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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 国水利部

关于批准发布水利行业标准的公告

2 0 0 8 年第 3 0 号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利部批准 《水轮机模型浑水验收试验规

程》 (S L 1 4 2
—

2 O 0 8 ) 等 2 项标准为水利行业标准
，

现予 以公布
。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替代标准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水轮机模型浑
水验收试验规程

S L l42
—

2o08 S L l42
—

9 7 2O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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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1O 2 O 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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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
．

1O

2 水工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SL 19 1
—

2o08
S L ／T 191 —

9 6

和 S D J 20
—

7 8 2O
O 8 ．

I1
．

1O 20 O 9
．

0 2
．

1O

二 O o 八 年十
一

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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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 根据水 利部水利水 电规 划设 计 管 理局 水 总局 科

[2 o 0 4 ] 2 号文
，

按照 《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 》 (S L 1
—

2 0 0 2 )

的要求
，

由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会同有关高等院校共同修订

而成 。

《水工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 L ／T l 9 1
—

9 6 ) 颁布后
，

由

于和 《水工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 D J 2 0
—

7 8 ) 并行使用
，

在安全度表达及考虑不同荷载的变异性上存在不
一

致
，

因此本次

修订对 以上两本规范进行 了整合 ，

对部分条文进行 了合理修订
，

并补充了新的内容 。

本标准共 1 3 章 6 4 节 4 1 O 条和 7 个附录
，

主要 内容有 ： 水工

混 凝土结构基本设计规定
、

材料
、

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计算
、

钢筋

混凝土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及正 常使

用极限状态验算 、 一

般构造规定
、

水工 结构构件的设计构造规

定 、

温度作用设计原则
、

非杆件体系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配筋计算

原则 、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及有关附录
。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

— —

结构构件的安全度表达 ，

在考虑荷载与材料强度的不同

变异性的基础上 ，

采用经 多 系数分析的安全系数 K 白憔 达方式 ；

— —

对环境类别 的划分进行 了调整 ； 对结构设计 的耐久性要

求作了补充 ；

— —

按照新的钢材国家标准 ，

对钢筋的品种进行了调整 ； 对

混凝土和钢筋的材料性能设计指标作了修订 ；

— —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 由原规范的两个公式改为
一

个公

式 ； 对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公式作了合理的调整 ；

— —

对构件裂缝宽度的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正 ； 增加了通过限

制钢筋应力来间接控制非杆件体系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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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

— —

增加了小剪跨 比的牛腿配筋计算公式 ； 对壁式连续牛腿

单位长度 吊车轮压的计算方法作了调整 ；

— —

增加 了具有水工 特点的闸门门槽
、

水电站钢筋混凝土蜗

壳 、

尾水管和坝体内孑L洞 的设计方法和构造要求
。

本 标 准 3
．

1．9
、

3
．

2
．

2
、

3
．

2
．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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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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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4
．

2
．

2
、

4 ．

2
．

3
、

5
．

1
．

1
、

9
．

2
．

1
、

9
．

3
．

2
、

9
．

5
．

1
、

9
．

6
．

6
、

9
．

6
．

7
、

1 3
．

1．2

条中以黑体字标识的部分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执行
。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为 ：

— —

S D lJ 2 0
—

7 8
— —

S L ／T l 9 1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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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铰接排架柱
⋯ ⋯ ⋯ ⋯ ⋯ ⋯ ⋯ ⋯ ⋯ ⋯ ⋯ ⋯ ⋯ ⋯ ⋯ ⋯ ⋯ ⋯

1 3 ．

6 桥跨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A 混凝土不同龄期的抗压强度 比值
⋯ ⋯ ⋯ ⋯ ⋯ ⋯ ⋯

附录 B 钢筋的公称直径
、

公称截面面积及公称质量 ⋯ 一 ⋯

附录 C 截面抵抗矩塑性系数 ‰ 值
⋯ ⋯ ⋯ ⋯ ⋯ ⋯ ⋯ ⋯ ⋯ ⋯

附录 D 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小偏心受压构件配筋计算

方法 的简化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E 后张预应力钢筋常用束形的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 ⋯

附录 F 与时间相关的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 ⋯ ⋯ ⋯ ⋯ ⋯ ⋯ ⋯

附录 G 混凝土的热学指标计算
⋯ ⋯ ⋯ ⋯ ⋯ ⋯ ⋯ ⋯ ⋯ ⋯ ⋯ ⋯

标准用词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条文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跎 弱 ％ 卯 鼹 ∞ 鲫 钉 够 矾 斛 舛 ％ 卯 盯 铝 n 巧 他 ∞ 跗 踮 窨8 趵 蛆 螺 叽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l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厶 0 厶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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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总 则

1．O ．

1 为了在水工 混凝土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 国家 的技 术 经 济

政策 ，

做到安全适用
、

技术先进
、

经济合理 ，

特制定本标准
。

1．0 ．

2 本标准适用于水利水 电工 程 中的素混凝 土
、

钢筋混凝土

及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 不适用于混凝 土坝的设计

。

1．O ．

3 采用本标准设计时
，

水工 建筑物级别应按 《水利水电工

程 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 L 2 5 2
—

2 O 0 0 ) 等相关规范执行 ； 荷

载标准值可按 《水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D L 5 0 7 7
—

1 9 9 7 )

取用 。

1 - 0 ．

4 本标准引用的标准主要有 ：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 B 5 O 0 1O
一

2 O 0 2 )

《钢筋混凝 土 用 钢 第 2 部分 ： 热 轧 带 肋 钢 筋 》 ( G B

14 9 9 ．

2
—

2 O 0 7 )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光圆钢筋》 (G B 1 3 O 1 3
—

9 1 )

《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 (G B 13 O 14
—

9 1 )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 B ／T 5 2 2 3
—

2 o O 2 )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 (G B ／T 5 2 2 4
—

2 O 0 3 )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 》 (G B ／T 5 2 2 3
．

3
—

2 o 0 5 )
，

《预应力混凝土 用螺纹钢筋》 (G B ／T 2 O O 6 5
～

2 0 0 6 )

《水利水电工 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 (S L 2 5 2
—

2 0 0 O )

《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 L 2 O 3
—

9 7 )

《水工 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S L 2 1 1
—

2 O 0 6 )

《水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D L 5 O 7 7
—

1 9 9 7 )

1．O ．

5 当水工 建筑物有专门的设计规范时
，

尚应符合专门规范

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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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与 符 号

2 ．

1 术 语

2 ．

1 - l 混凝土结构 c o n c r e t e s t r u c t u r e

以混凝 土为主制成的结构
，

包括素混凝土结构
、

钢筋混凝土

结构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

2 ．

1．2
，

素混凝土结构 p la in c o n c r e t e s t r u c t u r e

由无筋或不配置受力钢筋的混凝土制成 的结构 。

2 ．

1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r e in fo r c e d c o n c r e t e s t r u c t u r e

由配置受力的普通钢筋 、

钢筋网或钢筋骨架的混凝土制成的

结构 。

2 ．

1．4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 r e s t r e s s e d c o n c r e te s t r u c t u r e

由配置受力的预应力钢筋通过张拉或其他方法建立预加应力

的混凝土制成的结构
。

2 ．

1 ．5 先 张法 预应 力 混凝 土 结构 p r e t e n s io n e d p r e s t r e s s e d

C O n C r e t e S t r U C t U r e

在台座上 张拉预应力钢筋后浇筑混凝土
，

并通过粘结力传递

而建立预加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

2 ．

1．6 后 张法 预应 力 混凝 土结构 p o s t
—

t e n s io n e d p r e s t r e s s e d

c o n c r e
t e S t r U C t U r e

在混凝土达到规定强度后 ， 通过张拉预应力钢筋并在结构上

锚 固而建立预加应力 的混凝土结构 。

2 ．

1．7 深受弯构件 d e e p fle x u r a l m e m b e r
、

跨高比小于 5 的钢筋混凝土深梁
、

短梁和厚板的统称
。

2 ．

1．8 深梁 d e e p b e a m

跨高比不大于 2 的简支梁和跨高 比不大于 2
．

5 的连续梁
。

2 ．

1．9 短梁 s h o r t b e a m

跨高比小于 5 但大于深梁范畴的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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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10 厚板 th ic k s la b

跨 高比小于 5 的板
。

2 ．

1．1 l 普通钢筋 o r d in a r y s t e e l b a r

用于混凝土结构构件 中的各种非预应力钢筋 的总称 。

2 ．

1．1 2 预应力钢筋 p r e s t r e s s in g t e n d o n

用于混凝土结构构件中施加预应力的钢筋 、

钢丝和钢绞线等

的总称 。

2 ．

1．1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b e a r in g c a p a c it y lim it s t a t e s

结构或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 ，

或达到不适于继续承载 的变

形的极限状态 。
一

2 ．

1 - l 4 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 s e r v ic e a b ilit y lim it s t a t e s

结构或构件达到使用功能上 允许 的某
一

规 定 限值 的极 限

状态 。

2 ．

1．1 5 永久荷载 p e r m a n e n t lo a d

在 设计使用年限内量值不随时间变化
，

或其变化与平均值相

比可以忽略不计的荷载 。

2 ．

1．1 6 可变荷载 v a “a b le lo a d

在 设计使用年限内量值随时间变化
， 且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

不可忽略的荷载
。

2 ．

1．17 可控制 的可变荷载 c o n t r O lla b le v a r ia b le l0 a d

在 作用过程中可严格控制其不超出规定限值的可变荷载
。

2 ．

1．18 偶然荷载 a c c id e n t a l lo a d

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出现的概率很小
， 而

一

旦 出现
，

其量值很
大且持续时间很短的荷载

。

2 ．

1．1 9 荷载效应 l0 a d e ffe c t

荷载引起的结构或构件的反应 ，

例如内力
、

变形和裂缝等
。

2 ．

1 - 2 O 基本组合 fu n d a m e n t a l c o m b in a tio n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 ，

使用或施工 阶段的永久荷载效

应与可变荷载效应的组合 。

2 ．

1．2 l 偶然组合 a c c id e n t a l c o m b in a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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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
，

永久荷载
、

可变荷载效应与
一

种偶然荷载效应的组合 。

2 ．

1．2 2 标准组合 c h a r a c t e r is t ic c o m b in a t io n

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
，

永久荷载与可变荷载均采用标准

值的荷载效应组合 。

2 ．

1．2 3 荷载标准值 c h a r a c t e r is tic v a lu e o f a lo a d

结 构或构件设计时
，

采用的各种荷载的基本代表值
。

按设计

使用年限内荷载最大值的概率分布的某 一

分位值确定
。

2 ．

1．2 4
‘

材料强度标准值 c h ar a c te r is tic v a 1u e o f m a te r；lal s t r e n g th

结构或构件设计时 ，

采用的材料强度的基本代表值
。

按符合

规定质量的材料强度的概率分布的某 一

分位值确定
。

2 ．

1
．

2 5 材料强度设计值 d e s ig n v a 1u e o f m a t e r ia l s t r e n g th

材 料强度标准值除以材料性能分项系数后的值
。

2 ．

1．2 6 安全系数 s a fe t y fa c to r

结构构件所必须具有的承载力安全储备系数
。

2 ．

1．2 7 耐久性 d u r a b ilit y

结构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条件下
，

随时间变化而仍能满足预定

功能要求的能力 。

2 ．

2 符 号

2 ．

2
．

1 材料性能参数
E 。

— —

混凝土弹性模量
E

— —

钢筋弹性模量
G 。

— —

混凝土剪变模量
v 。

— —

混凝土泊松 比
’

C 2O — —

边 长 1 5 O m m 立 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 2 0 N ／m m 。

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F 1O 0 — —

抗冻等级为 1 O 0 的混凝土抗冻等级
W 2 — —

抗渗等级为 2 的混凝土抗渗等级

-厂ct 、

_厂
。

—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

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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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厂。
—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

设计值

厂蚺
— —

普通钢筋的强度标准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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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y、

，；
— —

普通钢筋的抗拉
、

抗压强度设计值

^ ， 、

一
，

— —

预应力钢筋的抗拉
、

抗压强度设计值

厶 、

厂，“
— —

竖向
、

水平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2 ．

2
．

2 荷载和荷载效应
M 、

N
、

丁
、

V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的弯矩
、

轴向力
、

扭

矩 、

剪力设计值
M t 、

N “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得出的弯矩
、

轴力值
N 。

— —

后 张 法 构 件 预 应 力 钢 筋 及 非 预 应 力 钢 筋 的

合力

N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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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 —

混凝 土的受剪承载力

V ⋯ V
。“

— —

竖向
、

水平箍筋的受剪承载力
V 。“

— —

弯起钢筋的受剪承载力
以 t

— —

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抗裂验算边缘 的混凝 土

法 向应力
crp。

— —

由预加应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

d 。， 、

‰
— —

混凝土的主拉应力
、

主压应力
毛 、

crp
— —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中纵向普通钢筋
、

预应 力

钢筋的应力
d 。t

— —

按荷 载标 准值 计 算 得 出的纵 向受 拉 钢筋 的

应力

氏 。
— —

预应力钢筋张拉控制应力
唧 、 d 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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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口：
。

— —

受拉区
、

受压 区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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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 、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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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

3 几何参数
口 、 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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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 、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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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 、

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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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矩形截面宽度
， T 形

、

I 形截面腹板的宽度

仇、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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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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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o — ～

轴向力对截面重心 的偏心距
P po 、

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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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矗— —

截面高度
^ o

— —

截面有效高度
，

即受拉钢筋 的重心 至 截面受压边

缘 的距 离

^ r 、

^ ；
— —

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
、

受压 区翼缘的高度
^ 。 — —

截面腹板 的高度
i — —

回转半径
‘

Z。 — —

纵 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锚固长度
Zo

— —

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
r 。

— —

曲率半径
s — —

箍筋或分布钢筋的间距
z — —

截面受压 区计算高度

www.weboos.com



乩
— —

界限受压 区计算高度
y ：

— —

混凝土截 面重心至受压 区边缘 的距离
．y 。 、 y 。

— —

换算截面重心
、

净截面重心至所计算纤维的距离
y 。 、 y ：

一

受拉区
、

受压 区 的预应力合力点至换算截面重心

的距 离
．y 。 、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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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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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

混凝土截 面面积

A ：
— —

混凝土受压区的截面面积

A 。
— —

构件换算截面面积

A 。
— —

构件净截面面积
A 。 、

A ：
— —

受拉区
、

受压区纵 向非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A ：。

— —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

A ， 、

A ：
— —

受拉区
、

受压 区纵 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A 。：

— —

抗扭纵向钢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A 刚 、

A 刚
— —

受剪
、

受扭计算中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A ⋯ A

。。
— —

同
一

截面内各肢竖向箍筋
、

水平箍筋的全部截面

面积
A 扒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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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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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 —

截面受压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 。

— —

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I。

— —

混凝土截面对其本身重心轴的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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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设 计 规 定

3 ．

1
一

般 规 定

3 ．

1 - l 对可求得截面内力 的混凝土结构构件
，

采用极限状态设

计法 ，

在规定的材料强度和荷载取值条件下
，

采用在多系数分析

基础上 以安全系数表达的方式进行设计
。

3 ．

1．2 水工 混凝土结构构件 的极限状态分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两类 。

结构构件按极限状态设计时
，

应根据

这两类极限状态的要求 ，

分别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和验算
，

并应

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构造要求 ：

1 所有结构构件均应进行承载力计算
。

必 要 时还 应 进 行 结

构的抗倾
、

抗滑和抗浮稳定性验算
。

需要抗震设防的结构
，

尚应

进行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验算或采取抗震构造设防措施 。

2 使用上需控制变形值的结构构件
，

应进行变形验算
。

3 使用上要求不出现裂缝 的结构构件
，

应进行混凝土 的抗

裂验算 。

使用上需要控制裂缝宽度的结构构件
，

应进行裂缝宽度
验算 。

4 地震等偶然荷载作用时
，

可不进行变形
、

抗裂
、

裂缝宽

度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 ，

3 ．

1．3 无法按结 构 力 学 方 法 求得截面 内力 的钢 筋混凝土 结构
，

可由弹性力学分析方法求得截 面 的应力 图形 面积 以确定 配筋数

量 ，

对重要的结构还宜按钢筋混凝土有限元方法进行分析校核
。

3 ．

1．4 水工 混凝土结构在施 工 和运行 期间
，

当温度的变化对建

筑物有较大影响时 ，

应进行温度应力计算
，

并应采取构造措施和

施工 措施以消除或减小温度应力
。

允许出现裂缝的钢筋混凝土结

构构件 ，

在计算温度应力时
，

应考虑裂缝的开展使构件刚度降低

的影响 。

3 ．

1．5 在水工 建筑物设计中
，

应考虑作用在结构截面上 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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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

并宜采用专 门的排水
、

防渗
、

止 水 等措 施 ， 以 降低渗透

压力 。

3 ．

1．6 预 制 构 件 应 考 虑 制 作
、

运 输
、

吊装 时相应 荷载 的作

用 。

进行预制构件施 工 吊装验算时
，

构件 自重应计入 动 力 系

数 ，

动力系数可取 1 ．5 ，

也 可 根 据 吊装 时 的实 际受 力 情 况适

当增减 。

3 ．

1．7 水工 混凝土结构应具有整体稳定性
，

结构的局部破坏不

应导致大范围倒塌 。 、

3 ．

1．8 水工 混凝土结构应根据所处 的环境条件满足相应的耐久

性要求 。

水工 混凝土结构所处 的环境条件可按表 3
．

1
．

8 分为五个

类别 。

表 3
．

1 ．8 水工 混凝土结构所处 的环境类别

环境类别 环 境 条 件

室 内正 常环境

室 内潮湿环境 ； 露天环境 ； 长期处于水下或地下的环境

淡水水位变化区 ； 有轻度化学侵蚀性地下水的地下环境 ； 海水水
下区

’

海上大气 区 ； 轻度盐雾作用区 ； 海水水位变化区； 中度化学侵蚀
性环境

使用除冰盐的环境 ； 海水浪溅 区 ； 重度盐雾作用 区 ； 严重化学侵

蚀性环境

注 1 ： 海上大气 区与浪溅区的分界线为设计最高水位加 1．5 m } 浪溅区与水位变化
区的分界线为设计最高水位减 1．O m f 水位变化区与水下区 的分界线为设计
最低水位减 1．O m ； 重度盐雾作用区为离涨潮岸线 5 O m 内的陆上室外环境 ；

轻度盐雾作用区为离涨潮岸线 5 O
～

5 0 o m 内的陆上室外环境
。

注 2 ： 冻融比较严重的二 类
、

三 类环境条件下的建筑物
，

可将其环境类别分别提

高为三类 、

四类
。

注 3 ： 化学侵蚀性程度的分类见表 3
．

3
．

9 。

3 ．

1．9 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 。 不应 改变 结构 的用途 和使 用

环境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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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极 限状态设计计算规定

3 ．

2
．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
，

应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 ：

K S ≤ R (3
．

2
．

1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 3
．

2
．

4 条的规定采用 ；

S — —

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R — —

结构构件的截面承载力设计值
，

按本标准有关章节

的承载力计算公式 ，

由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及截面尺

寸等因素计算得出 。

3 ．

2
．

2 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计算时
。

结构构件计算截面上 的荷载

效应组合设计值 s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l 基本组合

当永久荷载对结构起不利作用时 ：

S = 1．0 5 S G l k + 1 - 2 O Is G 2 k + 1．2 0 & l k + 1．1 O & z k

(3 ．

2
．

2
—

1 )

当永久荷载对结构起有利作用时 ：

S = 0
．

9 5 S G lk + 0
．

9 5 S G 2 k + 1 ．2 O & lk + 1．1O 5 & k

(3 ．

2
．

2
—

2 )
式中 S c 。。

— —

自重
、 设 备等永久荷载标准值产生的荷载效应 ；

S 诎
— —

土压 力 、

淤沙压力及 围岩压 力等永久荷载标准值

产生的荷载效应 ：
一

S Q ，。
— — 一

般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荷载效应 ；

S 叫
— —

可控 制其不超 出规定限值 的可 变 荷载 标 准值 产 生

的荷载效应 。

2 偶然组合

S = 1．0 5 |s G l k + 1．2 O S G 2 k + 1 ．2 0 S Q l k + l - 1 0 ．s 噼 + 1
．

O Is 从

(3 ．

2
．

2
—

3 )
式中 S 址

— —

偶然荷载标准值产生的荷载效应 。

式 (3
．

2
．

2
—

3 ) 中
，

参与组合的某些 可变荷载标准值
，

可根

据有关标准作适当折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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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的标准值可按 《水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D L 5 0 7 7
一

l 9 9 7 ) 及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 L 2O 3
—

9 7 ) 的规定取用
。

注 1 ： 本标准有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的条文中
，

荷载效应组合设
计值 S 即为截面内力设计值 (M

、

N
、

V
、

T 等 )
。

注 2 ： 水工 建筑物的稳定性验算时
，

应取荷载标 准值进行
，

其稳定性
安全系数应按相关标准取值 。

3 ．

2
．

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
，

混凝土及钢筋的强度应取为

强度设计值 ，

按 4
．

1．5 条及 4
．

2
．

3 条的规定取用
。

3 ．

2
．

4 承载 能力极 限状 态计算 时
。

钢筋混凝±
、

预 应 力混凝土

及素混凝土结构构 件 的承 载 力安 全 系数 K 不 应 小 于 表 3
．

2
．

4 的

规定 。

表 3
．

2
．

4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安全 系数 K

水 工 建 筑物级别 2
、

3 4
、

5

荷载效应组 合 基本组合 偶然组合 基本组合 偶然组合 基本组合 偶然组合

钢筋混凝土
、

预应 力混凝土 1．3 5 l _ l 5 1．2 O 1 ．0 0 1．1 5 1．O O

蠢混凝土

按受压承载力计算的

受压构件 、

局部承压
I．4 5 1．2 5 1．3 0 1．1O 1．2 5 1．O 5

按 受拉承载力计算的

受压 、

受弯构件
2

．

2 O 1．9 0 2
．

0 O 1．7 O 1．9 0 1．6 0

注 l ： 水工 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 《水利水电工 程等级划分及洪水 标准》 (s L 2 5 2
—

2 0 0 O ) 确定
。

注 2 ： 结构在使用
、

施工 、

检修期的承载力计算
。

安全系数 K 应按裹 中基本组合

取值 ； 对地震及校核洪水位的承载力计算 ， 安全 系数 K 应 按表 中偶 然组合

取值 。

注 3 ： 当荷载效应组合由永久荷载控制时
。

表列安全系数 K 应增加 O
．

0 5 。

注 4 ： 当结构的受力情况 较为复杂
、

施工 特别困难
、

荷载不能准确计算
、

缺乏成

熟的设计方法或结构有特殊要求时 。

承载 力安全 系数 K 宜适当提高 。

3 ．

2
．

5 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应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进行
，

并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 ：

1

www.weboos.com



S k (G k ' Q k ’^ ，钆 ) ≤ c (3
．

2
．

5 )

式 中 S t (
·

)
— —

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值函数 ；

f — —

结构构件达到正 常使用要求所规定的变形
、

裂

缝宽度或应力等的限值 ；

G ¨ Q t
— —

永久荷载
、

可变荷载标准值
，

按 《水工 建筑物荷
载设计规范》 (D L 5 0 7 7

—

1 9 9 7 ) 的规定取用 ；

^ — —

材料强度标准值
，

按表 4
．

1．4
、

表 4
．

2
．

2
—

1
、

表
4 ．

2
．

2
—

2 确定 ；

钒 — —

结构构件几何参数的标准值
。

3 ．

2
．

6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
，

应根据

使用要求进行不同的裂缝控制验算 。

1 抗裂验算

承受水压的轴心受拉构件
、

小偏心受拉构件以及发生裂缝后

会引起严重渗漏的其他构件 ，

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进行抗裂验

算 。

如有可靠防渗措施或不影响正 常使用时
， 也 可 不进 行 抗 裂

验算 。

2 裂缝宽度控制验算

需要控制裂缝宽度的结构构件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进行裂

缝宽度或钢筋应力的验算 。

构件正截面的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值不

应超过表 3
．

2
．

7 规定的限值
。

3 ．

2
．

7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时
，

应按表 3
．

2
． ，

7 ，
。

根据环

境类别选用不同的裂缝控制等级 ：

一

级
— —

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

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

合验算
，

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不应产生拉应力
。

二 级
— — 一

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

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

合验算 ，

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 的拉应力不应超过混凝土轴心抗拉
强度标准值的 O

．

7 倍
。

三 级
— —

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

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进行

裂缝宽度验算 ，

构件 正 截面 最 大 裂 缝 宽 度 计 算 值 不 应 超 过 表

3 ．

2
．

7 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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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

7 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lII．蕾

环境类别 钢筋混凝土结构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t u n

m (m m ) 裂缝控制等级 硼 Iim (m m )

O ．

4 O 0
．

2 0

O ．

3 O

O ．

2 5

0 ．

2 O

O ．

1 5

注 1 ： 表中的规定适用于采用热轧钢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采用预应力钢丝
、

钢
绞线 、

螺纹钢筋及钢棒 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 当采用其他类别的钢筋时
，

其裂缝控制要求可按专门标准确定 。

注 2 ： 结构构 件 的混 凝 土保 护层厚 度大 于 5 O m m 时
，

表列裂缝 宽度限值 可增
加 0

．

O 5
。

注 3 ： 当结构构件不具备检修维护条件时
，

表列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宜适当减小
。

注 4 ： 当结构构件承受水压且水力梯度 i > 2 O 时
，

表列最大裂缝 宽度限值宜减
小 0

．

O 5
。

注 5 ： 结构构件表面设有专门可靠的防渗面层等防护措施时
，

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可适当加大 。

注 6 ： 对严寒地 区
，

当年冻融循环 次数 大 于 l 0 o 时
，

表列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宜适
当减小 。

3 ．

2
．

8 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进行验算
，

其计算值不应超过表 3
．

2
．

8 规定的挠度限值
。

表 3
．

2
．

8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项次 构 件 类 型 挠 度 限 值

1 吊车梁 ： 手动吊车
电动吊车

Z0 ／5 0 O

Zo ／6 0 0

2

渡槽槽身 、

架空管道 ：

当 ￡o ≤ 1O m 时
当 Zo > 10 m 时

Zo ／4 O O

Zo ／5 O 0 (Zo ／6 O 0 )

3 工 作桥及启闭机下大梁 Zo ／4 O 0 ( Zo ／5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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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

8 I续 )

项次 I 构 件 类 型 l 挠 度 限 值

屋盖 、

楼盖 ：

Z0 ／2 O O ( Z0 ／2 5 O )

Z0 ／3 O O ( f0 ／3 5 O )

Zo ／4 O O ( Z0 ／4 5 O )

注 1 ： 表中 zo 为构件的计算跨度
。

注 2 ： 表中括号内的数字适用于使用上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
。

注 3 ： 若构件制作时预先起拱
，

则在验算最大挠度值时
，

可将计算所得 的挠度减

去起拱值 ； 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尚可减去预加应力所产生的反拱值
。

注 4 ： 悬臂构件的挠度限值按表 中相应数值乘 2 取用
。

3 ．

3 结构耐久性要求

3 ．

3
．

1 设计永久性水工 混凝 土 结构时
，

应满足结构 的耐久性

要求 。

设计时可根据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提 出相应 的耐久性要求 。

也可根据结构表层保护措施的实际情况及预期 的施工 质量控制水

平 ，

将环境类别适当提高或降低
。

临时性建筑物及大体积结构的内部混凝土 可不 提出耐久性
要求 。

3 ．

3
．

2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要求应根据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和表
3 ．

1．8 所规定的环境类别进行设计
。

当技术条件不能保证结构所有构 (部 ) 件均能达到与结构设

计使用年限相同的耐久性时 ，

在设计中应规定这些构 (部 ) 件在

设计使用年限内需要进行大修或更换的次数
。

凡列为需要大修或

更换的构件 ，

在设计时应考虑其能具有修补或更换的施工 操作条

件 。

不具备单独修补或更换条件的结构构件
，

其设计使用年限应

与结构的整体设计使用年限相同 。

3 ．

3
．

3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9
．

2 节的规定
。

结构构件正 截面最大裂缝 宽度不应超过表 3
．

2
．

7 规 定 的

1 5

时
m

磊圳
票 纠
当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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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使用过程 中 ，

应定期维护
。

3 ．

3
．

6 对于有抗渗要求的结构
，

混凝土应满足抗渗等级 的规定
。

混凝土抗渗等级可按 2 8 d 龄期的标准试件测定
， 混凝土抗渗

等级分为 ： W 2
、

W 4
、

W 6
、

W 8 、

W 1O
、

W 1 2 六级
。

根据建筑 物开始承受水压力 的时 间 ， 也可利用 6 0 d 或 9 O d 龄

期的试件测定抗渗等级 。

结构所需的混凝土抗渗等级应根据所承受的水头
、

水力梯度

以及下游排水条件 、

水质条件和渗透水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
，

并不应低于表 3
．

3
．

6 的规定值
。

表 3
．

3
．

6 混凝 土抗渗等级 的最 小允许值

项次 结构类型及运用条件 抗渗等级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下游面及建筑物

内部
W 2

大 体积混凝土结构的挡水面

H < 3 O W 4

3 O≤ H < 7O W 6

7 O≤ H < 1 5 0 W 8

H ≥ 15 O W 1O

素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 的背

水面可 自由渗水者

f< 1 O W 4

1 O ≤ i< 3 0 W 6

3 O≤ f< 5 O W 8

i≥ 5 0 W 1 O

注 1 ： 表中 H 为水头 ( m ) ， i 为水力梯度
。

注 2 ： 当结构表层设有专门可靠的防渗层时
，

表中规定的混凝土抗渗等级可适当降低
。

注 3 ： 承受侵蚀性水作用的结构
，

混凝土抗渗等级应进行专门的试验研究
，

但不

应低于 W 4
。

注 4 ： 埋置在地基中的结构构件 (如基础防渗墙等 ) ，

可按 照表 中项 次 3 的规定选
择混凝土抗渗等级 。

注 5 ： 对背水面可 自由渗水 的素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 ， 当水头 H 小于
lO m 时

，

其混凝土抗渗等级可根据表中项次 3 降低
一

级
。

注 6 ： 对严寒
、

寒冷地区且水力梯度较大的结构
，

其抗渗等级应按表中的规定提
高 一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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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

