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018 年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题目 

《承受多荷载工况的大跨度空间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 

1．命题背景 

目前大跨度结构的建造和所采用的技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建筑水平的重要标志，许多

宏伟而富有特色的大跨度建筑已成为当地的象征性标志和著名的人文景观。 

本次题目，要求学生针对静载、随机选位荷载及移动荷载等多种荷载工况下的空间结构

进行受力分析、模型制作及试验。此三种荷载工况分别对应实际结构设计中的恒荷载、活荷

载和变化方向的水平荷载(如风荷载或地震荷载)，并根据模型试验特点进行了一定简化。选题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工程针对性。通过本次比赛，可考察学生的计算机建模能力、多荷载

工况组合下的结构优化分析计算能力、复杂空间节点设计安装能力，检验大学生对土木工程

结构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2．赛题概述 

竞赛赛题要求参赛队设计并制作一个大跨度空间屋盖结构模型，模型构件允许的布置范

围为两个半球面之间的空间，如图 1 所示，内半球体半径为 375mm，外半球体半径为 5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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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面图 (b)剖面图 (c)3d 图 

图 1 模型区域示意图(单位：mm) 

模型需在指定位置设置加载点，加载示意图如图 2 所示。模型放置于加载台上，先在 8

个点上施加竖向荷载（加载点位置及编号规则详见 4.1 及 4.3），具体做法是：采用挂钩从加载

点上引垂直线，并通过转向滑轮装置将加载线引到加载台两侧，采用在挂盘上放置砝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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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施加垂直荷载。在 8 个点中的点 1 处施加变化方向的水平荷载，具体做法是：采用挂钩从

加载点上引水平线，通过可调节高度的转向滑轮装置将加载线引至加载台一侧，并在挂盘上

放置砝码用于施加水平荷载。施加水平荷载的装置可绕通过点 1 的竖轴旋转，用于施加变化

方向的水平荷载。具体加载点位置及方式详见后续模型加载要求。 

 

图 2 加载 3d 示意图 

(注：本图的模型仅为参考构型，只要满足题目要求的结构均为可行模型) 



 

3. 模型方案及制作要求 

3.1. 理论方案要求 

(1) 理论方案指模型的设计说明书和计算书。计算书要求包含：结构选型、结构建模及计

算参数、多工况下的受荷分析、节点构造、模型加工图(含材料表)。文本封面要求注明作品名

称、参赛学校、指导老师、参赛学生姓名、学号；正文按设计说明书、方案图和计算书的顺

序编排。除封面外，其余页面均不得出现任何有关参赛学校和个人的信息，否则理论方案为

零分。 

(2) 理论方案力求简明扼要，要求用 A4 纸打印纸质版一式三份及光盘一式二份于规定时

间内交到竞赛组委会，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 

3.2 模型制作要求 

(1)各参赛队要求在 16 个小时内完成模型的制作。应在此规定制作时间内完成所有模型的

胶水粘贴工作，将模型组装为整体，此后不能对模型再进行任何操作。后续的安装阶段仅允

许采用螺钉将模型固定到底板上。 

(2)模型制作过程中，严禁将模型半成品部件置于地面。若因此导致模型损坏，责任自负，

并不因此而延长制作时间。 

4. 加载与测量 

4.1 荷载施加方式概述 

竞赛模型加载点见图 3，在半径为 150mm 和半径 260mm 的两个圆上共设置 8 个加载点，

加载点允许高度范围见加载点剖面图，可在此范围内布置加载点。比赛时将施加三级荷载，

第一级荷载在所有 8 个点上施加竖直荷载；第二级荷载在 R=150mm(以下简称内圈)及

R=260mm(以下简称外圈)这两圈加载点中各抽签选出 2 个加载点施加竖直荷载；第三级荷载

在内圈加载点中抽签选出 1 个加载点施加水平荷载。具体加载方式详见 4.8。 



 

 

