acceleration 

角位移 angular displacement 

节点的或接缝的 joint 

截面 section

截面模量(抵抗矩） section modulus

净的 net

径向的 radial

静 态 的 static

局 部 的 local

局部受压 local compression 

距离 distance 

绝对的 absolute

孔 洞 的 hole 

控制的 controlled 

跨度 span 

宽度 width 

框 架 的 frame 

扩 散 的 diffused

裂缝 crack

裂缝宽度 width of crack 

临界的 critical 

楼 盖 Hoor

楼面活荷载 floor live load 

螺 栓 b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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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脉 动 的 pulsating 

毛的 gross 

铺 固 的 anchored 

柳钉的 riveted 

面积 area

N

内部的 internal 

粘 结 的 bonded 

扭 torsion

偶然作用 accidental action

排架 bent frame 

配筋率 ratio of reinforcement 

疲劳 fatigue 

偏心距 eccentricity

Q

砲体 masonry 

墙 wall 

壳 shell

R

面积矩 moment of area 

摩擦的 frictional 

摩擦系数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木材 timber

扭矩 torque; torque moment 

扭 转 的 torsional

o

偏心率 eccentricity ratio 

频率 frequency 

平均 mean 

平行的 parallel

切向的 tangential 

屈 服 的 yielded

日 数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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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上部的 up 

设 计 的 designed 

设计值 design value 

深 度 depth 

失 稳 的 instable 

失 效 的 failed

施工阶段 construction stage 

时间 time

实测的 measured; observed 

矢高 rise 

使用的 serviceable

特征 characteristic 

体积 volume

外部 external 

外加的 imposed 

弯 bending

弯矩 moment ； bending moment 

弯拉 eccentric tension(美）；

bending with tensile force(英 )

系数 coefficient； factor 

下部的 lower; bottom 

现饶 cast-in-site 

线应变 linear strain 

限 定 的 limited

试样 specimen

收缩 shrinkage

受压的 compressive

受压区高度 depth of compression zone

竖向的 vertical

双力矩 bimoment

水平的 horizontal

速度 velocity

塑性的 plastic

塑性系数 plasticity coefficient 

损 失 loss

T

体积的 volumetric 

投 影 的 projected

w
弯曲刚度 flexural rigidity 

位移 displacement 

温度 temperature 

温度作用 thermal actions 

稳定系数 stability factor

X

相对的 relative 

相对湿度 relative humidity 

相对坐标 relative coordinate 

徐变 creep

许可的 admitted, per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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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荷载 snow load

Y

压强 pressure 

压缩 compression 

岩石 rock 

液 体 的 liquid 

翼 缘 flange

永久作用 permanent action 

有效的 effective

折 减 的 reduced 

正 常 的 normal 

正应力 normal stress 

直 接 的 direct 

直径 diameter 

指 定 的 specified 

质量 mass

质量密度 mass density

重力 gravity

重力的 gravitational

重力加速度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重力密度 gravity density

重心 centroid

周长 perimeter

周 期 period

轴向的或法向的 normal

轴向力 axial force

主要的 primary

柱 column

右 面 的 right 

预加力 preapplied force 

预应力 prestress 

预应力筋 prestressing steel 

预制的 precast 

圆频率 circular frequency； 

cyclic frequency

z
转动惯量 moment of inertia 

桩 pile

撞击的 impacted 

准的 quasi 

总高度 total height 

总 计 的 total 

总宽度 total breadth 

纵向的 longitudinal 

阻尼比 damping ratio 

组合的 combined 

最大的 ma ximum 

最小的 minimum 

左 面 的 left 

作用 action

作用效应 action effect； effect of 

action

作用效应比值 action effect ratio 

坐标 coordinate 

坐标力臂 arm of co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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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 面 词 采 用 “必须” ，反 面 词 采 用 “严禁” ；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 面 词 采 用 “应”，反 面 词 采 用 “不应” 或 “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 面 词 采 用 “宜” ，反 面 词 采 用 “ 不宜” 。

4 ) 表 示 有 选 择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这 样 做 的 ，采用 
“可” 。

2 条 文 中 指 明 应 按 其 他 有 关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 应符 
合……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准

G B  T 50132 - 2014

条文说明



修 订 说 明

《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准》GB/T 50132 — 2014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2014年 7 月 1 3日以第486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GBJ 132- 

90和 《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0083 - 97两本标准 

符号部分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 

符号》GBJ 132 - 90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参加单 

位是：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部水运 

规划设计院、水利电力部水利电力规划设计院、武汉水利电力学 

院；主要起草人员是：陈定外、雍致盛、王增荣、余以忠、傅家 

猷、周素真、孙永娟。《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0083 - 9 7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参加单位是：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所、湖南大学、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抗震所；主要起草人 

员是：陈定外、白生翔、g S 、施楚贤、|罗邦富|、戴国莹、黄 

美灿。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增加术语一章，对 “物理量”、 

“量纲”、“符号” 作了定义；根据原标准和最新的国际标准，对 

符号的构成规则作出了规定；在通用符号中增加了地基基础设计 

和工程抗震设计常用的符号；在附录中增加了 “符号涵义中常用 

的中英文词汇对照、 为方便使用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融 

合，在本标准条文说明中还分列了我国房屋建筑、铁路、公路、 

水运、水利水电等工程建设各领域结构设计的常用符号等。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修订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准，许多 

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本次修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

36



考资料。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的规定，本标准修订组 按章、 
节 、条顺序编制了《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准》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但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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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本 标准是一本 具 有 综 合 性 、通用 性 和基础性特点的 国家  
标准。

制定本标准的0 的是将房屋建筑、铁路、公路、水运和水利 
水 电 5 类工程结构设计专业的通用符号，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综 
合 ，并尽可能地加以合理统一，使之规范化和系列化，以利于我 
国这一领域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交流。

本标准适用于房屋建筑、铁路、公路、水运和水利水电5 类 
工程结构设计采用的符号，以及相关的标准、规 范 、规 程 、手 
册 、教学、书刊和各种相关技术性文件的编制、出版采用的符 
号。但各部门的产品符号和标志以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符号暂不包 
括在本标准的通用符号范围内。

本标准的通用符号采用了现行国家标准《有关量、单位和符 
号的一般原则》GB 3101的规定，并参照采用了国际标准《结构 
设计基础-标志方法-通用符号》ISO 3898 (1997年版 ）的规定。 
工程结构设计中一部分常用的土力学和水力学量纲例外符号，列 
人附录A 。

在本标准中列出的符号主要是结构设计用的符号。其中有一 
小部分符号可能和已出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用词或涵义上 
略有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原标准的符号，通过使用和进一步推敲 
后略有修改，或新版国际标准内容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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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 0 . 1 量 （quantity)是 “现象、物体或物质的特性” ，从概念 
上 一 般 可 分 为 诸 如 “物理 量 、化学 量 、生物量” 等 。物理量是  
“量” 的一种，是用于描述物理现象或量度物体属性的量，如长 
度 、质量、时间、温度、强度等。
2.0.2 “量 制 （system of quantities) ” 是彼此间由非矛盾方程 
联系起来的一组量。在给定量制中约定选取的一组不能用其他量 
表示的 量 ，称 为 “基本量” ，量制中由 基 本 量 定 义 的 量 ，称为 
“导出量” 。

在 1971年第十四届国际度量衡大会（General Conference of 

Weights & Measures)中，选择了七个物理量作为基本量的国  
际 单 位 系 统 ，其 法 文 名 称 “ Le Systeme International d，u- 

nites” ，缩 写 为 “SI” ，见 表 1。

表 1 国际单位制中的基本物理量

量 计量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长度 米 m

质量 千克 kg

时间 秒 s

电流 安 （培） A

热力学温度 开 （尔文） K

物质的量 摩 （尔） mol

发光强度 坎 （德拉） cd

在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是力学的量、空间和时间的量、周 
期及有关现象的量、热 学的量以及无量纲量，可 采 用 力 （F ) 、 
长 度 （L )、时 间 （T ) 和 热 力 学 温 度 （0 ) 为基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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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 “量纲”，是用来定性地描述物理量的，特别是定性地 
给出我国法定计算单位量制中的7 个基本量和由它导出的导出量 
之间的关系。因此，“量纲” 是指量的性属而不是指量的大小。

基 本 量 的 “量纲” 就是基本量的自身，以各基本量名词的第 
1个 拉 丁 大 写 正 体 字 母 作 为 “量 纲 ” 符 号 ：长 度 （L ) 、质量 
(M ) 、时 间 （T )、热 力 温 度 （⑷ 、 电 流 （I )、物 质 的 量 （N )、 

发 光 强 度 （J ) 。由基本量导出的其他物理量的量纲即导出量的量 
纲 ，可用基本量量纲的乘积即量纲积来表示。因此各种物理量的 
量纲，包 括 基 本 量量纲和导 出量纲。例 如 ，物 理 量 Q 的量纲 
记为：

dimQ =  LaM n n s&N^]^ (1)

式 （1 ) 是量纲的一般关系式，其中各基本量的指数称为量 
纲指数，它们可以是正数、负数或零；量纲指数均为零的量称无 
量纲的量。通过量纲指数，各种物理量的量纲可采用各基本量的 
量纲积式来表示。