7 I续 )

项次 气 候 分
区 严寒 寒 冷 温 和

年冻融循环次数 (次 ) ≥ 1 O O I< 10 0 l≥ 1 0 o f< 1o 0

受 冻较重部位 ：

( 1 ) 大体 积 混凝 土结 构 外 露 的 阴 面

部位 ；

(2) 冬季有水或易长期积雪结 冰的渠
系建筑物

F 2 5 O F 2 O O F 1 5 O F 15 O F 5 O

受 冻较轻部位 ：

( 1 ) 大体 积 混凝 土结 构外 露 的 阳 面

部位 ；

(2 ) 冬季无水干燥的渠系建筑物 ；

(3 ) 水下薄壁构件 ；

(4 ) 流速大于 2 5 m ／s 的水下过水面

F 2 O O F 1 5 O F 1O 0 F 1 O 0 F 5 O

水下 、

土 中及大体 积 内部的混凝土 F 5 O F 5 0

注 1 ： 年冻融循环次数分别按
一

年内气温从 + 3℃ 以 上 降至
一

3 ℃ 以 下 ，

然后 回升
到 + 3℃ 以上 的交替次数和

一

年中 日平均气温低于
一

3 ℃ 期间设计预定水位
的涨落次数统计 ，

并取其中的大值
。

注 2 ： 气候分区划分标准为 ：

严寒地区 ： 累年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或等于
一

1 O ℃ 的地 区 ；

寒冷地区 ： 累年最冷月平均气温高于
一

1 O ℃
、

低于或等于
一

3 ℃ 的 地 区 ；

温和地 区 ： 累年最冷月平均气温高于
一

3 ℃ 的地区
。

注 3 ： 冬季水位变化区指运行期内可能遇到的冬季最低水位以下 O
．

5
～

l m 至冬 季

最高水位 以上 1 m (阳 面 )
、 2 m (阴面 )

、 4 m (水电站尾水区 ) 的区域
。

注 4 ： 阳面指冬季大多为晴天
，

平均每天有 4 h 阳光 照射
，

不受山体或建筑物遮挡

的表面 ，

否则均按阴面考虑
。

注 5 ： 累年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
一

2 5 ℃ 地 区的混 凝 土抗 冻等级应根 据 具体情 况研

究确定 。

3 ．

3
．

8 抗冻混凝土 应掺加引气剂
。

其水泥
、

掺合料
、

外加剂的

品种和数量 ，

水灰比
， 配合比及含气量等应通过试验确定或按照

《水工 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S L 2 1 1
—

2 O O 6 ) 选用
。

海洋环境 中的混凝 土 即 使没 有抗冻要求也 宜 适 当掺加引

气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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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9 在化学侵蚀 环境 中
，

宜 测 定 水 中或 土 中 S O i
一

、

水 中
M g 抖 和水中 C O ： 的含量及水的 p H 值

，

根据其含量和水的酸性
按表 3

．

3
．

9 所列数值范围确定化学侵蚀的程度
。

表 3
．

3
．

9 化学侵蚀程度

化学
侵蚀
程度

水中 s 0 ：
一

含量

(m g ／L )

土 中 s 0 j
一

含量

(m g ／k g )

水 中 M g 。’ 含量
(m g／L )

水的 p H 值 水中
C 0 2 含量

(m g／L )

轻 度 2 O O
～

1O O O 3 O 0 ～

1 5 O O 3 O O ～ 1 O 0 O 5
．

5
～

6
．

5 1 5
～

3 O

中度 1O 0 O
～

4 O O O 1 5 O O
～

6 O O O 1 O O O
～

3 O O O 4
．

5
～

5
．

5 3 O ～

6 O

严 重 4 O O O
～

1O O O O 6 O O 0
～

1 5 0 O O ≥ 3 O O O 4 ．

O
～

4
．

5 6 O
～

1 O 0

3 ．

3
．

1 O 对处于化学侵蚀性环境 中的混凝土
，

应采用抗侵蚀性水

泥 ，

掺用优质活性掺合料
， 必要 时可同时采用特殊的表面涂层等

防护措施 。

3 ．

3
．

1 l 对遭受高速水流空蚀 的部位
，

应采用合理的结构型式
、

改善通气条件 、

提高混凝土 密实度
、

严格控制结构表面的平整度

或设置专门可靠防护面层等措施 。

在有泥砂磨蚀的部位
，

应采用

质地坚硬的骨料 、

降低水灰比
、

提高混凝土 强度等级
、

改进施工

方 法
，

必要 时还应采用耐磨护面材料或纤维混凝土
。

3 ．

3
．

1 2 结构的型式应有利于排除积水
，

避免水气凝聚和有害物

质积聚于 区间
。

当环境类 别为三 类
、

四类
、

五类时
，

结构的外形

应力求规整 ，

不宜采用薄壁
、

薄腹及多棱角的结构型式
。

对于可能遭受高浓度除冰盐和氯盐严重侵蚀的配筋混凝土表

面和部位 ， 宜浸涂或覆盖防腐材料 ； 在混凝土 中加入 阻锈剂 ； 其
受力钢筋宜采用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 ； 对预应力筋

、

锚具及连

接器 ，

应采取专门的防护措施 ； 对于重要 的结构
，

还可考虑采用

阴极保护措施 。

3 ．

3
．

1 3 当构件处于严 重锈蚀 环境 时 ，

普通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

于 1 6 m m ； 处于三 类
、

四类
、

五 类环境类别中的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 ，

宜采用密封和防腐性能 良好的孔道管
，

不宜采用抽孔法形成

的孔道 。

如不采用密封护套或孔道管
，

则不应采用细钢丝作预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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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筋
。

处于严重锈蚀环境 的构 件 ，

暴露在混凝土 外 的吊环
、

紧固

件 、

连接件等铁件应与混凝土中的钢筋隔离
。

预应力锚具与孔道

管或护套之间宜有防腐连接套管
。

预应力筋的锚头应采用无收缩

高性能细石混凝土或水泥基聚合物混凝土封端

www.weboos.com



4 材 料

4 ．

1 混 凝 土

4 ．

1
．

1 混凝土应满 足强度要求
，

并应根据建筑物的工 作条件
、

地 区气候等具体情况 ，

分别满足抗渗
、

抗冻
、

抗侵蚀
、

抗冲刷等

耐久性要求 。

对防止温度裂缝有较高要求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
，

设计时应对混凝土提出高延伸率和低热性要求
，

选用低热水泥或

掺加合适 的掺合料与外加剂 。

4 ．

1．2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 方体抗压强 度标准值确定
。

立方

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系指按标准方法制作养护的边长为 1 5 0 m m 的

立方体试件
，

在 2 8 d 龄期用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具有 9 5 9／5保证

率的抗压强度 。

注 ： 混凝土强度等级用符号 C 和立方体抗 压强 度标 准值 ( 以 N ／m m 。

计 ) 表示
。

4 ．

1．3 钢筋混凝土 结构构件的混凝土 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C 15 ；

当采用 H R B 3 3 5 级钢筋时
，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 2 0 ； 当采

用 H R B 4 0 0 级和 R R B 4 0 0 级钢筋或承受重复荷载时
，

混凝土 强

度 等级不应低 于 C 2 0
。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 30 ； 当采

用钢绞线 、

钢丝作预应力钢筋时 ，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 4O
。

4 ．

1 ．4 混凝 土轴心 抗 压
、

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九
、

．厂血 应按表
4 ．

1．4 确定
。

表 4
．

1．4 混 凝 土强 度标 准值 单位 ： N ／m m 。

强度种类 符号 混凝 土强度等级
C l 5 C 2 O C 2 5 C 3 O C 3 5 C 4 O C 4 5 C 5 0 C 5 5 C 6 0

轴心抗压 ，ck 1 O
．

0 1 3
．

4 1 6
．

7 2 0
．

1 2 3
．

4 2 6
．

8 2 9
．

6 3 2
．

4 3 5
．

5 3 8
．

5

轴 心抗拉 ，啦 1．2 7 1．5 4 1．7 8 2
．

0 1 2
．

2 0 2
．

3 9 2
．

5 l 2
．

6 4 2
．

7 4 2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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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5 混凝土轴 心抗压
、

轴心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c
、

，l应 按 表
4 ．

1 - 5 确定 。

表 4
．

1．5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 单位 ： N ／m m 。

强度种类 符号

混凝土强度等级

C l 5 l C 2 0 l C 2 5 j C 3 0 l C 3 S I C 4 0 I C 4 S l C 5 0 I C 5 5 I C 6 O

轴心抗压

轴心抗拉 0
．

9 1 I 1
．

1 0 l1
．

2 7 I 1
．

4 3 l1
．

5 7 I 1
．

7 1 I1
．

8 0 l 1
．

8 9 I 1
．

9 6 i 2
．

0 4

注 ： 计算现浇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 和偏心受压构件时
．

如截面的长边或直径小于
3 0 0咖 。

则裹中的混凝土强度设计值应象 以 系数 0
．

8 ； 当构件质■ I如混凝

土成型 、

截面和轴线尺 寸等) 确有保证时
。

可不受此限制 。

4 ．

1．6 在混凝土结 构构 件设 计 中 ， 不 宜利 用 混 凝 土 的后期 强

度 。

但经过充分论证后
， 也可根据建筑物 的型式

、

地 区 的气候

条件以及 开 始 承 受荷载的时间
，

采用 6 0 d 或 9 O d 龄期 的抗 压

强度 。

混凝土不同龄期的抗压强度增长率 ，

应通过试验确定
。

当无

试验资料时 ， 可按 附录 A 采用
。

4 ．

1．7 2 8 d 龄期混凝土受压或受拉的弹性模量 E c可按表 4
．

1．7

采 用
。

混凝土的泊松 比 v 。

可取为 O
．

1 6 7
。

混凝土的剪变模量 G
。

可按表 4
．

1
．

7 中混凝土 弹性模量 E
。

的
O ．

4 倍采用
。

表 4
．

1．7 混凝土弹性模量 E (× l 0 ‘ )
：

单位 ： N ／m m 。

混凝土

强度等级
C 1 5 C 2 O C 2 5 C 3 O C 3 5 C 4 O C 4 5 C 5 O C 5 5 C 6 O

E 。 2
．

2 O 2
．

5 5 2
．

8 O 3
．

O O 3
．

1 5 3
．

2 5 3
．

3 5 3
．

4 5 3
．

5 5 3
．

6 0

4 ．

1．8 混凝土的重力密度 (重度 ) 应 由试验确定
。

当无试验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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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时
，

素混凝土 可取 2 4 k N ／m 。； 钢筋混凝土可取 2 5 k N ／m 。 。

4 ．

2 钢 筋

4 ．

2
．

1 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钢筋
，

应按

下列规定选用 ：

1 普通钢筋宜采用 H R B 4 0 0 级和 H R B 3 3 5 级钢筋
，

也可采

用 H P B 2 3 5 级和 R R B 4 o 0 级钢筋
。

2 预应力钢筋宜采用钢绞线
、

钢丝 ， 也可采用螺纹钢筋或

钢棒 。
’

注 1 ： 普通钢筋系指用于钢筋混凝土 结构构件中的钢筋和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构件中的非预应力钢筋 。

注 2 ： H R B 3 3 5 级和 H R B 4 0 0 级钢筋系指 《钢筋混凝 土 用 钢 第 2 部
分 ： 热轧带肋钢筋》 (G B 14 9 9

．

2
—

2 00 7 ) 中的 H R B 3 3 5 级 和

H R B 4o 0 级钢筋 ； H P B 2 3 5 级钢筋系指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光圆

钢筋》 (G B l3 O l 3
—

9 1 ) 中的 Q 2 3 5 钢筋 ； R R B 4 O O 级钢筋 系指

《钢筋 混 凝 土 用 余 热 处 理 钢 筋 》 (G B 1 3 O 14
—

9 1 ) 中的 K L 4 0 0

钢 筋
。

注 3 ： 钢丝系指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 (G B ／T 5 2 2 3
—

2 0 0 2 ) 中的光

圆 、

螺旋肋和三 面 刻痕的消除应力的钢丝 ； 钢绞线系指 《预应

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 B ／T 5 2 2 4
—

2 0 o 3 ) 中的钢绞线
。

注 4 ： 螺纹钢筋系指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G B／T 2 0o6 5
—

2 0 06 )

中 的 P S B 78 5 级
、

P S B 83O 级
、 P S B 9 30 级

、 P S B 1O 8 O 级钢筋
。

注 5 ： 钢棒系指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 》 (G B ／T 52 2 3
．

3
—

2 0 0 5 ) 中的

螺旋槽 、

螺旋肋钢棒
。

注 6 ： 当采用本条未列出但符合强度和伸长率要求的冷加工 钢筋及其

他钢筋时 ，

应符合专门标准的规定
。

4 ．

2
．

2 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 5 ％的保证 率
。

普通钢筋的强度标准值系根据屈服强度确定
，

用 厂
，。表示 ；

预应力钢绞线 、

钢丝
、

螺纹钢筋及钢棒的强度标准值系根据极限
抗拉强度确定 ，

用 ，
。。。表示

。

普通钢筋的强度标准值 A 应按表 4
．

2
．

2
一

l 采用 ； 预应力钢

筋的强度标准值 ^ 出 应按表 4
．

2
．

2
—

2 采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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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2
—

2 (续 )

种 类 l符号 公称直径 d (蛐 l ，ptk (N ／咖 。)

钢棒 螺旋槽
7

．

1 、 9 、 lO
．

7 、 l2
．

6

螺 旋肋

l0 8 0 、 l2 3 O 、 I4 20
、

l5 7 0

螺纹

钢筋

P sB 7 85

P SB 8 30

P SB 9 30

P sB l0 80

1O3 O

lO 8 O

l23 0

注 l ： 钢绞线直径 d 系指钢绞线外接圆直径
。

即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 B／T 5 2 2 4
—

2 0 03 ) 中的公称直径 D 。 ； 钢丝
、

螺纹钢筋及钢棒的直径 d 均指公称直径。

注 2 ： l x 3 I 为三根刻痕钢丝捻制的钢绞线； (1 × 7 JC 为七根钢 丝捻制又经模拔 的钢

绞线 。

注 3 ： 根据国家标准， 同
一

规格的钢丝 (钢绞线
、

钢棒l 有不同的强度级别
．

因此表中对同
一

规格的钢丝 (钢绞线 、

钢棒) 列出了相应的，pl- 值
。

在设计中可自行选用 。

各种直径钢筋 、

钢绞线
、

钢丝和螺纹钢筋及钢棒 的公称直

径 、

公称截面面积及公称质量应按附录 B 确定
。

4 ．

2
．

3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 及抗压 强度设计 值 ，：应

按表 4
．

2
．

3
一

l 采用 ； 预应力钢筋 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p，及抗压 强

度设计值 ，：
，应按表 4

．

2
．

3
—

2 采用 。

表 4
．

2
．

3
—

1 普通钢筋强度设计值 单位 ： N ／m rn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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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3
—

2 预应 力钢筋强度设计值 单位 ： N ／m m 。

种 类 符号 ，吣 l 9， ，；，

钢绞线

l × 2

l × 3

1 × 3 l

l × 7

(1 × 7 )C

d)s

l4 7 O 1 0 4 O

3 9 0

l 5 7 O l l l 0

l 6 7 0 l l 8 O

l 7 2 0 l 2 2 0

l 7 7 O l 2 5 O

1 8 2 0 l 2 9 O

l 8 6 O 1 3 2 O

1 9 6 O l 3 8 0

消除应力

钢丝

光圆

螺旋肋

刻痕

由’

由“

由。

14 7 0 1 0 4 0

4 1 O

l5 7 O 1 l l 0

l 6 7 0 l 1 8 0

l 7 7 0 l 2 S O

l 8 6 O 1 3 2 O

钢 棒 螺旋檀螺旋肋
d)H。

击腿

l 0 8 O 7 6 0

4 0 O

l 2 3 0 8 7 0

l 4 2 O 1 O 0 5

l 5 7 0 l 1 l 0

螺纹钢筋

P S B 7 8 5

由P s

9 8 0 6 5 0

4 O 0

P S B 8 3 O l 0 3 0 6 8 5

P S B 9 3 0 l O 8 0 7 2 0

P S B 1 O 8 0 1 2 3 0 8 2 0

注 ： 当预应力钢绞线
、

钢丝的强度标准值不符合表 4
．

2
．

2
—

2 的规定时
。

其 强度设

计值应进行换算 。

当构件中配有 不 同种 类的钢筋时
，

每种钢筋应采用各 自的强

度设计值 。

4 ．

2
．

4 钢筋弹性模量 E
。

可按表 4
．

2
．

4 采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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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素混凝土结构构 件计算

5 ．

1
一

般 规 定

5 ．

1．1 素混凝土不得用于受拉构 件 。

素混凝土主要用于受压构件
。

素混凝土受弯构件仅允许用于

卧置在地基上 的情况以及 不承受移动荷载的情况
。

当裂缝形成会

导致破坏 、

导致不允许 的变形或破坏结构 的抗渗性能时
， 不应采

用素混凝 土 受 弯 构 件 或 合力作用 点 超 出截 面 范 围 的偏 心 受 压

构件 。

需要抗震设防的重要结构 ， 不宜采用素混凝土结构
。

经论证 ，

围岩中的隧洞衬砌等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

5 ．

1．2 素混凝土 结构构件应进行正 截面承载力计算
，

包括结构

稳定性 验算 ； 承 受 局 部 荷 载 的部 位 尚应 进 行 局 部 受 压 承 载 力

计算 。

5 ．

2 受 压 构 件

5 ．

2
．

1 素混凝土受压构件的承载力计算
，

应根据结构 的工 作条

件及轴向力至截面重心 的距离 ％ 值的大小
，

选择下列两种方法

之
一

进行 ：

。 — —

不考虑混凝土受拉作用
，

仅对受压 区承载力进行计算 ；

— —

考虑混凝土受拉作用
，

对受拉区和受压区承 载力同时进

行计算 。

对于没有抗裂要求的构件 ，

当 ％ < O
．

4 y ：时
，

可按第
一

种方

法计算 ； 当 o
．

4 y ：≤印 ≤ o
．

8 y ：时
， 也可按第

一

种方法进行计算
，

并应在混凝土受拉区配置构造钢筋
，

其配筋量不应少于构件截面

面积 的 O
．

O 5 ％
，

但 每 米 宽 度 内 的 钢 筋 截 面 面 积 不 宜 大 于

15 O 0 m m 。。

如能满足第二 种计算方法的要求
，

则可不配置此项构

造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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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抗裂要求 的构件 (例如承受水压 的构件 ) 或没有抗裂

要求而 ‰ > 0
．

8了：的构件 ，

应按第二 种方法计算
。

y
：为截面重心至受压 区边缘 的距离

。

5 ．

2
．

2 当计算素混凝土受压构件的正 截面承载力而不考 虑 混 凝

土受拉作用时
，

假定受压区 的法 向应力图形为矩形
，

其应力值等

于混凝土 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 此时 ，

轴向力作用点与受压 区

混凝土合力点相重合
。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任意截面的受压构

件 ，

其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N ≤ 声厂cA ：

受压 区高度 z 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

吼 = = = e 0

此时 ， P 。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铂
≤ 0

．

8 y ：

矩形截面的受压构件
，

其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
5 ．

2
．

2 ) ：

K N ≤ 妒
。6 (^

一

2％ ) (5
．

2
．

2
—

4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中素混凝土受压 承载

力项采用 ；

N — —

轴向压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卜 素混凝土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

按表 5
．

2
．

2
—

1 采用 ；

厂c—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A ：
— —

混凝土受压 区的截面面积 (m m 。) ；

P 。
— —

混凝土受压 区合力点至截面重心 的距离 (m m ) ；

‰ — —

轴向力作用点至截面重心 的距离 (m m ) ；

y
：

— —

截面重心至受压 区边缘的距离 ( m m ) ；

6 — —

矩形截面宽度 (m m ) ；

^ — —

矩形截面高度 (m m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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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

a
) 纵剖面

L 土 _一
b ) 横剖面

图 5
．

2
．

2 矩 形截面素 混凝土 受压构件 受压承载 力计 算

表 5
．

2
．

2
一

l 素混凝土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母

注 ： 6 为矩形截面的边长
，

其取值对轴心受压构件为短边尺寸
，

对 偏 心 受 压构 件

为弯矩作用平面的截 面高度 。

i 为任意截 面的回转半径
，

其取值对轴心 受 压

构 件 为 最 小 回转半径
，

对偏心受压构件为弯矩作用平面的回转半径
。 fo 为构

件计算长度 ，

按表 5
．

2
．

2
—

2 采用
。

表 5
．

2
．

2
—

2 构件的计算长度 如

构件及两端约束情况 Zo

直杆

两端固定 O
．

5 2

一

端固定 ， 一

端为不移动的铰 0
．

7 ￡

两 端均为不移动的铰 1
．

O ￡

一

端固定 ， 一

端 自由 2
．

O ￡

拱

三铰拱 O
．

5 8 S

双 铰拱 0
．

5 4 S

无 铰拱 O
．

3 6 S

注 ： ￡为构件支点问长度 ； S 为拱轴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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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

3 当计算 素混凝土 受压构件 的正 截面 承 载 力
，

考虑混凝

土受拉作用时 ，

受拉区 和受压 区承 载力应分别符合下列要求 ：

受拉区

K N ≤ 塑爷

受压 区
．

K N ≤

蔫
对矩形截面 ，

受拉区和受压 区承载力

K N < 丝』丝

鲁- 1

K N ≤ 磐丛
孕 + 1
^

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根据素混凝土受拉承载力
、

受压

承载力分别按表 3
．

2
．

4 的有关项采用 ；

Ⅳ 。 、 w
。

— —

截面受拉边缘和受压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m m 。) ；

A — —

构件截面面积 (m m 。) ；

工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y m — —

截面抵抗矩塑性系数 ，

按附录 C 取值
。

5 ．

2
．

4 素混凝土 偏心 受压构件
，

除应计算 弯矩作用平面的受

压承载力外 ， 还应 按轴心受 压构 件 验算 垂 直 于弯矩作 用平 面 的

受压 承载力 。

此 时 ， 不考 虑弯矩 作 用 ，

但应考虑稳定系数 声的

影响 。

5 ．

3 受 弯 构 件

5 ．

3
．

1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任意截 面的素混凝土受弯构件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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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截面承载力
，

应符合下式规定 ：

K M ≤ y巾厂。W 。 (5
．

3
．

1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中素混凝土受拉承载

力项采用 ；

M — —

弯矩 设 计 值 ( N
· m m ) ，

按 3
．

2
．

2 条 的 规 定
计算 。

5 ．

3
．

2 矩形截面素混凝土受 弯构件的正截 面承载力
，

应符合下

式规定 ：

K M ≤ ÷ym，t胁 。 (5
．

3
．

2 )
h

5 ．

4 局 部 受 压

5 ．

4
．

1 素混凝土构件的局部受压 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F f ≤ (U & ，
。A z (5

．

4
．

1
—

1)

Q

{瓦
觑 一

√石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中素混凝土 受压承载

力项采用 ；

F f— —

局部受压面上 作用的局 部荷载或局 部压 力 设 计值

(N ) ，

按 3
．

2
．

a 条的规定计算 ；

A ，
— —

局部受压面积 (m m 。) ；

届
— —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

A “
— —

混凝土局部受压 时 的计 算底 面积 ( m m 。) ， 可根 据

局部受压面积与计算底面积 同心对 称 的原 则确定 ，

对常用情况 ， 可按 图 5
．

4
．

1 取用 ；

甜 — —

荷载分布的影响系数
，

当局部受压 区 内 的荷载为均

匀分布时 ，

取 ∞ 一

1 ； 当局 部 荷 载 为非 均 匀 分 布 时

(如梁 、

过梁的端部支承面 ) ， 取 御 ：= =

O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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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 ) {)

图 5
．

4
．

1 确定局部受压计算底面积 A 。

5 ．

4
．

2 在局部受压区作用有非局部荷载时
，

应符合下式要求 ：

K (F ， + ∞ 卢f吼 4 。) ≤ ∞ p z厂
。

A ， (5
．

4
．

2 )

式 中 d
— —

非局部荷载设计值所产生的压应力 (N ／m m 。)
。

5 ．

5 素混凝土 结构构造钢筋

5 ．

5
．

1 素混凝土结构在截面尺寸急剧变化处
、

孑L 口周 围及遭受

高速水流剧烈冲刷的表面应设置构造钢筋
。

5 ．

5
．

2 遭受剧烈温度或湿度变化作用 的素混凝土结构表面
， 宜

配置构造钢筋 网 ，

其主要受约束方向的钢筋数量可取为构件截面

面积的 0
．

O 4 ％
，

但每米内不宜多于 1 2 O 0 m m 。； 钢筋以小直径为

宜 ，

间距不宜大于 2 5 O m m 。

囱

，

盟
一

日八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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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

能力极 限状态计算

6 ．

1 承载力计算的
一

般规定

6 ．

1．1 本章所规定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公式
，

适用 于混凝

土强度等级不大于 C 6 O 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

跨高比小于 5 的钢 筋 混 凝 土 深受 弯 构 件
，

其承载力应按
l O ．

6 节的规定计算
。

6 ．

1．2 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基本假定进行计算 ：

1 截面应变保持为平面
。

2 不考虑混凝土 的抗拉强度
。

3 混凝土受压 的应力与应变关 系曲线按下列公式取用 ：

当 ￡。

≤ O
．

0 0 2 时
一

0 Z

仃 c 一

，cf’
一

(’
一

正云砭 ) I ∞
·

1．2
—

1 )

当 O
．

O 0 2 < e 。

≤ ￡。。

时
瓯 一

，c ( 6
．

1
．

2
—

2 )

式中 ￡。
— —

混凝土压应变 ；

旺 — —

相应于 ￡。

时的混凝土应力 (N ／m m 。) ；

^
一 一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
— —

正截面的混凝土极 限压应 变
，

当处于非均匀受压时
，

取为 O
．

O 0 3 3 ； 当处于轴心受压时
，

取为 O
．

O O 2
。

4 纵向钢筋的应力应取等于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
，

但其绝对值不应大于相应 的强度设计值
。

6 ．

1．3 受弯构件
、

偏心受力构件正截面受压 区混 凝 土 的应 力 图

形可简化为等效的矩 形应 力 图 ，

其计算高度 z 可 取 等于按 平 截
面假定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以 系数 0

．

8 ，

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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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为 ^
。

6 ．

1．4 纵向受拉钢筋达到屈服和受压混凝土破坏同时发生时的

相对界限受压区计算高度 鼠应按下式计算 ：

鼠 一

导
一 —

j 錾 (6
．

1
．

4 )
凡。 1 + 丽 ‰

式中 鼠
— —

相对界 限受压 区计算高度 ；

^
— —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E — —

钢筋弹性模量 (N ／m m 。) ，

按表 4
．

2
．

4 确定 ；

^ o
— —

截面有效 高度 (m m ) ，

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

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

“ — —

界 限受压区计算高度 ( m m )
。

注 ： 在截面受拉区内配置有不 同种类的钢筋时
，

相对界限受压区计算
高度应分别计算 ，

并取其较小值
。

6 ．

L 5 纵向钢筋应力可根据截面应变保持为平面 的假定计算
，

也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

氏 。

若铺 (意_ 。
·

8 ) (6
·

1．5 - 1 )

此 时
，

钢筋应力应符合下列条件 ：

一 一

一 ≤ 盯。i ≤ ^ (6
．

1．5
—

2 )

式中 ^ o i
— —

第 i 层纵向钢筋截面重心至混凝土受压区边 缘的距

离 ( m m ) ；

z — —

受压 区计算高度 ( m m ) ；

盯。i
— —

第 i 层纵向钢筋的应力 (N ／m m 。) ， 正 号代表拉应

力 ，

负号代表压应力 ；

厂；
— —

钢筋抗压 强 度设计值 (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6 ．

2 正 截面 受弯承载力计算

6 ．

2
．

1 矩形截 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 的倒 T 形截 面受弯构件
，

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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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 6
．

2
．

1 ) ：

≠
fK M

H
a
) 纵 剐 面 b ) 横 剖 面

图 6 ．

2
．

1 矩形截面 受弯构件正 截面 受弯承载力计算

K M ≤ ，c6-z

(^
。

一

号)+ 一A ：(^ 。
一

口：) (6
·

2
·

1
—

1 )

此 时
，

受压区计算高度 z 按下列公式确定 ：

^ k
：

厶A
。

一

，：A ： (6
．

2
．

1
—

2 )

受压区计算高度 z 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

z

≤ O
．

8 5鼠^ o ( 6
．

2
．

1
—

3 )

z

≥ 2口： (6
．

2
．

1
—

4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M — —

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
．

5 确定 ；

A 。 、

A ：
— —

纵向受拉
、

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m m 。) ；

^
— —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

定 ；

一
— —

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

定 ；

^ 。
— —

截面有效高度 ( m m ) ；

6 — —

矩形截面的宽度或 T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 m m ) ；

口
：

— —

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m m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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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

相对界 限受压 区计算高度
，

按式 (6
．

1
．

4 ) 计算
。

6 ．

2
．

2 翼缘位于受压 区 的 T 形
、

I 形截面受弯构件
，

其正 截面

受弯承载力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

^ A 。

≤ ，
。6 ；̂：+ 一A ： (6

．

2
．

2
—

1 )

按 宽度为 6；的矩形截面计算 (见 图 6
．

2
．

2 a )
。

2 当不符合式 (6
．

2
．

2
—

1 ) 的条件时
，

计算中应考虑截面

腹板受压 区混凝土 的工 作
，

其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 6
．

2
．

2 b ) ：

I ，

K M ≤ ^ 如 (^
。

一

号)+ ^ (6；
一

6 )^ ：(^
。

一

等)+ 元A ：(^ 。
一

口：)

(6 ．

2
．

2
—

2 )

此 时
，

受压区计算高度 z 按下列公式确定 ：

厂。

[k + (6；
一

6 )^ ；]
= = =

^ A 。
一

一A ： (6
．

2
．

2
—

3 )

式中 ^ ：
— —

T 形
、

I 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 (m m ) ；

6；
— —

T 形
、

I 形截面受压区 的翼缘计算宽度 ( m m ) ，

按
6 ．

2
．

3 条的规定确定
。

按上述公式计算 T 形
、

I 形截面受弯构件时
，

受压区计算高
度仍应符合式 (6

．

2
．

1
—

3 )
、

式 ( 6
．

2
．

1
—

4 ) 的要求
。

a
) z ≤蹦 b ) z > 嘶

图 6 ．

2
．

2 T 形截 面 受弯构 件 受压 区计 算高度位置

6 ．

2
．

3 T 形
、

I 形及倒 L 形截面受弯构件位于 受压 区 的翼缘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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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宽度 6；
，

应按表 6
．

2
．

3 所列各项 中的最小值取用
。

表 6
．

2
．

3 T 形
、 I 形及 倒 L 形截 面 受 弯 构 件 翼 缘 计 算 宽 度 6；

项次 情 况

T 形
、

I 形截面 倒 L 形截面

肋形梁

(板 )
独立梁 肋形梁

(板 )

