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湖南省第九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题目

《木塔结构设计与模型制作》

1. 竞赛模型及尺寸要求

本次题目模型以三重木塔结构为基本单元，要求参赛者针对竖向荷载、扭转荷载及水平荷

载等多种荷载工况下的空间结构进行受力分析、模型制作及加载试验。

本竞赛需制作木塔结构，其中一、二层是带挑檐加载点的两层，第三层与塔顶结构形式不

限，但塔顶必须能够承担水平荷载。木塔内部给出圆形中空规避区，外部给出正八边形的外边

界限，木塔各层外边界尺寸由低往高逐渐减小。具体要求如下：

（1）木塔层高要求：一至二层顶部标高如图 1 所示（由底板上表面量至各楼层梁的上表面

最高处）分别为 0.35m、0.70m，塔顶标高为 1.05m。其中蓝色区域为外规避区，黄色区域为挑

檐区，红色阴影部分为内规避区。

图 1 木塔模型示意图（单位：mm）

（2）木塔各层外边界要求：木塔为三层结构，其中一二层按规定制作，三层结构形式不做

限制。一层底面（I-I 截面）、二层底面（II-II 截面）、三层底面（III-III 截面）正八边形外边界

线跨径分别为 350mm、320mm、290mm，如图 2 所示。

图 2模型截面尺寸图（单位：mm）

（3）内部圆形内边界要求：一层底面（I-I截面）、二层底面（II-II 截面）和三层底面（Ⅲ



-Ⅲ截面）圆形内边界线直径分别为 220mm、190mm、160mm，如图 2 所示。

（4）挑檐加载点要求：II-II 截面、III-III 截面和 IV-IV 截面需根据模型加载要求设置有凸

出的挑檐加载点，各层加载点空间坐标固定，具体为相应层沿八边形形心与角点连线方向，如

图 3a以Ⅱ-Ⅱ截面为例所示，伸出八边形外边界角点的水平投影长度为 60mm，立面投影高度为

40mm，即挑檐在矩形（60mm×40mm）范围内，挑檐详图如图 3b所示。

（a）挑檐水平位置图 （b）挑檐详图

图 4 挑檐加载点示意图（单位：mm）

（5）模型所有构件仅能在模型的内边界与外边界线之间以及挑檐区内设置。在内规避区和

外规避区内不允许制作任何的水平、竖向、斜向等杆件。上述要求相关尺寸的误差均需满足在

±5mm范围内。

2. 模型加载

本模型采用三级加载，第一级加载为 II-II 截面和 III-III 截面选择加载点的竖向加载；第二

级加载为 III-III 截面选择两个对角加载点施加顺时针扭转荷载；第三级加载为塔顶沿固定加载

方向的水平静力加载。各加载点 1~8 的位置如图 4 所述位置，如图中 II-3点表示 II-II 截面的第

3个加载点，其中第一级和第二级加载点位置的抽签环节在模型制作完毕后进行，且所有参赛

组采用相同的抽签结果进行加载。

(a) II-II截面 (b) III-III 截面



图 4 加载点示意

（1）第一级加载

第一级加载如图 5 所示。在 II-II 截面、III-III 截面下侧外圈八边形共 16 个加载点中随机选择

6个加载点。其中 II-II 截面选 3 个点，每个点加载重量为 4kg；III-III 截面选 3 个点，每个点加载

重量为 2kg。在持荷第 10 秒钟后，结构未出现第 4节所列模型失效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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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加载点抽取方法为：从编号 1~8的数字（分别代表图 4 中各层的 8 个加载点位置）中，

随机抽取 3个数字，作为 II-II 截面加载点位置，本次抽取的 3 数字放入总样本中；再随机抽取 3

个数字，作为 III-III 截面加载点位置。

图 5 第一级竖向加载示意图

（2）第二级加载

在第一级持荷状态下，在 III-III 截面 8 个加载点的四种工况中随机选择一种施加顺时针扭

转荷载，四种工况为（工况一：1号点—5号点施加载荷；工况二：2 号点—6号点施加载荷；

工况三：3 号点—7 号点施加载荷；工况四：4 号点—8 号点施加载荷）。扭矩荷载施加如图 6

所示，每个点的施加荷载大小为 2 kg，沿俯视图顺时针方向加载。在持荷第 10秒钟后，结构未

出现第 4 节所列模型失效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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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加载情况如图 7所示。

四种工况的抽取方法为随机从编号 1~4的数字（分别代表图 7 中 III-III 截面的 4个加载点

所在轴线位置，即分别对应上述工况一至四）中，抽取 1个数字，作为扭转轴线。

（3）第三级加载

在第一、二级持荷状态下，在塔顶点施加如图 7所示固定方向的水平力，水平力可选择为

2 kg、4kg、6 kg（由参赛队在赛前自行选择荷载大小）。在持荷第 10秒钟后，结构未出现第 4



节所列模型失效情况，则认为该级加载成功。否则，该级加载失效。具体加载情况如图 7 所示。

(a) 平面示意图 (b) 三维示意图

图 6 第二级扭转荷载示意图

(a) 平面示意图 (b) 三维示意图

图 7第三级水平荷载示意图

3. 模型制作安装与加载方法

各参赛队要求在 12个小时内完成模型的制作，模型制作过程中，严禁将半成品部件置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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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制作完成，并抽取第一、二级加载点位置后，参赛队员采用高强尼龙绳，绑成绳套，