图 3 加载点位置示意图 

比赛时选用 2mm 粗高强尼龙绳，绑成绳套，固定在加载点上，绳套只能捆绑在节点位置，

尼龙绳仅做挂重用，不兼作结构构件。每根尼龙绳长度不超过 150mm，捆绑方式自定，绳子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能达到 25kg 拉力。每个加载点处选手需用红笔标识出以加载点为中心，左

右各 5mm、总共 10mm 的加载区域，如图 4 所示，绑绳只能设置在此区域中。加载过程中，

绑绳不得滑动出此区域。 

 

图 4 加载点卡槽示意图 

4.2 模型安装到承台板 

1)安装前先对模型进行称重(包括绳套)，记 MA(精度 0.1g)。 

2)参赛队将模型安装在承台板上，承台板为 1200mm（长）×1200mm（宽）×15mm（高）

的生态木板，中部开设了可通过加载钢绳的孔洞。安装时模型与承台板之间采用自攻螺钉(1g/

颗)连接，螺钉总质量记为 MB(单位：g)；整个模型结构(包括螺钉)不得超越规定的内外球面

之间范围(内半径 375mm，外半径 550mm)，若安装时自己破坏了模型结构，不得临时再做修

补。安装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每超过 1 分钟总分扣去 2 分，扣分累加。 

3)模型总重 M1=MA+MB(精度 0.1g)。 

4.3 抽签环节 

本环节选手通过两个随机抽签值确定模型的第三级的水平荷载加载点（对应模型的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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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及第二级的竖向随机加载模式。 

(1)抽取第三级加载时水平荷载的加载点 

参赛队伍在完成模型制作后，要在内圈 4 个加载点附近用笔(或者贴上便签)按顺时针明确

标出 A、B、C、D，如图 5(a)所示。采用随机程序从 A 至 D 等 4 个英文大写字母中随机抽取

一个，所抽到字母即为参赛队伍第三级水平荷载的加载点。此时，将该点旋转对准 x 轴的负

方向，再将该加载点重新定义为 1 号点。另外 7 个加载点按照图 5(b)所示规则编号：按照顺

时针的顺序，在模型上由内圈到外圈按顺时针标出 2~8 号加载点。例如，若在抽取步骤(1)中

抽到 B，则应该按图 5(c)定义加载点的编号，其他情况以此类推。 

   

(a) (b) (c) 

图 5 加载点抽签编号图 

(2)抽取第二级竖向荷载的加载点 

第二级竖向荷载的加载点是按照图 6 中的 6 种加载模式进行随机抽取的，抽取方式是用

随机程序从(a)至(f)等 6 个英文小写字母中随机抽取一个，抽到的字母对应到图 6 中相应的加

载方式，图中的带方框的红色的加载点即为第二级施加偏心荷载的加载点。 

下图中点 1~8 的标号与抽取步骤(1)中确定的加载点标号一一对应。例如，如果在此步骤

中抽到(d)，则在 1、2、5、7 号点加载第二级偏心荷载，在 1 号点上加载第三级水平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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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 种竖向荷载加载模式示意图 

(带方框的红色点表示第二级垂直荷载的加载点) 