按计算跨度 zo 考虑 Zo ／3 fo ／3 Z0 ／6

按梁 (肋 ) 净距 s 。

考虑 6 + s 。 6 + s 。

／2

按翼缘高度

^；考虑

当 ^ ；／̂ 0 ≥ O
．

1 6 + 12 ^；

当 O
．

1 > ^ ；／矗0 ≥ O
．

0 5 6 + 1 2蹦 6 + 6耐 6 + 5硝

当 ^ ；／̂ 0 < O
。

O 5 6 + l2^； 6 + 5 ^ ；

注 1 ： 6 为梁的腹板宽度
。

注 2 ： 如肋形梁在梁跨内设有间距小于纵肋间距的横肋时
，

则可不遵守表列项次 3

的 规定
。

注 3 ： 对加腋的 T 形
、

I 形和倒 I
。

形截面
，

当受压区加腋的高度 ^ h ≥ 丘；且 加 腋 的

宽度 6h≤ 3 ^ f 时
，

其翼缘计算宽度可按表 中项次 3 的规定分别增加 2 6 h ( T

形 、

I 形截面) 和 k (倒 I
。

形截面)
。

注 4 ： 独立梁受压区的翼缘板在荷载作用下经验算沿纵肋方 向可能产生裂缝时
，

其计算宽度应取用腹板宽度 6 。

6 ．

2
．

4 受弯构件正 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

应符合 z ≤ O
．

8 5鼠^ 。 的

要求 。

当受拉钢筋按构造要求或按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要求配

置的钢筋截面面积大于按受弯承载力计算的钢筋截面面积
，

则在

验算 z ≤ O
．

8 5鼠^ 。 的条件时
， 可仅取受弯承载力所需 的纵 向受拉

钢筋截面面积 。

6 ．

2
．

5 在计算中计人受压钢筋且 不 符合式 (6
．

2
．

1
—

4 ) 的条件

时 ，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M ≤ ^ A 。

(^ 。
一

口：) (6
．

2
．

5 )

6 ．

2
．

6 环形截面受弯构件 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

应按 6
．

3
。

6 条

的规定进行计算 ，

但应在式 (6
．

3
．

6
—

1) 中取等号
，

并取轴向力
N =

0 ； 还应将式 (6
．

3
．

6
—

2 ) 中的 N 叩印 以弯矩 M 代替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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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正 截面 受压 承载力计算

6 ．

3
．

1 轴心受压构件
，

当配置 的箍筋符合 1 O
．

3 节的规定时
，

其

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N ≤ 乒(厂cA + 一A ：) (6
．

3
．

1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N — —

轴向压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卜 钢筋混凝 土轴心受压构件 的稳定 系数 ，

按表 6
．

3
．

1

采用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构件截 面面积 ( m m 。) ； 当纵 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3 9，6时
，

式中 A 应改用混凝土净截面面积 A
。 ，

A
。 =

A —

A ’。 ；

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A ：
— —

全部纵 向钢筋 的截 面面积 ( m m 。)
。

注 ： 配置螺旋式或焊环式 间接钢 筋 的轴 心 受压柱
，

其正截面受压承载

力可按有关规范进行计算 。

表 6
．

3
．

1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币

}0 ／b ≤ 8 2 0 2 2 2 4 2 6 2 8

Zo ／i ≤ 2 8 3 5 4 2 4 8 5 5 6 2 6 9 8 3 9 7

1．O O ．

9 8 O
．

9 5 O
．

9 2 O
．

8 7 O
．

8 1 O
．

7 5 0
．

7 O O
．

6 5 O
．

6 O O
．

5 6

Zo ／6 3 0 3 2 3 4 3 6 3 8 4 O 4 2 4 8 5 0

f0 ／i 1 0 4 1 1 1 1 1 8 1 2 5 1 3 2 1 3 9 1 4 6 1 5 3 1 6 0 1 6 7 1 7 4

O ．

5 2 O
．

4 8 0
．

4 4 O
．

4 O O
．

3 6 O
．

3 2 O
．

2 9 O
．

2 6 O
．

2 3 O
．

2 1 O
．

1 9

注 ： ￡。 为构件计算长度 ( m m )
，

按 6
．

3
．

1 o 条的规定计算 f 6 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

寸 ( m m ) ； i 为截面最小回转半径 ( m m )
。

6 ．

3
．

2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

4 O

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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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见图 6
．

3
．

2 ) ：

J

0

鲁

1

q 毽 1

；

，t

l J

刍 。

J

寸

a
) 纵剖面

H
b ) 横剖面

图 6
．

3
．

2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 件正截面受压承载 力计算

K N ≤ ^ 6 z + 一A ：
一

吼 A
。

K N P ≤ 厂c如 (^
。

一

号)+ 一A ：(^
。

一

口：) (6
·

3
·

2
—

2 )

e 一

叩印 + 鲁
一

n 。

式中 e
— —

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 向钢筋合

力点之间的距离 (m m ) ；

‰ —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 的偏心距 (m m ) ， 勖 一

M ／N ；

叩— —

偏心受压构件考虑二 阶效应影响的轴 向压力偏心 距

增大系数
，

按 6
．

3
．

9 条的规定计算 ；

A 。 、

A ：
— —

配置在远离或靠近轴向压力
一

侧的纵向钢筋截面面

积 (m m 0 ) ；

以 — —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的应力 (N ／m m 。) ；

口，
— —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

的距离 (m m ) ；

口
：

— —

受压较大边纵 向钢筋合力点至 截 面 近 边 缘 的距离

z — —

受压 区计算高度 (m m ) ，

当 z > ^ 时
，

1 )
、

式 (6
．

3
．

2
—

2 ) 中取 z = ^
。

在式 (6
．

3
．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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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上述规定计算时
，

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

— —

纵向钢筋的应力 以 可按 下列情况计算 ： 当 S≤鼠 时为大

偏心受 压 构 件 ，

取 瓯 一

^
，

此 处 ， { 为相对受 压 区 计算高度
，

拿一 z ／‰ ； 当 e > 毛时为小偏心受压构件
， ds按 6

．

1．5 条的规定计算
。

— —

当计算中计人 纵 向受压钢筋时
，

受压 区计算高度 z 应

满足式 。

(6
．

2
．

1
—

4 ) 的条件 ； 当不满足此条件时
，

其正截面受压

承 载力可按 6
．

2
．

5 条的规定计算
， 此 时 ，

应将式 (6
．

2
．

5 ) 中的
M 以 N e ’

代替
， 此处

， e ’

为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压 区纵向钢筋合

力点的距离 (m m ) ； 在计算 中应计入偏心距增大系数
。

— —

矩形截面非对称配筋 的小偏心受压构件 ，

当 K N > 厂c劬

时 ，

尚应按下式进行验算 ：

K N
f等

一

口：
一

铂 1≤ ^ 6 ^ f^ ：
一

等1+ 一A
。

(^：
一

口 。

)
＼ _

， ＼
u

，

(6 ．

3
．

2
—

4 )

式 中 ^ ：
— —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距离
(m m ) ， ^ ：

一

^
一

n ：
。

6 ．

3
．

3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 面小偏 心受压构件
，

也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纵 向钢筋截 面面积 ：

A ：
：

A
。 一

茎型三二害等‘二坠掣 (6
．

3
．

3
—

1 )

J y L 凡。
一

n s ，

此处 ，

相对受压区计算高度 导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

￡一

i

—兰害掣L
一

“ (6．3
．

3 _ 2 )

黑芝掣 “ ‰
一 一 。

(0
．

8
一

气) (^ 。
一

n ：)
⋯ 。

非对称配筋和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小偏心 受压构件
，

也可按

附录 D 的简化方法计算
。

6 ．

3
．

4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及翼缘位于截面较大受压边的 T

形 截面偏心受压构件
，

其受压翼缘计算宽度 6：应按 6
．

2
．

3 条确

定 。

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受压区计算高度 z ≤ ^ ；时
，

应按宽度为受压翼缘计算

宽度 6；的矩形截面计算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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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受压 区计算高度 z > ^ ；时 (见 图 6
．

3
．

4 ) ，

应考虑腹板

的受压作用 ，

符合下列规定 ：

K N ≤ ^ 如 + 厂c(6；
一

6 )^ ；+ 一A ：
一

口。

A 。

(6
．

3
．

4
—

1 )

K N P ≤ ，c如 (^
。

一

号)+ ^ (6；
一

6 M ；(^
。

一

等)+ 一A ：(^ 。
一

n ：)

(6
．

3
．

4
—

2 )

a
) 纵剖面

月硝

卜
!主■
b ) 横剖面

l 一

截 面重 心轴

图 6 ．

3
．

4 I 形截面偏心 受压 构 件的正 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3 对 I 形截面
，

当 z > ^
一

^ t 时
，

在正 截面受压 承 载力计算

中应计入受压较小边翼缘受压部分的作用 ，

此时
，

受压较小边翼

缘计算宽度 玩应按 6
．

2
．

3 条确定
。

4 对采用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
，

当 K N > ^ A 时
，

尚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

K N P ’ ≤，
c

[娩 (
^ ：

一

鲁)+ c6 t
一

6 ，̂ r

(^ ：
一

等)
+ (6；刊 ^ ；(等

一

口：)]+ 肛 鼬 ：～ )

(6
．

3
．

4
—

3 )
P ’ 一 y ’

一

口：
一

P o (6
．

3
．

4
—

4 )P 一 ．

y
— —

口 s
— —

P o L b
．

5
．

4
—

4 )

式中 y ’
— —

截 面 重 心 至 离轴 向压 力 较 近
一

侧 受压 边 的距 离

(m m ) ，

当截面对称时
，

取 y ’ 一

^ ／2 ^

4

www.weboos.com



注 ： 对仅在离轴向压力较近
一

侧有翼缘的 T 形截面
，

可取 6l
一

6 ； 对仅
在离轴向压力较远 一

侧有翼缘的倒 T 形截面
，

可取 巩
一

6
。

6 ．

3
．

5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矩形
、

T 形或 I 形截面

偏心受压构件 (见 图 6
．

3
．

5 ) ，

其正 截面受压 承 载力 宜符合下列
规定 ：

K N ≤ ^ 导她 。 + ^ (Ⅸ
一

6 )矗；+ 一A ：
一

盯。A 。

+ N
。。

(6 ．

K N P ≤厂c手(1
一

。
．

5拿)6 ^ ：+ 厂c(6：
一

6 )，l；f^
。

一

譬
+ f A ：(^ 。

一

口：) + M s
。

(6
．

‰ =

(’+ 等等)厂以
。

(6．3
．

㈧ )

M s
。 =

『o．5
一

(等等)
。

b A swh (6．3
．

川 )

式中 A
。。

— —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 的全部纵 向钢筋截面面积

(m m 。) ；

厂，，
— —

沿 截 面腹 部 均匀 配 置 的纵 向钢筋 的强度设 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仃。
— —

受拉边或受压较 小边 钢筋 A
。

的应力 (N ／m m 。) ，

当 ∈≤ 鼠 时
，

取 口。 一

^ ； 当 搴> 鼠 时
， 以 按 式

(6 ．

1．5
—

1 ) 及式 (6
．

1．5
—

2 ) 计算 ；

N 。。
— —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 的纵 向钢筋所承担 的轴 向压

力 (N )
，

当 》 O
．

8 时
，

取 N 。， 一

厶 A
。。 ；

M s， — —

沿截 面 腹 部 均 匀 配 置 的 纵 向 钢 筋 的 内力 对 A 。

重 心 的 力 矩 ( N
· m m ) ，

当 e > O
．

8 时 ， 取

M 。。 一

0
．

5厶 A 。。 ^
。。 ；

^ 。。 — —

沿截面均匀配置纵 向钢筋区段 的高度 ( m m ) ， 宜

选取 Jll。， 一 |Ilo
一

口：
．

；

c一
^ 。。

与截面有效高度 JIl。 的比值
，

即 叫 一

．}l。。

／̂ 。 。

注 ： 本条适用于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数量每侧不少于 4 根
的矩形 、 T 形或 I 形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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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3
．

5 沿截面腹部均匀

配筋的 I 形截 面

图 6
．

3
．

6 沿周 边均匀

配筋的环形截面

6 ．

3
．

6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 向钢 筋 的环形截 面偏心 受压 构件
，

其

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见 图 6
．

3
．

6 ) ：

K N ≤ 盯
。

A + (口
一

a 。)厂
，A

。

(6
．

3
．

6
—

1 )

K N 7 ‰ ≤ ，cA ( r ， + r 2 ) 晋 + ，，A
。 r 。

翌型! 挚
(6 ．

3
．

6
—

2 )

口 。 一 1
—

1
．

5 a (6
．

3
．

6
—

3 )

式中 A
— —

环形截面面积 (m m 。) ；

A 。
— —

全部纵 向钢筋截面面积 (m m 。) ；

r t 、 r ：
— —

环形截面的内
、

外半径 (m m ) ；

r 。
— —

纵向钢筋所在圆周的半径 ( m m ) ；

铂 —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 的偏心距 (m m ) ；

a — —

受压区面积与全截面面积的比值 ；

口。
— —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比值 ，

当 口 > 2／3 时
，

取 口。 一 O
。

注 1 ： 本 条适 用 于截 面 内纵 向钢筋 数 量 不 少 于 6 根
，

间距 不 大 于
3 o O m m 。 且 r l ／n ≥ O

．

5 的情况
。

注 2 ： 当 口 < a r c c o s [2 r 。／( n + r 2 )]／7【时
，

环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可按
．

6 ．

3
．

7 条的圆形截面偏心 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公式计算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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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7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 向钢筋 的圆形截 面偏心受压构件 (见

图 6
．

3
．

7 ) ，

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

K N ≤∥
。

A (’
一

訾 )+ (a 1 )^ A
。

(6 ．

3
．

7
—

1 )

K N '7‰ ≤吾^ m 堑等等 + 厂，A
。 r 。

堕翌! 警
(6 ．

3
．

7
—

2 )
a 。 = 1

．

2 5
—

2 口 (6
．

3
．

7
—

3 )

式 中 A
— —

圆形截面面积 (m m 。) ；

A 。
— —

全部纵 向钢筋 的截面面积 (m m 。) ，

r — —

圆形截面的半径 (m m ) ；

a — —

对应于受压区面积的圆心 角 (r a d ) 与 2 7r 的比值 ；

a 。
— —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比值 ，

当 a > O
．

6 2 5 时
，

取 ％ 一

O
。

注 ： 本条适用于截面内纵向钢筋数量不少于 6 根
，

间距不大于 3 0 0 m m

的情况 。

图 6 ．3
．

7 沿周 边均 匀配筋的圆形截面

6 ．

3
．

8 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偏心受压构件
，

均应在其正 截面受压

承载力计算中考虑结构侧移和构件挠衄引起的二 阶效应附加内力
。

在确定偏心受压构件的内力设计值时
，

可近似考虑二 阶弯矩

对轴向压力偏心 距 的影响
，

将轴向压力对 截面重 心 的偏 心距 ‰

乘以 6
．

3
．

9 条规定的偏心 距 增大系数 叩； 也 可根据 6
．

3
．

1 1 条规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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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构件修正抗弯刚度
， 用考虑二 阶效应的弹性分析方法

，

直接

计算出结构构件各控制截面的内力设计值 ，

并按此内力设计值对

各构件进行截面配筋设计 。

6 ．

3
．

9 对矩形
、

T 形
、

I 形
、

环 形 和 圆形 截面偏心 受压 构件
，

其偏心距增大系数 叩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7 —

1 + 面 摭 (等)‰ (6
·

3
·

9 _ 1 )

其 中 岛
一

雩舻 (6．3
．

9 _ 2 )

’ ，

岛 =

l _ 1 5
—

0
．

O 1 半 (6
．

3
．

9
—

3 )

式 中 ‰
— —

轴 向 压 力 对 截 面 重 心 的 偏 心 距 ( m m ) ，

在 式

(6 ．

3
．

9
—

1 ) 中
，

当 勖 < ^ o ／3 O 时
， 取 e 。 一

^ 。／3 0 ；

z。
— —

构件的计算长度 (m m ) ，

按 6
．

3
．

1 O 条确定 ；

^ — —

截面高度 (m m ) ，

其中
，

对环形截面
，

取外 直径 ；

对 圆形截面 ， 取直径 ；

^ 。
— —

截面有效高度 ( m m ) ，

其中
，

对环形截面
，

取 ^ 。

一 r z
+ r 。 ； 对圆形截面

，

取 ^ 。 一 r + r 。 ；

A — —

构件的截面面积 (m m 。) ；

矗
— —

考虑截面应 变对 截 面 曲率影响的系数
，

当 茧> 1

时 ，

取 茧
一

1
．

O ； 对 于大偏 心 受压构件
，

直接取

岛一

1
．

0 ；

．

曼
— —

考虑构件长细比对截面曲率影响的系数
，

当 z。／̂
< 1 5 时

，

取 岛
一

1．O
。

注 ： 当构件长细比 如／．Iz(或 如／d ) ≤ 8 时
，

可取偏心距增大系数 叩= 1．O
。

6 ．

3
．

1 O 轴心受压和偏心受压柱的计算长度 如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

l 当受压柱 的两端有明确的约束条件时
， 可按表 5

．

2
．

2
—

2

取 用
。

2 刚性屋盖单层厂房排架柱
、

露天吊车柱和栈桥柱
，

其计
算长度 如 可按表 6

．

3
．

1 O
一

1 取用
。

3 一

般多层框架结构
，

梁柱为刚接时
，

各层柱的计算长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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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可按表 6
．

3
．

1 O
一

2 取用
。

表 6
．

3
．

1O
一

1 刚性屋盖单层厂房排架柱
、

露天

吊车柱和栈桥柱的计算长度 l0

柱 的 类 别
排架方向 垂直排架方向

有柱间支撑 无柱间支撑

无 吊车厂房柱 单跨
1．5 H 1 _ O H 1

．

2 H

两 跨及多跨 l _ 2 5 H 1
．

O H 1
。

2 H

有 吊车厂房柱 上柱
2

．

O H 。 1．2 5 H 。 1．5 H 。

下柱 1．O H ￡ O
．

8 H f 1．O H f

露天吊车和栈桥柱 2
．

O H ， 1 _ O H z

注 1 ： H 为从基础顶面算起的柱全高 ；

浇式吊车粱顶面的柱下部高度 ；

梁顶面算起的柱上部高度 。

H f 为从基础顶面至装配式吊车梁底面或现

H 。

为从装配式吊车梁底面或从现浇式吊车

注 2 ： 有吊车厂房排架柱的计算长度
，

当计算中不考虑吊车荷载时
，

可按无 吊车
厂房柱 的计算长度采用 ，

但上柱的计算长度仍可按有吊车厂房柱的采用
。

注 3 ： 有吊车厂房排架柱 的上柱在排架方 向的计算长度 ， 仅适用于 H 。

／H r ≥ O
．

3

的情况 ； 当 H 。 ／H l < O
。

3 时
，

计算长度宜采用为 2
．

5 H 。 。

表 6
．

3
．

1 O
一

2 框架结构各层柱的计算长度 f。

6 ．

3
．

1 1 当采用考虑二 阶效应的弹性分析方法时
，

宜在结构分析

中对构件 的弹性 抗 弯刚度 E 。 I 乘 以 下 列折减 系数 ： 对 梁取 O
．

4 ；

对柱取 0
．

6 ； 对剪力墙及核心筒壁取 0
．

4 5
。

此时 ，

在按 6
．

3 节进行正 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的有关公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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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叩e o 均应以 ‰ 代替
。 e 。 一

M ／N ，

此处
， M

、

N 为按考虑二

阶效应的弹性分析方法直接计算得出的弯矩和相应的轴向压 力
。

注 ： 当验算表明剪力墙或核心 筒底部正 截面不开裂时
，

其刚度折减系

数可取为 O
．

7
。

6 ．

3
．

1 2 偏心 受压构件除应计算弯矩作用平面的受压承载力外
，

尚应按轴心受压构件验算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受压承载力 ，

此

时 ，

可不计入弯矩的作用
，

但应考虑稳定系数 庐的影响
。

6 ．

3
．

1 3 对具有两个互 相垂直的对称轴的矩形
、

I 形截面的双 向

偏心受压构件 ，

其正 截面受压承载力宜符合下列近似公式的规定

(见图 6
．

3
．

1 3 ) ：

一

壶N 。 。

N
。，

N u。

式中 N
。。

— —

构件截面的轴心受压承载力 (N ) ；

N 。。
— —

轴向压力作用于 z 轴并考虑相应的偏心 距 叩。 ％ 。

后 ，

按全部纵向钢筋计算 的构件偏 心 受压承载力

(N ) ， 此处 ， ‰ 。 、

玑 分别按 6
．

3
．

2 条及 6
．

3
．

9 条

的规定计算 ；

N 。，
— —

轴向压 力 作用于 y 轴并考虑相应的偏心 距 '7，铂 ，

圈 6
。

3
．

13 双 向偏 心 受压构 件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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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按全部纵向钢筋计算 的构件偏心 受压 承 载力

(N ) ， 此处 ， ‰ ， 、

仇 分别按 6
．

3
．

2 条及 6
．

3
．

9 条
的规定计算 。

l 构件截面的轴心 受压 承 载 力 N 扪 可按式 (6
．

3
．

1 ) 计

算 ，

但应取等号
，

将 K N 以 N ∞ 代替
，

且不考虑稳定系数 庐
。

2 构件的偏心受压承载力 N 。，

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

1 ) 当纵向钢筋沿截面两对边 配置时 ， N 。。

可按 6
．

3
．

2 条或
6 ．

3
．

4 条的规定计算
，

但应取等号
，

并将 K N 以 』＼『
。；

代替 ；

2 ) 当纵向钢筋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时
， N

。。

可按 6
．

3
．

5 条

的规定计算 ，

但应取等号
，

并将 K N 以 N
。；

代替
。

3 构件的偏心 受压承载力 N
。，可采用与 N

。。

相同的方法计算
。

6 ．

4 正 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6 ．

4
．

1 轴心受拉构件的正 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K N ≤ 厂vA
。

(6
．

4
．

1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N — —

轴向拉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厂y
— —

纵 向钢 筋 的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2
．

3
—

1 确定 ；

A 。
— —

纵向钢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 m m 。)
。

6 ．

4
．

2 轴向拉力 N 作用在钢筋 A
。

合力点与 A ：合力点之间的小

偏心 受拉构件 (见 图 6
．

4
．

2 ) ，

其正 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

K N P ≤ ，，A ：(矗。
一

口：) (6
．

4
．

2
—

1 )

K N P ’

≤ ，，A 。

(^ ：
一

n 。

) (6
．

4
．

2
—

2 )

式 中 A
。 、

A ：
— —

配置在靠 近及远 离轴 向拉 力
一

侧的纵向钢筋

截面面积 (m m 。) ；

e 、 e ’
— —

轴向拉力至 钢筋 A
。

合力点
、

A ：合力点之间

的距离 ( m m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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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纵剖面

乃 A ：

厶垂

b ) 横剖面

图 6
·

4
·

2 小偏 心 受拉构 件 的正截面受拉承载 力计 算

6 ．

4
．

3 轴向拉力 N 不作用在钢筋 A 。

合力点与 A ：合力点之间的

矩形截面大偏心 受拉构件 (见 图 6
．

4
．

3 ) ，

其正 截面受拉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N ≤ ^ A 。
一

一A ：
一

正6lz (6
．

4
．

3
—

1 )

K N e ≤ ，c如 (^
。

一

詈)+ ，；A ：(‰
一

口：)

(6
．

4
．

3
—

2 )

a
) 纵剖面 b ) 横剖面

图 6
．

4
．

3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 的正截面

受拉承载 力计算

此 时
，

受压 区计算高度应符合 z ≤ O
．

8 5鼠五。 的要求
。

计算中
考虑受压 钢 筋 A ：时

，

则 尚应符合 z ≥ 2口：的条件 ； 当 z < 2口：
时 ， 可按式 (6

．

4
．

2
—

2 ) 计算
。

6 ·

4
．

4 对称配筋 的偏 心受拉构件
， 不 论 大

、

小偏心 受拉情况
，

均可按式 (6
．

4
．

2
—

2 ) 计算
。

圄
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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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6 ．

5
．

1 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 面的受弯构件
，

其受剪截面应符合
下列要求 ：

当譬≤ 4
．

0 时

K V ≤ O
．

2 5厂
。

洗 0 (6
．

5
．

1
—

1 )

当孥≥ 6
．

0 时

K V ≤ O
．

2^ 胁 0 (6
．

5
．

1
—

2 )

当 4
．

o < 譬< 6
．

o 时
，

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 —

构件斜截面上 的最 大 剪力设计值 (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正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6 — —

矩形截面的宽度 ， T 形截面或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m m ) ；

^ 。
— —

截面的腹板高度 (m m ) ： 矩形截 面取有效 高度 ， T

形 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
， I 形截面取腹板

净高 。

注 1 ： 对 T 形 或 I 形 截 面 的简 支 受 弯 构 件
，

当有 实践经 验 时
，

式

(6 ．

5
．

1
—

1 ) 中的系数 O
．

2 5 可改为 O
．

3 。

注 2 ： 对截面高度较大
、

控制裂缝开展宽度要求较严的结构构件
，

其
截面应符合式 (6

．

5
．

1
—

2 ) 的要求
。

6 ．

5
．

2 在计算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时
，

其计算位置应按下列规

定采用 ：

1 支座边缘处的截面 (见 图 6
．

5
．

2 a 、

b 中截面 1
—

1 )
。

2 受拉区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截面 (见 图 6
．

5
．

2 a 中截面
2 —

2
、

3
—

3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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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箍筋数量或 间距改 变处 的截 面 (见 图 6
．

5
．

2 b 中截 面
4 —

4 )
。

4 腹板宽度改变处的截面
。

注 ： 箍筋的间距以及弯起钢筋前
一

排 (对支座而言 ) 的弯起点至后
一

排的弯终点之间的距离 ，

应符合 1O
．

2
．

7 条和 10
．

2
．

1 1 条的要求
。

a
) 弯起钢筋 b ) 箍筋

l —

l
一

支座边缘处的斜截面 ； 2
—

2
、

3
—

3
一

受拉区弯起钢筋弯起点的
斜截面； 4

—

4
一

箍筋截面面积或间距改变处的斜截面

图 6
．

5
．

2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位置

6 ．

5
．

3 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
，

其斜截面受 剪 承载

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仅配有箍筋时
K 、，，≤ U + 、，，。，

(6
．

5
．

3
—

1 )

V 。 一

O
．

7 ^ 脯 0 (6
．

5
．

3
—

2 )

△

y 。， 一 1．2 5 ^
， 竺％ 0 (6

．

5
．

3
—

3 )
3

2 当配有箍筋和弯起钢筋时

K 、厂≤ 、，，。 + V
。，

+ V |b (6
．

5
．

3
—

4 )

、，r。b 一

^ A 曲 s in 口。

(6
．

5
．

3
—

5 )

式 中 V
— —

构件斜截面上 的剪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及
6 ．

5
．

6 条的规定计算 ；

V 。
— —

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 (N ) ；

V 。。 — —

箍筋的受剪承载力 (N ) ；

V 。一
一 一

弯起钢筋的受剪承载力 (N ) ；

A 。，
— —

配 置 在 同
一

截 面 内箍 筋 各 肢 的全 部 截 面 面 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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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 ，A 。， 一 ，lA
。，。 ， 在此

， 行 为在同
一

截面内箍筋

的肢数 ， A
。。。为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m m 。) ；

A 。“
— —

同
一

弯起平面内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 (m m 。) ；

a 。
— —

斜截面上 弯起钢筋与构件纵向轴线的夹角 (
。

) ；

s — —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m m ) ；

厂t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
．

5 确定 ；

^
— —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2)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 ，
—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中

的 ^ 值确定 。

3 如能符合 K V ≤ V 。

时
，

则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

算 ，

仅需根据 1 O
．

2
．

7 条规定
， 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

注 ： 对承受集中力为主的重要的独立梁
，

式 (6
．

5
．

3
—

2 ) 中的系数 O
．

7

应改为 O
．

5 ，

式 (6
．

5
．

3
—

3 ) 中的系数 1．2 5 应改为 1．O
。

6 ．

5
．

4 不配置抗剪钢筋 的实心板 ，

其斜截面 的受 剪 承载力应符

合下列规定 ：

K V ≤ 0
．

7风，I胁 。 (6
．

5
．

4
—

1 )

恿 一

(等)
¨ 。 (6．5

．

4 _ 2 )

式 中 忍
— —

截面 高度影响系数 ： 当 ^ 。 < 8 O 0 m m 时
，

取 ^ 。 一

8 0 0 m m ； 当 ^ 0 > 2 O 0 O m m 时
， 取 ^ 0 —

2 0 O O m m 。

6 ．

5
．

5 配置弯起钢筋的实心 板
，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

列规定 ：

K V ≤ V
。

+ V sb (6
．

5
．

5 )

式 中 ， V
。 、

V
。b 分别按式 ( 6

．

5
．

3
—

2 )
、

式 (6
．

5
．

3
—

5 ) 计

算 ，

并要求 V 。。≤ O
．

8厂。她 。 。

当板上作用分布荷载时
，

截面宽度 6 取单位宽度 ； 当板上作

用集中荷载时 ，

截面宽度 6 为计算宽度 (m m ) ， 此时 U 和 6 可

按有关规范计算 。

6 ．

5
．

6 剪力设计值 V 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见图 6
．

5
．

2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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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当计算支座截面的箍筋和第
一

排 (对支座而言 ) 弯起钢

筋时 ，

取用支座边缘处的剪力设计值 ； 对于仅承受直接作用在构

件顶面的分布荷载的受弯构件
，

也可取 为距 离支座边缘为 O
．

5 ^ 。

处的剪力设计值 。

2 当计算以后的每
一

排弯起钢筋时
，

取用前
一

排 (对支座

而言 ) 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剪力设计值
。

3 当箍筋数量和间距改变时
，

取用箍筋数 量和间距 改变处

的剪力设计值 。

4 当腹板宽度有改变时
，

取腹板宽度改变处的剪力设计值
。

6 ．

5
．

7 受弯构件的配筋构造应符合 9
．

3
．

1
～

9
．

3
．

4
、

1 o
．

2
．

3
～

1 O ．

2
．

7
、

1 O
．

2
．

1 0 和 1 0
．

2
．

1 1 诸条的要求
。

6 ．

5
．

8 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 面 的偏心受压 和偏 心受拉 构件
，

其
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式要求 ：

K 、／r≤ 0
．

2 5
．

厂c6 ^ 0 (6
．

5
．

8 )

6 ．

5
．

9 矩形
、

T 形 和 I 形截面的偏心 受压 构件
，

其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

K V ≤ V
。

+ 、／，
。，

+ V sb + O
．

O 7 N (6
．

5
．

9 )

式 中 N
— —

与剪力设计值 V 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N ) ，

当
N > O ．

3 ^ A 时 ，

取 N
—

O
．

3^ A ， 此处 ， A 为构 件

的截面面积 (m m 。)
。

如能符合 K 咚 V
。

+ 0
．

0 7 N 时
，

则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

力计算 ，

仅需根据 1 O
．

3
．

2 条的规定
，

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

6 ．

5
．

1 O 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面的偏心 受拉构件
，

其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

K V ≤ V 。

+ V
。，

+ V
。b

一

0
．

2 N (6
．

5
．

1 0 )