固定在需要加载的挑檐角点的竖向加载点及塔顶的水平加载点上，绳套只能捆绑在节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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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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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队伍在完成模型制作后，使用检测内套筒来检验模型内部规避区是否符合要求，检测

时检测内套筒从模型底部进入，检验其尺寸是否满足要求（图 10）；并用检测架来检测模型外

部尺寸（图 9）。



模型在加载前需用自攻螺钉固定到由竞赛组委会统一发放的 600×600×25 mm竹制底板上，

该底板绘有 I-I截面的正八边形角编号点及外边界线和水平加载方向投影记号，如图 8 所示。将

底板固定到加载架上，并安装第一级竖向、第二级扭转及第三级水平加载绳及砝码盘。

模型安装完毕后，依次施加各级荷载。

图 8 模型底板示意图

4. 模型失效评判准则

加载过程中，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则终止加载，本级加载及后续级别加载成绩为零：

(1) 加载过程中，模型结构发生整体倾覆、垮塌；

(2) 加载过程中，尼龙绳断裂、出现处于加载状态的砝码落地现象；

(3) 专家组认定不能继续加载的其他情况。

5. 加载设备介绍

（1）加载设备介绍

第一级、二级和第三级加载设备主要包含挑檐和塔顶加载点处的加载绳、砝码盘及砝码。

加载装置具体见附录 A。

图 9外边界检测装置示意图（单位：mm） 图 10内边界检测装置示意图（单位：mm）



（2）模型尺寸检测装置

通过设置检测板来检测模型外部的尺寸，如图 9所示使用平面的检测板来依次检测八个挑

檐处的立面尺寸是否符合规定要求，检测板不可触碰到模型。内部规避区尺寸检测装置的设置

如图 10所示，为长筒圆台状的检测装置，从模型底部伸入，检测模型内部规避区是否合适，检

测内套筒不可触碰到模型。

6. 模型材料

竞赛期间，承办方为各队提供如下材料及工具用于模型制作，不得擅自使用其它材料及工

具。

（1）模型制作材料、尼龙绳由组委会统一提供，现场制作，各参赛队使用的材料仅限于组

委会提供的材料，不允许将竹材中的无纺布剥离下来做捆扎单独使用。

（2）模型采用竹材制作，竹材参考力学指标见表 1，竹材规格及用量上限如表 2 所示。组

委会对现场发放的竹材材料仅从规格上负责，原则上不予更换。

表 1 竹材参考力学指标

密度 顺纹抗拉强度 抗压强度 弹性模量

0.8g/cm3 60MPa 30MPa 6GPa

表 2 竹材规格及用量上限

竹材规格 竹材名称 用量上限

竹皮
1250mm×430mm×0.20 mm 集成竹片（单层） 2 张

1250mm×430mm×0.35mm 集成竹片（双层） 2 张

竹杆件
930mm×6mm×1.0mm 集成竹材 25 根

930mm×3mm×3.0 mm 集成竹材 25 根

（3）模型制作提供 502胶水（30g装）6瓶，用于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

（4）提供长度为 200 mm 高强尼龙绳（2mm 粗）11段，用于砝码挂载，捆绑方式自定，

绳子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能达到 25kg 拉力。不允许将尼龙绳粘在结构上。

（5）模型制作期间，统一提供美工刀、剪刀、水口钳、断线钳、刻刀、锉刀、磨砂纸、 尺

子（钢尺、丁字尺、三角板）、镊子、滴管、扳手、打孔器等常规制作工具，各参赛队可自带设

计详图图纸 1 张（不得超过 80g、A1 图纸规格）和直流电小型电子秤，其他模型制作工具或

物品不得私自携带入场。

（6）模型制作完成后，对模型（含高强尼龙绳，不包括导线）进行称重，并附加模型与底



板之间连接用自攻螺钉质量（按 1.0g/颗计算），得到模型总质量。记为 M0i（精度 0.1g）。

7. 评分标准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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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2） 现场制作的模型分值：10 分

（3） 加载表现分值：80 分

7.2 评分准则

（1） 理论方案分（Ai）：满分 10分

第 i 队的理论方案得分 Ai由专家组根据设计说明书、方案图和计算书内容的科学性、完整

性、准确性和图文表达的清晰性与规范性等进行评分。理论方案不得出现任何有关参赛学校和

个人的信息，否则为零分。

（2） 现场制作的模型分（Bi）：满分 10分

第 i 队现场制作的模型得分 Bi由专家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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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加载表现分（Ei）：满分 80分

