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木切割问题中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
 

木结构,
 

传统工艺,
 

传统文化

在运用 Scipy 优化工具求解工程问题的实践中,
 

我们深入探索了从圆柱形原木中切割矩

形梁的最优方案问题。 通过建立梁的抗弯强度和刚度数学模型,
 

设定约束条件,
 

借助 mini-
mize 等函数进行多轮迭代优化,

 

最终得出了 2 个关键目标的最优解:
 

追求极限抗弯强度时,
 

矩形梁的最优宽高比趋近于 1 ∶ 2(厚梁形态);
 

追求最大抗弯刚度时,
 

宽高比趋近于 1 ∶ 1(方

形截面)。 这一过程不仅让我们掌握了科学计算工具的操作逻辑,
 

更深刻理解了材料力学特

性与几何形态的精密关联。
当我们将现代计算结果与北宋官修建筑典籍《营造法式》的记载进行对比时,

 

一个跨越千

年的智慧共振令人惊叹。 这部被誉为“中国建筑法典”的巨著,
 

虽未直接标注比例数值,
 

但其

通过“材分制”体系规范的木材截面标准化设计,
 

经后世学者研究还原,
 

矩形截面梁的典型尺

寸比为 3 ∶ 2(宽 ∶ 高≈1. 5 ∶ 1)。 这一比例值恰如其分地落在我们计算的强度最优(1 ∶ 2)与

刚度最优(1 ∶ 1)方案之间,
 

精准兼顾两种力学性能的平衡点。 这绝非巧合,
 

而是古代工匠在

缺乏数值计算工具的背景下,
 

通过无数实践验证形成的经验结晶。 《营造法式》作为当时国家

层面的建筑标准,
 

其设计规范凝聚了集体智慧的最高结晶。 3 ∶ 2 的比例关系既保证了梁体不

易断裂(强度要求),
 

又有效控制了大跨度下的变形风险(刚度需求),
 

更巧妙地节约了珍贵的

木材资源。 这种在多重目标约束下寻求最适解的系统思维,
 

彰显了中华营造体系对“执中致

和”哲学理念的实践运用--不追求单一指标的极端化,
 

而是立足整体效能寻求和谐统一。 从

汴京宫殿到晋祠飞梁,
 

遗存至今的宋代木构杰作以千年屹立证明了这一比例的科学性。 如今

我们用优化算法复现古人智慧,
 

既是对传统营造技艺的数学解码,
 

更揭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

智慧交融的永恒价值:
 

现代技术让我们逼近理论极限,
 

而先哲“致中和”的辩证思维,
 

至今仍

是处理复杂工程问题的思想明灯。

思政点:
 

中国在木结构营造工艺上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我国土木工程事业在近代

以来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但近年来已经产生了显著的进度,
 

正以“基建狂魔”的身份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