式 中 N
— —

与剪力 、，r相应 的轴 向拉力设计值 (N )
。

当上式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V
。。

+ y
。。) 时

，

应 取 为 (、，r
。，

+

V 。“) ， 且箍筋的受剪承载力 V
。。

值不应小 于 O
．

3 6 f 掘 。 。

6 ．

5
．

1 1 圆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
，

其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可按 6
．

5
．

9 条计算
。

此时 ， 上述 条文公式中的截面宽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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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有效高度 ^ 。 应分别 以 1．7 6 r 和 1
．

6 r 代替
， r 为圆形截面的

半径 (m m )
。

6 ．

6 受扭承载力计算

6 ．

6
．

1 在弯矩
、

剪力和扭矩共 同作用下 的矩形
、

T 形
、

I 形截

面构件 ，

当 ^
。

／6 < 6 时
，

其截面应符合下式要求 (见图 6
．

6
．

1 ) ：

掣 + 簪 ≤ o
．

2 5 ^ (6．6
．

1 )
施 n 。 W

t 、 ⋯ 吖 ‘ “ ⋯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T — —

支座边缘截面扭矩设计值 (N
· m m ) ，

按 3
．

2
．

2 条

的规定计算 ；

6 — —

矩形截面的宽度
， T 形或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n 1m )；

W 。
— —

受扭构件 的截 面受 扭 塑性抵 抗矩 ( m m 。) ， 可按
6 ．

6
．

2 条的规定计算 ；

·

^ 。
— —

截面的腹板高度 (m m ) ， 对矩形截面 ， 取有效高度

^ 。 ； 对 T 形截面
，

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 ； 对 I
‘

形截面 ，

取腹板净高
。

注 ： 当 ^ 。

／6≥ 6 时
，

受扭承载力计算应作专门研究
。

雾
r

一

≮} ]l 鏖嘲 l

烂到 出
a
) 矩形截面 (^ > 6 ) b ) T 形

、

I 形截面
1 一

弯矩
、

剪力作用平面

图 6
．

6
．

1 受扭构件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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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符合群+ 甓≤ 0 ．7厂l时 ，贝IJ可不对构件进彳亍剪扭承载力

计算 ，

仅需根据 1 O
．

2
．

9 条的规定
，

按构造要求配置钢筋
。

6 ．

6
．

2 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W 。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

矩形截面
厶2

W 。 一

≥ (3 ^
一

6 ) ( 6
．

6
．

2
—

1 )

式 中 6
、

五
— —

矩形截 面的短边
、

长边尺寸 ( m m )
。

T 形和 I 形截面
W 。 一

W 。。 + W ：f + Ⅳ “ (6
．

6
．

2
—

2 )

w ⋯ w 『f及 w 。r可分别按下列规定计算 (见 图 6
．

6
．

1 b ) ：

腹板

w 。。 ：

嬖(3，l
一

6 )
O

受压翼缘

矾 一

譬吲 _ 6 )

受 拉翼缘

w 。f 一

冬；(6
f

一

6 ) (6
．

6
．

2
—

5 )
厶

式中 w 。。 、 w ，f
、

w “
— —

腹板
、

受压翼缘
、

受拉翼缘部分的矩

形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m m 。) ；

6 、

^
— —

腹板的宽度
、

高度 (m m ) ；

6；
、

6 r
— —

截 面 受 压 区
、

受 拉 区 的 翼 缘 宽 度
(m m ) ； 计算时取用的翼缘宽度 尚应
符合 6；≤ 6 + 6 ^ ；及 6I≤ 6 + 6 ^ f 的

规定 ；

．

矗：
、

^ r
— —

截 面 受 压 区
、

受 拉 区 的 翼 缘 高 度

(m m )
。

6 ．

6
．

3 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

K T ≤ 丁
。

+ T
。

(6
．

6
．

3
—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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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一

O
．

3 5厂1w
。

T s 一

1．2 以 厶丛

r值应按下式计算 ：

P 一

^ A 。、s

。 一

万瓦

式中 T
。 — —

混凝土 受扭承载力 (N
· m m ) ；

t — —

箍筋受扭承载力 (N
· m m ) ；

r
— —

受扭构件纵向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 ； f 值应符

合 O
．

6 ≤ f≤ 1．7 的要 求
，

当 } > 1
．

7 时
，

取 }
一

1．7 ：

A 。t
— —

受扭计算中取沿截面周边对称布置的全部抗扭纵

向钢筋截面面积 (m m 。) ；

A 。t，
— —

受扭计算 中沿截 面周边 配置 的抗扭箍筋 的单肢截

面面积 (m m 。) ；

厂y， — —

受 扭 箍 筋 的抗 拉 强度 设 计 值 ( N ／m m z )
，

按 表
4 ．

2
．

3
—

1 中的 ^ 确定 ；

^
— —

受扭纵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A 。。， — —

截面核心部分的面积 ( m m 。) ， A 。 一 6 。 ^ 。 ，

此处
6 。

和 ^ 。。，

分别为从箍筋内表面计算的截面核心部分
的短边和长边的尺寸 ( m m ) ；

铭。。，
— —

截面核心部分 的周 长 (m m ) ， M 。。， = 2 (6
。。，

+ ^ 。。，

)
。

6 ·

6
·

4 T 形 和 I 形截面纯扭构件 ， 可将其截面划分为几个矩形

截面 ，

分别按 6
．

6
．

3 条进行受扭承载力计算
。

每个矩形截面所承 受 的扭矩设计值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

腹板

个
Ⅳ t。 T

。 w 一

面_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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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翼缘
T ；

一

甏
T ( 6 _ 6

．

4 _ 2 )

受 拉翼缘
兀 一

器
T ( 6．6

．

4 _ 3 )

式 中 T
— —

T 形和 I 形截面所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N
· m m ) ；

n
— —

腹板所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N
· m m ) ；

T ：
、

T f
— —

受压翼缘
、

受拉翼缘所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N
· n 瑚 )

。

6 ．

6
．

5 在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剪扭构件
，

其受剪

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K V ≤ 0
．

7 ( 1．5
一

A )^ 洗 o + 1．2 5^
， ：尘 ^ o

(6
．

6
．

5
—

1 )

式 中 层
— —

剪 扭 构 件 混 凝 土 受 扭 承 载 力 降 低 系 数
，

按 式

(6 ．

6
．

5
—

3 ) 计算 ；

A 。。
— —

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 (m m 。)
。

2 剪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
K T ≤ 0

．

3 5层厂fw
。

+ 1
． ；

2 以厶坐 !笸盘

(6 ．

6
．

5
—

2 )

式中 善
— —

剪扭构件纵向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 比
，

按 6
．

6
．

3

条 的规定计算
。

3 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

肛

矗蒹1 + 0
．

5 寺}

当展< O
．

5 时
，

取 晟
一

0
．

5 ； 当屈> 1．O 时
，

取 展
一

1
．

O
。

6 ．

6
．

6 在剪力和扭矩共 同作用下 的 T 形 和 I 形截面剪扭构件
，

其受剪扭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l 对腹板
，

视为矩形截面
，

其受剪承载力和受扭承载力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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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6
。

6
。

5 条计算
，

但在计算中应将 T 及 W 。

改为 T
。

及 W ，。 。

2 对受压翼缘及受拉翼缘 ，

视为矩形截面
，

仅承受所分配

的扭矩 ，

其受扭承载力应按 6
．

6
．

3 条计算
，

但在计算中应将 T

及 w 。

改为 丁：及 w ，f或改为 T f 及 w 扎

6 ．

6
．

7 在弯矩
、

剪力和扭矩共 同作用下的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

面弯剪扭构件 ，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当符合条件 K 憾 O
．

3 5厂
。M 。 时

，

可仅按受弯构件的正截

面受弯和纯扭构件的受扭分别进行承载力计算 ；

2 当符合条件 K 丁≤ O
．

1 7 5厂
：w 。

时 ， 可仅按受弯构件的正

截 面 受弯和斜截面受剪分别进行承载力计算
。

6 ．

6
．

8 在弯矩
、

剪力和扭矩共 同作用下的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

面构件的配筋 ，

其纵向钢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

和剪扭构件受扭承载力计算 ，

并将所需的钢筋截面面积分别配置

在 相应位置上
。

其箍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 ，

并应配置 在 相应 位置上 ，

在相 同位置

处 ，

所需 的钢筋截面面积应叠加后进行配置
。

’

6 ．

7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6 ．

7
．

1 在局部荷载或集 中反力作用下不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

板 ，

其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 图 6
．

7
．

1 ) ：

K F z ≤≤O
．

7 叩卢h 厂t甜
。 ，lo (6

．

7
．

1
—

1 )
1 ，)

'7 一

o
．

4 + ±乒 (6
．

7
．

1
～

2 )
r s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R
— —

局部荷 载设 计 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 (N ) ； 对板柱

结构的节点 ，

取柱所承受的轴向压力设计值的层问

差值减去 冲切破坏锥体范 围内板所承受 的荷载设

计值 ；

^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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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

板的有效高度 (m m ) ，

取两个配筋方向的截面有效

高度的平均值 ；

“。 — —

临界截面的周长 (m m ) ， 距 离局部荷载或集 中反力

作用面积周边 矗。／2 处板垂直截面的最不利周长 ；

风— —

截面高度影响系数
，

按 6
．

5
．

4 条规定取值 ；

r 局部荷载或集 中反力作用面形状的影响系数 ；

熊
— —

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为矩形 时 的长边 与短边

尺寸 的比值
，

凤不宜大于 4 ； 当 位< 2 时
，

取 焦
一

2 ； 当作用面为圆形时
，

取 J9S
一

2
。

互

陋叫
a
) 局部荷载作用下 b ) 集中反力作用下
1 一

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 ；2
一

临界截面周长 ；

3 ～

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图 6
．

7
．

1 板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6 ．

7
．

2 当板开有孔洞且孔洞至 局 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边缘

的距离不大于 6 ^ 。 时
，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取用的临界截面周长
“ 。 ，

应扣除局部荷载或集 中反力作用面积 中心 至 开 孔外边 画出

两条切线之间所包含的长度 (见图 6
．

7
．

2 )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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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0 +

L
(Zl≤f2 )

1 一

局都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 ； 2
一

临界截面周长 ；

3 一

孔洞 } 4
一

应扣除的长度

注 ： 当图中 f。> f2 时
，

孔洞边长 f2 用 ~／f互代替

图 6
．

7
．

2 临近孔洞时的临界截面周长

6 ．

7
．

3 在局部荷载或集 中反力作用下
，

当受冲切承载力不满足
6 ．

7
．

1 条的要求
， 且 增加板厚和提高混凝土 强 度等级受到限制

时 ，

可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
，

此时受 冲切截 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

K F ￡ ≤≤1
．

0 5 叩厂。乱 。 ^ 0 (6
．

7
．

3
—

1 )

配 置箍筋或弯起钢筋的钢筋混凝土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

当配置箍筋时

K F f ≤ O
．

5 5 17厂
。“ 。

^ o + 0
．

8 ^
。

A
。，。

(6
．

7
．

3
—

2 )

当配置弯起钢筋时
K F ￡ ≤ O

．

5 5 7 厂
。“ 。

^ 0 十 0
．

8厂y A
。b 。 s in 口 (6

．

7
．

3
—

3 )

式 中 A
。。。 — —

与呈 4 5
。

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箍筋截

面面积 (m m 。) ；

A 。。。
— —

与呈 4 5 。

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 的全部 弯起钢

筋截面面积 ( m m 。) ；

口— —

弯起钢筋与板底面的夹角 (
。

)
。

板 中配置 的抗 冲切 箍 筋 或 弯起 钢筋 ，

其构造要求应符合
1 O ．

1．1 1 条的规定
。

对配置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 以外的截面 ，

尚应按 6
．

7
．

1 条的要求进行受 冲切承载力验算
， 此 时 ， “。

应取

6 2

口
www.weboos.com



配置抗冲切钢筋时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 0
．

5 ^ 。 处的最不利周长
。

注 1 ： 当有可靠依据时
， 也 可 配 置其 他 形 式 的抗 冲切 钢 筋 (如 工 字 钢

、

槽钢 、

抗剪锚栓和扁钢 U 形箍等 )
。

注 2 ： 当抗冲切钢筋布置困难
，

或集 中荷载作用位置不 固定时
，

可 采

用掺钢纤维来提高钢筋混凝土板 的受 冲切承载力 。

6 ．

7
．

4 对矩形截面柱的矩形基础
，

在柱与基础交接处 以及 基 础

变 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 图 6
．

7
．

4 ) ：

K F 。 ≤ 0
．

7风厂
。6m^ 。

F ￡ = = =

户
。

A

6 。 一

(6 。 + 6 b )／2

(6 ．

7
．

4
—

1 )

(6 ．

7
．

4
—

2 )

式 中 6 。
— —

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的上 边 长 与下边长的平均值

(m m ) ；

6 。
— —

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
一

侧斜截面的上边长 ( m m ) ，

当计算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 ，

取柱

宽 ； 当计算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
，

取 上

阶宽 ；

6。
— —

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
一

侧斜截面的下边长 ( m m )
，

当计算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受 冲切承载力时 ，

取柱

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 ； 当计算基础变阶处的受

冲切承载力时 ，

取上 阶宽加 两倍该 处 的基 础有 效

高度 ；

^ 。
一 一

柱与基 础 交 接 处 或基 础 变 阶处 的截 面有效 高 度

(m m ) ，

取 两 个 配 筋 方 向 的截 面 有 效 高 度 的 平

均值 ；

声。
— —

基础底面地基反力设计值 (N ／m m 。) (可扣 除基 础

自重及其上 的土重 ) ，

当基础偏心 受力时 ， 可取 用

最大 的地基反力设计值 ；

A — —

考虑冲切荷载时取用的多边形面积 (m m 。) ， 即 图

6 ．

7
．

4 中的阴影面积 A B C D E F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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牮
M ．Ⅳ

1 ～

肘

莲毹函 莲蓝函造嘧碉 莲嘧耐阖

a
) 柱 与基 础 交接处 b ) 基础变阶处

1一

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
一

侧的斜截面 ； 2
一

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图 6
．

7
．

4 计算阶形基础的受冲切承载力截面位置

6 ．

8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6 ．

8
．

1 配置 间接钢筋的构件
，

其局部受压 区 的截面尺寸应符合

下列要求 ：

K F z ≤ 1
．

5届，
。

A ； (6
．

8
．

1
—

1 )

l瓦
，＼／A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 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F 2— —

局部受压 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规定计算 ；

^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 - 5 确定 ；

屈
— —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

A ；
— —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m m 。) ；

A “
— —

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 面积 ( m m 。) ， 可按 图 5
．

4
．

1

取 用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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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8
．

2 当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且符合 A 。≤ A 。 ，

条件

时 ，

其局部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见 图 6
．

8
．

2 ) ：

K F ￡ ≤ (屉，
。

+ 2lD
，

凡
，

^ )A z (6
．

8
．

2
—

1 )

当为方格网式配筋时 (见 图 6
．

8
．

2 a ) ，

其体积配筋率 p v 应按

下式计算 ：

＆ 一

丛 学
此时 ，

钢筋网两个方向上单位长度内的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不宜

大于 1．5
。

a
) 方 格 网 式 配肠 b ) 螺旋 式 日E肠

图 6 ．

8
．

2 局部受压区间接钢筋的配置 (单位 ： m m )

当为螺旋式配筋时 (见图 6
．

8
．

2 b ) ，

其体积配筋率 p v 应按下

式计算 ：

P v =

等 (6．8
．

2 - 3 )

式 中 风
，

— —

配置间接钢筋 的局 部受压 承 载力提高系数
，

仍按
式 (6

．

8
．

1
—

2 ) 计算
，

但应以 A 。。，

代替 A 。 ；

A 。。，
一 一

钢筋网以内的混凝土核心 面 积 ( m m 。) ，

但不应大

于 A “ ， 且其重心应与 A ， 的重心相重合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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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1 对使用

应标准组合下 ，

1 轴心受

2 受弯构

3 偏心受

4 偏心受

式中 N 。 、

M k

y m

已O

A o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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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a 。。

为 0
．

5 5 进 行 抗 裂 验 算 并 能 满 足 式 ( 7
．

1
．

1
—

1 )
、

式

(7
．

1．1
—

2 )
、

式 (7
．

1．1
—

3 ) 或式 (7
．

1．1
—

4 ) 的要求时
，

则可

不再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

7 ·

2
·

2 配置带肋 钢筋 的矩形
、

T 形及 I 形截 面受拉
、

受弯和偏

心受压钢筋混凝土构件
，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的最大裂缝宽度
硼 ⋯

(m m ) 可按下式计算 ：

一 J
砌 。。。

一 a 菩 f3 o + c + o
．

o 7 竺 ＼ (7
．

2
．

2 )
L s ＼ P te ，

式中 a
— —

考虑构件受力特征和荷载长期作用的综合影响系数
，

对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 ，

取 a 一

2
．

1 ； 对偏心 受拉构

件 ，

取 a 一

2
．

4 ； 对轴心受拉构件
，

取 a 一

2
．

7 ；

c — —

最 外层 纵 向受 拉 钢 筋外 边 缘 至受 拉 区边 缘 的距 离

(m m ) ，

当 c > 6 5 m m 时
，

取 c 一

6 5 m m ；

d — —

钢筋直径 ( m m ) ，

当钢筋用不同直径时
，

式 中的 d

改用换算直径 4A
。

／“ ，

此处
， “ 为纵 向受拉钢筋截

面总周长 ( m m ) ；

^

l0。。
— —

纵向受拉钢筋的有效配筋率
， lD。。 一

字
，

当 』0。。< 0
．

0 3
』 1 te

时 ，

取 J0。。 一 0
．

O 3 ；

A t。 — —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 面 面积 (m m 。) ，

对受弯
、

偏心 受

拉及大偏 心 受压构件
， A 。。

取 为其 重 心 与受 拉 钢 筋

A 。

重心相
一

致 的混凝土 面 积
，

即 A 。。 = = = 2口 。

6 ，

其 中
口 。

为 A
。

重心至截面受拉边缘 的距离
， 6 为矩形截面

的宽度 ，

对有受拉翼缘的倒 T 形及 I 形 截 面
， 6 为

受拉翼缘宽度 ； 对轴心受拉构件 ， A l
。

取为 2 n 。

z
。 ，

但

不大于构件全截面面积
，

其中 口 。

为
一

侧钢筋重心 至

截 面近边缘的距离
， z

。

为沿截面周边配置的受拉钢

筋重心连线的总长度 ；

A 。
— —

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m m 。) ，

对受弯
、

偏心 受

拉及大偏心受压构件
， A

。

取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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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对全截面受拉的偏心受拉构件
， A 。

取拉应力较

大 一

侧的钢筋截面面积 ； 对轴心受拉构件
， A 。

取全

部纵 向钢筋截面面积 ；

以。
— —

按 荷 载 标 准 值 计 算 的构 件 纵 向受 拉 钢 筋 应 力

(N ／m m 。) ，

按 7
．

2
．

3 条的规定计算
。

注 1 ： 式 ( 7
．

2
．

2 ) 不 适 用 于 弹 性 地 基 上 的 梁
、

板 及 围岩 中 的衬 砌

结构 。

注 2 ： 需控制裂缝宽度的配筋不应选用光圆钢筋
。

注 3 ： 对于某些可变荷载在总效应组合 中占的比重很大但只在短时间
内存在的构件 ，

如水电站厂房的吊车梁等
，

可将计 算求得 的最

大裂缝宽度乘 以系数 O
．

8 5
。

注 4 ： 对詈≤ o
．

5 5 的偏心受压构件
，

可不验算裂缝宽度
。

7 ．

2
．

3 钢筋混凝土构件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
， 按荷载标准值计

算的纵向受拉钢筋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轴心受拉构件

d sk ：

半 (7
．

2
．

3
—

1 )

2 受弯构件
‰ ：

高‰ (7．2
．

3 _ 2 )

3 大偏心受压构件
吼 t 一

筹(詈
一

·) ∽ 2
．

3 ㈤

州 +

志 (鲁)
。

当詈≤ 1 4 时
，

可取 璃
一

1．0
。

，I ’

4 偏心 受拉构件 (矩形截面 )

(7 ．

2
．

3
—

4 )

(7 ．

2
．

3
—

5 )

( 7 ．

2
．

3
—

6 )

‰

‰ 一。

“机
以 阳

仉 一
一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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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 。

等(’+ 1．1 意) (7．2
·

3 - 7 )

对小偏心 受拉构件
， 上 式右边括号内取减号

，

对大偏心 受拉

构件 ，

取加号
。

式中 e 。
—

_ 轴向拉力作用点至纵 向受拉钢筋 (对全截 面受拉 的

偏心 受拉构件
，

为拉应力较大
一

侧的钢筋 ) 合力点

的距离 ( m m ) ；

e — —

轴 向压 力 作用点至 纵 向受拉钢筋合力点 的距 离

(m m ) ；

z — —

纵 向受 拉 钢 筋 合 力 点 至 受 压 区 合 力 点 的距 离

(m m ) ；

％ — —

使用阶段的偏心距 增大系数 ；

y 。
— —

截面重心至纵 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m m ) ；

∥
— —

受 压 翼 缘 面 积 与 腹 板 有 效 面 积 的 比 值
， y ：

一

掣
，

其中 6：
、

^ ；分别为受压翼缘 的宽度
、

高度 (m m ) ，

当 ^ ：> 0
．

2 ^ 。 时
，

取 ^ ；
一

0
．

2 ^ 。 。

7 ．

2
．

4 对于非杆件体系钢筋混凝 土 结构的裂缝宽度控制
， 可按

下列方法进行 ：

l 控制受拉钢筋的应力
。 一

般情况下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

的受拉钢筋应力 吼 - 宜符合下式规定 ：

仃 。k ≤ 口。

^ k (7
．

2
．

4 )

式 中 口。。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得出的受拉钢筋应力 (N ／m m z) ，

当弹性应力图形接近线性分布时 ， 可 换 算为截面

内力 ，

按 7
．

2
．

3 条的方法计算 ； 当应力 图形偏离

线性较大时 ，

取 仃。t 一

1、k／A
。 ，

其中 A
。

为受拉钢筋

截面面积 (m m 。) ， T 。 为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的由

钢筋承担的拉力 (N ) ，

可按 1 2
．

2 节的方法计算确

定 ； 当受拉钢筋分层配置 时
，

瓦
、

A 。

可采用各层

相应的拉力 及钢筋 面积 ； 计算 出的受拉钢筋应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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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k 不宜大于 2 4 O N ／m m 。 ；

“。
— —

考虑 环境 影 响和荷 载长期作 用 的综 合影 响系数
，

a 。 一

0
．

5
～

0
．

7 ，

对
一

类环境取大值
，

对 四类环境取

小值 ；

厂yt
— —

钢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2
—

1

确定 。

2 对于重要 的结构 ，

宜按 1 2
．

3 节钢筋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

计算原则对配筋数量和配筋方式与裂缝宽度的关系进行分析 ， 以

确 定合适的配筋方案
。

注 ： 处于五类环境下的结构
，

宜采用专门的防裂
、

限裂措施
。

7 ．

2
．

5 当验算裂缝宽度控制不 满足要求时
，

可采用较小直径 的

带肋钢筋
，

减小钢筋 间距
，

适 当增 加受 拉 区 纵 向钢筋截 面面积

等 ，

但增加的钢筋截面面积不宜超过承载力计算所需纵向钢筋截

面面积 的 3 0 9／6
。

如仍不 满足要求
， 可考虑采取其他工 程措施

。

7 ．

3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7 ．

3
．

1 钢筋混凝土 受弯构件在正 常使用状态下的挠度
，

可根据

构件 的刚度用结构力学的方法计算 。

在等截面构件中 ， 可假设各 同号弯矩区段 内的刚度相等 ，

并

取用该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度 。

当计算跨度内的支座截面刚度不

大于跨中截面刚度的 2 倍或不小于跨中截面刚度的 1／2 时
，

该跨
也可按等刚度构件进行计算 ，

其构件刚度可取跨中最大弯矩截面

的刚度 。

受弯构件的挠度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进行计算 ，

所得的挠

度计算值不应超过表 3
．

2
．

8 规定的限值
。

7 ．

3
．

2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的矩形
、

T 形及 I 形截面受弯

构件刚度 B 可按下式计算 ：

B = = =

0
．

6 5 B
。

(7
．

3
．

2 )

式中 B
。

— —

荷载效应标 准组合作用 下 受 弯构件 的短期 刚度

(N · m m 。) ，

按 7
．

3
．

3 条的公式计算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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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

3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 B
。

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

l 要求不 出现裂缝 的构件

B 。 一 0
．

8 5 E 。

L (7
．

3
．

3
—

1 )

2 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B 。 一

(o
．

o 2 5 + o
．

2 8钝 10 ) ( 1 + o
．

5 5 y；+ O
．

1 2 以)E 。洗 ；

(7 ．

3
．

3
—

2 )

式中 j。
— —

换算截面对其重心轴的惯性矩 (耐 ) ；

E 。 — —

混凝土弹性模量 (N ／m m 。) ；

口E — —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 弹性模量的比值 ；

l0 — —

纵向钢筋配筋率
， ID

一

焘
；

)，r
— —

受 拉 翼 缘 面 积 与 腹 板 有 效 面 积 的 比值
， 以

一

(6 f
— —

6 ) ^ f
—

i i
一

’

)，；
— —

受 压 翼 缘 面 积 与 腹 板 有 效 面 积 的 比 值
， y；

一

掣
，

取值方法与 7
．

2
．

3 条相同www.weboos.com



8 预应 力混凝土结构构件计算

8 ．

1 设 计 规 定

8 ．

1 ．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除应 根据使 用条件进行 承载力计

算及变形 、

抗裂
、

裂缝宽度和应力验算外
，

尚应根据具体情况对

制作 、

运输及安装等施工 阶段进行验算
。

8 ．

1 - 2 预应力钢筋 的张拉控制应力值 瓯。。

不宜超过表 8
．

1．2 规定

的张拉控制应力限值 ， 且不应小于 O
．

4 ^
。。 。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 一

时
，

表 8
．

1
。

2 中的张拉控制应力限值可

提高 O
．

0 5厂ptk ：

— —

要求提高构件在施工 阶段的抗裂性能而在使用阶段受压

区内设置的预应力钢筋 ；

— —

要求部分抵消 由于应力松弛 、

摩擦
、

钢筋分批张拉以及

预应力钢筋与张拉台座之间的温差等因素产生的预应力损失
。

表 8
．

1．2 张拉控制应力限值

预应力钢筋种类 张 拉 方
法

先张法 后张法

消除应力钢丝 、

钢绞线 0
．

7 5厂p|k 0
．

7 5 ^ A

螺纹钢筋 O
．

7 5厂p【k O
．

7 O，p tk

钢棒 0
．

7 O厶【k O
．

6 5，p 【k

注 ： 厂p
。k 为预应力钢筋强度标准值

，

按表 4
．

2
．

2
—

2 确定
。

8 ．

1 ．3 施加预应力时
，

所需 的混凝 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应 经计算

确定 ，

但不宜低于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 7 5 ％
。

8 ．

1．4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 法向应力及相应 阶段预应力钢筋

的应力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l 先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 向应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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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

‰ = = =

等±半
弘

相应阶段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crp。 一

％ 。
一

吼
一

口E ％。

(8
．

1．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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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0 一

％ n
—

q

2 后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一

筹±

警
y 。

相应阶段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 一

crc。。
一

吼 (8
．

1．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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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嚷。
一

吼 + 口E crp。

(8
．

1
．

4
—

6 )

式 中 ％
。

— —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N ／m m z ) ；

口雕
— —

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N ／m m 。) ；

盯。。。 — —

预应力钢筋张拉控制应力 (N ／m m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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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 m 。) ；

A 。
— —

净截面面积 ( m m 。) ，

即扣除孔道
、

凹槽等削弱部

分以外的混凝土 全 部截面面积及纵向非预应力钢

筋截面面积换算成混凝土 的截面面积之和 ； 对 由

不同混凝 土 强度 等级组成 的截 面
，

应根据混凝土

弹性模量 比值换算成 同
一

混凝 土 强 度等级的截面

面积 ；

A o
— —

换算截面面积 ( m m 。) ，

包括净截面面积 A
。

和全

部纵向预应力钢筋截 面面积换算成混凝 土 的截 面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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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

工。
— —

换算截面惯性矩
、

净截面惯性矩 (m m 。) ；

e p0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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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 ，

按 8
．

1．5 条 的规

定计算 ；

歹 o 、 y 。
— —

换算截面重心
、

净截面重心 至所 计算纤维处的距

离 (m m ) ；

吼 — —

相应阶段 的预应力损失值 (N ／m m 。) ，

按 8
．

2
．

1
～

8 ．

2
．

7 条的规定计算 ；

口E
— —

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 啦 =

E ／E ，

此处 ， E
。

按表 4
．

2
．

4 采用
， E

。

按表 4
．

1．7 采用 ；

N 小 N 。
— —

先张法构件
、

后 张法构件 的预应 力钢筋及非预应

力钢筋的合力 (N ) ，

按 8
．

1．5 条计算
。

注 ： 在式 (8
．

1．4
—

1 )
、

式 (8
．

1 _ 4
—

4 ) 中
，

右边第二 项与第
一

项 的应

力 方 向 相 同 时 取 加 号 ，

相 反 时 取 减 号 ； 式 ( 8
．

1．4
—

2 )
、

式

(8 ．

1．4
—

6 ) 适用于 咋。

为压应力的情况
，

当 口。。

为拉应力时
，

应 以
负值代入

。

8 ．

1．5 预应力钢筋和非预应力钢筋 的合力 以及合力点 的偏心距

(见图 8
．

1．5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l 先张法构件

N p0 一 d p0 A 。 + 盯品A ：
一

吼5 A 。
一

仃：s A ： (8
．

1．5
—

1 )

e po = = =

生堕生当[ ! 品A ：y ：
一

吼。A
。．)，。 + 仃：。A ：y ：

‰ 瓦干瓦瓦 _二二瓦瓦 = 石r
(8 ．

1．5
—

2 )

2 后 张法构件

N 。 一

crp
。

A ， + 口：
。A ：

一

砚。A
。

一

盯：。A ： (8
．

1 I 5
—

3 )

％。A p + 盯：
。

A ：
一

吼5 A 。
一

盯：s A ：
(8 ．

1．5
—

4 )