在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基本量量纲为长度（L )，质量 

( M ) 、时 间 （T ) 和热力温度（@ )。

2. 0 . 3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 印 发 < 2008年工程建设标 
准规范制订、修 订 计 划 （第一批）> 的通知》 （建 标 [2008] 102 

号）的要求，将 原 国 家 标 准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  
号》GBJ 132 - 9 0 和 《建 筑 结 构 设 计 术 语 和 符 号 标 准 》G B /T  

50083- 9 7 中的符号部分合并修订为《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标 
准》，本标准首次对工程结构设计所采用的“符号” 的涵义作了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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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结构设计的符号规则

3.1 一 般 规 定

工程结构设计通用符号的主要内容包括结构设计的常用物理 
量符号，即主体符号；非物理量术语、说明语符号，即上、下 
标 ；统计专用符号以及各种作用符号和各种材料强度符号。一部 
分常用土力学和水力学量纲例外符号，列入附录。
3.1.1 , 3. 1. 2 工程结构设计符号一般由代表物理量的主体符号 
表示，或当主体符号需要进一步阐明其含义时，应在主体符号右 
边上、下部位另加代表相应术语或说明语的符号或专用标记的上 
标或下标共同表示。

工程结构设计的术语，是各种工程中采用的专门用语，包括 
常用物理量的名词，例如面积、轴向力、弯矩等，和非物理量h  

名词，例如混凝土、坐标、概率等。
说明语系指用以表明物理量涵义所给出的定语，例如对某一 

物理量需要阐明其本身的材料名称、受力状态、所处部位、所指 
方向、所致原因、所属性质等。

下标本身也可带下标，例 如 抗 拉 强 度 总 体 平 均 值 为 三 阶  
符号。在工程结构的设计中的符号一般不超过三阶。 1

3 . 1 . 3 当主体符号用上、下标时，应考虑是否需要对物理量的 
所有涵义都用上、下标表示出来。上 、下标的作用仅仅是为防止 
主体符号发生混淆，对主体符号加以必要的进一步阐明而已。因 
此 ，对上、下标的使用应简单明了，在不致混淆的前提下避免繁 
琐 ，宜少用甚至不用。这是用上、下标的一条重要原则。
3 . 1 . 4 符号的书写印刷字体。系 根 据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有 关量、 
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GB 3101的规定。至于代表数序的拉丁 
字母乃指〗、j 、m、n 等，作为上、下标时，应采用斜体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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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包括用作符号下标的，一律用正体字。
为 避 免 与 数 字“1” 相 混 淆 ，以 小 写 拉 丁 字 母 1做下 标时 ， 

国际标准规定可以采用大写拉丁字母L 代替。
3 . 1 . 5 为避免与数字0 相混淆，单个拉丁字母o 不应作为主体 
符号和下标；为避免与小写拉丁字母相混淆，小 写 希 腊 字 母 u

0、u、k、％不宜作为主体符号和上、下标。
3. 1. 6〜3. 1. 8 借鉴现行行业标准《城镇建设和建筑工业产品型 
号编制规则》CJ/T 3035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材料或产品的符号 
形成规则，如对热轧带肋钢筋，可 采 用 HRB (hot rolled ribbed 

bars)作为其名称符号。
3.1.10、3 .1 .1 1 当在建筑结构设计中需要使用数学符号或计量 
单位符号时，则应分别按照表示数学符号的国家标准，或表示法 
定计量单位的国家法令规定，不受本标准的约束。例 如 在 “ 数学 
符号” 中对某一x 值的平均值其相应符号就在该I 上添加一横划 
表示即 i 或在必要时加一括号U ) 表示，但在工程结构设计中 
常用的概率统计样本平均值则用拉丁字m (英 语 mean “平均” 

的 第 1个字母）表示；总体平均值则用希腊字母^ 来表示。

3 . 2 主 体 符 号

3.2.1、3 . 2 . 2 工程结构设计中主体符号用字规则采用了国际上 
已通用的国际标准《结构设计基础一标志方法一通用符号》ISO 

3898的规定。
主体符号用字中的拉丁字母，主要是指英语语系的拉丁字 

母 ，其中或有德语语系或法语系的拉丁字母，不包括汉语拼音的 
拉丁字母，其字母的读音以英语读音为准。例如：在结构设计中 
常 用 的 “风荷载” 符 号 “ 为 英 语 “wind load” 的 第 1 个拉 
丁字母；“永久作用” 符 号 “ G” 则 为 德 语 “Gewicht” 的 第 1 个 
拉丁字母；作 用 效 应 符 号 “S” 为 法 语 “Sollietation” 的第一个 
拉丁字母等。所谓拉丁字母仅为上述三种语系词汇所采用字母的 
笼统称呼，不涉及拉丁文或拉丁语系词汇，因此在用字的字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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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W ” 或 “ VU” 字母。
作 为 主 体 符 号 采 用 两 个 拉 丁 字 母 的 实 例 ，在 ISO 3898： 

1997版 表 2 中，仍 列 有 “ S n ，，雪荷载符号；还有在水力学中习 
惯 使 用 的 “ R e ” 表 示 “雷诺数” 和 “ F r  ” 表 示 “弗汝德系数” 

等少数以人命名的物理量符号。为了防止任意扩大此类符号的使 
用 ，以尽量少用为宜。

表 3. 2.1 “主体符号用字规则” 系引自国际标准《结构设计 
基础一标志方法一通用符号》ISO 3898: 1997 (第三版）表 1 的 
“符号组成的用字规则”。这一规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 O 所属 
《结构设计基础》ISO/TC98技 术 委 员 会 自 1976年 初 版 ，通过 
1982年补 充 和1986年再补充后，并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会员 
国书面投票赞成通过后所制定的，1997年 （第三）版仍沿用了 
上述规则。该国际标准编制者汇集了现代结构设计领域中长期以 
来沿用的物理力学和几何量以及相应配套各种量的主体符号，加 
以罗列和聚类，分 别 归 纳 成 ：大 小 写 拉 丁 （Latin upper case, 

Latin lower case) 和 大 小 写 希 腊 （Greek upper case，Greek 

lower case)四类字母为结构设计习惯使用的文字符号。同时， 
根据各主体符号聚类后的情况，又人为地以各种量的“量纲” 来 
划分四类字母使用的界限。首先规定以大小写拉丁字母作为“ 有 
量纲量” 的符号用；小 写 希 腊 字 母 则 作 为 “无量纲量 ” 的符号 
用 ，大写希腊字母，由于结构设计的现行符号中很少使用，又被 
保留给数学方面和除力学和几何量外的物理量使用。因此，在结 
构设计中的主体符号，仅仅是以大写拉丁、小写拉丁和小写希腊 
三种字母为主。

结构设计符号的确定，有其历史的任意性，因为各种主体符 
号的始作俑者，对符号如何形成，在当时并无任何强制性的规定 
作为依据，一般是由结构设计的论文或教科书著者以简明通俗为 
目的，信手拈来，先人为主，约定俗成，代代相传，并无十分精 
确的科学性。ISO 3898编制者本着统一国际结构设计“符号” 使 
之标准化的目的，将目前已通用的结构设计主体符号，以服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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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使用的原型主体符号为主，是大写拉丁的归人大写拉丁，是小 
写拉丁的归人小写拉丁，并 分 别 列 出 其 “量纲” 加以聚类归纳， 
名 之 为 “规定的量纲” ，自然而然形成一个以各种物理量“量纲” 

为 依 据 的 “主体符号用字规则”。应当指出，在这些仅由于习惯 
使用的原因，聚类在一起的所谓“规定的量纲” 其在每一 “ 用字 
类型” 中 的 各 “量纲”，仅 为 “ 自由结合” ，彼此之间无任何横向 
联系。尽管如此，能在结构设计领域大量约定俗成的符号中，整 
理 出 一 个 “主体符号用字规则”，是一个进步，它不仅使国际间 
的结构设计符号统一化和标准化有了一个规定，亦为今后对新产 
生主体符号的选用字母，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依据。正由于开始 
制定主体符号时，并 无 以 “量纲” 限制来划分大小写拉丁或希腊 
字母的规定，因此， 目前所采用的表3.2.1 “ 主体符号用字规  
则” ，并不对百分之百的结构设计符号完全适用。有一部分主体 
符号用字其量纲是不符合“规定的量纲” 的，为了贯彻照顾沿用 
习惯的原则，不使结构设计领域由于更换或修改习惯使用主体符 
号而造成不必要的紊乱，所 以 对 一 部 分“不符合规定量纲的量” ， 
其沿用的符号，仍 保 留 原 型 以 “不符合用字规则的物理量” ，列 
在 表 3. 2. 2 中，与 相 应 的 “规定的量纲” 共同列人相应的同类别 
字母，继续使用。例如：弹性模量E ，其量纲为力乘带负幂的长 
度 （FL-2) ，按 表 3. 2.1 “主体符号用字规则” 规定应采用小写 
拉丁字母，实际上仍保留其大写字母£：而 另 加 说 明 为 [不 符 合  
规定量纲的量]。再如，应力符号a 它的量纲亦是力乘带负幂的 
长 度 （长度除力的商），按 表 3. 2 .1 规定，亦应该用小写拉丁字 
母 ，实际上仍保留用小写希腊字母a 表示，亦属 [不 符合规定量  
纲的量] 等 。在结构设计使用的符号中，类似的保留符号有弹性 
模 量 E 、剪变模量G 、某 些刚 度K 、某些有量纲系数或K 或々、 
基 准 期 7\ 周 期 :T、总长度L 、总宽度B 、总 高 度H 、单位长度 
弯 矩 m、单位长度扭矩 t 、应 力 cj、剪 应 力 t 、质量密度… 重力密 
度 y、角速度o；和角加速度《等 ，在 表 3. 2. 2 均有明文规定。