4.4 模型几何尺寸检测 

(1)几何外观尺寸检测 

模型构件允许存在的空间为两个半球体之间，如图 1 所示。检测时，将已安装模型的承

台板放置于检测台上，采用如图 7 的检测装置 A 和 B，其中 A 与 B 均可绕所需检测球体的中

心轴旋转 180°。检测装置已考虑了允许选手有一定的制作误差(内径此处允许值为 740mm，外

径为 1110mm)。要求检测装置在旋转过程中，模型构件不与检测装置发生接触。若模型构件

与检测装置接触，则代表检测不合格，不予进行下一步检测。 

(2)加载点位置检测 

采用如图 8 的检测装置 C 检测 8 个竖直加载点的位置。该检测台有 8 个以加载点垂足为

圆心，15mm 为半径的圆孔。选手需在步骤 4.2 时捆绑的每个绳套上利用 S 形钩挂上带有 100g

重物的尼龙绳，尼龙绳直径为 2mm。8 根自然下垂的尼龙绳，在绳子停止晃动之后，可以同

时穿过圆孔，但都不与圆孔接触，则检测合格。尼龙绳与圆孔边缘接触则视为失效。 

水平加载点采用了点 1 作为加载位置，考虑到绑绳需要一定的空间位置，水平加载点定

位与垂直加载点空间距离不超过 20mm。 

以上操作在志愿者监督下，由参赛队员在工作台上自行完成，过程中如有损坏，责任自

负。如未能通过以上两项检测，则判定模型失效，不予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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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检测完毕后，队员填写第二、第三级荷载的具体数值(具体荷载范围见 4.8)，签名

确认，此后不得更改。 

`

(a) 外轮廓检测装置 A (b) 内轮廓检测装置 B 

图 7 几何外观尺寸检测装置示意图(单位：mm) 

 

图 8 竖直加载点位置检测装置 C(单位：mm) 

4.5 模型安装到加载台上 

参赛队将安装好模型的承台板抬至加载台支架上，将点 1 对准加载台的 x 轴负方向，用 G

型木工夹夹住底板和加载台，每队提供 8 个夹具，由各队任选夹具数量和位置，也可不用。 

在模型竖直加载点的尼龙绳吊点处挂上加载绳，在加载绳末端挂上加载挂盘，每个挂盘

及加载绳的质量之和约为每套 500g。调节水平加载绳的位置到水平位置，水平加载挂盘在施

加第三级水平荷载的时候再挂上。 

4.6 模型挠度的测量方法 

工程设计中，结构的强度与刚度是结构性能的两个重要指标。在模型的第一、二级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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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通过位移测量装置对结构中心点的垂直位移进行测量。根据实际工程中大跨度屋盖

的挠度要求，按照相似性原理进行换算，再综合其他试验因素后设定本模型最大允许位移为

[w]=12mm。位移测量点位置如图 9 所示，位移测量点应布置于模型中心位置的最高点，并可

随主体结构受载后共同变形，而非脱离主体结构单独设置。测量点处粘贴重量不超过 20g 的

尺寸为 30mm×30mm 的铝片，采用位移计进行位移测量。参赛队员必须在该位移测量处设置

支撑铝片的杆件。铝片应粘贴牢固，加载过程中出现脱落、倾斜而导致的位移计读数异常，

各参赛队自行负责。 

 

图 9 位移测量点位置示意图 

在 4.5 步骤完成后，将位移计对准铝片中点，位移测量装置归零，位移量从此时开始计数。 

4.5 及 4.6 的安装过程由各队自行完成，赛会人员负责监督、标定测量仪器和记录。如在

此过程中出现模型损坏，则视为丧失比赛资格。安装完毕后，不得再触碰模型。 

4.7 答辩环节 

由一个参赛队员陈述，时间控制在 1 分钟以内。评委提问及参赛队员回答，时间控制在 2

分钟以内。 

4.8 具体加载步骤： 

加载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竖直荷载，在所有加载点上每点施加 5kg 的竖向荷载；第二级

是在第一级的荷载基础上在选定的 4 个点上每点施加 4-6kg 的竖向荷载（注：每点荷载需是同

一数值）；第三级是在前两级荷载基础上，施加变方向水平荷载，大小在 4kg~8kg 之间。第二、

三级的可选荷载大小由参赛队伍自己选取，按 1kg 为最小单位增加。现场采用砝码施加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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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kg 和 2kg 两种规格。 