式中 ‰
、 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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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 m 2) ；

crp。 、 仃k
— —

受 拉 区
、

受压 区 预 应 力 钢筋 的有效 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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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eboos.com



d
— —

预应力钢筋的公称直径 (m m ) ，

按附录 B 采用 ；

a — —

预应力钢筋的外形系数
，

按表 8
．

1．6 取用 ；

厂，k
— —

与放张时混凝土立方体抗压 强度 ，：
。

相应的轴心抗

拉强度标准值 (N ／m m 。) ，

按表 4
．

1．4 以线性内插

法确定 。

表 8
．

1．6 钢筋的外形 系数 口

钢筋种类 刻痕钢丝

、

螺旋槽钢棒

螺旋肋钢丝 、

螺旋肋钢棒 螺纹钢筋

二 、

三 股

钢 绞线

七股钢

绞线

口 0
．

1 9 0
．

1 3 0
．

1 4 0
．

1 6 O
．

1 7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钢筋的施工 工 艺时
， Z。，的起点应从距

构件末端 0
．

2 5厶
，

处开始计算
。

8 ．

1．7 计算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 的正 截面和斜

截面受弯承载力时 ，

锚 固长度范围内的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

值在锚 固起点处应取为零 ，

在锚固终点处应取为 ^
， ， 两点之 间

可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

预应力钢筋 的锚 固长度 Z
。

( m m ) 应按下式
确定 ：

z。 一 a

鲁
d (8

．

1．7 )

式中 ^ ，
— —

预应力 钢筋 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z ) ， 按表
4 ．

2
．

3
—

2 确定 ；

^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设 计值 ( N ／m m z ) ， 按 表
4 ·

1
·

5 确定 ； 当混凝 土 强 度等级高于 C 4 0 时 ，

按
C 4 O 取值 ；

d — —

预应力钢筋的公称直径 (m m ) ，

按附录 B 采用 ；

a — —

预应力钢筋的外形系数 ， 按表 8
．

1．6 取用
。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钢筋的施工 工 艺时
，

先张法预应力钢

筋的锚固长度应从距构件末端 O
．

2 5 z。，处开始计算 ； z。，

为预应力传

递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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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8 预应力混凝土结 构构件的施工 阶段
，

除应进行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验算外 ，

对预拉 区不允许 出现裂缝 的构件或预压时全截

面受压的构件
，

在预加力
、

自重 (必要时应考虑动力系数 ) 及施

工荷载作用下 ，

其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 向应力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 8
．

1
．

8 ) ：

瓯。

≤ o
．

8，，k

(8
．

1．8
—

1 )

(8 ．

1．8
—

2 )

a
) 先 张 法 构件 b ) 后张法构件

1 一

换算截面重心轴 ； 2
一

净截面重心轴

图 8
．

1．8 预应 力混凝土构件施 工 阶段验算

截 面边缘的混凝土法 向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刘
一

¨ 筹±甓 限 Ⅵ ㈣
I

一

‰ + ：≠± 等 (8
．

1．8
—

3 )
盯。

l ^ 0 w 0

式中 靠 、 靠
— —

相应施工 阶段计算截面边缘纤维的混凝土 压 应

力 、

拉应力 (N ／m m 。) ；

，rk、

厂I
— —

与各施工 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
。

相应

的抗拉 、

抗 压 强度 标 准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4 以线性内插法确定 ；

N 。、

M t
— —

构件 自重及施工 荷载的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轴向力值 (N )
、

弯矩值 (N
· m m ) ；

w o
— —

验算边缘的换算截面弹性抵抗矩 (m m 。)
。

注 1 ： 预拉区系指施加预应力时形成的截面拉应力区
。

注 2 ： 式 (8
．

1
．

8
—

3 ) 中
， d 。。

为压应力时取正 值
，

为拉应力时取负值 ；

N t 为轴向压力时取正 值
，

为轴 向拉力时取负值 ； M ；产 生 的边

7 9

帆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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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纤维应力为压应力 时式 中符 号 取 加 号
，

为拉应力时式中符号
取减号 。

8 ．

1．9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的施 工 阶段
，

除应进行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验算外 ，

对预拉区允 许出现裂缝而在预拉区不配置纵向

预应力钢筋的构件 ，

其截面边 缘的混凝土 法 向应 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

口 。。

≤ 2／，k (8
．

1．9
—

1 )

嚷。

≤ o
．

8∥k (8
．

1．9
—

2 )

8 ．

1．1 O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预拉 区纵向钢筋的配筋应符合下

列要求 ：

l 施工 阶段预拉 区 不 允许 出现裂缝 的构件
，

预拉区纵 向钢

筋的配筋率 (A ：+ A ：) ／A 不应小 于 o
．

2 ％ ， 对后 张法不应计入

A ：
，

其中
， A 为构件截面面积

。

2 施工 阶段预拉区允许 出现裂缝而在预拉 区不 配 置 纵向预

应力钢筋的构件 ，

当 ％ ： 2厂『k时
， 预拉 区纵向非预应力钢筋的配

筋率 A ：／A 不应小于 0
．

4 ％ ； 当 厂，k< 吼。< 2厂，k时
，

则在 o
．

2 ％和
O ．

4 ％之间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

3 预拉 区的纵 向非预应力钢筋 的直径不 宜大于 1 4 m m ，

并

应沿构件预拉区的外边缘均匀配置
。

注 ： 施工 阶段预拉区不允许 出现裂缝的板类构件
，

预拉 区纵 向钢筋 的

配筋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

8 ．

1 ．1 l 对先张法和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

在承载力和

裂缝宽度计算中 ，

所用 的混凝土法 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钢筋

及非预应力钢筋合力 N ∞ 及相应的合力点的偏心距 铀 ，

均应按式

(8
．

1
．

5
—

1 ) 及式 (8
．

1．5
—

2 ) 计算
， 此 时 ，

先张法和后张法构
件预应力钢筋的应力 ‰

、 d 品均应按 8
．

1．4 条的规定计算
。

8 ．

1 ．1 2 对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

应计算在预加力作用

下端部锚 固区 段 内的局部受压承载力
，

此 时 ，

应按式 (6
．

8
．

1
—

1 )
、

式 (6
．

8
．

1
—

2 ) 或式 (6
．

8
．

2
—

1 )
～

式 (6
．

8
．

2
—

3 ) 进行计

算 ，

但在式 (6
．

8
．

1
—

1 ) 及式 (6
．

8
．

2
—

1 ) 中
， A ，用 A 2

。

代替
， A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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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混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
，

应在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 中扣除孔

道 、

凹槽部分的面积
。

在计算局部受压的轴向力设计值 R 时
， 可

将预加力视为永久荷载并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承载力安全系

数按表 3
．

2
．

4 中 2 级
、

3 级建筑物基本组合取值 ； 并按 6
．

8 节规定

的构造要求配置 间接钢筋
，

其体积配筋率 p v 不应小于 0
．

5 ％
。

8 ．

1．13 水工 建筑物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配筋构造要求应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 ，

对于
一

般梁
、

板类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
， 可按有

关规范的规定执行
。

8 ．

1．14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计算方法可按有关规范

的规定执行 。

8 ．

1．1 5 在水工 建筑物中采用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构件时
，

必须经过论证
。

其计算及构造要求按有关规范的规定执行
。

8 ．

2 预 应 力损 失值 计算

8 ．

2
．

1 预应力钢筋 中的预应力损失宜根据试 验确定 ，

当无可靠

试验数据时 ，

预应力损失值可按表 8
．

2
．

1 的规定计算
。

当计算求

得的预应力总损失值小于下 列数值时
，

应按下列数值取用 ： 先张

法构件取 1 0 0 N ／m m 。； 后张法构件取 8 0 N ／m m 。。

表 8
．

2
．

1 预 应 力 损 失 值 单位 ： N ／m m 。

引起损失的因素 符号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 巩1

按 8
．

2
．

2 条 的规
定计算

按 8
．

2
．

2 条 和
8 ．

2
．

3 条 的 规 定

计算

预应力钢

筋的摩擦

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
m 2

按 8
．

2
．

4 条 的
规定计算

在转向装置处的摩擦 按实际情况确定

混凝土 加热养护时
。

受张拉

的钢筋与承受拉力 的设备之 间

的温差

电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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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2
．

1 (续 )

引起损失的因素 符号 先张法构件 l 后张法构件

预应力钢筋 的

应力松弛

预应力钢丝 、

钢 绶 线
普 通松 弛 ：

叫 妒(罴
一 o

·

s )
％ n

此处 ， 一

次张拉 ≯
一

1．O ，

超张拉 妒= 0
．

9

低松弛 ：

当 吼 。。

≤ O
．

7 _厂口t k 时

¨ z s

(器
_ o

·

s )
‰ n

当 O
．

7 ^
t k < ％ 。

≤ 0
．

8，p tk 时

。·

z (舞
_ o

·

啪 )
‰ n

螺纹钢筋 、

钢棒
一

次张拉 O
．

0 5 d 。。n

超张拉 O
．

O 3 5口。。。

混凝 土 的收缩 和徐变 按 8 ．

2
．

5 条的规定计算

用螺旋式预应力钢筋作配筋

的环 形 构 件 ，

当直 径 D ≤ 3 m

时 ，

由于混凝土的局部挤压

注 1 ： 出 为混凝土加热养护时
，

受张拉的预应力钢筋与承受拉力的设备之间的温
差 (℃ ) ； 为了减少温差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 可采用分 阶段 的养护措施
。

注 2 ： 表中超张拉的张拉程序为从应力为零开始张拉至 1．0 3‰ 。 ； 或从应力为零开

始张拉至 1 _ O 5 d 。 。 ，

持荷 2 m in 后 ，

卸载至 ‰ 。 。

注 3 ： 当 ‰ 。／，ptk ≤ O
．

5 时
，

预应力钢筋 的应力松弛损失值可取为零
。

8 ．

2
．

2 预应力直线钢筋 由锚 具变形 和预应力钢筋 内缩 引起 的预

应力损失 吼。(N ／m m 。) 可按下式计算 ：

毋。 一

旱E
。

(8
．

2
．

2 )
c

式中 n
— —

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钢筋 内缩值 ( m m ) ，

按表 8
．

2
．

2

采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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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

张拉端至锚 固端之间的距离 ( m m ) ；

E 。
— —

预 应 力 钢 筋 的 弹 性 模 量 (N ／m m 。) ，

按 表 4
．

2
．

4

确 定
。

表 8
．

2
．

2 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 n 单位 ： m m

锚 具 类 别

支承式锚具 (钢丝束镦头锚具等 )

螺 帽缝隙

每块后加垫板的缝隙

锥塞式锚具 (钢丝束的钢制锥形锚具等 )

夹 片式锚具
有顶压时

无顶压时

单根螺纹钢筋的锥形锚夹具

注 1 ： 表中的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

注 2 ： 其他类型的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

8 ．

2
．

3 后张法构件预应力 曲线钢筋或折线钢筋 由于锚具 变形 和

预应力钢筋 内缩 引起 的预应力损失值 吼。 ，

应根据预应力 曲线钢

筋或折线钢筋与孔道壁之间反 向摩擦影响长度 z， 范围内的预应

力钢筋变形值等于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值的条件确定 ， 反 向摩擦

系数可按表 8
．

2
．

4 中的数值采用
。

常用束形的后张预应力钢筋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z。 范围内

的预应力损失值 吼。可按附录 E 计算
。

8 ； 2
．

4 后张法构件张拉时 ， 预应力钢筋 与孔道壁之 间的摩擦 引

起的预应力损 失 ％ (N ／m m 。) (见 图 8
．

2
．

4 ) ， 可按 下 列 公 式

计算 ：

吼2 一 莎。。。

L1
— —

e
一

‘”“0“ ’] (8
．

2
．

4
一

1 )

当 (p p + 船 ) ≤ 0
．

2 时
， 吼。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

％ 一

(p 日 + 船 )c『c
。。

(8
．

2
．

4
—

2 )

式 中 吼 。。
— —

预应力钢筋张拉控制应力 (N ／m m 。) ；

p — —

预 应 力 钢 筋 与 孔 道 壁 之 间 的 摩 擦 系 数
，

按 表

8 ．

2
．

4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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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从 张拉端 至 计算截面曲线孔道部分切线的夹角

(r a d ) ；

Ⅳ — —

孔道每米长度局部偏差 的摩 擦 系数
，

按表 8
．

2
．

4

采 用 ；

z — —

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孔道长度 (m ) ，

可近似地

取该段孔道在构件纵轴上的投影长度 。

表 8
．

2
．

4 系 数 |c 和 p 值

孔道成型方式
钢绞线 、

钢丝束 螺纹钢筋
、

钢棒

预埋金属波纹管 O
．

O O 1 5 O
．

5 0

预埋塑料波纹管 O
．

O 0 1 5

预 埋铁皮管 O
．

O O 3 O 0
．

3 5 O
．

4 O

预 埋钢管 0
．

0 O 1 O

抽芯成型 O
．

0 O 1 5 O
．

5 5 O
．

6 0

注 1 ： 表中系数也可以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

注 2 ： 当采用钢丝束的钢质锥形锚具及类似形式锚具时
，

尚应考虑锚环 口 处的附
加摩擦损失 ， 其值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

1 一

张拉端 ； 2
一

计算截面

图 8
．

2
．

4 预应力摩擦损失计算

8 ．

2
．

5 由混凝土 收缩和徐变引起的受拉区
、

受压 区纵 向预应力

钢筋的预应力损失值 ％ 、 盯；。(N ／m m 。) 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

8

www.weboos.com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4 5 + 2 8 o 争
％ 一

] 耳 瓦 芦
，

4 5 + 2 8 0 争
， ， 一 ，

吼 5 —

1 干面 芦

3 5 + 2 8 o 争
％ 一

] 群
．

3 5 + 2 8 0 等
一 t

— —

j c “

吼 5 —

1 干 而芦
式中 ％。 、 a ’。。

— —

在受拉 区
、

受压 区预 应力钢筋合力点处的混

凝土法 向压应力 (N ／m m 。) ；

厂：。
— —

施 加 预 应 力 时 的 混 凝 土 立 方 体 抗 压 强 度

(N ／m m 。) ；

』D 、

l0’
— —

受拉区
、

受压 区预应力钢筋和非预应力钢筋
‘

的配筋率 ： 对先张法构件
， ID

一

垒≠垒
， lD，一

九 0

垡
—

去丛
； 对后 张法构 件

， lD
：：：

垒玄丛
， 』D， 一

d ， I ^ ，

刍
譬旦 ； 对于对称配置预应力钢筋和非预应

力钢筋的构件 ，

配筋率 JD
、

ID’

应按钢筋总截面

面积的 一

半计算
。

在受拉区
、

受压 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的混凝土法 向压应力
％c 、 d ：

c

应按 8
．

1．4 条及 8
．

1．5 条规定计算
。

此 时 ， 预应 力损 失

值仅考虑混凝土预压前 (第
一

批 ) 的损失
，

其非预应力钢筋中的

应力 吼s 、 盯；s 应取为零 ； crp
。 、 口：

。

值不得大于 o
．

5厂：
。 ； 当 盯：

。

为拉应

力时 ，

式 (8
．

2
．

5
—

2 )
、

式 (8
．

2
．

5
—

4 ) 中 仃：
。

应取为零
。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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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 法向应力 crp
。 、 盯；

。

时
， 可根据构件制作情况考虑 自重的影响

。

当构件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低于 4 0 ％的环境下
， 吼。 、 盯，5值

应增加 3 0 ％
。

对重要的结构构件 ，

当需要考虑与时间相关的混凝土 收缩
、

徐变及钢筋应力松弛预应力损失值时 ，

可按附录 F 进行计算
。

注 ： 当采用泵送 混 凝土 时
，

宜根据实际情 况考虑混凝土收缩
、

徐变引
起预应力损失值的增大 。

8 ．

2
．

6 后张法构件 的预应力钢筋采用分批张拉时 ，

应考虑后批

张拉钢筋所产生的混凝土 弹性压缩 (或伸长 ) 对先批张拉钢筋的

影响 ，

将先批张拉钢筋 的张拉控制应力值 盯。。。

增加 (或减小 )

口E crp。i 。

此处
， ％。

为后批张拉钢筋在先批张拉钢筋重心 处产生的

混凝土法 向应力
， ％ 为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 弹性模量

的比值 。

8 ．

2
．

7 预应 力混 凝 土构 件
，

在各阶段 的预应力损失值宜按表
8 ．

2
．

7 的规定进行组合
。

表 8
．

2
．

7 各阶段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混凝土 预 压 前 (第
一

批 ) 的损失 I 巩 l + 巩 2 + m 3 + ％

混凝 土预压后 (第 二 批 ) 的损失 I 口f5 I 口n + m 5 + ％

注 ： 先张法构件由于钢筋应力松弛引起的损失值 吼a 在第
一

批和第二 批损失 中所 占

的比例 ，

如需区分
， 可根据 实际情 况确定

。

8 ．

2
．

8 大体积水工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的预应力损失值应 由专 门

研究或试验确定 。

8 ．

3 正 截面承载力计算的
一

般规定

8 ．

3
．

1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构 件 正 截 面 承 载 力 计 算 的基 本 假 定 与
6 ．

1
．

2 条及 6
．

1．3 条 的规定相 同
。

8 ．

3
．

2 对无屈服点钢筋 (钢丝
、

钢绞线
、

螺纹钢筋
、

钢棒 ) ，

纵

向受拉钢筋屈服和受压 混 凝土破 坏同时发生时的相对界限受压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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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高度 毛应按下式计算 ：

矗 ： — — —

j ≮兰
一

(8
．

3
．

2 )
1．6 +

高箍
式中 氛

— —

相对界限受压 区计算高度 ；

，。，一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 N ／m m 。) ，

按

表 4
．

2
．

3
—

2 确定 ；

％ — —

截面受拉区纵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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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m m 。 ) ，

按 式

(8
．

1．4
—

3 ) 或式 (8
．

1
．

4
—

6 ) 计算
。

注 ： 当截面受 拉 区 内配置 有不 同种类或不同预应力值的钢筋时
，

受弯

构件的相对界限受压计算高度应分别计算 ，

并取其较小值
。

8 ．

3
．

3 纵向钢筋应力可根据应变保持为平面的假定计算
， 也 可

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

对非预应力钢筋

瓯 i —

i ‰ (意。 。
·

8 ) (8
·

3
·

3 _ 1 )

对 预应力钢筋

％ 一

等意 (意刈
·

8 )“
。i (8．3

．

3 - 2 )

此 时纵向钢筋应力应符合下列条件 ：

对非预应力钢筋
一

^ ≤ ％ ≤ 厂， (8
．

3
．

3
—

3 )

当 a 。i为拉应力且其值大于非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
，

时 ，

取 a 。i 一

^ ； 当 仃。，

为压应力且 其绝对值大于非预应力钢筋抗
压强度设计值 厂；时

， 取 口。i 一
一

∥
。

对预应力钢筋
一

(厂：
，

一

玎p0 i) ≤ 盯 pi ≤ ，p， (8
．

3
．

3
—

4 )

当 crpi为拉应力且 其值大于 预 应 力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厂
。，

时 ，

取 ％
一

厂p
， ； 当 ％ 为压应力且 其绝对值大于 (，：

，
一

‰ i ) 的

绝对值时 ，

取 ％
。 一

一

(厂：
，

一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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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 —

受压 区计算高度 ( m m ) ；

忍o i
— —

第 i 层纵向钢筋截 面重心至混凝土受压 区边缘 的距

离 ( m m ) ；

盯。。 、

crp
。 — —

第 i 层 纵 向非 预 应 力 钢 筋
、

预 应 力 钢 筋 的应 力

(N ／m m 。) ， 正值表示拉应力
，

负值表示压应力 ；

‰ 。
— —

第 i 层纵 向预应 力 钢筋截 面重 心处 混凝 土法 向应力

等 于 零 时 的 预 应 力 钢 筋 应 力 ( N ／m m 。 ) ，

按 式

(8 ．

1．4
—

3 ) 或式 (8
．

1．4
—

6 ) 计算
。 ，

8 ．

4 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8 ．

4
．

1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区的倒 T 形截面受弯构件
，

其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 图 8
．

4
．

1 ) ：

K M ≤ 厂
c 如 (矗

。
一

号)+ 厂；A ：(矗。
一

Ⅱ：)
一

(a 二
一

厂：
，)A ：(^

。
一

口：)

(8
．

4
．

1
—

1 )

受压 区计算高度应按下式确定 ：

厂c& z 一

厂，A
。

一

一A ：+ 厂p
，A ， + (一知

一

厂：
，)A ：

(8 ．

4
．

1
—

2 )

受压 区计算高度尚应符合下列条件 ：

z

≤ O
．

8 5氛矗。 (8
．

4
．

1
—

3 )

z
≥ 2 口 ’ (8

．

4
．

1
—

4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M — —

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厂。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A 。 、

A ：
— —

受 拉 区
、

受 压 区纵 向非 预 应 力 钢 筋 的 截 面 面 积

(m m 。) ；

A ， 、

A ：
— —

受 拉 区
、

受 压 区 纵 向 预 应 力 钢 筋 的 截 面 面 积

(m m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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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品
— —

受压区纵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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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 m 。) ；

6 — —

矩形截面的宽度或倒 T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m m ) ；

z — —

受压 区计算高度 ( m m ) ；

^ o
— —

截面有效高度 (m m ) ；

鼠— —

相对界限受压区计算高度 ；

口
：

、 口：
— —

受压 区纵 向非预应力 钢筋合力点
、

预应力钢筋合力

点至截面受压边缘 的距离 (m m ) ；

口’
— —

受压 区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 边缘的距离

(m m ) ，

当受压区 未配置纵向预应力钢筋或受压 区

纵 向预 应力钢筋应力 (盯品
一

厂：
， ) 为拉应力时

，

式

(8 ．

4
．

1
—

4 ) 中的 口 ’用 n ：代替
。

、

亚盘
K A《i

a
) 纵剖面 b ) 横剖面

图 8 ．

4
．

1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 受弯承载 力计算

8 ．

4
．

2 翼缘位 于 受压 区 的 T 形
、

I 形 截 面受 弯 构 件 (见 图
8 ．

4
．

2 ) ，

其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

l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

^ A
。

+ 厂p，A ， ≤ ，c6；矗；+ 一A ：
一

(‘
一

，：
，)A ：

(8 ．

4
．

2
—

1 )

应 按宽度为 6；的矩形截面计算
。

2 当不满足式 (8
．

4
．

2
—

1 ) 的条件 时 ，

计算 中应考虑截面

中腹板受压的作用 ，

按下式计算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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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 ≤厂c如 (^
。

一

号)+ 厂
c

(6；
一

6 M ；(^
。

一

等)
+ 一A ：(^ 。

一

口：)
一

(仃二
一

厂：
， )A ：(矗

。
一

。：)

(8 ．

4
．

2
—

2 )

受 压 区计算高度应按下式确定 ：

，。

[
·h + (6：

一

6 )^ ；]
一

厂yA
。

一

一A ：+ 厂，，A ， + (《
。

一

，：
，)A ：

(8 ．

4
．

2
—

3 )

式中 ^ ：
— —

T 形
、

I 形截面受压 区的翼缘高度 (m m ) ；

6；
— —

T 形
、

I 形截面受压 区 的翼缘计算宽度 ( m m ) ，

按
6 ．

2
．

3 条的规定确定
。

图 8
．

4
．

2 I 形截 面受 弯构 件 受 压 区计 算 高 度位 置

按 上述公式计算 T 形
、

I 形截面受弯构件时
，

受压区计算高

度仍应符合式 (8
．

4
．

1
—

3 ) 和式 (8
．

4
．

1
—

4 ) 的要求
。

8 ．

4
．

3 受弯构件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 的计算
，

应 符合式 (8
．

4
．

1
—

3 ) 的要求
。

当由构造要求或按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要求配

置的纵 向受拉钢筋截 面面积 大 于受 弯承载力要求 的配筋 面积

时 ，

按式 (8
．

4
．

1
—

2 ) 或式 (8
．

4
．

2
—

3 ) 计算的受压区计算高

度 z ， 可仅 计 入 受 弯 承载力条件所 需 的纵 向受拉钢筋截 面

面积 。

8 ．

4
．

4 当计算中计人 纵向非预应力受压钢筋而不满足式 (8
．

4
．

1
—

4 ) 的条件时 ， 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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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 ≤，p，A 。(丘
一

日 。
一

口：) + ^ A
。

(^
一

以 。 一

口：)
+ (仃二

一

厂：
，)A ：(口：

一

口：) (8
．

4
．

4 )

式 中 盘 。 、 口。
— —

受拉区纵 向非预应力钢筋
、

预应力钢筋 至受拉

边缘 的距离 (m m )
。

8 ．

5 正 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8 ·

5
·

1 轴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N ≤ 厂yA
。

+ 厂p，A
。 (8

．

5
．

1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N — —

轴向拉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A s 、

A -
— —

纵向非预应力钢筋
、

预应力钢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m r开)
。

8 ·

5
·

2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轴向拉力作用在钢筋 A
。

与 A 。 的合力点和 A ：与 A ：的合

力点之间的小偏心受拉构件 (见图 8
．

5
．

2 a )

纵剖面

一

一

／j“
— —

’

厂p，A ；

— —

一

／；，以，
— — —

’

^ A 。

a
) 小偏心 受拉构件

横剖面

纵剖面 横剖面
b ) 大偏心 受拉构件

图 8
·

5
·

2 矩 形截面偏心受拉构 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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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 P ≤ ^ A ：(^ 。
一

n ：) + 厂p，A ：(^
。

一

n ：) (8
．

5
．

2
—

1 )

K N P ’ ≤ 厂，A
。

(^：
一

n 。

) + 厂pyA 。(^ ：
一

口 ，) (8
．

5
．

2
—

2 )

2 轴向拉力不作用在钢筋 A
。

与 A ， 的合力点和 A ：与 A ：的

合力点之间的大偏心受拉构件 (见图 8
．

5
．

2 b )

K N ≤ 厂，A 。

+ 厂p，A 。
一

厂；A ：+ (口知
一

厂：
，)A ：

一

厂
。& z

(8 ．

5
．

2
—

3 )

K N P ≤ ^ 缸 f^
。

一

等1+ 一A ：(‰
一

口：)
一

(‘
一

Z
，)A ：(‰

一

n ：)
＼ 一

，

(8
．

5
．

2
—

4 )

此 时 ，

受压 区 的计算高度应满足式 (8
．

4
．

1
—

3 ) 的要求
。

当
计算中计人 纵向非预应力受压钢筋时

，

尚应满足 z ≥ 2 n ’的条件 ；

当不满足时 ，

可按式 (8
．

5
．

2
—

2 ) 计算承载力
。

3 对称配筋 的矩形 截 面偏 心受拉构件 的承载力 ， 不 论 大
、

小偏心 受拉情况
，

均可按式 (8
．

5
．

2
—

2 ) 计算
。

8 ．

6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8 ．

6
．

1 矩形
、

T 形 和 I 形 截面 的受弯构件
，

其受剪截面应符合
6 ．

5
．

1 条的规定
。

8 ．

6
．

2 计算预应力构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时
，

其计算位置 应

符 合 6
．

5
．

2 条的规定
。

8 ．

6
．

3 矩形
、

T 形 和 I 形截 面 的预应力受弯构件
，

当仅配有箍
筋时 ，

其斜截面 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 y 。

+ 、／r
。，

+ V 。

V p —

O
．

O 5 N po

(8 ．

6
．

3
—

1 )

(8 ．

6
．

3
—

2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 —

构件斜截 面上 的最 大剪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V 。
— —

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 (N ) ，

按 6
．

5
．

3 条计算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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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

箍筋的受剪承载力 (N ) ，

按 6
．

5
．

3 条计算 ；

V ，
— —

由预应力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 (N ) ；

N ，o
— —

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 向应力为零时的纵向预应力钢

筋及非预应力钢筋的合力 (N ) ，

按 8
．

1．1 1 条 的规

定计算 ； 当 N ，0 > O
．

3厂
。A 。 时

，

取 N Do —

O
．

3 ^ A 。 。

此处 ， A 。 为构件的换算截面面积 (m m z )
。

注 1 ： 对合力 N 。o 引起的截面弯矩与外弯矩方 向相同的情况
，

以及 允 许

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
，

均取 y
。 一

O
。

注 2 ： 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

在计算合力 N p。时
，

应按 8
．

1
．

6 条

和 8
．

7
．

5 条的规定考虑预应力钢筋传递长度 z。，的影响
。

8 ·

6
·

4 矩形
、

T 形和 I 形 截 面 的预应 力 受 弯构件
，

当配有箍筋

和弯起钢筋时 ，

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y ≤ y
。

+ V
。。

+ K + ^ A
。b s i眦 。

+ ^ A pb s in 口。 (8
。

6
．

4 )

式中 A 。e 、

A ，“
— —

同
一

弯起平面内非预应力弯起钢筋
、

预应力

弯起钢筋 的截 面面积 (m m 。) ；

U
— —

由预 应 力 提 高 的 构 件 受 剪 承 载 力 设 计 值

(N ) ，

按式 ( 8
．

6
．

3
—

2 ) 计算
，

但计算合力
N ，o 时不考虑预应力弯起钢筋 的作用 ；

a 。 、 郎
— —

斜截面上非预应力弯起钢筋
、

预应力弯起钢

筋的切线与构件纵向轴线 的夹角 (
。

)
。

8 ．

6
．

5 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预应力受弯构件
，

当符合 K 憾

y 。

+ V ， 时
，

则 不 需 进 行 斜截 面 受 剪 承 载力 计算
，

仅须 根 据
1 O ．

2
．

7 条的规定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

8 ．

7 抗 裂 验 算

8 ．

7
．

1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 按 下列规 定进行 正截 面和斜 截 面抗

裂验算 ：

l 正截面抗裂验算
1 ) 对严格要求不 出现裂缝 的构件

，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下 ， 正截面混凝土 法向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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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k
一

％。

≤ D (，& Z j
—

j，)

2 ) 对
一

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下 ， 正截面混凝土法 向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吼k
—

arp。

≤ O
．

7玎 【k (8
．

7
．

1
—

2 )

式 中 吼 t
— —

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
，

构件抗裂验算边缘的混凝

土法向应力 (N ／m m 。) ， 按 8
．

7
．

2 条确定 ；

％。
— —

扣除全部预应 力损失后在抗裂验算边缘 的混凝 土

预 压 应 力 ( N ／m m 。 ) ， 按 式 ( 8
．

1．4
—

1 ) 或 式

(8 ．

1．4
—

4 ) 计算 ；

厂t“— —

混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标 准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4 确定 ；

y — —

受拉区混 凝土塑性影 响系数
，

按表 8
．

7
．

1 取用
。

对于主要荷载均是长期作用的情况 ，

构件抗裂验算边缘不宜

出现拉应力 。

对受 弯 构 件 ，

在 施 工 阶 段 预 拉 区 出 现 裂 缝 的 区 段
，

式 (8
．

7
．

1
一

1 )及式 (8
．

7
．

1
—

2 ) 中的 ％
。

应乘以系数 O
．

9
。

2 斜截面抗裂验算
1 ) 对严格要求不 出现裂缝 的构件 ，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下 ，

斜截面混凝土 的主拉应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

盯 。

≤ O
．

8 5厂Ik (8
．

7
．

1
—

3 )

2 ) 对
一

般要求不 出现裂缝 的构件
，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下 ，

斜截面混凝土 的 主拉应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

9

www.weboos.com



口堆 ≤ O
．

9 5厂Ik (8
．

7
．

1
—

4 )