关于在表3. 2. 1 内未列出量纲的物理量其主体符号用字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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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说明可按量纲最相近的规定采用。例 如 频 率 （frequency) ， 
它 的 单 位 是 （1 / s )其 量 纲 为 （T-M，在 表 3. 2 .1 中 的 “ 量纲规 
则” 未规定采用什么字母，可以找其量最相近小写拉丁字母的  
“速度” 量 纲 为 （LT—D 以 单 位 m /s 为依据，因 为 “频率 ” 的 
涵 义 “每秒一次或每秒一转” 等 ，其 与 “速度” 的 涵 义 “每 秒 1 

米” 最为 相 近 ，所 以 采 用 小 写 拉 丁 字 母 / 。应 当 说 明 ，在 ISO 

3898： 1997版国际标准中，并 无 如 原 国 家 标 准 《工程结构设计  
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GBJ 132 - 90中 表 3. 0. 4 所 规 定 “ 带幂的 
时间” 的量纲规定，因此，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取 消 了 该 “ 带 
幂的时间” 量纲规定。

应当说明，在 ISO 3898: 1997版国际标准中，其 表 1 的 “ 符 
号组成的用字规则” 内 容 与 原 ISO 3898: 1987版相比已有修改， 
在保持原有以“量纲” 来区别用字类别的基础上，直接写出各种 
与量纲相应的“量” 名称，同时亦将原不符合规定量纲（即原称 
量纲例外）的 “量” 名称写出，共同列在相应用字的字母类别一 
行内，改 称 为 “主要用途” 栏 ，删除了 1987版 表 1 “ 符号组成的 
用字规则” 中 的 原 “Dimensions (量纲)” 一栏。并将原表示大写 
字母 “uppercase” 改为 “capital，，。ISO 3898： 1987 版表 2 如下:

表 2 符号组成的用字导则

字母类别 主 要 用 途

大写拉丁

1 .作用、内力、内力矩

2 .面积、面积一次矩和两次矩

3. 弹性模量

4. 温度

小写拉丁

1 .作用、内力、内力矩（每单位长度或面积）

2 .距 离 （位移、偏心距、长度等）

3. 强度

4 .速度、加速度、频率

5 .描述性字母（下标）

6. 质量

7.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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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字母类別 主 要 用 途

大写希腊 数学；除几何或力学量以外的物理量

小写希腊

1 .系数、因数、比率

2. 应变

3. 角度

4 .密 度 （质量密度，重力密度）

5. 力

注：凡未包括在表1 中的其他量，其用字应与表列最接近的相一致。

从 表 2 看 ，除表注可以作为对结构设计符号，特别是新产生 
的符号的宏观控制外，其他 可以 说 和 原 ISO 3898: 1987版 表 1 

的 内 容 是 一 致 的 ，并 无 原 则 性 的 更 动 ，亦 即 是 说 ISO 3898： 
1997年 版 表 1 “规定” 与 本 标 准 的 “主体符号用字规则” ，尽管 
有 “量纲” 一 栏 “去” 和 “存” 的区别，而其实质并无新意。并 
且本标准表3. 2.1 “大写拉丁” 类 别 的 “不符合规定量纲的量” 

一栏的内容，远 比 ISO 3898: 1997表 1 的 “主要用途” 栏所列 
出的内容更丰富些。至于小写拉丁类别中的主要用途第5 项 “ 说 
明 词 字 母 （上 、下标）” 的规定，由于考虑到我国国家标准的编 
制方式系主体符号和“上 、下标” 分开各列条文，因此，在 “ 主 
体符号用字规则” 中删去 该项 “用途示例” 。
3 . 2 . 3 结构设计用的主体符号，系指由建筑材料划分的各种结 
构通用符号，例如，木结构、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 
设计计算用的符号，已在表3. 2. 3-1、表 3. 2. 3-2、表 3. 2. 3-3中 
列出。它主要是以最新国际标准《结构设计基础—— 通用符号》 
ISO 3898： 1997 (第三版）为依据，考虑了我国的习惯和需要， 
并根据国际标准中为了照顾各国的沿用习惯，容许对若干主体符 
号进行选择的规定，本标准选用V 作为剪力符号，以 Q 作为荷 
载的泛指符号；应力符号保留沿用a ; 将 / 作为材料的强度符号; 

尺专门用作抗力、合力、反力的符号。
对大写拉丁字母B 、H 、L 、S ，分别可表示为总宽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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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总长度、总地基压缩变形量，这些量纲例外的符号是按我 
国习惯规定的。

在 表 3. 2. 3-1的主体符号中，有一部分符号是具有泛指意义 
的物理量、如 作 用 （F ) 、荷 载 （Q )、楼 面 活 荷 载 （L ) 、作用效 
应 （S ) 等 ，当这些物理量具体化后，仍按用字规则选用其符  
号 ，例如 ：可 变 作 用 用Q ，分 布 活 荷 载 用 g，分 布 恒 荷 载 用 # ， 
自重用办、力或集中荷载用F ; 又如泛指的作用效应为S ，当指 
弯矩时用M ，轴向力用 iV，剪力用V ，扭矩用了等。

在 表 3. 2. 3-1和 表 3. 2. 3-2中的拉丁字母K 和々，在定值设 
计法中常被用作为安全系数的符号，实际上这安全系数是无量纲 
量 ，不符合本标准主体符号用字规则。为了习惯，暂保留使用， 
待熟悉使用基于概率分项系数极限状态设计法来验证工程结构可 
靠 度 的 可 靠 指 标 后 ，这 安 全 系 数 符 号 自 然 会 失 去 其 使 用 意  
义的。

关 于 动 量 ( p )、动 量 矩 a ) 、转 动 惯 量 ( J ) 符号是按现行 
国 家 标 准 《力学的量和单位》GB 3102. 3 规定采用的，它们的量 
纲分别 为LMT— 、1JMT-1、L2M ，在符号用字规则中未作专  
门规定。

应当指出，在规定的主体符号中，对过去习惯用得最多的集 
中荷载的符号P 和 均布荷载符号切，已起了变化而另有所指， 
并不代表习惯使用的涵义。P 仅被用作预应力符号，w 则被用作 
分布风荷载符号。它们的原来涵义分别由“ Q 、g、G 、g 、F 、G。（自 
重）、办 （自重）” 符号来代替。这样的改动是和国际标准相一致 
的。并且，这些符号除F 外 ，在结构计算中，并不十分陌生。P 

和 w 符号涵义的更动，其主要原因是在国际单位制（SI) (即我 
国法定计量单位制） 中，制 定 了 质 量 单 位 （kg) 和力的单位  
(N )，消 除 了 过 去 质 量 （重 量 ）单 位 （k g ) 和 力 （重 力 ）单位 
( k g f )长期混淆的不合理现象。而 原 符 号 P 和 w 是用重量含义 
的法文单词poids与英文单词weight的 第 1 个字母，作为习用符 
号的，在过去重量和重力不分时，使用该符号并无影响，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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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计量单位后，“重量” 一 般 系 指 “质量” ，单 位 为 （kg) ，不 
能 再 与 力 （重力）单 位 为 （N ) 相混淆，因此在符号的国际标准 
中改变了 这两个符号的习惯用法。

关 于 材 料 强 度 符 号 我 国 从 20世 纪 50年 代 开 始 ，沿用了 
“ R” 符号，但 在 本 标 准 中 “ R ” 作为抗力、反力、合力符号。不 
再作为材料强度符号。这是由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国家标准都采 
用 “/ ” 作为材料强度符号，国 际 标 准 《结构设计依据-标志方法 
-通用符号》ISO 3898亦 列 出 “/ ” 为推荐使用符号，因此，本 
标 准 采 用 “/ ” 作为材料强度的符号。

需要说明的是在某些行业建筑物结构设计中，习 惯 用 “/ ” 

作为摩擦系数的符号，这是应当加以纠正的。首先，它是无量纲 
量 ，按本标准符号用字规则，不该用小写拉丁字母作为符号，应 
当用小写希腊字母，其次，它与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力学的量和 
单位》GB 3102. 3 所规定的符号 不符；再 者 ，在力学中也 
早 已 用 y ” 作为摩擦系数符号；最后，由于本标准已选用“/ ” 