(1)第一级加载：在图 3 中的 8 个加载点，每个点施加 5kg 的竖向荷载；并对竖向位移进

行检测。在持荷第 10 秒钟时读取位移计的示数。稳定位移不超过允许的位移限值[w]=12mm(注：

本赛题规则中所有的位移均是指位移绝对值，若在加载时，位移往上超过 12mm 也算失效)，

则认为该级加载成功。否则，该级加载失效，不得进行后续加载。 

(2)第二级加载：在第一级的荷载基础上，在 4.3 步骤抽取的 4 个荷载加载点处施加 4-6kg

的竖向荷载(每个点荷载相同)；并对竖向位移进行检测。在持荷第 10 秒钟时读取位移计示数，

稳定位移不超过允许的位移[w]=12mm，则认为该级加载成功。否则，该级加载失效，不得进

行后续加载。 

(3)第三级加载：在前两级的荷载基础上，在点 1 上施加变动方向的水平荷载。比赛选手

首先在 I 点处挂上选定荷载。而后参赛队伍自己推动已施加荷载的可旋转加载装置，依次经过

Ⅰ、Ⅱ、Ⅲ、Ⅳ四点，并且不受到结构构件的阻挡。这四个点的位置关系如图 10 所示。转到

Ⅰ、Ⅱ、Ⅲ、Ⅳ这四点时，应各停留 5 秒钟。如果加载的过程中，模型没有失效，则加载成

功。 

以上三级的总加载时间不超过 4 分钟。若超过此时间，每超过 1 分钟总分扣去 2 分，扣

分累加。 

 

图 10 第三级荷载加载方式 

无特殊情况下(是否特殊情况由专家组判定)，每个队伍从模型安装到加载台上(步骤 4.5 开

始)到加载结束应在 10 分钟内结束，若超过此时间，每超过 1 分钟总分扣去 2 分，扣分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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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模型失效评判准则 

加载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则终止加载，本级加载及以后级别加载成绩为零： 

(1)加载过程中，若模型结构发生整体倾覆、垮塌，则终止加载，本级加载及以后级别加

载成绩为零； 

(2)如果设置的挂绳断裂或者脱落失效，也应视为模型失效； 

(3)第一级或第二级荷载加载时挠度超过允许挠度限值[w]； 

(4)评委认定不能继续加载的其他情况。 

5．模型材料 

本项比赛模型制作材料由组委会统一提供，现场制作；各参赛队使用的材料仅限于组委

会提供的材料。允许选手对所给材料进行加工、组合。如模型中采用的材料违反上述规定，

一经查实，将取消参赛资格。每队统一配发以下材料(由组委会提供)： 

(1)竹材，用于制作结构构件。 

竹材规格及数量如表1所示，竹材参考力学指标如表2所示。 

表 1 竹材规格及用量 

竹材规格 竹材名称 数量 

竹皮 

1250mm×430mm×0.50mm 本色侧压双层复压竹皮 2 张 

1250mm×430mm×0.35mm 本色侧压双层复压竹皮 2 张 

1250mm×430mm×0.20mm 本色侧压单层复压竹皮 2 张 

竹条 

900mm×6mm×1mm  20根 

900mm×2mm×2mm  20根 

900mm×3mm×3mm  20根 

注：竹条实际长度为 930mm。 

表 2 竹材参考力学指标 

密度 顺纹抗拉强度 抗压强度 弹性模量 

0.789g/cm3 150MPa 65MPa 10GPa 

(2) 胶水：用于模型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限 8 瓶。 

(3)制作工具：美工刀 3 把、剪刀 2 把、镊子 2 把、6 寸水口钳 1 把、滴管若干、铅笔两支、

钢尺(30cm)以及丁字尺(1m)各一把、三角尺(20cm)一套。打孔器（公用）。 

(4) 测试附件为 30mm×30mm 的铝片，重 20g，用于挠度测试。 

(5)尼龙挂绳，此挂绳仅用于绑扎挂钩用，不得用于模型构件使用，称重时挂绳绑扎在结

502



 