3 ) 对严格要求和
一

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

在荷载效

应标准组合下 ，

斜截面混凝土 的主压 应 力应符合下列

要求 ：

口 。。

≤ O
．

6厂ck (8
．

7
．

1
—

5 )

式 中 a " ％
— —

混凝土的主拉应力
、

主压应力 (N ／m m 。) ，

按
8 ．

7
．

3 条确定 ；

厂ct —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N ／m m 。) ，

按表
4 ．

1
．

4 确定
。

此时 ， 应选择跨度 内不利位置的截面
，

对该截面的换算截面

重心 处 和截面宽度剧烈改变处进行验算
。

8 ．

7
．

2 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
，

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 的法 向应力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轴心受拉构件
．

．

吒 k 一

华 (8
．

7
．

2
—

1 )

2 受弯构件
呶 一

等 (8．7
．

2 _ 2 )

3 偏心受拉和偏心受压构件
& x 一

甓
±

筹 (8．7
．

2 ．3 )
乳 一

贰 ± 瑟 ㈨
·

．，
·

卜 ”

式 中 N t 、

M k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轴向力值 (N )
、

弯矩值

(N · m m ) ；

A 。
— —

构件换算截面面积 (m m 。) ；

w 。
— —

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m m 3)
。

注 ： 在式 (8
．

7
．

2
—

3 ) 中右边项
，

当轴 向力为拉力时取加号
，

为压力
时取减号 。

8 ．

7
．

3 混凝土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2)
：

半 ±

√(孚 )
。 + 一 cs．7

．

3 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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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 crp。

+ 警 (8
．

7
．

3
—

2 )
j O

。 一

盟 三 鎏争垫 趣 (8
．

7
．

3 - 3 )
I O 口

式中 叹
— —

由预加力和弯矩值 M k 在计算纤维处产生的混凝土

法向应力 (N ／m m 。) ；

仃，
— —

由集中荷载标准值 F t 产生 的混凝土 竖 向压应力

(N ／m m 。) ；

卜
由剪力值 n 和预应力弯起钢筋 的预加力在计算纤

维处产生的混凝土剪应力 (N ／m m 。) ； 当计算截面

上有扭矩作用时 ，

尚应计入扭矩引起的剪应力 ；

arp。
— —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
，

在计算纤维处由预加力产

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N ／m m 。) ，

按式 (8
．

1
．

4
—

1 )

或 式 (8
．

1．4
—

4 ) 计算 ；

弘 — —

换算截面重心 至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m m ) ；

f。
— —

换算截面惯性矩 (m m ‘) ；

V 。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的剪力值 (N ) ；

S o
— —

计算纤维以上部分的换算截面面积对构件换算截面

重心 的 面积矩 (m m 。) ；

盯，。
— —

纵 向预应力弯起钢筋 的有效预应力 (N ／m m z ) ；

A pb
— —

计算截面上同
一

弯起平面内的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截

面面积 (m m 。) ；

邰 — —

计算截面上预应力弯起钢筋的切线与构件纵向轴线

的夹角 (
。

)
。

注 ： 式 (8
．

7
．

3
—

1 )
、

式 (8
．

7
．

3
—

2 ) 中的 民 、

q
、

‰ 和 ：呱 弘 ／L
，

当

为拉应力时 ， 以正值代入 ； 当为压应力时
， 以负值代入

。

8 ．

7
．

4 对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
，

在集中力作用点两侧各 O
．

6 ^ 的

长度范围内
， 由集中荷载标准值 F k产生的混凝土竖 向压应 力和

剪应力的简化分布
， 可按 图 8

．

7
．

4 确定
，

其应力的最大值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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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坠署
一 一

r
r F —

T

√ 一

堕星
‘

一

Io 6

一 一

监量
‘

一

J。6

式 中 盯，⋯ 。
— —

由 F t 产 生 的 混 凝 土 竖 向 最 大 压 应 力 值

(N ／m m 。) ；

F k
— —

集中荷载标准值 (N ) ；

一 、 r 。
— —

位于集 中荷载标准值作用点左侧
、

右侧 o
．

6矗

处截面上的剪应力 (N ／m m 。) ；

r F
— —

集 中荷 载 标 准 值 F 。 作 用 截 面 上 的 剪 应 力

(N ／m m 。) ；

V e
、

V ：
— —

集 中荷载标 准值 F t 作用点左侧
、

右侧截面上

的剪力标准值 (N )
。

p 』L p
．-盟’J

b ) 竖 向压应力 d ，分布 c ) 剪应力 r 分布

图 8
·

7
·

4 预 应 力 混凝 土 吊车 梁 集 中力作 用 点 附近 的应 力分 布

8 ．

7
．

5 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 区段进行 正 截面
、

斜截

面抗裂验算时 ，

应考虑预应力钢筋在其预应力传递长度 z。

范围

内实际应力值的变化 。

预应力钢筋 的实际应力按线性规律增大 ，

在构件端部取为零 ，

在其预应力传递长度 z。

的末端取有效预应

力值 ％。

(见 图 8
．

7
．

5 ) ， 预应 力钢 筋 的预应力 传 递 长度 z。，

应按

9 7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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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6 条确定
。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钢筋的施工 工 艺时
，

零点

应取在距构件端部 O
．

2 5 z。，

处
。

图 8
．

7
．

5 预应 力传递长度范 围内有效预应 力值 的变化

8 ．

8 裂 缝 宽 度 验 算

8 ．

8
．

1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正常使用状态下 的裂缝宽度 ，

应按
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进行验算 ，

其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 ∞ 。 。，

不

应超过表 3
．

2
．

7 规定的限值 训 。i。 。

8 ．

8
．

2 矩形
、

T 形及 I 形截面的预应力混凝土轴心 受拉和受弯
构件 ，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的最大裂缝宽度 叫 。 。。

( m m ) 可 按

下列公式计算 ：

‰ ， 一 吣

爱(3 0 + c + 坠岩) (8．8
．

2 )

式 中 a
— —

考虑构件受力特征和荷载长期作用的综合影响系数
，

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 取 a 一

2
．

1 ； 对预应力混

凝土 轴心受拉构件
， 取 a 一

2
．

7 ；

a ，
— —

考虑钢筋表面形状和预应力张拉方法的系数
，

按表
8 ．

8
．

2 采用 ；

d — —

钢筋直径 ( m m ) ，

当钢筋用不 同直径时
，

公式 中的
d 改用换算直径 4 (A

。

+ A
。

)／“ ，

此处
， “ 为纵向受拉

钢筋 (A
。

及 A 。 ) 截面总周长 (m m ) ；

lD。。
— —

纵向受拉钢筋 (非预应力钢筋 A
。

及预应力钢筋 A ， )

的有效配筋率
，

按下列规定计算 ： 10。。 ：

垒要垒
，

当
，l t 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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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 < O
．

O 3 时 ， 取 阻
一

O
．

O 3 ’

A 。。
— —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 (m m 。) ，

对受弯构件
，

取

为其重心与 A
。

及 A
。

重心相
一

致的混凝土 面积
，

即

A l。 一 2 n 6 ，

其中
， 口 为受拉钢筋 (A

。

及 A 。 ) 重心距

截面受拉边缘 的距离 ， 6 为矩形截 面的宽度
，

对有

受拉翼缘的倒 T 形及 I 形截面
， 6 为受拉翼缘宽度 ；

对轴心受拉构件 ，

当预应力钢筋配 置在截面中心 范

围时 ，

则 A f
。

取为构件全截面面积 ；

A 。
— —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m m 。) ，

对受弯构

件 ，

取受拉区纵向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 对轴心受

拉构件 ，

取全部纵向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

瓯 t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纵 向受拉钢

筋的等效应力 (N ／m m 。) ，

按 8
．

8
．

3 条的规定计算 ；

其余符号及取值与 7
．

2
．

2 条相同
。

表 8
．

8
．

2 考虑钢筋表面形状和预应力张拉方法的系数 口。

钢筋 l非预应力

种类 l带肋钢筋

先张法预应力钢筋 J 后张法预应力钢筋

麟 胸 棒

l燃 嚣 l
麟 蝴 棒

f淼 嚣

注 1 ： 螺纹钢筋的系数 口1 取为 L O 。

注 2 ： 当采用不同种类的钢筋时
，

系数 a l 按钢筋面积加权平均取值
。

8 ．

8
．

3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最 大裂缝 宽度计算中
，

受拉区纵 向钢

筋的等效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l 轴心受拉构件
‰ 一

篙警
2 受弯构件

‰ 一

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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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 计 篇
(8．8

．

3 _ 3 )

式中 N 。。
— —

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全部纵 向预应力 和非预

应力钢筋的合力 (N ) ； 按 8
．

1
．

1 1 条的规定计算 ；

z — —

受拉区纵向非预应力钢筋和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

截 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m m ) ，

按式 (7
．

2
．

3
—

4 ) 计算
，

式中 8 值按式 (8
．

8
．

3
—

3 ) 计算 ；

e ，
— —

N ，o

的作用点至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和非预应力钢
筋合力点的距离 (m m )

。

8 ．

9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8 ．

9
．

1 预应力混凝土受 弯构件 ，

在正 常使用状态下的挠度验算
应符合 7

．

3
．

1 条的规定
。

8 ．

9
．

2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预应力混凝 土受弯构件 的刚度

B ， 可按下式计算 ：

B 一

0
．

6 5 B 。。 (8
．

9
．

2 )

式 中 B 。。
— —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预应力混凝土 受弯构件
．

的短 期 刚 度 ( N
· m m 。 ) ，

按 8
．

9
。

3 条 的公式
计算 。

8 ．

9
．

3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预应力混凝土 受弯构件的短期

刚度 B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l 要求不出现裂缝 的构件

B p 。 ：= = 0
．

8 5 E 。 』o

2 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B ps 一

高 面

艿 一

甏
M 知

一

N 。。 (协^ 。
一

绵 )

铂 一

再 二丽

(8 ．

9
．

3
—

4 )

(8 ．

9
．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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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
。

— —

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作用下
，

允许 出现裂缝 的钢

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的短期刚度 (N
· m m 。) ， 按 式

(7 ．

3
．

3
—

2 ) 计算
，

式 中的纵 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ID

包括非预应力钢筋及预应力钢筋截面积在 内 ， 即 』D
一

垒±垒 ．

M 0 ’

I。
— —

换算截面惯性矩 ( m m 。) ；

艿— —

消压弯矩 与按 荷 载标准值计算得出的弯矩值的比

值 ，

简称预应力度 ；

M ：
。

— —

非预应力钢筋及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 土 法 向

应力为零时的消压弯矩 (N
· m m ) ；

e 。
— —

混凝土法 向应 力 等 于零 时 的预 应 力 钢 筋及 非 预应

力钢筋 的合力 N ∞ 的作用点至受拉 区预应力钢筋及

非预应力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 m m ) ；

∥
— —

受压翼缘面积与腹板有效面积的比值
，

按 7
．

2
．

3 条

计算 。

注 ： 对预压时预拉区出现裂缝的构件
， B 。。

应降低 1O ％
。

8 ．

9
。

4 预应力混凝土受 弯构件在使 用 阶段 的预应力反拱值
，

可

用结构力学方法按刚度 E 。 j。 进行计算
，

并考虑预压 应 力 长期作

用的影响 ，

将计算求得的预加应力反拱值乘以增大系数 2
．

0 ； 在

计算中 ，

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
。

注 l ： 对重要的或特殊 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的长期反拱值
，

可根

据专门的试验分析 确定 或 采用 合理 的收缩 、 ．

徐变计算方法经 分
析确定 。

注 2 ： 对永久荷载所 占比例较小 的构件
，

应考虑反拱过大对使用上 的

不利影响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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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

般 构 造 规 定

9 ．

1 永久缝和临时缝

9 ．

1 ．1 结构受温度变化和混凝 土 收缩作用时
，

应设置伸缩缝 ；

当地基有不均匀沉陷或冻胀时 ，

应设置沉降缝
。

在高程有突变的

地基上浇筑的结构 ，

宜在突变处分缝
。

永久的伸缩缝和沉降缝应
做成贯通式 。

具有独立 基础 的排架
、

框架结构
，

当设置 伸缩缝

时 ，

其双 柱基础可不断开
。

承受水压的结构 ，

缝 内应设置止水
。

9 ．

1．2 施工 期间设置 的 临 时缝和临时宽缝应尽量与施工 缝相结

合 ，

并设置在结构受力较小处
。

临时缝和临时宽缝应根据具体情况 ，

设置键槽和插筋 ， 在基

础沉陷基本完成和两侧混凝土 冷却后再进行接缝处理
，

并在低温

季节进行 。

9 ．

1 ．3 伸缩缝的间距可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
、

结构型式
、

施工

程 序
、

温度控制措施和地基特性等情况按表 9
．

1．3 采用
。

经温度作用计算 、

沉降计算或采用其他可靠技术措施后
，

伸

缩缝间距可不受表 9
．

1．3 的限制
。

表 9
．

1．3 混凝 土 结构 伸 缩 缝 最大 间距 单位 ： m

结构类别 室内或
地下 露 天

岩基 土基 岩基 土基

素混凝土

结构

现浇式 (未配构造钢筋 ) 1 5 2 0 1 O l 5

现 浇式 (配 构造钢筋 ) 2 0 3 O 1 5 2 O

装 配式 3 O 4 O 2 0 3 0

钢 筋混凝土
结构

框架结构 (现 浇式 ) 4 5 5 5 3 O 3 5

框 架结构 (装配式 ) 6 O 7 5 4 5 5 0

排架结构 (装配式 ) lO0 1O O 7 O 7 O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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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1．3 (续 ) 单位
： m

结构类别
室内或地下 露 天

岩基 土基 岩基 土基

钢筋混凝土

结 构

墙式结构

水闸底板

地下涵管 、

压 力 水 管
、

倒
虹吸管

渡槽槽身 、

架空管道

注 1 ：

注 2 ：

注 3 ：

在老混凝土上浇筑的结构 ，

伸缩缝间距可取与岩基上 的结 构 相 同
。

位于气候干燥或高温多雨地区 的 结 构
、

混凝 土 收缩较 大或施 工期外 露 时 间

较长的结构 ，

宜适当减小伸缩缝间距
。

表中墙式结构系指挡土墙 、

厂房实体 边墙
一

类结构
。

对于水 电站厂房实体

边墙 ，

当施工 期有良好工 艺和保温养护措施并配有足够的水平钢筋时
，

伸

缩缝最大间距可适当增加 。

9 ．

2 混 凝 土 保 护 层

9 ．

2
．

1 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从钢筋外边缘算起 )

不应小于钢筋直径及表 9
．

2
．

1 所 列的数值 。 同时也不应小于粗骨

料最大粒径的 1．2 5 倍 。

表 9
．

2
．

1 混凝 土保 护层最 小 厚 度 单 位 ： m m

项次 构 件 类 别 环 境 类 别
一

I 二 I 三 l 四 I 五

板 、

墙 2 0 I 2 5 J 3 0 1 4 5 1 5 0

梁 、

柱
、

墩 3 0 l 3 5 l 4 5 I 5 5 l 6 0

截面厚度不小于 2
．

5 m 的底板及墩墙
一

l 4 0 I 5O I 6 O I 6 5

注 l ： 直接与地基接触的结构底层钢筋或无检修条件的结构
．

保护层厚度应适当增大
。

注 2 ： 有抗冲耐磨要求的结构面层钢筋
．

保护层厚度应适 当增大
。

注 3 ： 混 凝土 强度 等级 不低 于 c 3 0 且 浇 筑 质 量 有 保 证 的 预 制 构 件 或 薄板
，

保 护层

厚度可按表中数值减小 5 m m 。

注 4 ： 钢筋表面涂塑或结构外表面敷设永久性涂料或面层时
，

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小
。

注 5 ： 严 寒和寒冷 地 区受冰 冻 的 部 位 ．

保护层厚度还应符合 《水工 建筑 物抗 冰 冻

设计规范》 (S L 2 l 1
—

2 0 0 6 ) 的规定 。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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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

2 板
、

墙
、

壳中分布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表

9 ．

2
．

1 中相应数值减 1 O m m ， 且 不应小于 1 0 m m ； 梁
、

柱中箍筋

和构造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 5 m m ； 钢筋端头保护层厚度

不应小于 1 5 m m 。

9 ．

2
．

3 当梁
、

柱 中纵 向 受 力 钢 筋 的 混 凝 土 保 护 层 厚 度 大 于
4 O m m 时

，

宜对保护层采取有效的防裂构造措施
。

处于二 类至 五类环境中的悬臂板
，

其上 表面应 采取有效的保

护措施 。

9 ．

2
．

4 对有防火要求的建筑物
，

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尚应符合

有关规范的要求 。

9 ．

3 钢 筋 的 锚 固

9 ．

3
．

1 绑扎骨架中的受力光圆钢筋应在末端做成 1 8 0
。

弯钩
，

弯

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3 d (d 为钢筋直径 ) ，

带肋钢筋和焊接骨

架 、

焊接网以及 作为受压 钢筋时的光圆钢筋可不做弯钩
。

当板厚小 于 1 2 o m m 时
，

板 的上层钢 筋可做成直抵板底 的

直钩 。

9 ．

3
．

2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
。

受拉钢筋伸入支

座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表 9
．

3
．

2 中规定的数值
。

受压钢筋的锚 固长度不应小于表 9
．

3
．

2 所列数值的 O
．

7 倍
。

表 9
．

3
．

2 受拉钢筋的最小锚 固长度 Z
。

项次 钢 筋 种 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 1 5 l C 2 0 I C 2 5 l C 3 O I C 3 5 l ≥C 4 0

H P B 2 3 5 级 4 0 d I 3 5 d I 3 O d l 2 5 d I 2 5 d f 2 O d

H R B 3 3 5 级 4 O d 1 3 5 d I 3 0 d I 3 0 d I 2 5 d

H R B 4 O O 级
、 R R B 4 O 0 级 5 O d I 4 0 d I 3 5 d l 3 5 d I 3 0 d

注 1 ： d 为钢筋直径 。

注 2 ： H P B 2 3 5 级钢筋的最小锚固长度 “值不包括弯钩长度 。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

最小锚固长度应进行修正 ：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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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O 0 级 和 R R B 4 O 0 级 钢 筋 的直 径

大于 2 5 m m 时
，

其最小锚固长度应乘以修正 系数 1．1 ；

— —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0 0 级和 R R B 4 O 0 级的环氧树脂涂层

钢筋 ，

其最小锚固长度应乘以修正 系数 1．2 5 ；

— —

当钢筋在混凝土 施 工 过程 中易受扰 动 (如滑模施 工 )

时 ，

其最小锚固长度应乘以修正系数 1．1 ；

— —

当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0 0 级 和 R R B 4 O O 级钢筋在锚 固区

的间距大于 1 8 0 m m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钢筋直径 3 倍或大于

80 m m 且配有箍筋时
，

其最小锚固长度可乘以修正 系数 0
．

8 ；

— —

除构造需要的锚固长度外 ，

当受力钢筋的实际配筋截面

面积大于其设计计算截面面积时 ，

如有充分依据和可靠措施
，

其
最小锚固长度可乘以设计计算截面面积与实际配筋截面面积 的 比

值 。

但对有抗震设防要求及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构件
，

不应

采用此项修正 ；

— —

构件顶层水平钢筋 (其下浇筑的新混凝土 厚度大于 1 m

时 ) 的最小锚固长度宜乘 以修正系数 1．2
。

经上述修正后 的最小锚固长度不应小于表 9
．

3
．

2 中所列数值

的 0
．

7 倍
， 且 不应小于 2 5 O m m 。

9 ．

3
．

3 当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O 0 级和 R R B 4 O 0 级受拉钢筋锚 固

长度不能满足 9
．

3
．

2 条的规定时
， 可在 钢筋末 端做 弯钩 (见 图

9 ．

3
．

3 a )
、

加焊锚板 (见 图 9
．

3
．

3 b ) ，

或在 末 端采 用 贴 焊锚 筋

(见图 9
．

3
．

3 c ) 等附加锚固形式
。

贴焊 的锚筋直径取 与受力筋 的

直径 d 相同
，

锚筋长度可取为 5 d ； 弯钩的弯转角可取为 1 3 5
。 ，

弯钩直段可取为 5 d
。

采用附加锚 固后 ， 最小锚 固长度 可按 9
．

3
．

2 条规定的 z。

乘

以附加锚固的折减系数 O
．

7 后取用 ，

但需符合下列要求 ：

— —

纵向钢筋的侧向保护层厚度不小于 3 d ；

— —

锚固长度范围内 ，

箍筋间距不大于 5 d 及 1 O O m m ； 箍筋

直径不应小于 O
．

2 5 d ，

箍筋数量不少于 3 个 ； 当纵向钢筋的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不小 于钢筋直径的 5 倍时

，

可不配置上述箍筋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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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加锚固端头的搁置方向宜偏向截面内部或平置
。

贴焊锚筋及做弯钩的锚固形式不用于受压钢筋的锚固 。

．

d ．

虹陪
蔼#

a

)末 端带 1 3 5 。

弯钩 b )末端与钢板穿孔塞焊 c )末端与短钢筋双面贴焊

图 9 ．

3
。

3 钢筋 附加锚 固的形式及构造要求

9 ．

3
．

4 成束钢筋的锚 固长度不应小于 1．4 z
。

(用于 2 根钢筋成

束 ) 或 1 ．7 ￡
。

(用于 3 根钢筋成束 ) ， z
。

为 9
．

3
．

2 条所规定的单根

钢筋锚固长度 。

9 ．

3
．

5 水闸或溢流坝的闸墩等结构构件
，

当底部固接于大体积
混凝土 时

，

其受拉钢筋应伸人 大体积混凝土 中拉应力数值小于
0 ．

4 5，。 的位置后再延 伸
一

个锚 固长度 z
。 ，

当底部混凝土 内应力

分布未具体确定时 ，

其伸人长度可参照已建工 程的经验确定
。

当边墩设置上 述锚 固钢筋时
，

还应根据边墩受力情况 ， 沿底

部混凝土 表面配置
一

定数量的水平钢筋
。

对于水池或输水道等的边墙 ，

其底部不属于大体积混凝土而

是 一

般尺寸的底板时
，

则其边墙与底板交接处的受力钢筋搭接方

式应按框架顶层节点的原则处理
。

9 ．

4 钢 筋 的 接 头

9 ．

4
．

1 钢筋的连接可分为两类 ： 绑扎搭接 ； 机械连接或焊接
。

机械连接接头和焊接接头的类型及质量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 。

轴心 受拉或小偏心受拉构件 (如桁架和拱的拉杆 ) 以及承受

振动的构件的纵 向受力钢筋 ， 不应采用绑扎搭接接头
。

双 面 配置 受力钢筋的焊接骨架
，

不应采用绑扎搭接接头
。

受拉钢筋直径 d > 2 8 m m ，

或受压 钢 筋直径 d > 3 2 m m 时
，

不宜采用绑扎搭接接头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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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受力钢筋的接头位置宜设置在构件的受力较小处
，

并宜
错开

。

9 ．

4
．

2 纵向受力钢筋的焊接接头应相互 错开
。

钢筋焊接接头连

接区段 的长度为 3 5 d (d 为纵 向受力钢筋 的较大直径 ) 且 不 小于
5 O 0 m m ，

凡接头中点位于该连接 区段长度 内的焊接接头均属 于

同 一

连接区段
。

同 一

连接区段内纵向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该 区段 内有接头

的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 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 比值 。

位于同一

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的焊接接头面积百分率
，

对纵

向受拉钢筋接头 ，

不应 大 于 5 O ％
。

纵 向受压钢筋接头
、

装配 式

构件连接处及临时缝处的焊接接头可不受此比值限制
。

钢筋直径 d ≤ 2 8 m m 的焊接接头 ， 宜采用闪光对头焊或搭接

焊 ； d > 2 8 m m 时
，

宜采用 帮条 焊
，

帮条截面面积不 应 小 于受力

钢筋截面面积的 1．2 倍 ( H P B 2 3 5 级钢筋 ) 或 1．5 倍 (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O 0 级和 R R B 4 O 0 级钢筋 )
。

不 同直径 的钢筋不 应 采用

帮条焊 。

搭接焊和帮条焊接头宜采用双面焊缝 ，

钢筋的搭接长度

不应小于 5d
。

当施焊条件困难而采用单面焊缝时
，

其搭接长度不

应小于 1Od
。

当焊接 H P B 2 3 5 级钢筋时 ， 则可分别为 4 d 和 8 d
。

9 ．

4
．

3 纵向受力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宜相互 错开
。

钢筋机械连接接
头连接区段的长度为 3 5d (d 为纵向受力钢筋的较大直径) ，

凡接头

中点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机械连接接头均属于同
一

连接区段
。

在受力较大处设置机械连接接头时 ，

位于 同
一

连接区段 内的

纵 向受拉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 5 O 9／6
。

纵向受压钢筋的

接头面积百分率可不受限制 。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构件中的机械连接接头 ，

位于同
一

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 5 O ％
。

9 ．

4
．

4 机械连接接头连接件 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宜满足纵 向受

力钢筋最小保护层厚度的要求 。

连接件之间的横向净间距不宜小

于 2 5 m m 。

9 ．

4
．

5 同
一

构件中相邻纵 向受力钢筋的绑扎搭接接头宜相互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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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开
。

钢筋绑扎搭接接头连接 区段 的长度为 1
．

3 倍最小搭接长度
，

凡搭接接头中点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搭接接头均属于同 一

连

接区段 (见 图 9
．

4
．

5 )
。

图 9
·

4
～

l司
一

连 接 区 段 内 的 纵 向 受 拉 钢 筋 绑 扎 搭接接头

位 于 同
一

连接 区段 内的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 ： 梁

类 、

板类及 墙 类 构 件 ， 不 宜 大 于 2 5 ％ ； 柱类 构件
， 不 宜 大 于

5O ％
。

当工 程 中确有必要增大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时 ，

梁类构件 ，

不应大于 5 O ％ ； 板类
、

墙类及柱类构件
，

可根据实

际情况放宽 。

受压钢筋 的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超过 5 0 ％
。

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最小搭接长度应根据位于 同
一

搭接长度 范围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按下式计算 ：

厶 = = =

} Z
。

(9
．

4
．

5 )

式 中 zz
— —

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搭接长度 ( m m ) ；

z。
— —

纵向受拉钢筋 的最小锚 固长度 ( m m ) ，

按 9
．

3
．

2 条

确定 ；

f— —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 系数
，

按表 9
．

4
．

5 取用
。

在任何情况下 ，

纵 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均不

应小于 3 O 0 m m 。

表 9
．

4
．

5 纵 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 系数 ；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 (％) l ≤ 2 5 5 0 1 O O

f
l 1．2 1．4

1 ．

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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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受压钢筋 的搭接长度不应小 于按式 (9
．

4
．

5 ) 计算值的
0 ．

7 倍
， 且 不应小于 2 O 0 m m 。

9 ．

4
．

6 梁
、

柱的绑扎骨架 中 ， 在绑扎接头 的搭 接长度 范 围内 ，

当钢筋受拉时 ，

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5 d ， 且 不 应 大于 1 O 0 m m ；

当钢筋受压时 ，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 O d ， 且 不 应 大于 2 O 0 m m 。

d

为 搭接钢筋中的最小直径
。

箍筋直径不应小于搭接 钢筋较大直径

的 0
．

2 5 倍
。

当受压钢筋直径 d > 2 5 m m 时
，

尚应在搭接接头两个端面外
1 O 0 m m 范围内各设置两个箍筋

。

9 ．

4
．

7 成束钢筋的搭接长度应为单根钢筋最小搭接长度的 1．4

倍 (2 根束 ) 或 1．7 倍 ( 3 根束 )
。

2 根束 钢筋 的搭 接方 式如 图
9 ．

4
．

7 所示
。

a
) 错开布置

b ) 不错开布置
’ 。 ⋯

1 、

2
一

受力钢筋 ， 3
一

附加钢筋

圈 9
．

4
．

7 2 根 柬 钢 筋 的 搭 接 方 式

9 ．一

4
．

8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钢筋混凝土 构件
，

其纵向受拉钢筋
不应采用绑扎搭接接头 ，

不宜采用焊接接头 ， 严禁在钢筋上焊有

任何附件 (端部锚固除外 )
。

当直接承受吊车荷载的钢筋混凝土 吊车梁
、

屋面梁及屋架下

弦的纵 向受拉钢筋必须采用焊接接头时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 —

必须采用闪光接触对焊 ，

并去掉接头的毛刺及卷边 ；

— —

同 一

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焊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

大于 2 5 ％
，

此时
，

焊接接头连接 区段 的长度应取为 4 5 d (d 为纵

向受力钢筋的较大直径 )
。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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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5 纵 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 筋率

9 ．

5
．

1 钢筋 混凝 土构 件 的纵 向受 力钢 筋 的配 筋率不应小 于表
9 ．

5
．

1 规定的数值 。

表 9
．

5
．

1 钢筋混凝土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 率 p 曲 (％)

项次 分 类

钢 筋 种 类

H P B 2 3 5 级 IH R B 3 3 5 级
H R B 4 0 0 级

、

R R B 4 0 0 级

受弯构件 、

偏心 受拉 构 件的受拉钢筋
粱

板

0 ．

2 5

0 ．

2 O

0 ．

2 0

0 ．

1 S

0 ．

2 0

O ．

1 5

轴心受压 柱的全部纵向锕筋 0
．

6 0 O
．

6 O 0
．

5 5

偏心受压构件的受拉或受压钢筋

柱 、

拱
墩墙

O ．

2 5

0 ．

2 O

O ．

2 O

0 ．

1 5

O ．

2 O

O ．

I5

洼 l ： 项次 1 、 3 中的配筋率是指钢筋截面面积与构件肋宽乘以有效高度的混凝土
● ^ ，

截面面积的比值 ·

即 p 。

赢或 p ’=

彘
； 项次 2 中的配筋率是指全部纵向钢

筋截面面积与柱截面面积的比值 。

注 2 ： 温度 、

收缩等因素对结构产生的影响较大时
． 纵 向受拉钢筋 的最小 配筋率

应适 当增大 。

注 3 ： 当结构有抗震设防要求时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构件的最小配筋率应按第
1 3

章的规定取值。

9 ．

5
．

2 卧置在地基上 以承 受竖向荷载为主
、

板厚 大于 2
．

5 m 的

底板 ，

当按受弯承载力计算得出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lD 小于表
9 ．

5
．

1 项次 1 规定的最小配筋率 P m；。 时
， 配置 的纵 向受拉钢筋最

小截面面积 A 。

可按下列 近似公式计算 ：

A 。 一 限蕊 磊
～ f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1 1 O

( 9 ．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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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底板承受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按 3
．