作为各种材料的强度符号，如果再另作为摩檫系数符号，二者有 
可能出现在一'起 ，极容易混清。

关 于 “挠度” 符号，它 是 属 于 位 移 中 的 “线位移 ” ，应按表 
3. 2. 3-2选 用 v、w , 作 为 “挠度” 符号，不再另行规定。

3 . 3 上、下标符号

3 . 3 . 1 上 、下标采用的拉丁字母和主体符号拉丁字母一样，亦 
不包括我国汉语拼音的拉丁字母。

当上、下标表示说明语时，应 以 “国际应用通用词汇” 作为 
选用上、下字母的依据。所 谓 “国际通用词汇” 即指英语语系、 
法语语系和德语语系为主的词汇。用缩写词作为上、下标时，本 
标准规定最多用三个字，不采用超过三个字的词根表示。

当采用多个下标时，不仅其先后顺序应按本条规定顺序排  
列 ，且各下标间要用逗号分开。
3.3.2 —般上、下标中的上标宜尽量少用。在 使 用 C ) 斜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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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时，应注意它仅表示几何上的受压部位，例如，混凝土受压 
区的截面面积A J 受压区的钢筋应力必等。如果抗压强度采用 
/c符号，则不能用斜撇号标志。

其 他 标 志 如 （* ) ，也可用作上标，但在使用时需要说明其 
含义。不 得 用 “数字” 作上标，以免与幂次相混淆。

采 用 “数字” 下标时，应在使用时有专门说明，标准中不作 
专门规定。
3 . 3 . 3 作 为下 标用 的 各种 主 要 材料 符号 为 ：钢 材 （a) 、钢筋 
(s)、预 应 力 筋 （P)、混 凝 土 （c)、砌 体 （m )、木 材 （t) 。钢材 
( a ) 为 “acieral” 的 第 1 个字母。
3. 3 . 7 关于作用、作用效应和抗力的下标，在 1982年版的国际 
标 准 ISO 3898中，规定这种下标的书写和印刷字体为斜体，在 
我 国 国 家 标 准 《建筑结构设计通用符号、计量单位和基本术语》 
GBJ 83 - 85中，有同样的规定，通过实践证明，这在使用时是 
很不方便的。在 1987年版国际标准 ISO 3898中，已将该项规定 
作了修改，采用了和其他下标一样的小写拉丁正体字母，并规定 
在易混淆时，容许用相应的大写拉丁正体字母。本标准为了方便 
使用，仍采用国际标准 ISO 3898的规定。但发现其中地震作用 
的 下 标 符 号 （eq)，容易和我国工程结构设计常用的“当量的” 、 
“等效的” （e q u )下标符号相混淆，但按表注的规定可以采用大 
写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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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结构设计的通用符号

4 . 1 作用和作用效应符号

各种作用系指在结构上相应各种外力；作用效应系指由施加 
在结构上的外力所引起结构构件中的内力或内力矩（包 括 M 、 

N 、V, T )。同时亦将构件截面中的应力和应变以及构件的变形
列在一起。
4 . 1 . 1 在常用的作用符号表4. 1 .1 中，作用的代表值为作用的 
标准值、作用的准永久值、作用的频遇值、作用的组合值等的  
总称。

为了防止与总雪荷载“S” 符号相混淆，在本标准中按照国 
际标准 ISO 3898的 规 定 以 “ Sn” 两个字母的主体符号，如遇到 
混淆时可采用，但 在 同一计 算文 件中 应使用同 样 “ S n ” 符号来 
表示雪荷载。

分布雪荷载和分布风荷载的符号是小写拉丁 ? 和 ” ， 
即单位面积上的雪荷载或风荷载。但在表示泛指风或雪荷载时或 
总雪荷载或总风荷载时，则以大写拉丁 “S” 或 “W” 表示。
4 . 1 . 2 作用效应采用了法文单词“Sollieitation” 的第一个字母 
“S” 作为主体符号。它指结构构件在外力作用下，构件内部所 
产生的内力矩和各种内力。但在结构设计时，对所考虑的极限状 
态 ，需要确定相应的结构构件作用的最不利组合：对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应考虑作用的基本组合、偶然组合和地震组合；对正常 
使用极限状态，应考虑作用的标准组合、频遇组合和准永久组 
合 。这样，不同的作用组合，各有其不同的总作用效应，需采用 
不同的下标来表示。在本标准中，与上述总作用效应S 相应的 
内力矩和内力M 、N 、V, T , 其各相应的带下标符号的涵义也 
分别在表4. 1 .2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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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明，在 国 际 标 准 《结构可靠性总原则的国际等效术语 
表》ISO 8930中，规 定 有 ueffects of actions (各种作用的各种  
效应）” 术语，其 涵 义 为 “ 由各种作用引起的各类效应，包括特 
定 的 作 用 效 应 （action-effect)、各种应力、变形或裂缝开展等” ， 
但 相应的符号暂缺。在 同 一 表 内 ，接着又列出了  action-effect 

(法 语 Solicitation)术语，其 涵 义 为 “构件上的作用效应：各种 
内 力 矩 和 各 种 内 力 (M 、N 、V , 了等）” ，并 给 出 “S ” 作为符 
号。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 版 的 ISO 3898仅仅引用了 ISO 8930 

中的action-effect (作用效应) 符 号 “S”。但 在 1997年版的国际 
标 准 ISO 3898中，新 增 符 号 “ E ” , 涵 义 是 “effect of an ac

tion", 而 原 符 号 “S” 的涵义未变。显然，这个国际标准的用意 
是 ：符 号 “ E ” 泛 指 “由作用引起的各种效应”，而 符 号 “S” 专 
指 “构件内力和内力矩” 。

关于位移符号应按工、义 z 轴 分 别 采 用 相 应 • ，小写拉 
丁符号表示，这 是 ISO 3898国际标准所规定的。但 在 习 惯 上 ， 
一般对板计算时往往采用平面的 I 、义 ％轴而对梁计算时则采 
用立面的x 、^ 轴 ，两者依据不同容易混淆不清。实 际 上 以 ^  

符 号 表 示 4构件位移 ’ 是比较确切的。至于构件的挠度符 
号 一 般 应 采 用 “瓜” 但现行我国设计规范中对构件的挠度符号目 
前尚未一致。在混凝土设计规范中是为了容易和裂缝宽度“切” 

相混淆，采 用 了 表 示 距 离 的 符 号 “ a，，。在 1997年版国际标准  
ISO 3898中，列出了一个单 独表示挠度英语“deflection” 第一 
个 字 母 的 符 号 “ d，，，这是一个比较简便且实用的符号，可以今 
后推广。

4 . 2 材料性能和结构抗力符号

4 . 2 . 1 在工程结构设计有关材料的符号中，材料强度等级符号 
代 替 了 过 去 沿 用 的 材 料 “标 号 ”。这 是 采 用 了 国 际 标 准 （ISO 

3898)和一些国外国家标准的规定。材料强度等级符号是以材料 
专用符号S (钢材）、T (木材）、C (混凝土）、LC (轻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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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砖 、石 、砌块砌体）、M (砂 浆 ）和 材 料 强 度 标 准 值 （以 
“MPa” 或 “N/mm2” 计）一起表示，其中 “C” 为 “Concrete” 

第 1 个字母； “LC” 为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中 
的 “L” 和 “C” 两字母， “S” 为 “steel” 第一个字母 ; “MU” 

为 “Masonry Unit” 两者的第1 个字母； “M” 为 “Mortar” 的 
第 1 个字母；“T” 为 “Timber” 的 第 1 个字母。例如，“MU5” 

表示标准强度为5MPa等级的砖； “C30” 表示为立方强度标准 
值 为 30MPa等级的混凝土。
4 . 2 . 2 从各种材料强度符号中，可以看出本标准采用的各种材 
料受力状态的符号为：压 （c )、弯 （m )、拉 （t ) 、剪 （V )、扭 

、（tor)。钢材的屈服点也规定了（y ) 符号，这是国际通用的。至 
、于 材 料 强 度 的 标 准 值 或 设 计 值 则 规 定 了 标 准 值 （k ) 、设计值  

( d ) 符号，这两个符号在使用时，应排列在多个下标中的最后  
位置，一 般 可 省 略 （d ) 下标。

本标准将弹性模量、剪变模量、泊松比、线膨胀系数和摩擦 
系数等条目列入材料性能节内，而将截面面积矩、截面模量和惯 
性矩则列入4. 3 节。

4 . 3 几何参数符号

4 . 3 . 1 在 最 新 1997年版国际标准 ISO 3898中，增 列 了 以 “a” 

表 示 “geometrical parameter” 几何参数的符号。
表 4. 3 .1 中匕卩、〔分别为 i 方向、 方向、^方向的相对坐 

标 ，亦即相对坐标W / d / / 和 的 符 号 。在国际标准 ISO 3898 

中的小写希腊字母符号表4 中，专门规定这三个小写希腊字母符 
号 作 为 “Relative Coordinates” ，在结构的曲线图表中需要采用 
这些符号。

4 . 4 设计参数、计算系数符号和专门符号

4 . 4 . 1 表 4. 4 .1 中 的 作 用 效应 系 数 “C” 为 “constraint” 的第
1个字母，在 国 际 标 准 《结构可靠性总原则》ISO 2394中说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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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结构构件在设计时控制相应极限状态的 ” ，并属于设计的  
“约束条件” ；另 外 亦 可 作 为 “constant” 的 第 1 个 字 母 ，表示 
“fixed value” 或 “nominal value” 固 定 值 或 名 义 值 涵 义 的 符
号用。