构上一起称重。 

6、评分标准 

6.1 总分构成 

结构评分按总分 100 分计算，其中包括： 

(1) 理论方案分值: 5 分 

(2) 现场制作的模型分值: 10 分 

(3) 现场陈述与答辩分值: 5 分 

(4) 加载表现分值: 80 分 

6.2 评分细则 

A. 理论方案: 满分 5 分 

第 i 队的理论方案得分 Ai 由专家根据计算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图文表达的

清晰性与规范性等进行评分；理论方案不得出现参赛学校的标识，否则为零分。 

注：计算书要求包含：结构选型、结构建模及主要计算参数、受荷分析、节点构造、模

型加工图(含材料表)。 

B. 现场制作的模型分:满分 10 分 

第 i 队的现场制作的模型分得分 Bi 由专家根据模型结构的合理性、创新性、制作质量、

美观性和实用性等进行评分；其中模型结构与制作质量各占 5 分： 

C. 现场表现:满分 5 分 

第 i 队的现场表现 Ci 由专家根据队员现场综合表现(内容表述、逻辑思维、创新点和回答

等)进行评分 

D. 加载表现评分 

（1） 计算第 i 支参赛队的单位自重承载力 、 、 。 

第一级加载成功时，各参赛队模型的自重为 (单位：g)，承载质量为 (单位：g)，此

处的质量除各队的承载质量外，还包括 8 个加载托盘及加载线的总量，每个托盘+加载线按

500g 计算，单位承载力为 ： 

  

单位承载力最高的小组得分 25，作为满分，其单位承载力记为 ，其余小组得分为

1ik 2ik 3ik

iM 1iG

1ik

1 1 /i i ik G M

1maxk



 

。 

第二级加载成功时，各参赛队模型的自重为  (单位：g)，承载质量为 (单位：g)，

为参赛队自报的第二级加载总质量，单位承载力为 ： 

  

单位承载力最高的小组得分 25，作为满分，其单位承载力记为 ，其余小组得分为

。 

第三级加载成功时，各参赛队模型的自重（包括螺钉重量）为 (单位：g)，承载质量为

(单位：g)， 除参赛队自报的水平加载质量外，还包括 1 个加载托盘及加载线的总量，

托盘+加载线按 500g 计算，单位水平承载力为 ： 

  

单位承载力最高的小组得分 30，作为满分，其单位承载力记为 ，其余小组得分为

。 

（2） 模型承载力综合得分  

+ +  

6.3 总分计算公式 

 第 i 支队总分计算公式为：Fi =Ai+Bi+Ci+Di 

 

 

  

1 125 /i maxk k

iM 2iG 2iG

2ik

2 2 /i i ik G M

2maxk

2 225 /i maxk k

iM

3iG 3iG

3ik

3 3 /i i ik G M

3maxk

3 330 /i maxk k

iD

iD  1 125 /i maxk k 2 225 /i maxk k 3 330 /i maxk k



 

附件 2：2018 年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材料及加载装置信息 

一、竹材 

竹材供应商联系方式： 

单位：杭州邦博(BAMBOO)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 310 号中竹大厦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 

联系人：王军龙 电 话：13082806354 

QQ：105774690 微信号：13082806354 

二、502 胶水 

竞赛 502 胶水供应商：浩森胶业有限公司， 

产品型号：日月星火速胶 HS-30(30g 装)。 

网址：http://www.hs502.com/ 

具体联系人：任浩，电话：15813686110QQ：3131000941；微信号：15813686110 

三、自攻螺钉 

规格：M4，钉长 16mm 或 20mm，五金店有售 

四、模型底板 

1200mm×1200mm×15mm 厚生态木板，各木材市场有售 

四、尼龙绳 

产品型号：2mm 高强度尼龙绳 

参考网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459fdd52gwFpMl&id=525040644669&ns=1&abbucket=3#

detail 

五、加载装置及模型检测装置 

暂定由各高校自行制作。 

  



 