2
．

2 条的

规定计算 ；

^ — —

纵 向钢 筋 的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2
．

3
—

1 确定 ；

6 — —

板宽 ( m m ) ；

p m j。
— —

板的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
， 按表 9

．

5
．

1 项次 1 取值
。

底板受拉钢筋配筋面积不得小于截面面积的 0
．

O 5 ％ ； 对 于

厚度大于 5 m 的底板 ， 可不受此限制 ，

但每米宽度内的钢筋面积

不小于 2 5 O 0 m m 。。

底板受压 区的纵 向钢筋可按构造要求配置
。

9 ．

5
．

3 厚度大于 2
．

5 m 的墩墙
，

当按承载力计算得出的竖向钢
筋的配筋率小于表 9

．

5
．

1 规定的最小配筋率时
， 可按下列方法

处理 ：

l 当墩墙按大偏心 受压构件计算
，

计算得出的墩墙
一

侧的

竖向受拉钢筋 A 。

的配筋率小于表 9
．

5
．

1 项次 3 规定 的最小配筋

率 P m i。 时
，

受拉钢筋 A 。

的最小截面面积可按式 ( 9
．

5
．

2 ) 计算
，

但式中 M 用 N 已’替代
， N 为墩墙承受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 P ’

为轴

向压力至受压区混凝土合力点的距离
。

2 当墩墙按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构件计算
， 计算得 出的

全部竖向钢筋 的配筋率小 于表 9
．

5
．

1 项 次 2 规定 的最小 配筋率
ID，mi。 时 ， 全部竖向钢筋 的最小截 面面积 A ：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

算 ，

但不小于截面面积 的 0
．

0 4 ％ (或
一

侧不小于 0
．

O 2 9，6) ：

A k 丝驿 (9
．

5
．

3 )

，c

式中 N
— —

墩墙承受的轴 向压力设计值 ( N ) ，

按 3
．

2
．

2 条的

规定计算 ；

比。
— —

轴心 受 压 构 件全部纵 向钢筋的最小配 筋率
，

按表
9 ．

5
．

1 项次 2 取值 ；

，c—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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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6 预 制构件 的接 头
、

吊环与预埋件

9 ．

6
．

1 预制构件的接头形式应根据结构受力性能和施 工 条件确

定 ，

力求构造 简单
、

传力明确
，

接头应尽量避开受力最大 的

位置 。

9 ．

6
．

2 承受弯矩的刚性接头
，

接头部位的截面刚度应与邻近接

头的预制构件的刚度相接近
。

剐性接头宜采用钢筋为焊接连接的

装配整体式接头 ，

应注意选择合理 的构造形式和焊接程序
，

适当

增加构造钢筋 。

装配整体式接头应满足施工 阶段和使用阶段的承载力
、

稳定

性和变形的要求 。

9 ．

6
．

3 装配式柱采用榫式接头时
，

接头附近区段 内截面的承载

力宜为该截面计算所需承载力 的 1．3
～

1．5 倍 (均按轴心受压承

载力计算 )
。

为此
， 可采取加设 横 向钢筋 网片和 附加纵 向钢筋

、

提高后浇混凝土 强度等级等措施
。

9 ．

6
．

4 在装配整体式节点处 ，

柱的纵向钢筋应贯穿节点
，

梁的

纵向钢筋应按 1 0
．

4
．

1 条的规定在节点内锚固
。

9 ．

6
．

5 计算时考虑传递 内力 的装 配式构件接头
，

当接缝宽度不

大于 2 O m m 时 ， 宜 用水 泥砂浆灌缝 ； 当缝宽大于 2 0 m m 时
，

宜

用细石混凝土灌筑 。
．

水泥砂浆和细石混凝土 的强度应比构件的混

凝土强度提高
一

至 二 级 ，

并应采取措施减少灌缝的混凝土或砂浆

的收缩 。

不考虑传递内力的接头
， 可采用不低 于 C 2 O 的细石混

凝土或 M 2 O 的砂浆
。

9 ．

6
．

6 预 制构件 的 吊环 必 须 采 用 H P B 2 3 5 级钢筋制作
。

严 禁 采

用冷加工 钢筋
。

在构件 自重标准值作用下 ，

每个吊环按两个截面计算的应力
(构件 自重的动力系数 已考虑在内) 不应大于 5 0 N ／m m z 。

当
一

个

构件上设有 4 个吊环时
， 设计 中应按 3 个吊环发挥作用考虑

。

吊环钢筋直径不宜大于 3 0 m m 。

吊环埋入方向宜与吊索方向

基本 一

致
。

埋人深度不应小于 3 0 d (d 为吊环钢筋直径 ) ，

钢筋末

】】

www.weboos.com



端应设置 1 8 o 。

弯钩
，

弯钩末端直段长度
、

钩侧保护层
、

吊环在

构件表面的外露高度 以及 吊环 内直径等尺寸应符合图 9
．

6
．

6 的要

求 。

吊环应焊接或绑扎在构件的钢筋骨架上
。

可

以 ≥3 d

．．1才
一

如 ≥ 3 d

≥ 4d

卜I 叫
b )

图 9 ·

6
·

6 预 制构 件 的 吊环 埋 设 (单 位 ： m m )

9 ．

6
．

7 预 埋 件 的锚 筋 应 采 用 m ．B 2 3 5 级
、 H R B 33 5 级或 m tB 4 O 0

级 钢筋 ， 严禁采用冷加 工 钢筋 。

锚筋采用光圆钢筋时
。 端部应加

弯钩 。

预埋件的受力直锚筋不宜少于 4 根 ， 也不宜多 于 4 层 (见图
9 ．

6
．

7 ) ，

其直径 d 根 据计 算 确 定
，

但不 小 于 8 m m ，

亦不 大于
2 5 m m 。

受剪预埋件的直锚筋
， 可采用 2 根

。

K A《

K N ，

、

a
) b )

1 一

锚板 ； 2
一

直锚筋

图 9
．

6
．

7 由锚板和直锚筋组成 的预埋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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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直锚筋和弯折锚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9
．

3
．

2 条规定的

受拉钢筋锚 固长度 ； 当锚筋采用 H P B 2 3 5 级钢筋时 ，

应在末端

做成弯钩 。

当无法满足锚固长度的要求时
，

应采取其他有效的锚

固措施 。

受剪和受压直锚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 5 d
。

预埋件 的锚筋应位于构件的外层主筋内侧 。

受力预埋件的锚板宜采用 Q 2 3 5 钢
。

锚板构造及锚筋截面面积的计算可按有关规范的规定执行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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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水工 结构构件的设计构造规定

1 0 ．

1 板

l 0 ．

1．1 板的最小支承长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

— —

支承在砌体上 时
， 不应小于 1 O 0 m m ；

— —

支承在混凝土 及 钢筋混凝土上时
，

不应小 于 1 O 0 m m ；

— —

支承在钢结构上时
，

不应小于 8 0 m m 。

板的支承长度不宜小于板 的厚度 ^ ， 板 的支承长度应考虑受

力钢筋在支座内的锚固长度要求 。

l O ．

1．2 混凝土板应按下列原则进行设计 ：

l 两对边支承的板应按单向板计算
。

2 四边支承 的板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 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 比小于或等于 2
．

0 时
，

应按双 向

板计算 。

2 ) 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大于 2
．

O ，

但小于 3
．

O 时
，

宜

按双 向板计算 ； 当按沿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时
，

应沿长边方向布置足够数量的构造钢筋 。

3 ) 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 比大于或等于 3
．

0 时
，

可按沿短

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 。

1 0 ．

1．3 当多跨单向板
、

多跨双 向板采用分离式配筋时
，

跨中正

弯 矩钢筋宜全部伸人支座 ； 支座负弯矩钢筋向跨内的延伸长度应

覆盖负弯矩图并满足钢筋锚固的要求 。

l O ．

1．4 钢筋混凝土 板 中受力钢筋 的间距 ： 当板厚 ^ ≤ 2 o 0 m m

时 ， 不应 大 于 2 O 0 m m ； 当 2 O 0 m m < ^ ≤ 1 5 O O m m 时
，

不 应大 于

25 O m m ； 当 ^ > 1 5 0 0 m m 时
，

不应大于 3 O 0 m m 。

板中弯起钢筋的弯起角不宜小于 3 0 。 ，

厚板 中的弯起角可为
4 5 。

或 6 O
。 。

钢筋弯起后
，

板 中受力钢筋直通伸人支座的截面面积

不应小于跨 中钢筋截面面积的 1／3 ，

其间距不应大于 4 O 0 m m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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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

1．5 简支板或连续板的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伸人支座的长度 f
。。

不应小于 5 d ， d 为下部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
。

当采用焊接网配筋
时 ，

其末端至 少 应 有
一

根横 向钢筋 配置在支 座边缘 内 (见 图
1 O ．

1．5 a )
。

如不能符合上 述 要 求时
，

应在受力钢筋末端制成弯钩

(见图 1 O
．

1
．

5 b ) 或加焊附加的横向锚固钢筋 (见 图 10
．

1．5 c )
。

注 l ： 当 K 诊 U 时 ， 配置 在支 座 边 缘 内的横 向锚 固钢筋 不应 少 于 2

根 ，

其直径不应小 于 纵 向 受 力 钢 筋 直 径 的
一

半
。

在 此
， V

。

按
6 ．

5
．

3 条计算
。

注 2 ： 当连续板内温度
、

收缩应力较大时
，

伸入 支座 的锚 固长度宜 适

当增加 。

簪 降 狰
～

+ + 生

a
)

—

J —

■竺

l l

b )

—

+ L ．

L 生!

l l

c
)

图 l O
·

1．5 焊 接 网在 板 的简支 支 座 上 的锚 固

10 ．

1 - 6 单向板中单位长度上 的分布钢筋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单位

长度上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 1 5 ％ (集中荷载时为 2 5 ％) ； 分布钢

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 5 O m m ，

直径不 宜小 于 6 m m ； 当集 中荷载较

大时 ，

分布钢筋间距 不宜大 于 2 0 0 m m 。

承受分布荷载 的厚板 ，

其分布钢筋的配置可不受上述规定 的

限 制 。

分 布 钢 筋 的 直 径 可 采 用 1 0
～

1 6 m m ，

间距 可 为 2 O 0
～

4 O 0 m m 。

当板处于温度变幅较大或处于不 均 匀 沉 陷的复杂条件
， 且

在 与受力钢筋垂直 的方 向所 受约束很 大时
，

分 布钢筋宜适 当
增加 。

l O ．

1．7 如板边为部分嵌 固
，

而在分析 中没有考虑到这种嵌 固的

影响时 ，

则应在板的顶部沿板边配置垂直板边的钢筋
，

其数量可

按承受跨中最大弯矩 绝对值的 1／4 计算
。

钢筋应从支座边伸出至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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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为 1／5 跨度的长度 ； 若为单向板时
，

平行板跨方向的板边
，

其

顶部垂直板边的钢筋可按构造要求适 当配置
。

1 O ．

1 - 8 现浇板的受力钢筋与梁的肋部平行时
，

应沿梁肋方向每

米长度内配置不少于 5 根与梁肋垂直的构造钢筋
，

其直径不应小

于 8 m m ， 且单位长度 内的总截 面 面积 不 应 小 于板 中单位长度内

受力钢筋截面面积 的 1／3
，

伸入板中的长度从肋边算起每边不应

小于板计算跨度 z。 的 1／4 (见 图 1 O
．

1．8 )
。

l 一

主梁 ； 2
一

次梁 ； 3
一

板 的受力钢筋 ； 4 间距不大于
20 0 m m 、

直径不小于 8 m m 的构造钢筋

图 l 0
．

1．8 板 中与梁肋垂直的构造钢筋配筋

1O ．

1 - 9 在温度
、

收缩应力较大的现浇板区域内
，

钢筋间距宜取

为 1 5 o
～

2 O 0 m m ，

并应在板的未配筋表面布置温度收缩钢筋
，

板

的上 、

下表面沿纵
、

横两个方向的配筋率不宜小 于 O
．

1 ％
。

温度收缩钢筋可利用原有钢筋贯通布置 ，

也可另行设 置构造

钢筋网
，

并与原有钢筋按受拉钢筋的要求搭接或在周边构件 中

锚固 。

1 0 ．

1．1 0 留有孔洞的板
，

当荷载垂直于板面时
，

除应验算板 的

承载力外 ，

可按 以下方式进行构造处理 ：

1 当 6 或 d (6 为垂直于板的受力钢筋方 向的孔洞宽度
， d

为 圆孔直径 ) 小于 3 O O m m 并小于板宽的 1／3 时
， 可不设 附加钢

筋 ， 只将受力钢筋 间距作适 当调整 ，

或将受力钢筋绕过孔洞周

边 ， 不予切断
。

2 当 6 或 d 等于 3 O O
～

1 O 0 O m m 时
，

应在洞边每侧配置附加

钢筋 ，

每侧的附加钢筋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洞 口 宽度内被切断的钢

筋截面面积的 1／2 ， 且不应 少 于 2 根直径为 l O m m 的钢筋 ； 当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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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大于 2 o O m m 时
，

宜在板的顶
、

底部均配置附加钢筋
。

3 当 6 或 d 大于 1 0 o 0 m m 时
，

除按上述规定配置附加钢筋

外 ，

在矩 形 孔 洞 四 角 尚应 配 置 4 5 。

方 向 的构 造 钢 筋 (见 图
1 O ．

1．1 0 a ) ； 在圆孔周边尚应配置不少于 2 根直径为 1 0 m m 的环

向钢筋 ，

搭接长度 3 0 d ，

并设置 直径不小于 8 m m 、

间距 不大于
3 0 0 m m 的放射形径向钢筋 (见图 1 O

．

1．1 0 b )
。

a
) 矩 形孔构造钢筋 b ) 圆孔构造钢筋

图 l O
．

1．1 O 矩形孔 四角及 圆孔环 向构造钢筋

(单位 ： m m )

4 当 6 或 d 大于 1 O 0 O m m ， 并在孑L洞附近有较大 的集 中荷

载作用时 ，

宜在洞边加设肋梁或 暗梁
。

当 6 或 d 大于 1 O 0 0 m m ，

而板厚小于 O
．

3 6 或 O
．

3 d 时 ， 也宜在洞边加设肋 梁
。

1 O ．

1 ．1 l 在混凝土板 内配 置抗 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时
，

应符合

下列构造要求 ：

1 板厚不应小于 1 5 O m m 。

2 按计算所需 的箍筋及相应 的架立钢筋应配置在与 4 5 。

冲

切破坏锥面相交的范围内 ， 且 从集中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向

外的分布长度不应小于 1．5 ^ 。 ； 箍筋应为封闭式 ，

直径不应小于

6 m m ，

间距不应大于 ^ 0 ／3 (见 图 1 0
．

1．1 1 a )
。

3 弯起钢筋可 由
一

排或两排组成
，

其弯起角可根据板 的厚

度在 3 O
。 ～

4 5 。

之间选取
，

弯起钢筋的倾斜段应与冲切破坏斜截面

相交
，

其交点应在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周边以外 ^ ／2
～

2 ^ ／3 的范围内
，

弯起钢筋直径不 应 小 于 1 2 m m ， 且 每
一

方 向

不应少于 3 根 (见 图 1 0
．

1．1 1b )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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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第三 层及 以上的钢筋间距应增加
一

倍
。

各层钢筋之间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2 5 m m 和钢筋的最大直径
。

伸入梁支座范围内的纵向受力钢筋不应少于 2 根
。

1 0 ．

2
．

3 简支梁和连续梁简支端的下部受力钢筋伸入支座内的锚

固长度 z。。

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 图 1 0
．

2
．

3 ) ：

当 K V ≤ V
。

时

Z。。

≥ 5 d

当 K 畛 V 。

时

带肋钢筋 z。。

≥ 1 2 d

光 圆钢筋 z
。。

≥ 1 5 d

式中 y
。

— —

混凝土受剪承载力
，

按式 (6
．

5
．

3

d — —

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 ( m m )
。

( 1 O
．

2
．

3
—

2 )

( 1 0 ．

2
．

3
—

3 )

2 ) 计算 ；

图 l 0
．

2
．

3 纵 向受 力钢 筋 在 支座 上 的锚 固

如 纵向受力钢筋伸入 支座的锚固长度不能符合上 述 要 求时
，

则应采取钢筋上 弯或采用贴焊锚筋
、

镦头
、

焊锚板或将钢筋端部

焊接在支座预埋件上等有效锚 固措施 。

如焊接骨架中采用光圆钢筋作为纵向受力钢筋时 ，

则应在锚

固长度 z
。。

内加焊横向钢筋 ： 当 K 憾 U 时
， 至少 1 根 ； 当 K 诊

V 。

时
， 至 少 2 根

。

横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直径的
一

半 。

同时
，

加焊在最外边的横向钢筋应靠近纵向钢筋的末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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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2
．

4 钢筋混凝土梁支座截面负弯矩纵向受拉钢筋不宜在受拉

区截断 。

当必须截断时
，

应符合以下规定 (见图 1 O
．

2
．

4 ) ：

弯矩图

A 一

4
一

钢筋①的强度充分利用截面 ；

B —

B
一

按计算不需要钢筋①的截面

图 1 O
·

2
·

4 纵 向受拉 钢 筋 截 断 时的 延 伸 长 度

l 当 K V ≤ V
。

时
，

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

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 ， 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2 0 d ， 且从该钢筋强度

充分利用截 面伸 出的长度 不应小 于 1．2 Z。 ； 此 处
， 、，，

。

应 按 式

(6 ．

5
．

3
—

2 ) 计算
。

2 当 K 畛 V
。

时
，

应延伸至按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
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

，

延 伸长度不应 小 于 ^ 。 并不应 小 于 2 0 d ，

且从该钢筋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1．2 Z
。

+ ^ 。 。

．

3 若按上述规定确定的截断点仍位于负弯矩受拉 区 内
，

则
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

，

延

伸长度不应小于 1．3 ^ o 并不应小于 2 O d ， 且 从该钢筋强度充分利

用截面伸出的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1．2 Z
。

+ 1．7 ^ 。 。

1 0 ．

2
．

5 在钢筋混凝土悬臂梁中
，

应有不少于 2 根上部钢筋伸至

悬臂梁外端 ，

并向下弯折不小于 1 2 d ； 其余钢筋不应在梁 的上部

截断 ， 而应按 10
．

2
．

1 1 条规定的弯起点位置向下弯折
，

并应按
1O ．

2
．

1 0 条的规定在梁的下边锚 固
。

l 0 ．

2
．

6 纵向受压钢筋在跨中截断时
，

应伸至按计算不需该钢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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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面以外 ，

其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l 5 d ； 但对绑扎骨架中末端

无弯钩的光圆钢筋 ， 不应小于 2 o d
。

l 0 ．

2
．

7 钢筋混凝土 梁 中宜采用箍筋作为抗剪钢筋
。

箍筋的配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l 当按计算不 需 设 置 抗 剪钢筋时
，

对高度大于 3 0 0 m m 的

梁 ，

仍应沿全梁设置箍 筋 ； 对高度小于 3 O O m m 的梁
，

可仅在构

件端部各 1／4 跨度范围内设置箍筋
，

但当在构件中部 1／2 跨度范

围内有集中荷载作用时 ，

则应沿梁全长设置箍筋
。

2 当 K V > 、，r
。

时
，

箍 筋 的 配 筋 率 JD
。。

不 应 小 于 0
．

1 5 ％
△

( H P B 2 3 5 级钢筋 ) 或 o
．

1 o ％ ( H R B 3 3 5 级钢筋 )
。

ID
。 一

半
， A

。。

U 3

为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

3 高度 五> 8 D 0 m m 的梁
，

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8 m m ； 高度 ^

≤ 8 O 0 m m 的梁 ，

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6 m m 。

当梁中配有计算需要

的受压钢筋时 ，

箍筋直径 尚不应小于 d ／4 ( d 为受压钢筋 中的最

大直径 )
。

，

4 箍筋最大问距 s 宜符合表 1 O
．

2
．

7 的规定
。

表 l 0
．

2
．

7 梁中箍筋的最大间距 s 单位 ： m m

项次 梁高 危 K y > V 。 K V ≤ y 。

1 ^ ≤ 3 O O 1 5 O 2 O O

2 3 0 0 < ^ ≤ 5 O O 2 O O 3 O O

3 5 O 0 < ^ ≤ 8O O 2 5 O 3 5 0

4 ^ > 8 O O 3 O O 4 O O

注 ： 薄腹梁的箍筋间距宜适当减小
。

5 当梁中配有计算需要的纵向受压钢筋时
，

箍筋应做成封

闭式 ，

箍筋间距在绑扎骨架中不应大于 1 5 d ，

在焊接骨架中不应

大于 2 0 d (d 为受压钢筋中的最小直径 ) ，

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

应大于 4 O 0 m m ； 当
一

层 内纵 向受 压 钢筋 多 于 5 根且 直径 大 于
1 8 m m 时

，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 0 d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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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纵向钢筋绑扎搭接处的箍筋间距应符合 9
．

4
．

6 条的规定
。

7 当梁的宽度大于 4 O 0 m m 且
一

层 内的纵 向受压钢筋多于 3

根 ，

或当梁的宽度不大于 4 0 0 m m 但
一

层 内的纵 向受 压 钢筋多于
4 根时

，

应设置复合箍筋
。

lO ．

2
．

8 梁中配有两片及两片以上的焊接骨架时
，

应设横 向连系

拉筋 ，

并用点焊或绑扎方法使其与骨架的纵向钢筋连成
一

体
。

横

向连系拉筋的间距 不 应 大 于 5 0 0 m m ， 且 不 宜 大于梁 宽 的两倍
。

当梁设置有计算需要 的纵 向受压钢筋时
，

横向连系拉筋的间距尚

应符合下列要求 ： 点焊时不应大于 2 0 d ； 绑扎时不应大于 1 5 d (d

为 纵向钢筋中的最小直径 )
。

l O ．

2
．

9 受扭构件的钢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l 抗扭纵向钢筋 的配筋率 P sl不应小于 O
．

3 ％ ( H P B 2 3 5 级
△

钢筋 ) 或 o
．

2 ％ (H R B 3 3 5 级钢筋 )
。

P s。 一 ：；等
， A 。

为全部抗扭纵
U ，‘

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

抗扭纵向钢筋应沿截面周边对称布置 ，

在截面四角上必须设

置 ，

其间距不应大于 2 O O m m 和梁截面的短边长度
。

抗扭纵 向钢

筋应按受拉钢筋锚固在支座内 。

在弯剪扭构件中 ， 配 置在 截面弯曲受拉边的纵向受力钢筋
，

其截面面积不应小 于按 9
．

5
．

1 条所规定的受弯构件钢筋最小配筋

率计算出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与按本条受扭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

计算并分配到弯曲受拉边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之和 。

2 抗扭箍筋应做成封闭式 ； 采用绑扎骨架时
，

箍筋末端应

做成不小 于 1 3 5 。

的弯钩
，

弯钩端头平直段长度不应 小 于 1 O d
，

(d
。

为箍筋直径 )
。

△

在弯剪 扭 构 件 中 ， 箍 筋 的配 筋 率 阳 flD
。， 一

鲁 1不 应 小 于
＼ t ， 0 ，

O ．

2 0 ％ (H P B 2 3 5 级钢筋 ) 或 0
．

1 5 ％ ( H R B 3 3 5 级钢筋 )
。

箍筋

间距应符合表 1 O
．

2
．

7 的规定
，

其中受扭所需的箍筋应做成封闭
式 ， 且应沿截面周边布置 ； 当采用复合箍筋时

，

位于截面内部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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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筋不应计入 受扭所需的箍筋面积
。

1 0 ·

2
·

l O 绑扎骨架的钢筋混凝土 梁
，

当设置弯起钢筋时
，

弯起
钢筋的弯终点外应 留有锚 固长度 ，

其长度在受拉 区 不 应 小 于

20 d ，

在受压区不 应小于 1 0 d (d 为弯起钢筋的直径 )
。

对于光圆

钢筋 ，

在末端尚应设置弯钩
。

梁底层的角部钢筋不应弯起
， 梁顶

层 的角部钢筋不应弯下 。

梁中弯起钢筋的弯起角可根据梁的高发取为 4 5 )或 6 o
。 。

l O ．

2
．

1 l 在梁的受拉区 ，

弯起钢筋的弯起点应设在按正截面受

弯承载力计算该钢筋的强度被充分利用的截面 以外
，

其距离不应

小于 ^ o ／2
。

同时
，

弯起钢筋与梁中心线 的交点应位于按计算不

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 (见 图 10
．

2
．

1 1 )
。

梁中心线

I ≥^ 0 ／2 l＼ 5
卜 — — — — — — — —

叫 、 1

1 一

在受拉区域中的弯起点 ； 2
一

按计算不需要钢筋
“ 6 ”

的截面 ；

3 一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图形；4
一

按计算钢筋强度充分利用的截面 ；

5 一

按计算不需要钢筋
“ 口 ”

的截面

图 l 0
．

2
．

1 1 弯 起 钢 筋 的 弯起 点 与 弯 矩 图形 的关 系

当按计算需设置弯起钢筋时
，

前
一

排 (对支座而言 ) 的弯起

点至 后
一

排的弯终点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表 l O
．

2
．

7 中 K V > V
。

栏的规定 。

抗剪的斜筋不应采用浮筋 。

1 2 4

～坷
．

1
＼J ， 7 = = |

www.webo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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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2
．

1 4 当梁端为部分嵌固但按简支计算时
， 应在支座 区 上 部

设置纵向构造钢筋 ，

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梁跨 中下部纵向受拉钢
筋计算所需截面面积的 l／4

， 且 不应 少 于 2 根 ； 自支座边缘向跨

内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 z。／5
， z。 为该跨 的计算跨度

。

1 O ．

2
．

1 5 当梁的腹板高度 ^
。

超过 4 5 0 m m 时
，

在梁的两侧应沿

高度设置纵向构造钢筋 ，

每侧纵向构造钢筋 (不包括梁上
、

下部

受力钢筋及架立钢筋 ) 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腹板截面面积 M
。

的
O ．

1％ ， 且其间距不宜 大 于 2 O o m m 。

腹板高度 矗
。

按 6
．

5
．

1 条的

规定取用 。

两侧纵 向构造钢筋之间宜设置连系拉筋
，

连系拉筋直径可取

与箍筋相同 ， 间距 5 0 0
～

7 O 0 m m 。

l O ．

2
．

1 6 对薄腹梁
，

应在下部 1／2 梁高的腹板 内沿两侧配置纵

向构造钢筋 ，

其直径为 1 0
～

1 4 m m ，

间距为 1 O 0
～

1 5 0 m m ，

并按

上疏下密的方式布置 ； 在上部 1／2 梁高的腹板内可按 10
．

2
．

1 5 条

的规定配置纵向构造钢筋 。

l O ．

3 柱

1 0 ．

3
．

1 钢筋混凝土柱 的纵 向受力 钢筋应 符合下列要求 ：

l 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d 不 宜小 于 1 2 m m ，

全部纵 向钢筋配

筋率不宜超过 5 ％ ； 圆柱 中纵向钢筋宜沿周边均匀布置 ， 根数不

宜少于 8 根 ， 且 不应 少 于 6 根
。

2 当偏心受压 柱 的截面高度 矗≥ 6 O 0 m m 时 ，

在侧面应设置

直径 为 1 O
～

1 6 m m 的纵 向构造钢筋
，

其间距不大于 4 O 0 m m ，

并

相应地设置复合箍筋或连系拉筋 。

3 柱内纵向钢筋 的净距不应小于 5 0 m m ； 在水平位置上 浇

筑的预制柱 ，

其纵向钢筋的最小净距可按 1 0
．

2
．

2 条中关于梁 的

规定取用 。

4 偏心受压柱 中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侧面上 的纵 向受力

钢筋以及 轴 心 受压柱 中各边 的纵 向受力钢筋
，

其 间距不应大

于 3 O O m m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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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
．

3
．

2 柱中箍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柱中箍筋应做成封闭式
。

2 箍筋的间距不应大于 4 0 0 m m ，

亦不应大于构件截面的短

边尺寸 ； 同时
，

在绑扎骨架中不应大于 1 5 d ； 在焊接骨架中不应

大于 2 0 d ∽ 为纵向钢筋的最小直径 )
。

3 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O
．

2 5 倍纵向钢筋的最大直径
， 亦不应

小于 6 m m 。 ’

4 当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超过 3 ％时 ， 箍筋直

径不宜小于 8 m m ，

间距不应 大 于 1 0 d (d 为纵 向钢筋 的最小直

径) ， 且不应大于 2 O 0 m m ； 箍筋末端应做成 1 3 5
。

弯钩且 弯钩末端
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1 O 倍 ； 箍筋也可焊成封闭环式

。

5 当柱截面短边尺寸大于 4 O 0 m m 且各边纵向钢筋多于 3 根

时 ，

或当柱截面短边 尺寸不 大 于 4 o O m m 但各边纵向钢筋多于 4

根时 ，

应设置复合箍筋
。

6 柱内纵向钢筋绑扎搭接长度范围内的箍筋的间距应符合
9 ．

4
．

6 条的规定
。

7 当柱中纵 向钢筋按构造配置
，

钢筋强度未充分利用时
，

箍筋的配置要求可适当放宽 。

l O ．

4 梁 柱 节 点

1 O ·

4
·

l 连续梁中间支座或框架梁 中间节点处的上部纵向钢筋应
．

贯穿支座或节点 ， 且 自节点或支座边缘伸向跨中的截断位置应符

合 l0
．

2
．

4 条的规定
。

下部纵向钢筋应伸人 支座或节点
，

当计算
中不利用该钢筋的强度时 ，

其伸入长度应符合 1 O
．

2
．

3 条 中 K V

> V 。

时的规定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
，

下部钢筋

在支座或节点内可采用直线锚 固形式 (见 图 1 0
．

4
．

1 a ) ，

伸入 支

座或节点 内的长度不 应 小 于 9
．

3
．

2 条规定 的受拉钢筋锚 固长度
Z。 ； 下 部 纵 向 钢 筋 也 可 采 用 带 9 O 。

弯 折 的锚 固形 式 (见 图

1O ．

4
．

1 b ) ； 或伸过支座 (节点 ) 范 围
，

并在梁中弯矩较小处设
置搭接接头 (见 图 1 0

．

4
．

1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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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毒
a
) 节点 中的直线锚 固 b ) 节点 中的弯折锚 固 c ) 节 点或支座范围外 的搭接

图 10 ．

4
．

1 梁下部纵向钢筋在中问节点或中间支座范围的锚固与搭接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压强度时
， 下部纵向钢筋应按受