表 中 各 种 分 项 系 数 符 号 为 目 前 结 构 设 计 所 采 用 基 于 概  
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分项系数表达式中所必需的系数。作用分项 
系 数 “7f” ，它反映各种作用的不定性，与各种作用的代表值相 
乘即得出进入分项系数表达式的作用设计值巧= 7fFrep; 同样， 
材 料 分 项 系 数 “ ym” ，它反映了材料性能的不定性，以材料强度 
的标准值除以材料的分项系数即得出进入分项系数表达式的材料 
强 度 设 计 值 “ / d =  A / y m\

表中所列无规定涵义的比率或计算系数的符号，系结构设计 
中常用的符号，供使用者尽可能在这几个字母中选用作为相应的 
符号。
4 . 4 . 2 表 4. 4. 2 中 受 拉 状 态 用 “ + ”，受 压 状 态 用 “一”，这是 
根据国际标准 ISO 3898的规定，可 以 用 于 标 志 （如桁架杆件） 
受 力 状 态 ；也 可 用 于 计 算 公 式 中 物 理 量 数 值 （如 应 力 ）代数 
运算。

4. 5 地基基础设计符号

地基基础设计是整个工程结构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统一 
地基基础设计用符号，新增了本节内容。

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用压强（pressure)的 第 1 个字母表 
示 > ”，它 与 过 去 习 惯 用 表 示 “力 ” 的 符 号 P 即法语系词汇  
(po ids)第 1 个字母无关。

4 . 6 工程抗震设计符号

对于地震设防区的工程结构，抗震设计是工程结构设计必要 
环节，为统一工程抗震设计用符号，新增了本节内容。

需要指出，地震作用的符号有八£ 和 7 ^ 两个符号。前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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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指地震作用，一般在地震设计状况中作用的地震组合表达式 
中出现。但在计算时，则 采 用 F a 和 FEv表示结构的总水平地  
震 作 用 和 竖 向 地 震 作 用 ，且 在 水 平 地 震 作 用 下 标 省 略 原 h 

下标。

4 . 7 常用的数学和物理学符号

4 . 7 . 1 在 表 4. 7 .1 中列出的主要是概率理论中常用符号。至于 
一般的数字符号，应以现行国家标准《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 
数学符号》GB 3102. 11规定为准。

常用的数 理统 计符号中的样本平均值符号（m ) 和总体平 
均 值 符 号 （̂ ) ，是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符号，在表示某个物 
理量的总体和样本平均值时，应采用上述符号作为某个物理量  
的平均值，不应再用在主体符号上方加一横划的数学用符号， 
在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有关 量 、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GB3101 

中也有这项规定。但在推导数学公式时则仍可按数学符号加横 
划的用法。
4 . 7 . 2 在 表 4. 7. 2 中常用的物理学符号，不受结构设计符号用 
字量纲规则的限制，但书写或印刷体例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作为本章通用符号在各行业工程结构设计中的应用现状，以 
下 表 3〜 表 14分别列出了房屋建筑、铁路、公路、水运和水利 
水电等行业的目前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符号。必须指出的是， 
这些符号反映的是现状，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原《工程结构设计基 
本术语和通用符号》GBJ 132 - 90施 行 20余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在符号标准化问题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未 
能取得各领域工程结构设计符号的统一，还存在一些不符合标准 
规定的符号。本标准的编制目的在于一方面使今后新产生的符号 
符合规则，另一方面则是促进仍在使用但不符合规则的符号的改 
变 ，但也要看到符号是多年使用所形成的，在行业内已形成习 
惯 ，改变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希望能得到使用者在执行 
本标准时的理解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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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各种材料常用的作用效应符号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N 轴向力设计值

N k, N q 按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

N u0 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或轴心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M 弯矩设计值

M k, Mq 按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混凝土

结构

Mu 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cr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开裂弯矩值

T 扭矩设计值

V 剪力设计值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

^pe 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T 混凝土的剪应力

W m a x 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

N 轴向力设计值

Nt 局部受压面积上的轴向力设计值、梁端支承压力

No 上部轴向力设计值

N t 轴心拉力设计值

M 弯矩设计值

砌体结构
Mr 挑梁的抗倾覆力矩设计值 •

_/Vfov 挑梁的倾覆力矩设计值

V 剪力设计值

F! 托梁顶面上的集中荷载设计值

Qi 托梁顶面上的均布荷载设计值

q 2 墙梁顶面上的均布荷载设计值

^ 0 水平截面平均压应力

钢结构
F 集中荷载

H 水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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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M 弯矩

N 轴心力

钢结构
P 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

G 重力荷载

R 支座反力

V 剪力

N 轴向力设计值

N b 保险螺栓所承受的拉力设计值

M 弯矩设计值

M X, M y 构件截面工轴和 ^轴的弯矩设计值

木结构 Mo 横向荷载作用下跨中最大初始弯矩设计值

V 剪力设计值

(Tmx 对 构件截面轴和 ^轴的弯矩应力设计值

XV 计算挠度

wx、wy 沿 构 件 截 面 轴 和 3；轴方向的计算挠度

注：当不致混淆时，下标中的逗号可以省略。

表 4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各种材料常用的材料性能符号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E c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 s 钢筋的弹性模量

_/"ck、 f  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 tk、/t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混凝土 /yk、 fpyk 普通钢筋、预应力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结构 /stk、 f  ptk 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y> f'y 普通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py、/py 预应力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yv 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ĝt 钢筋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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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E  • 砌体的弹性模量

G 砌体的剪变模量

A 块体的抗压强度等级值或平均值

h 砂浆的抗压强度平均值

/ 、A 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标准值

砌体结构
A

fvg

单排孔且对穿孔的混凝土砌块灌孔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单排孔且对穿孔的混凝土砌块灌孔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

f t 、/ t k 砌体的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标准值

f  tm、̂  tmk 砌体的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标准值

/ v 、 / v k 砌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标准值

/ v E 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fn 网状配筋砖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E 钢材的弹性模量

Ec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G 钢材的剪变模量

N? 一个锚栓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 U 一个螺栓的受拉、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N f、N H C 一个铆钉的受拉、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吨 组合结构中一个抗剪连接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钢结构 受拉和受压支管在管节点处的承载力设计值

s b

f

支撑结构的侧移刚度（产生单位侧倾角的水平力）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 v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 c e 钢材的端面承载强度设计值

fy 钢材的屈服强度（或屈服点）

n 锚栓的抗拉强度强度设计值

锚栓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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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结构类型 符号 , 涵 义

铆钉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f r . n . n 对接焊缝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n 角焊缝的抗拉、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 c 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Am 楼层的层间位移

C - q ] 仅考虑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的容许值

[ ' ]
同时考虑永久和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挠度的容 

许值

a 正应力

钢结构 Oc 局部压应力

垂直于角焊缝长度方向，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的
a[

应力

AfT 疲劳计算的应力幅或折算应力幅

AcTe 变幅疲劳的等效应力幅

[Aa] 疲劳容许应力幅

板件在弯曲应力、局部压应力和剪应力单独作用时的
Ocx > ^ c * c r、rcr

临界应力

r 剪应力

rf 沿角焊缝长度方向，按焊缝有效截面计算的剪应力

E 木材顺纹弹性模量

fc 木材顺纹抗压及承压强度设计值

木结构
/ c . a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 m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t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

/ v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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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各种材料常用的几何参数符号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A 构件截面面积

A s、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Ap、-Ap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A cor 箍筋、螺旋筋或钢筋网所围的混凝土核心面积

B 受弯构件的截面刚度

I 截面惯性矩

W 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 t 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混凝土 b 矩形截面宽度，T 形、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结构 c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J、<f> 钢筋的公称直径（简称直径）或圆形截面的直径

h 截面高度

ho 截面有效高度

la、Zab 

lo

s

JC

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基本锚固长度 

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

沿构件轴线方向上横向钢筋的间距、螺旋筋的间距或 

箍筋的间距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A 截面面积

A b 垫块面积

Ac 混凝土构造柱的截面面积

A/ 局部受压面积

砌体结构 A n 墙体净截面面积

Ao 影响局部抗压强度的计算面积

As, A： 受拉、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H 墙体高度、构件高度

H, 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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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5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Ho 构件的计算高度、墙梁跨中截面的计算高度

W 截面抵抗矩

a 边长、梁端实际支承长度距离

ai 洞口边至墙梁最近支座中心的距离

cio 梁端有效支承长度

“s、 纵向受拉、受压钢筋重心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b 截面宽度、边长

bc 混凝土构造柱沿墙长方向的宽度

b\ 带壁柱墙的计算截面翼缘宽度、翼墙计算宽度

b[

bs

T 形、倒 L 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

在相邻横墙、窗间墙之间或壁柱间的距离范围内的门 

窗洞口宽度

(’、 d 距离

e 轴向力的偏心距

砌体结构 h
墙厚、矩形截面较小边长、矩形截面的轴向力偏心方 

向的边长、截面高度

hb 托梁高度

ho 截面有效高度、垫梁折算高度

hr T 形截面的折算厚度

/iw 墙体高度、墙梁墙体计算截面高度

L 构造柱的间距

lo 梁的计算跨度

In 梁的净跨度

I 截面惯性矩

i 截面的回转半径

s 间距、截面面积矩

工o 计算倾覆点到墙外边缘的距离

Wmax 最大水平位移

截面重心到轴向力所在偏心方向截面边缘的距离

z
内力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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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A 毛截面面积