六、模型加载装置参考尺寸图 

1. 加载装置钢架示意图及滑轮组布置示意图(滑轮用于将加载点引到加载台侧面，使得加载更

加安全) 

 

附图 1          附图 2 
2.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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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加载台平立面图 
 

 

附图 4 滑轮位置布置图及模型底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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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海南分区选拔赛暨第六届海南省

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材料/工具清单 

一、 制作工具 

以下工具，可以很好地满足模型制作需求。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此表(指

定型号)之外的工具不得带入场内。 

 

 

名称 数量 参考厂家品牌 型号 

专用 

（每

小组

一份） 

剪刀 2 得力 No.6009 

美工刀 2 得力 No.2003 

小镊子 2 BESTIR BST-03531/03533 

水口钳 1 BESTIR B-13201 

T 尺（1m） 1 鸿泰文具 HT1135 

钢尺（50cm） 1 得力 No.8463  

三角板(18cm) 1 得力 No.6420 

铅笔 2   

公用 

打孔器 8 

模型制作现场提供 

电子秤 2 

自攻螺钉 6-8 

尼龙绳 15cm*9 

铝片 51 

百分表 2 

 

二、 模型材料 

竞赛期间，承办方为各队提供如下材料用于模型制作。 

（1）竹材：用于制作结构构件。有如下三种规格： 

竹材规格                     款式 

1250×430×0.50mm            本色侧压双层复压竹皮（每小组 2张） 

1250×430×0.35mm            本色侧压双层复压竹皮（每小组 2张） 

1250×430×0.20mm            本色侧压单层复压竹皮（每小组 2张） 

900×6×1mm                  竹条（每小组 20根） 

900×2×2mm                  竹条（每小组 20根） 

900×3×3mm                  竹条（每小组 20根） 

（2）502 胶水（每组 8瓶）

项 
目 

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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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海南分区选拔赛暨第六届海南省大学

生结构设计竞赛材料、设备采购厂家联系信息 

一、竹材 

竞赛竹材供应商-杭州邦博(BAMBOO)科技有限公司。 

1、竹集成材质量规格： 

序号 产品型号 
规 格 

(mm) 

单个模型所需

数量（片/个） 

1 集成竹片（单层） 1250*430*0.2（+0.02） 2 

2 集成竹片（双层） 1250*430*0.35（+0.02） 2 

3 集成竹片（双层） 1250*430*0.5（+0.02） 2 

4 竹条 900*6*1 20 

5 竹条 900*2*2 20 

6 竹条 900*3*3 20 

2、竹材力学性能参考值： 

序号 项目 性能指标 

1 密度 0.789g/cm
3
 

2 弹性模量 10GPa 

3 抗压强度 65MPa 

4 顺纹抗拉强度 150MPa 

 

3、竹材供应商联系方式： 

单位： 杭州邦博（BAMBOO）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 310 号中竹大厦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开

发中心 

联系人：王军龙   电话：130 8280 6354 

QQ:105774690      微信号：13082806354 

二、502 胶水 

竞赛 502 胶水供应商-浩森胶业公司，产品为日月星火速胶。 

网址：http://www.hs502.com/，联系人：15813686112，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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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载装置和模型加载底板 

由全国竞赛委员会指定厂家生产。 

四、工具包 

     专用工具（每组 1 份），佳博文具店（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三西路 9-4

号，联系方式：甘明荣，18876178180，66281625） 



附件三：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海南分区选拔赛 

暨第六届海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各单位联系人 

序号 学校 联系人 电话 QQ 备注 

1 海南大学 杜 娟 13036020709 314261366 全面组织负责 

2 海南大学 肖天崟 13876261106 429893952 赛题解译 

3 海南大学 曾加东 18583373909 421190612 报名、领取材料工具 

4 海南大学 董金爽 13398906817 836529623 赛前加载 

5 海口经济学院 杜 鹏 18708911763 379979163  

6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夏 玮 13648604541 2605004637   

7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彭 勇 18389386720 791890870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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