1）第一级加载总分 25 分。第一级荷载加载成功，计算第 i 队模型的单位质量承载力：

k1i=M1i/M0i。其中，M1i为砝码总质量，M0i为该级加载成功时第 i 队模型总质量，k1i最高的参赛

队得 25分（满分），记为 k1,max，其他参赛队得分 E1i=25k1i/k1,max。

2）第二级加载总分 30 分。第二级荷载加载成功，计算第 i 队模型的单位质量承载力：

k2i=M2i/M0i。其中，M2i为该级放置砝码总质量。k2i最高的参赛队得 30 分（满分），记为 k2,max，

其他参赛队得分 E2i=30 k2i/k2,max。

3）第三级加载总分 25 分。第三级荷载加载成功，计算第 i 队模型的单位质量承载力：

k3i=M3i/M0i。其中，M3i为该级放置砝码总质量。k3i最高的参赛队得 25 分（满分），记为 k3,max，

其他参赛队得分 E3i=25 k3i/k3,max。

第 i 队的加载表现得分 Ei根据上述三项之和得出，即：

Ei = E1i + E2i + E3i

各参赛队的总分为：Ai +Bi +Ei



附录 A

三重木塔结构模型加载测试装置

根据三重木塔结构模型加载需求，本次加载设备主要包括刚架与滑轮，加载设备具体尺寸

与型材如下所示。

模型加载设备共包含 A、B、C三部分，A为八边形加载设备底座，与 B通过 8根立柱支

架连接，C用于实现水平与扭转加载，位于 B上方，由四根立柱与横梁形成框架结构，在顶部

横梁距离 B位置处 1050m高度处设置一定滑轮，用于三级水平加载。加载装置三视图以及典型

位置截面图见图 A1和图 A2。

（a）左视图 （b）正视图

（c）俯视图 （d）1-1截面图



（e）2-2截面图 （f）3-3 截面图

图 A1 加载装置三视图及典型位置断面图

（a）加载架示意图 （b） 模型安装效果图 （c）模型安装后侧视图

图 A2 加载架三维示意图

（1）加载刚架全部采用 45×45铝合金型材，配合 T型螺栓+法兰螺母或者 T型螺栓+半圆

头螺栓，见图 A3所示。

图 A3 45×45铝合金型材及安装示意图

（2）通过设置定向滑轮，将竖向荷载转化为水平荷载以施加扭矩与水平作用力。其中三级

加载中滑轮顶部应与模型塔顶位置等高，误差不超±5mm。



（3）用于施加扭矩的定向滑轮，其高度沿着立柱可以自由调节。

（4）由长×宽为 600×600厚为 20mm的模板制成，通过 T型螺栓+法兰螺母或者 T型螺栓+

半圆头螺栓固定在加载底座上，通过自攻螺丝固定模型。



附录 B

关于题目的一些疑问

1. 挑檐规避区范围为三角形是否合适？是否应该加大挑檐区范围？

2. 在Ⅲ-Ⅲ截面施加扭转荷载时是否应规定扭转位移的大小？

3. 为防止一、二级荷载加载点重合，是否应该修改加载点选取方式？

4. 模型加载失效准则是否应更详细？

5. 是否应添加模型安全加载规则？

6. 在层高处的结构层是否必须做？

7. 外边界检测装置的检测板不可触碰到模型，假设触碰能通过算不算？

8. I 级和 II 级加载点采用了随机抽签方式，这种方式会不会有运气成分？如果将加载点事先明

确，学生是不是会容易把握一些？

9. 塔顶是收敛到一点还是可以随意，如果不收敛到一点(当然可能不会这样做)，那么塔顶的水

平加载点就不止一个？

10.三级加载过程，为何第二级分数更高？

11.荷载是如何加到加载点的？用绳索绑还是用小钩？如果是柔性结构，II 级加载的扭转角可能

较大，如何确保加载点的荷载不脱落？

回答：

1、挑檐范围三角形可改为 60*40 的矩形，不建议加长或加高啦。（已修改）

2、扭转位移不好测量确定，部分模型会用柔性悬挑，建议可以加载绳长来限制扭转位移的

大概数值，如预留砝码盘高度，如果加载砝码盘着地则加载失败。

3、加载点可以重合，多留一个绳套就好，不必修改加载点选取方式。

4、可更详细，但关键是要好判断，不引起歧义和争议为宜。

5、不必，只是宜设位移的大概控制，不然柔性悬挑会很多，会引起争议。

6、不必做，只要满足总体结构布局空间要求，宜尽量多留给学生创新空间。

7、结构只要触碰到检测板就是不能通过。

8、比赛做完模型后才统一抽签确定加载点位置，可以避免运气成分，每个加载点都要准备被加

载。

9、加载设备的水平加载点是固定的，只能是在塔顶中部位置，所以不管塔顶形式是怎么样的，

中部必须要有一个加载点。



10、二级加载是扭转荷载，考虑到塔主要承受竖向荷载，扭转荷载作用下可能更容易破坏，所

以分数略高点。

11、第十一个问题需等加载设备加工完成后才能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