An 净截面面积

H 柱的高度

阶形柱上段、中 段（或单阶柱下段）、下段的高度

/ 毛截面惯性矩

/t 毛截面抗扭惯性矩

/w 毛截面扇性惯性矩

In 净截面惯性矩

s 毛截面面积矩

w 毛截面模量

Wn 净截面模量

Wp 塑性毛截面模量

Wpn 塑性净截面模量

钢结构 b 板的宽度或板的自由外伸宽度

hr,
箱形截面翼缘板在腹板之间的无支承宽度；混凝土板

卩0
托顶部的宽度

bs 加劲肋的外伸宽度

be 板件的有效宽度

d 直径

de 有效直径

do 孔径

e 偏心矩

h 截面全高

hc\ 混凝土板的厚度

hc2 混凝土板托的厚度

he 角焊缝的计算厚度

hi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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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5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

hw 腹板的高度

ho 腹板的计算高度

i 截面回转半径

I

h

长度或跨度

梁受压翼缘侧向支承间距离；螺 栓 （或铆钉）受力方 

向的连接长度

/w 焊缝计算长度

钢结构
h 集中荷载在腹板计算高度边缘上的假定分布长度

t 板的厚度；主管壁厚

ts 加劲肋的厚度

tw 腹板的厚度 .

Ab 梁腹板受弯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As 梁腹板受剪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Ac 梁腹板受局部压力计算时的通用高厚比

A 长细比

Ao、又yz、Az ->Auz 换算长细比

A 构件全截面面积

An 构件净截面面积

Ao 受压构件截面的计算面积

Ac 承压面面积

b 构件的截面宽度

木结构 bv 剪面宽度

d 螺栓或钉的直径

eo 构件的初始偏心距

h 构件的截面高度

hn 受弯构件在切口处净截面高度

I 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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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5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i 构件截面的回转半径

io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S 剪切面以上的截面面积对中性轴的面积矩

w 构件的全截面抵抗矩

木结构 wn 构件的净截面抵抗矩

wnx,wny 构件截面沿x 轴和^轴的净截面抵抗矩

上弦与下弦的夹角，或作用力方向与构件木纹方向的
a

夹角

A 构件的长细比

表 6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各种材料常用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符号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E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7 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

混凝土 V
偏心受压构件考虑二阶效应影响的轴向力偏心距增大 

系数

结构
A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即M / CVTzo)

P 钢筋的配筋率 .

py 间接钢筋或箍筋的体积配筋率

构件的高厚比

墙、柱的允许高厚比

和 考虑墙梁组合作用的托梁剪力系数

砌体结构 a
砌块砌体中灌孔混凝土面积和砲体毛面积的比值、修正

OCM

系数、系数 

考虑墙梁组合作用的托梁弯矩系数

7 砌体局部抗压强度提高系数、系数

7a 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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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8 混凝土砌块的孔洞率、系数

K 托梁支座上部砲体局压系数

Cc 芯柱参与工作系数

钢筋参与工作系数

7, 房屋空间性能影响系数

7 墙体约束修正系数

% 考虑墙梁组合作用的托梁跨中轴力系数

A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修正系数、剪压复合受力影响系数

户i 自承重墙允许高厚比的修正系数

"2 有门窗洞口墙允许高厚比的修正系数

设构造柱墙体允许高厚比提高系数
砌体结构

e 截面受压区相对高度、系数

a. 受压区相对高度的界限值

翼墙或构造柱对墙梁墙体受剪承载力影响系数

芒2 洞口对墙梁墙体受剪承载力影响系数

P 混凝土砌块砌体的灌孔率、配筋率

l°s 按层间墙体竖向截面计算的水平钢筋面积率

♦ 承载力的影响系数、系数

网状配筋砖砌体构件的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多。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com 组合砖砌体构件的稳定系数

0 折减系数

0M 洞口对托梁弯矩的影响系数

h 、k2 构件线刚度之比

钢结构 m 高强度螺栓的传力摩擦面数目

nv 螺栓或铆钉的剪切面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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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结构类型 符号 涵 义

aE 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之比

ae 梁截面模量考虑腹板有效宽度的折减系数

af 疲劳计算的欠载效应等效系数

an 考虑二阶效应框架第z层杆件的侧移弯矩增大系数

? 支管与主管外径之比；用于计算疲劳强度的参数

A 梁整体稳定的等效临界弯矩系数

A 正面角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增大系数

压弯构件稳定的等效弯矩系数

y 栓钉钢材强屈比

7o 结构的重要性系数

yx、7y 对主轴I 、^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钢结构 V 调整系数

7b 梁截面不对称影响系数

w 用于计算阶形柱计算长度的参数

高强度螺栓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阶形柱上段、中 段 （或单阶柱下段）、下段的计算长度
f n 、{j l i «

系数

$ 用于计算梁整体稳定的参数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pb、<ph 梁的整体稳定系数

9 集中荷载的增大系数

(pn、(pa、(pA 用于计算直接焊接钢管节点承载力的参数

<P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9\ 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系数

<pm 考虑轴向力和初始弯矩共同作用的折减系数

木结构
9y

轴心压杆在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3 ^ 方向按长细比Ay确

定的稳定系数

0v 考虑沿剪面长度剪应力分布不均匀的强度折减系数

kv 螺栓或钉连接设计承载力的计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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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各种材料常用的材料强度等级符号示例

材料类别 符号 涵 义

混凝土
C30

LC20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30MPa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20MPa的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

MU10 抗压强度平均值为lOMPa的砖、石、砲块强度等级

M2. 5 抗压强度平均值为2. 5MPa的砂浆强度等级

块体、 Mb 混凝土块体（砖）专用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砂浆
Ms

蒸压灰砂普通砖、蒸压粉煤灰普通砖专用砌筑砂浆的强度

等级

Cb 混凝土砌块灌孔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HRB500 强度级别为500MPa的普通热轧带肋钢筋

HRBF400 强度级别为400MPa的细晶粒热轧带肋钢筋

RRB400 强度级别为400MPa的余热处理带肋钢筋

HPB300 强度级别为300MPa的热轧光圆钢筋

HRB400 强度级别为400MPa的普通热轧带肋钢筋

钢材
HRB400E

强度级别为400MPa且有较高抗震性能的普通热轧带肋

钢筋

Q235 强度级别为235MPa的钢材

Q345 强度级别为345MPa的钢材

Q390 强度级别为390MPa的钢材

Q420 强度级别为420MPa的钢材

木材
TCI 5 

TB20

抗弯强度设计值为15MPa的针叶树材强度等级 

抗弯强度设计值为20MPa的阔叶树材强度等级

注：表中符号的涵义系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表 8 铁路轨道结构设计常用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符号

参数类别 符号 涵 义

作用效应

V 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h 曲线超高

R 曲线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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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

参数类别 符号 涵 义

作用效应

Te 设计锁定轨温

了隱 当地历年最高轨温

Tmin 当地历年最低轨温

Ft 钢轨温度力（拉力或压力）

结构抗力

P) 接头阻力

r l 每个节点扣件纵向阻力

rz 每根轨枕道床纵向阻力

r 线路纵向阻力

q 每根轨枕道床横向阻力

材料性能

E 钢轨钢弹性模量

[△丁c] 轨道允许温升

[ATd： 轨道允许温降

几何参数 F 钢轨断面面积

计算系数

a 钢轨钢线膨胀系数

A 钢轨断缝值

ATk 设计锁定轨温修正值

Tm 设计锁定轨温上限

Tn 设计锁定轨温下限

表 9 铁路路基结构设计常用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符号

参数类别 符号 涵 义

h 土质路堤直线地段的标准道床厚度

B 土质路堤直线地段的标准路基面宽度

边坡几何 D 并行等高直线地段土质路堤的线间距

H 路堤边坡高度

m 道床边坡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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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参数类别 符号 涵 义

ao. 1〜o. 2 压缩系数

e 天然孔隙比

I I 液性指数

h 塑性指数

zu 天然含水率

土体性能
液限含水率，简称液限

Wp 塑限含水率，简称塑限

不排水剪切内摩擦角

ĉu 固结不排水剪切内摩擦角

H c 毛细水强烈上升高度

Ps 静力触探比贯入阻力

Sr 饱和度

表 1 0 铁路桥涵结构设计常用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符号

结构

类型

参数

类別
符号 涵 义

N 轴向力

M 弯矩

V 剪力

、 ^Ct 混凝土压、拉应力

作用

及作

用效

应

r c 混凝土剪应力

混凝

土桥

J t p 、 (7cp 混凝土主拉、主压应力

tTcon 预应力钢筋锚下控制应力

(7p 预应力钢筋拉应力

a pi 预应力钢筋有效预应力

fTs 普通钢筋拉应力

(TL 预应力钢筋应力损失

VU{ 裂缝宽度

Aijp、Ad's 预应力钢筋、普通钢筋应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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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结构

类型

参数

类別
符号 涵 义

Ec 混凝土弹性模量

Gc 混凝土剪切变形模量

Vc 混凝土泊松比

Es 普通钢筋弹性模量

EP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

C60 立方体强度标准值为60MPa 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h 、/ct 混凝土轴心抗压、抗拉极限强度

/pk、/sk 预应力钢筋、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h 、/s 普通钢筋抗拉、抗压计算强度

材料 /P、K 预应力钢筋抗拉、抗压计算强度

性能 [ac] 中心受压时混凝土的容许应力

U ] 弯曲受压及偏心受压时混凝土的容许应力

混凝
[cTtp-l ] 有箍筋及斜筋时混凝土的容许主拉应力

土桥 [<Ttp~2] 无箍筋及斜筋时混凝土的容许主拉应力

[̂ tp-3 ] 梁部分长度中全由混凝土承受的主拉应力

[rc] 纯剪时混凝土的容许剪应力

H 光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容许粘结力

局部承压时混凝土的容许压应力

M 普通钢筋的容许应力

钢筋应力幅容许值

b 矩形截面宽度，T 形、工字形截面腹板宽度

6f、b[ T 形或工字形截面受拉、受压区翼缘宽度

几何 d 直径

参数 e 偏心距

h 截面高度

hu h[ T 形或工字形截面受拉、受压区翼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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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结构

类型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lo 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

i 截面回转半径

几何 A 截面面积

参数 W 截面抵抗矩

I 截面惯性矩

S 面积矩

K 强度安全系数

混凝 K f 抗裂安全系数

土桥
7 受拉区混凝土塑性影响系数

9 纵向弯曲系数

计算 n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变形模量之比

系数
nP、ns

预应力钢筋、普通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 

之比

V 偏心距增大系数

A 预应力度

B 截面抗弯刚度

N 轴向力

M 弯矩 ‘

作用 V 剪力

a 法向应力

r 剪应力

钢桥
P 高强度螺栓的容许抗滑承载力

w 钢材轴向容许应力

材料

性能

[CTw] 钢材弯曲容许应力

M 构件或连接的疲劳容许应力幅

[r] 钢材剪切容许应力

E 钢材弹性模量

G 钢材剪切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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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结构

类型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U 构件计算长度

A 截面积

I 截面惯性矩

S 面积矩

几何 A 构件长细比

参数 厂X 、 ry 构件截面对X— :T轴、3 ^ 5 轴的回转半径

B 两主梁（或主桁）间的中心距

h 构件的高度

钢桥 b 构件的宽度

hi 焊脚尺寸

户f 活载冲击力的动力系数

Vo 高强度螺栓连接的钢材表面抗滑移系数

/ 活动支座的摩擦系数

计算 <Pi 中心受压杆件轴向容许应力的折减系数

系数 9z 构件只在一个主平面受弯时的容许应力折减系数

C 构件斜弯曲作用下容许应力增大系数

m 高强度螺栓连接处的抗滑面数

K 安全系数

表 1 1 铁路隧道结构设计常用的设计参数和计算系数符号

参数

类別
符号 涵 义

Fd 作用设计值

Fk 作用标准值

作用
7f 作用分项系数

sd 作用效应设计值

E 地震作用

Gi 结构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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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Gi 结构附加恒载

Fb 制动力

Fc 冲击力

P 压力

Pc 落石冲击力

Qi 列车活载

q 2 公路车辆活载

作用 Q 围岩压力

M 、iUk、Md 弯矩、弯矩标准值、弯矩设计值

N 、N k、Nd 轴向力、轴向力标准值、轴向力设计值

vd 剪力设计值，竖向力设计值

q 垂直匀布压力

a 基底应力

el 结构上任意点；的侧压力

Q 斜截面上最大剪力

fcu.k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fck \ fed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_/"cmk、_/cmcl 混凝土弯曲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ctk、J  ctd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Ec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材料

性能
Gc 混凝土的剪切模量

/stk 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sttl、_/scd 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E, 钢筋的弹性模量

K 混凝土或砌体的抗压极限强度

Ri 混凝土的抗拉极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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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Rw 混凝土的弯曲抗压极限强度

材料

性能

Qkh 斜截面上受压区混凝土和箍筋的抗剪强度

Rc 围岩的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a 弹性反力强度

7 围岩重度

A 构件截面面积

B 坑道宽度

I 截面惯性矩

W 截面受拉边缘的抵抗矩

9 构件的纵向弯曲系数

V 偏心距增大系数

CO 裂缝宽度

a 、a 自钢筋Ag、A丨的合力点分别到截面近边的距离•

、Ag 纵向受拉、纵向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Ak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几何

参数

Aw 配置在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

b 矩形截面的宽度或T 形截面的肋宽

b\ T 形截面受压区翼缘宽度

d 钢筋直径

/
e、e 钢筋Ag、 的重心至轴向力作用点的距离

eo 轴向力的偏心距

h 截面的高度或曲线线路外轨超高

h' 外侧拱顶至地面的高度

ho 截面的有效高度

h\ T 形截面受压区翼缘的高度

H 构件的计算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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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温度变化引起隧道构件的变形值

R 曲线半径

几何

参数

t 偏压隧道外侧围岩的覆盖厚度

X 混凝土受压区的高度

卢、口' 内侧、外侧产生最大推力时的破裂角

Q 土柱两侧摩擦角

S 衬砌向围岩的变形值

7 材料重度

9 内摩擦角

(p C 计算摩擦角

E 变形系数

K 围岩弹性反力系数或结构安全系数

K0 倾覆稳定系数

计算

系数

Kc 滑动稳定系数

m 开挖边坡坡率或地面坡率

n 回填土石面坡率

A 侧压力系数

a 材料的线膨胀系数或轴向力的偏心影响系数

akh 抗剪强度影响系数

y 泊松比

A： 温度变化值

户 回填土石与开挖边坡间的摩擦系数

表 1 2 公路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符号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作用

效应

Md 弯矩设计值

Mcr 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开裂弯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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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Nd 轴向力设计值

C,.d 压杆内力设计值

Td 扭矩设计值

Ti,d 拉杆内力设计值*

作用 v d 剪力设计值

效应
戊s、<yp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应力或应 
力增量

<ypc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预压应力

r 构件混凝土的剪应力

计算的受弯构件最大裂缝宽度

E . 钢材的弹性模量

Ec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s、Ep 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弹性模量

G 钢材的剪变模量

材料 Gc 混凝土的剪变模量

性能 fck、fed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  tk、f  td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n 钢材强度设计值

fvd 钢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fy 钢材屈服强度

A 截面面积

W 截面弹性抵抗矩

几何 S 截面面积矩

参数 e 轴向力的偏心距

s 截面重心至偏心方向截面边缘的距离

i 弯曲平面内截面的冋转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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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参数

类別
符号 涵 义

几何

参数

r 圆形截面半径

h 矩形截面高度

I 构件支点间长度或跨径

h 矩形截面宽度，T 形或 I 形截面腹板宽度

t 厚度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 

边的距离

as、ap
构件受拉区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拉区边 

缘的距离

6f、b\ 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的翼缘宽度

hf、h[ 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的翼缘厚度

f
e、e

轴向力作用点至受拉区纵向钢筋合力点、受压区纵向钢筋合 

力点的距离

s 节点处的变形量

计算

系数

1

V 泊松比

k 加劲板的弹性屈曲系数，连接件刚度系数

kL 车道位置影响系数

no 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9 轴心受压构件整体稳定系数

A 轴心受压构件长细比

0 构件截面内缀条所在平面与*r轴的夹角

等效弯矩系数

70 结构重要性系数

7c 常幅疲劳换算系数

7i 横向折减系数

交通量影响系数

7h 横向位置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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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冲击系数，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

计算

系数

a 加劲板的长宽比

加载龄期^ ，计算考虑龄期为Z的混凝土徐变系数

V 双向受弯相关系数

k 连接件刚度系数

表 1 3 水运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的符号

类别 符号 涵 义

•^xc、-Aye 船舶水下部分垂直和平行水流方向的投影面积

■Axw、"Ayw 船体水面以上横向和纵向受风面积

B 船宽

D 与船舶装载度相对应的平均吃水

Eo 船舶靠岸时的有效撞击能量

Ew 分配在每个墩上的有效撞击能量

荷载

及设

EwO 横浪作用下系泊船舶有效撞击能量

Fw 作用于港口工程结构（建筑物）上的水流力标准值

计参

数

Fxc、Fyc 水流对船舶作用横向分力和纵向分力

F  xw、F  yw 作用于船舶上的计算风压力横向分力与纵向分力

F xsc、F xmc 水流对船首横向分力和船尾横向分力

L 设计船型总长

N 系缆力标准值

w k 作用于港口工程结构（建筑物）上的风荷载标准值

Oc 冰的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

o\ 冰弯曲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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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类别 符号 涵 义

D 、d\、d2 水深

H 波高

hs 波浪中线超出净水面高度

L 波长

Pb 墙底处的波浪压力强度

荷载
Fc.P t.P 单位长度墙身上的水平总波浪力

及设 Pd 水底处的波浪压力强度

计参 Pv>、P\ 波浪力的速度分力和惯性分力

数
Ps 净水面处的波浪压强

Pxic、Put、pu 单位长度墙底面上的波浪总浮托力

Mc 单位长度墙身上的水平总波浪力矩

对水底面的最大总波浪力矩

Q 单位时间单位堤宽的越浪量

T 波浪周期

B 墙底宽度

Bi 墙底面的实际受压宽度
重力式

码头
d' 抛石基床厚度

^max、 m̂in 抛石基床顶面的最大和最小应力标准值

t r 
^max、f̂ min 抛石基床底面的最大和最小应力标准值

B 板宽 •

B 梁宽

高桩

码头

e 板 （或梁）的搁置长度

h 板的厚度

H f 梁肋高度

As 垫层厚度

K 桩的轴向刚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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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类别 符号 涵 义

L 桩身全长

高桩

码头

1 梁 （桩）的中心距

U 桩在计算泥面以上长度

lo 计算跨度

In 净跨

b 锚碇墙（板）宽度

bv 锚碇墙（板）计算宽度

d 拉杆直径

h 帽梁的高度

ha 锚碇墙（板）高度

板桩 L 锚碇墙（板）到板桩墙的距离

码头 I 锚碇板中心间距

U 拉杆间距

Ra 每米宽板桩墙的拉杆拉力标准值

t 板粧设计入土深度

K 基床系数

6r 拉杆受力不均匀系数

B 换算墙体宽度

格形
士后 ht

D 主仓格直径
WI攸形丄

码头
H 墙体自设计泥面标高至码头顶面标高的高度

L 相邻主仓格中心距

A 桩身截面面积或桩端面积

As 锚杆钢筋截面面积

桩基 bo 桩的换算宽度

锚孔直径
d

柱外径或粧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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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类别 符号 涵 义

H 水平荷载

Ho 作用在泥面处的水平荷载

hr 嵌岩长度

Le 锚杆有效锚固长度

U 桩身穿过第z层土的长度

u 桩的入土深度

Mo 作用在泥面处的弯矩

Pc 锚杆抗拔力设计值

Qd 单桩轴向承载力设计值

粧基 % 单桩第z层土的极限侧摩阻力标准值

t 受弯嵌固点距泥面深度

Z 泥面下桩的任一深度

zm 粧身最大弯矩距泥面深度

zr 极限水平土抗力转折点的深度

6 阻力计算系数

折减系数

8 钢管桩壁厚

A 群桩垂直承载力折减系数

Ah 土抗力的折减系数

Q 导桩单桩承受的横向力

斜坡
n 一个定位墩的受力导桩数

码头 F 导链孔处锚链拉力

和浮 H 导链孔至泥面垂直高度

码头
L 导链孔处至着地点的锚链曲线长度

V 锚的抓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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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类别 符号 涵 义

防波堤

护岸

ao 栅栏板的长边

B 堤身或堤底宽度

bo 栅栏板的短边

bc 消浪室的宽度

h 护面层厚度

K d 块体稳定系数

尺md 与斜坡的m 值和d / H 值有关的系数

Ks 波坦系数

N 人工块体个数

t
n 护面块体层数

W 护面块体的稳定重量

土工

合成

材料

土工织物的渗透系数

L 软体排横向余排长度

Li 第 f 层加筋材料的设计长度

U 土工合成材料的锚固长度

riiV 第 f 层一个结点土工带的根数

航道

整治

建筑

d 块石等容粒径

J  9 渗流水力坡度

k 锁坝抗滑稳定系数

物结构
L 锁坝护底伸出长度

船闸

结构

A 结构与地基的接触面积

B 墙截面宽度

b 衬砌墙顶宽

Fc 船舶撞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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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类别 符号 涵 义

计算水头

H 边墩高度

渗透水头

h 计算面到水面的深度

航闸 J 平均渗透坡降

结构 ]i 出口段渗流的平均坡降

L 地下轮廓线的化引总长度

U 地下轮廓线水平段长度

u 地下轮廓线垂直段长度

6) 进出口段的阻力系数

内部垂直段的阻力系数

表 1 4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中常用的符号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M 、N 、T、V 分别为弯矩、轴向力、扭矩、剪力设计值

A 4、N k 分别为按荷载标准值计算得出的弯矩、轴力值

N P 后张法构件预应力钢筋及非预应力钢筋的合力

Npo
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及非预应力钢筋的 

合力

v c 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

作用 Vsv,Vsh 分别为竖向、水平箍筋的受剪承载力

效应 Vsb 弯起钢筋的受剪承载力

ĉk 在荷载标准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CTpc 由预加应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戊tp、Jcp 分别为混凝土中的主拉应力、主压应力

as、ap
分别为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 

应力

ŝk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得出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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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参数

类別
符号 涵 义

作用

效应

戊con 预应力钢筋张拉控制应力

/
、̂1po

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 

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钢筋应力

/
戊pe、7pe 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 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在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 

失值

r 混凝土的剪应力

材料

性能

Ec 混凝土弹性模量

Es 钢筋弹性模量

Gc 混凝土剪变模量

Vc 混凝土泊松比

C20
边长 150mm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20N/mm2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

F100 抗冻等级为100的混凝土抗冻等级

W2 抗渗等级为2 的混凝土抗渗等级

fck、f  c 分别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tk、/  t 分别为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yk 普通钢筋的强度标准值

/ptk
钢丝、钢绞线、螺纹钢筋、钢棒作为预应力钢筋时的强度 

标准值

fy 、fy 分别为普通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py、/py 分别为预应力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yv、/yh 分别为竖向、水平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几何

参数

a、a
分别为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 

近边的距离

“S 'ds
分别为纵向非预应力受拉钢筋合力点、受压钢筋合力点至 

截面近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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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几何

参数

“P、以P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合 

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h 矩形截面宽度，T 形、I 形截面腹板的宽度

/"、b\ 分别为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翼缘的计算宽度

c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d 钢筋直径

f
e、e

分别为轴向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纵向受压钢 

筋合力点的距离

eo 轴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C pO、 p̂n
分別为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预应力钢筋及非预应 

力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h 截面高度

ho 截面有效高度，即受拉钢筋的重心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h“  h\ 分别为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翼缘的高度

hw 截面腹板的高度

i 回转半径

la 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锚固长度

lo 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

rc 曲率半径

s 箍筋或分布钢筋的间距

•T 混凝土受压区计算高度

•Tb 界限受压区计算高度
f

yc 混凝土截面重心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yo、 分别为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所计算纤维的距离

：Vp、3̂p
分別为受拉区、受压区的预应力合力点至换算截面重心的 

距离

：ys、yl
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的非预应力钢筋重心至换算截面重 

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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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Z 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区合力点之间的距离

A 构件截面面积

Ac 混凝土截面面积

A： 混凝土受压区的截面面积

Ao 构件换算截面面积

A n 构件净截面面积

A s、A： 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非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Ate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

•Ap、Ap 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Ast 抗扭纵向钢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 svl、-Asti 分别为受剪、受扭计算中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几何

参数

^sv、Ash
分别为同一截面内各肢竖向箍筋、水平箍筋的全部截面 

面积

•^sb、-Apb
分别为同一弯起平面内非预应力、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截面 

面积

A,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B 受弯构件的截面刚度

wt 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

抗矩

Wc 截面受压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o 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Ic 混凝土截面对其本身重心轴的惯性矩

lo 换算截面惯性矩

In 净截面惯性矩

W-'max 最大裂缝宽度

a 混凝土的导温系数

计算 c 混凝土的比热

系数 裂缝宽度验算时考虑构件受力特征和荷载长期作用的综合
a

影响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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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参数

类别
符号 涵 义

ac 混凝土线热胀系数

a« 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

«E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iS 混凝土的放热系数

A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A 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

7 受拉区混凝土塑性影响系数

Ym 截面抵抗矩的塑性系数

K 承载力安全系数

偏心受压构件考虑二阶效应影响的轴向压力偏心距增大

计算
V

系数

系数 A 剪跨比、混凝土的导热系数

6 相对受压区计算高度

a.
相对界限受压区计算高度，即受拉钢筋屈服和受压区混凝

土破坏同时发生时的相对受压区计算高度

p 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î min 最小配筋率

Pw 竖向箍筋或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

ĵ sh 水平箍筋或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

i°te 纵向受拉钢筋的有效配筋率

i°v 间接钢筋或箍筋的体积配筋率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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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常用的土力学和水力学量纲例外符号

本附录是原国家标准《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 
GBJ 132- 90附录一的内容。应当说明，在工程结构设计中，尚 
需采用其他学科的物理量符号，主要为土力学和水力学中的一部 
分常用的符号，其中并非都能符合本标准表3. 2 .1 所 规 定 的 “ 主 
体符号用字规则” 。对于有些习用符号虽不符合本条用字规则的 
规定，但又不能改动的常用土力学和水力学符号，以 “ 量纲例 
外” 的方式，继续保留在了本标准附录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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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希腊字母的读音和字体

本 附 录 是 原 《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0083 

-97附 录 队 继 续 保 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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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符号涵义中常用的中英文词汇对照

为帮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本标准所列的工程结构设计 
通用符号，以及今后在构造新的符号时能准确选择主体符号和  
上 、下标符号，增加了本附录，对照列出了工程结构设计中常用 
个中英文词汇，仅供使用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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