压钢筋锚 固在 中间节点或中间支座内 ， 此时
，

其直线锚固长度不

应小于 O
．

7 Z
。 。

下部纵 向钢筋也可伸过节点或支座范 围
，

并在梁

中弯矩较小处设置搭接接头 。

l O ．

4
．

2 框架中间层端节点处
， 上部纵向钢筋在节点内的锚固长

度应符合 9
．

3
．

2 条的要求
，

并应伸过节点中心 线
。

当钢筋在节点

内的水平锚固长度不够时 ，

应伸至对 面柱边后再向下弯折
，

经弯
折后 的水 平 投 影 长 度 不应 小 于 O

．

4 z
。 ，

竖 直 投 影 长度 等 于 1 5d

(见图 1 O
．

4
．

2 )
。

d 为纵向钢筋直径
。

图 l 0
．

4
-

2 梁 上 鄢纵 向钢 筋在 框 架
中 间层 端 节 点 内的锚固

下部纵向钢筋伸入端节点的长度要求与伸人 中间节点的相同
。

1 0 ．

4
．

3 框架顶层端节点处
，

可将柱外侧纵向钢筋的相应部分弯

人梁内作梁上部纵向钢筋使用
， 也可将 梁上 部纵向钢筋与柱外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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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钢筋在顶层端节点及其附近部位搭接
。

搭接可采用下列方式 ：

1 搭接接头可沿顶层端节点外侧及梁端顶部布置 (见 图

1O ．

4
．

3 a ) ，

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5厶，

其中
，

伸人 梁 内的柱外侧纵
向钢筋截面面积不宜小 于柱外侧纵向钢筋全部截面面积 的 6 5 ％；

梁宽范围以外的柱外侧纵 向钢筋宜沿节点顶部伸至柱 内边 ，

当柱

纵向钢筋位于柱顶第
一

层时
， 至柱 内边后宜向下弯折不小于 8 d 后

截断 ； 当柱纵向钢筋位于柱顶第二 层时
，

可不 向下弯折
。

当有现

浇板且板厚不小于 8 O m m 、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 20 时
，

梁宽范

围以外的柱外侧纵 向钢筋可伸入 现 浇板内 ，

其长度与伸入 梁 内的

柱纵向钢筋相同 。

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1．2 ％时 ， 伸入 梁

内的柱纵向钢筋应满足以上 规定
， 且 宜 分两批截断

，

其截断点之

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2 0 d ， d 为柱外侧纵向钢筋的直径
。

梁上部纵向

钢筋应伸至节点外侧并向下弯至梁下边缘高度后截断 。

2 搭接接头也可沿柱顶外侧布置 (见图 10
．

4
．

3 b ) ，

搭接长度

竖直段不应小于 1．7z
。 。

当梁上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大于 1．2 ％时 ，

弯人柱外侧的梁上部纵向钢筋应满足以上规定的搭接长度
， 且 宜

分两批截断
，

其截断点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2 O d ， d 为梁上部纵向

钢筋的直径 。

柱外侧纵向钢筋伸至柱 顶后 宜 向节点内水平弯折
，

弯

折段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宜小于 12d ， d 为柱外侧纵向钢筋的直径
。

可
库驾

a
) 位于节点外侧和梁端顶部的弯折搭接接头 b ) 位于柱顶部外侧的直线搭接接头

图 l 0
·

4
．

3 梁上部纵向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在顶层端节点的搭接

lO ．

4
．

4 框架柱的纵向钢筋应贯穿中间层中间节点和中间层端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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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柱纵向钢筋接头应设在节点区以外
。

顶层 中间节点的柱纵 向钢筋及顶层端节点的柱 内侧纵向钢筋

可用直线方式锚入顶层节点 ，

其 自梁底标高算起的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 9
．

3
．

2 条规定的最小锚固长度 z
。 ，

且 柱 纵 向钢筋 应 伸 至柱

顶 。

当顶层节点处梁截面高度不足时
，

柱纵向钢筋应伸至柱顶并

向节点内水平弯折
。

当充分利用其抗拉强度时
，

柱纵向钢筋锚固

段弯折前的竖直投影长度不应小于 O
．

5 Z
。 ，

弯折后的水平投影长

度不宜小于 1 2 d
。

当柱顶有现浇板且板厚不小于 8 0 m m 、

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低 于 C 2 O 时
，

柱纵 向钢筋也可 向外弯折
，

弯折后的
水平投影长度不宜小于 1 2 d ， d 为纵向钢筋的直径

。

l 0 ．

4
．

5 框 架 顶 层 端 节 点 处 梁 上 部 纵 向钢 筋 的截 面 面 积

A 。

( m m 。)应符合下式规定 ：

A 。

≤ 弩 丛

式中 6 。一

梁腹板宽度 ( m m ) ；

^ 。
— —

梁截面有效高度 (m m )
。

梁上 部纵向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在节点角部的弯弧内半

径 ，

当钢筋直径 d ≤ 2 5 m m 时
， 不 宜 小 于 6 d ； 当钢筋直径 d >

2 5 m m 时
， 不宜小于 8 d

。

l 0 ．

4
．

6 在框架节点内应设置水平箍筋 ，

箍筋应符合 1 O
。

3
．

2 条

对柱中箍筋的构造规定 ，

但间距不宜大于 2 5 O m m 。

对 四边均有

梁与之相连的中间节点 ， 节点 内可只设置沿周边的矩形箍筋
。

当

顶层端节点内设有梁上部纵向钢筋和柱外侧纵向钢筋的搭接接头

时 ，

节点 内水平箍筋应符合 9
．

4
．

6 条的规定
。

1 O ．

5 墙

10 ．

5
．

1 当竖立构件截面的长边 (长度 ) 大于其短边 (厚度 ) 的
4 倍时

，

宜按墙 的要求进行设计
。

顶部承受竖 向荷载的承重墙 ， 可按轴心受压或偏心受压构件

设计 ； 承受垂直于墙面的水平荷载的墙体 ， 可按受弯构件或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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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构件设计 ； 承受平行于墙面的水平荷载和竖 向荷载 的墙体
，

应验算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

l0 ．

5
．

2 承重墙 的厚度不宜小 于无支承高度 的 1／2 5
，

不 应 小 于
1 5 0 m m 。

墙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 2 O
。

1 0 ．

5
．

3 顶部承受竖向荷载的承重墙 ， 按正 截面承载力计算所需

竖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9
．

5
．

1 条和 9
．

5
．

3 条的规定
。

竖 向钢

筋的直径不应小 于 1 2 m m ， 间距不应大于 3 0 0 m m 。

在水平方 向

还应配置水平分布钢筋 。

当按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不需配置竖 向受力钢筋时
，

则在墙体
截面两端应各设置不少于 4 根直径为 1 2 m m 或 2 根直径为 1 6 m m

的竖向构造钢筋 。

沿该竖 向钢筋方 向宜配置直径不 小于 6 m m 、

间距为 2 5 O m m 的拉筋
。

当承重墙厚度大于 1 6 0 m m 时
，

应分别在墙的两侧面配置竖

向及水平钢筋网 。

双排钢筋网应用拉筋连系
，

拉筋直径不宜小于
6 m m ，

间距不宜大于 6 0 0 m m 。

1 O ．

5
．

4 顶部承受局部竖 向荷载 的墙体
，

可作 为 图 1 O
．

5
．

4 所示

的矩形截面柱进行计算 。

矩形的
一

边边长和墙厚 6 相等 ， 另
一

边

边长 ^
。

可按局部荷载受压长度 n 再每侧加上 2 6 的原则确定
。

在局部集中荷载作用处 ， 墙体应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验算
。

1O ．

5
．

5 在平行于墙面的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作用下 ， 对于墙高
【_r

与墙长之比等≤ 2 的实心等厚剪力墙
，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
，‘

合下式规定 ：

，

4 ．

K V ≤ f0
．

5厂
。撕 o + ^

， 坐 ^ 。

1+ 0
．

1 3 N ( 1 o
．

5
．

5 )
＼ 3 v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V — —

剪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N — —

与剪力设计值 V 相应 的轴 向压力设计值 ( N ) ，

当
N ≥ O

．

2 -厂c劬 时
，

取 N
一

0
～ ．

厂c劬 ；

，c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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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 耻 叫 璺轧写

卜
一

兰旦—
一

一

生L —

d )

k
与

c
)

注 1 ： 当 n 。≤ 2 6 时
， k - = 蜘 + 咖 + ÷

“ 。。

注 2 ： 当专
n 。≤ 26 时

， ^ 。z = n z + 26 + 专
n s 。

图 l O
-

5
．

4 墙体 有效边长的计算

4 。

1 - 5 确定 ；

6 — —

矩形截面宽度 (m m ) ， 即墙的厚度 ；

厂。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 。
— —

竖 向分 布 钢 筋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2
．

3
—

1 中 厂v的值确定 ；

^ o
— —

截面有效高度 (m m ) ， 即墙 的有效长度 ；

A 。n
— —

配置在同
一

水平截面 内水平分布钢筋的全部截面 面

积 (m m 。) ；

s 。
— —

水平分布钢筋的竖向问距 (m m )
。

l 0 ·

5
．

6 剪力墙的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 P sh和竖 向分布钢筋的

配筋率 阳 均不应小于 O ．2 o ％
。

此 处
， 阻

一

惫
， 阳

=

瓮
； 6 为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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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厚
， 轧 、 s ，

为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
。

如墙体较长并受

到约束 ，

水平分布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宜适 当提高
。

结构 中重要

部位的剪力墙 ，

其水平 和竖 向分布钢筋 的最小配筋率 宜适 当
提高 。

水平分布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8 n 埘 ，

间距不应大于 3 O O m m ；

竖向分布钢筋的直径与间距同承重墙 。

当竖向钢筋直径 d > 1 4 m m ，

保护层 c < 2 d 时
，

对两侧面的

钢筋网宜用连系拉筋拉住 ，

拉筋直径不小 于 6 m m ，

间距不 大

于 6 O O m m 。

在墙端 自由边上 ，

宜与立柱
一

样
，

设置连结箍筋
。

1 0 ．

5
．

7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应伸至墙 端
，

并 向内水平弯折 1 0 d

后截断 (d 为水平分布钢筋直径 )
。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2 z
。 。

同排水平

分布钢筋的搭接接头之间以及 上
、

下相邻水平分布钢筋的搭接接

头之间沿水平方 向的间距不宜小于 5 O 0 m m 。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可在 同 一

高度搭接
，

搭接长度不应小

于 1．2 Z
。 。

l 0 ．

5
．

8 承受 垂 直 于墙 面 的水 平 荷 载 的墙 体
，

墙厚 不宜小 于
1 5 0 m m 。

当墙厚大于 1 6 O m m 时
，

在墙 的两侧 面均应布置 钢筋

网 。

其最小配筋率按 9
．

5 节的规定采用
，

有关构造要求可按板的

规定处理 。

1O ·

5
·

9 开洞墙体的洞 口 周边部位
，

应设置不少 于 2 根直径 为
l 2 m m 的水平及竖向构造钢筋

，

钢筋自洞 口 边伸入墙内的长度不

应小于 9
．

3
．

2 条规定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
。

l 0 ．

6 深 受 弯 构 件

1 0 ．

6
．

1 跨高比 z。／矗< 5 的钢筋混凝 土 深梁
、

短梁 和厚板 应 按

深受弯构件设计 。

此处 ， ^ 为构件的截面高度 ； z。 为计算跨度
，

对于深梁可取 z。

和 1
．

1 5 z。

两 者 中 的较 小 值 ，

对 于短 梁 可 取 z
。

和 1
．

1 O z。

两者 中的较小值 ， z。

为支座中心 线之间的距离
， z。

为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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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跨
。

厚板 的计算跨度 z。 可按 照 深梁 和短梁 的规定确定
。

1 O ．

6
．

2 简支单跨深受弯构件的内力可按
一

般简支梁计算
。

连续

深受弯构件 的 内力 ，

当 z。／̂ < 2
．

5 时
，

应按弹性理 论 的方法计

算 ，

当 z。／̂≥ 2
．

5 时
，

可按
一

般连续梁用结构力学方法计算
。

1 0 ．

6
．

3 深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M ≤ ，，A
。 z (1O

．

6
．

3
—

1 )

2 — 0 d (^ 0
—

0
．

5 z ) (1O
．

6
．

3
—

2 )

，

弛 =

O
．

8 O + 0
．

0 4 半 (10
．

6
．

3
—

3 )
凡

当 Z。／̂ < 1 时
，

取 内力臂 2 一

O
．

6如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M — —

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按 3

．

2
．

2 条规定计算 ；

厂v— —

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 定 ；

A 。
— —

纵向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 m m 。) ；

a 。
— —

内力臂系数 ；

z — —

截面受 压 区计算高度 (m m ) ，

按式 ( 6
．

2
．

1
—

2 ) 计

算 ； 当 z < O
．

2 ^ 0 时
， 取 z =

O
．

2 ^ 0 ；

z。
— —

计算跨度 ( m m ) ，

当 如／̂ < 2 时
，

取 如／̂
=

2 ；

^ 。
— —

截面有效高度 ( m m ) ， ^ 。 一

^
一

口 。 ，

其中 ，l 为截面

高度 ； 当 z。／̂ ≤ 2 时
，

跨中截面 n 。

取 O
．

1矗，

支座

截面 口 。

取 0
．

2 ^ ； 当 厶／̂ > 2 时
， a 。

按受拉区纵 向

钢筋截面重心至受拉边缘的实际距离取用 。

1 0 ．

6
．

4 钢筋混凝土 深 受弯构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

当 ^
。

／6≤ 4
．

O 时

K V ≤ 矗(
，。+ 鲁)厂

。洗 。

当 ^
。

／6≥ 6
．

0 时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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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V ≤ 志(
7 +

鲁)厂
。

撕 。

当 4
．

o < ，l
。

／6 < 6
．

o 时
，

．

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

式中 、／，
— —

构件斜截面上 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

规定计算 ；

^ — —

混 凝 土 抗 压 强 度 设 计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 - 5

确 定 ；

6 — —

矩 形 截 面 的 宽 度 和 T 形
、

I 形 截 面 的腹 板 宽 度

(m m ) ；

^ 、

^ o
— —

截面高度
、

截面有效高度 (m m ) ；

矗。 — —

截面的腹板高度 ( m m ) ，

对矩形截面
，

取有效高度
^ o ； 对 T 形截面

，

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 ； 对 I

形 截面
， 取腹板净高

。

l O ．

6
．

5 深梁和短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K V ≤ V 。

+ V
。，

+ V 幽 (1O
．

6
．

5
—

1 )

y 。 ：：：

0 ．7 竖 { 盟 工‰ (1O．6
．

5
—

2 )

n 一

1
．

2 5 堕 耸望 厂y
，

筮 Jil。 (1 0 ．6
．

5
—

3 )

‰ 一

丢(5
一

鲁)厶 譬
^ 。 (1O．6

．

5 - 4 )

在 上 述公式中 ，

当 厶／̂ < 2 时
，

取 z。／̂
一

2
。

式中 V
。 — —

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 (N ) ；

y ⋯ V
。“

— —

竖 向分布钢筋
、

水平分布钢筋的受剪承载力 (N ) ；

厂，。 、

厂，n
— —

竖 向分布钢筋
、

水平分布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中的 ^ 值确定 ；

A 。。
— —

间 距 为 轧 的 同
一

排 竖 向分 布 钢 筋 的 截 面 面 积

(m m 。) ；

A 。“
— —

间距 为 s 。

的 同
一

层 水 平 分 布 钢 筋 的 截 面 面 积

(m m 。)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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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

6
．

1 2 深梁的下部纵向受拉钢筋应均匀地布置在下边缘 以上
O ．

2，l 范围内 (见图 1 O
．

6
．

1 2
—

1 和图 1 O
．

6
．

1 2
—

2 )
。

可
P 鸟 如

L垒J

a
) 纵剖面 b ) 横剖面

1 一

下部纵向受拉钢筋 ； 2
一

水平分布钢筋 ； 3
一

竖向分布钢筋 ；

4 一

拉筋 ； 5
一

拉筋加密区

图 10 ．

6
．

1 2
一

l 单跨简支深梁钢筋布置

a
) 纵剖面 b ) 横剖面

l 一

下部纵向受拉钢筋 ； 2
一

水平分布钢筋 ； 3
一

竖 向分布钢筋 ；

4 一

拉筋 ； 5
一

拉筋加密区 ； 6
一

支座截面上部的附加水平钢筋

图 l 0
．

6
．

1 2
—

2 连续深粱钢筋布置

13 7

T

剥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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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6
．

1 3 连续深受 弯构件 中间支座截 面上部纵 向受拉钢筋应

按 图 1 O
．

6
．

1 3 规定的分段范围和比例均匀布置
。

连续深梁的水

平分布钢筋可用作支座部位 的上部纵 向受拉钢筋 ，

不足部分加

配附加水平钢筋 ，

并均匀配置在该段支座两边离支座中点距离

为 O
．

4 Zo 的范围内 (见 图 10
．

6
．

1 2
—

2 )
。

对 如／̂ ≤ 1．0 的连续深

梁 ， 在中间支座以上 0
．

2 ^
～ O

．

6 ^ 高度范围内
， 总配筋率不宜小

于 0
．

5 ％
。

丁
《

弋
哼 f

毒
6

I
《

_}-
6 上

r

芎I

焉
}

d 上

a

) 5> 鲁> 2
．

5 b ) 2
．

5≥鲁> 1
．

5 c ) 1
．

5≥鲁> 1 d ) 鲁≤ l

I
辱I

}
《 J
呻 I

焉}
6 上

围 1 0
．

6
．

13 中间支座邵位连续深受弯构件
上部纵 向受拉钢筋布置

l0 ．

6
．

1 4 深梁的下部纵 向受拉钢筋应全部伸人支座 ， 不应在跨

中弯起或切断 。

纵向受拉钢筋应在端部沿水平方向弯折锚固 (见

图 1O
．

6
．

1 2
—

1 ) ， 且锚固长度不应小于表 9
．

3
．

2 规定的受拉钢筋

锚固长度 z
。

乘以系数 1．1
。

当不能满足上述规定时
，

应采取在纵

向受拉钢筋上加焊横向短筋
，

或可靠地焊在锚固钢板上 ，

或将纵

向受拉钢筋末端搭焊成环形等有效锚固措施 。

连续深梁的下部纵

向受拉钢筋应全部伸过中间支座的中心线 ，

其 自支座边缘算起的

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Z。 。

1 o ．

6
．

1 5 深梁
、

短梁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l0(1D
一

嚣)和水平分

布钢筋配筋率 10
。n

(P sh
一

繁)
、

竖 向分布钢筋配筋率队 (P sv
一

嚣)、 U 3 v ， 、 V 0 h ，

不应小于表 1O
．

6
．

1 5 的规定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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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梁
、

短梁的最小配筋率 (％ )

钢 筋 种 类 1纵向受拉钢筋 l水平分布钢筋 I竖向分布钢筋

H P B 2 3 5 级 1 0
．

2 5 (o
．

2 5 ) l O
．

2 5 ( O
．

1 5 ) I O
．

2 O ( O
．

1 5 )

竺竺竺型竺竺坚』竺竺兰L 竺竺竺-_L兰竺竺兰世 竺 !
注 ： 深梁取用不带括号的值

， 短梁取用带括号的值
。

1 O ．

6
．

1 6 对于跨高比 Z。／̂ > 3
．

5 的短梁也可不配置水平分布钢筋
，

此时 ，

竖向分布钢筋截面面积可按 1O
．

6
．

5 条取 A 。n —

O 进行计算 ，

但竖向分布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仍应遵守表 1 O
．

6
．

1 5 的规定
。

l 0 ．

6
．

1 7 深梁应配置不少于两片由水平和竖 向分布钢筋组成 的

钢筋网 (见 图 l 0
．

6
．

1 2
—

1 )
。

水平分布钢筋宜在端部弯折锚 固

(见图 1 O
．

6
．

1 7 a ) ，

或在中部错位搭接 (见 图 1 0
．

6
．

1 7 b ) 或焊接
。

分布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 m m ，

间距不应大于 2 o 0 m m 。

在分布钢

筋的最外排两肢之间应设置拉筋 ，

拉筋在水平和竖向两个方向的

间距均不宜大于 6 O 0 m m 。

在支座区高度与宽度各为 0
．

4 ^ 的范围

(见图 1 O
．

6
．

1 2
—

1 和图 10
．

6
．

1 2
—

2 ) 内 ，

拉筋的水平和竖向间距

不宜大于 3 O 0 m m 。

飞
r_

—

叫

要l仨j
a
) 在 端 郡 弯 折 锚 固 b ) 在 中邵 错 位 搭 接

图 l0 ．

6
．

17 分布钢筋的搭接

l O ．

7 叠合式受弯构件

1 O ．

7
．

1 施工 阶段不加支撑的叠合式受弯构件
，

应对叠合构件及

其预制构件部分分别进行计算 。

预制构件部分应按第 6 章和第 7

章中有关受弯构件的规定计算 ； 叠合构件应按 1 O
．

7
．

2
～

1 O
．

7
．

1 3

条进行计算 。

施工 阶段设有可靠支撑的叠合式受弯构件 ， 可按普通受弯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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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 定 计 算 ，

但其斜截 面和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应分别按
1O ．

7
．

4 条和 1 O
．

7
．

5 条的规定计算
。

当 矗，／矗< 0
．

4 时
，

应在施工

阶 段设置可靠支撑
。

此处 ， ^ 。 为预制构件截面高度
， ^ 为叠合构

件截面高度 。

1O ．

7
．

2 对施工 阶段不加支撑的叠合式受弯构件的内力
，

应分别

按下列两个阶段进行计算 ：

l 第
一

阶段 ： 叠合层混凝土未达到强度设计值前 的阶段
。

荷载由预制构件承担 ， 预制构件按简支构件计算
。

荷载考虑预制
、

构件 自重 、

预制板 自重
、

叠合层 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工 活荷载
。

2 第二 阶段 ： 叠合层混凝土达到强度设计值后 的阶段
。

叠

合构件按整体结构计算 。

此时 ，

荷载考虑下列两种情况并取其较

大值 ： 施工 阶段
，

考虑叠合构件 自重
、

预制板 自重
、

施工 阶段的

永久荷载及施工 活荷载 ； 使用阶段
，

考虑叠合构件 自重
、

预制板

自重 、

使用阶段的永久荷载及可变荷载
。

l 0 ．

7
．

3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 6
．

2
．

1 条

或 6
．

2
．

2 条进行计算
，

其中
，

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

预制构件

M l —

M lG + M 1 Q (1 O
．

7
．

3
—

1 )

叠合构件的正弯矩区段
M —

M 1G + 』％ G + 』％ Q (1 O
．

7
．

3
—

2 )

叠合构件的负弯矩 区段

M =

M 2G + M 2Q (1O
．

7
．

3
—

3 )

式 中 M ，
— —

预制构件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M — —

叠合构件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M ，。
— —

第
一

阶段预制构件 自重
、

预制板 自重和叠合层 自

重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M 。。
— —

第
一

阶段施工 活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

值 (N
· m m ) ；

M ：。
— —

第二 阶段永久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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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Q
— —

第二 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取第二 阶段施工 活荷载或使用阶段可

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中的较大值 。

上 述各弯矩设计值
，

均应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在计算中 ，

叠合构件的正 弯矩区段 的混 凝土 强 度等级应按叠

合层取用 ； 负弯矩区段 的混凝土 强 度等级应按计算截面受压 区 的

实际情况取用
。

1 0 ．

7
．

4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 的斜截面承载力
，

应按 6
．

5 节的有

关规定进行计算 ，

其中
，

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

预制构件

y l —

y l G + 、／，1o (1 O
．

7
．

4
—

1 )

叠合构件

V —

y 1 G + V 2 G + V 2 Q (10
．

7
．

4
—

2 )

式 中 V 。
一 一

预制构件的剪力设计值 (N ) ；

V — —

叠合构件的剪力设计值 (N ) ；

V ，c
— —

第
一

阶段预制构件 自重
、

预制板 自重 和叠 合层 自

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N ) ；

V ，Q
— —

第
一

阶段施工 活荷载在计算 截 面产 生 的剪 力设计

值 (N ) ；

V zo
— —

第二 阶段永久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N ) ；

V z Q
— —

第二 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剪力设计值

(N ) ，

取第二 阶段施工 活荷载或使用 阶段可变荷载

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剪力设计值 中的较大值 。

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应分别按叠合构件

和预制构件进行计算 ； 对叠合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

应取叠合层和

预制构件中较低的混凝土 强度等级进行计算
，

且 不 应低于预制构

件的受剪承载力 。

对于预应力混凝 土 叠合构件
，

不应考虑预应力对受剪承载力
的有利影响 ，

即取 V 。 一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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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

7
·

5 当叠合梁符合 1 O
．

2
．

7 条及 1 O
．

7
．

1 4 条的各项构造要求

时 ，

其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

K V ≤ 1．2厂lM o + 0
．

8 5^
。

竺勘 。 (10
．

7
．

5
—

1 )
5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厂t— —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应取叠合层

和预制构件 中的较低值 ；

厶
— —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z ) ，

按表 4
．

2
．

3
—

1

中 ，，

的值确定 ；

A 。， — —

箍筋的截面面积 (m m z ) ；

s — —

箍筋的间距 (m m )
。

对于不配箍筋的叠合板 ，

当符合 1O
．

7
．

1 5 条的构造要求时
，

其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

群≤ 叫

10 ·

7
·

6 承受局部集中荷载作用的叠合板 ，

其受冲切承载力应按
6 ·

7
-

1 条和 6
．

7
．

3 条进行计算
，

但计算公式中的混凝土 轴心抗拉
强度设计值 厂l应取预制构件和叠合层中的较低值 。

1 0 ·

7
·

7 要求不出现裂缝的叠合式受弯构件
，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

合下的正 截面抗裂验算应符合下式规定 ：

‰ ≤ ym 口。。

厂。k (1O
．

7
．

7
—

1 )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 的混凝 土 法 向应力 吼。

(N ／m m 。) 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

预制构件

瓯。 =

啦 铲
坠 (1O

．

7
．

7 - 2 )

叠 合构件
％ 一

镣
+ 坠 挚 ㈣

．

7
．

7 ㈣

式 中 厂
t“

— —

预制构件 的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N ／m In 2) ，

按丧 4
．

1．4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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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
— —

截面抵抗矩塑性系数
，

按附录 C 采用 ；

a 。。 — —

混凝 土拉应力 限制系数
，

取为 O
．

8 5 ；

M ，c t
— —

第
一

阶段预制构件 自重
、

预制板 自重 和叠合层 自

重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 N
· m m ) ；

M lQ t
— —

第
一

阶段施工 活荷 载标 准值 在计算 截 面产生 的弯

矩值 (N
· m m ) ；

M z c t
— —

第二 阶段永久荷载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

值 (N
· m m ) ；

M jQ t
— —

第二 阶段可变荷载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

值 (N
· m m ) ， 取本 阶段施 工 活荷 载标 准值 或 使

用阶段可变荷 载标 准值 在计算 截 面产生 的弯矩值

中的较大值 ；

W o -
— —

预 制 构 件 换 算 截 面 受 拉 边 缘 的 弹 性 抵 抗 矩

(m m 。) ；

W 。
— —

叠 合 构 件 换 算 截 面 受 拉 边 缘 的 弹 性 抵 抗 矩

(m m 。)
，

此 时
，

后浇部 分 的混凝 土截 面面积应按

弹性模 量 比换 算 成 预 制 部 分 的混 凝 土 截 面 面 积

计算 。

1 0 ．

7
．

8 钢筋混凝土 叠 合式受弯构件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
，

其

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 a 。。应符合下列要求 ：

以k 一 口。I k + d 。2 k ≤≤O
．

9 -厂v (10
．

7
．

8
—

1 )

式 中 吒“
— —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叠合式受弯构件纵 向受拉钢

筋的应力 (N ／m m 。)
。

在弯矩 M 。c t 作用下预制构件 中纵 向受拉钢筋 的应 力 吼 ，。

(N ／m m 。)可 按下式计算 ：

％ 。 一

d‰ ( 1O．7
．

8 _ 2 )

式中 A 。
— —

预制构件中纵 向受拉钢筋的总截面面积 (m m 。) ；

危。，
— —

预制构件截面有效高度 (m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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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弯矩 M 2c t 和 M 2o k共同作用下
，

叠合构件 中纵 向受拉钢筋

的应力增量 口。。t (N ／m m 。) 可按下式计算 ：

o ．

5 (M 2G k + M 2Q k ) f1 + 譬1
％ 产

— — —

丽 丽 忑 u ( 1O ．7
·

8 _ 3 )

当 M lG k < O
．

3 5 M 1 。

时 ， 式 ( 10
．

7
．

8
—

3 ) 中的 O
．

5 ( 1 + ^ l ／̂ )

值 应取等于 1．O ； M l
。

为预制构件正 截面受弯极限承载力
，

应按

式 (6
．

2
．

1
—

1 ) 计算
，

但式中应取等号
，

并以 M 1
。

代替 K M
。

l O ．

7
．

9 钢筋混凝土叠合式受弯构件应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

按荷

载效应的标准组合所求得的最大裂缝宽度 ∞ 。 。。

不应超过表 3
．

2
．

7

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

配置带肋钢筋的叠合式受弯构件
，

最

大裂缝宽度 ∞ 。 。。

( m m ) 可按下式计算 ：

砌 。 。。 ： a 垒学 f3 0 + f + o
．

o 7 尘 1 ( 10
．

7
．

9 )
B s ＼ I【，Ie ，

式中 a
— —

考虑构件受力特征和荷载长期作用的综合影响系

数 ，

取为 2
．

3 ；

d m 、 瓯 2 k
— —

按式 (1O
．

7
．

8
—

2 ) 和式 ( 1O
．

7
．

8
—

3 ) 计算 ；

其他符号的意义及取值与 7
．

2
．

2 条相同
。

l 0 ．

7
．

1 O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进

行验算
，

其计算值不应超过表 3
．

2
．

8 规定的挠度限值
。

l 0 ．

7
．

1 l 叠合式受弯构件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的刚度 B 可按

下式计算
：

肚

希 赢 民

式 中 M t
— —

叠 合 构 件 按 荷 载 标 准 值 计 算 得 出 的 弯 矩 值

(N · m m ) ， ^氟
=

M m k + 』％ G k + ％ Q k ；

B 小 B
。z

— — ‘

预 制 构 件
、

叠 合构件第 二 阶段 的 短 期 刚 度
(N · m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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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

7
．

1 2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作用下叠合式受弯构件正 弯矩 区 段

内 的短期刚度 ，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

l 预制构件的短期刚度 B
。。可按式 (7

．

3
．

3
—

2 ) 计算
，

计算
中取用预制构件混凝土 的弹性模量 E

。。 。

2 叠合构件第二 阶段的短期刚度可按下式计算 ：

B 。2 = (o
．

0 2 5 + 0
．

2 8嘶 ID) ( 1 + 0
．

5 5 ∥ + 0
．

1 2 y f) E
。2 她 i

O ．66 + O ．

3 4 等
( 】O ． 。

7
．

1 Z )

式中 E cz
— —

叠合层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N ／m m z ) ；

吡 — —

钢筋弹性模量与叠合层混凝土 弹性模量 的 比值
，

％ 一

E ／E
。2 ；

其他符号意义及取值见式 (7
．

3
．

3
—

2 )
。

l O ·

7
·

1 3 叠合式受弯构件负弯矩 区段 内第 二 阶段 的短期 刚度
B sz ， 可按式 (7

．

3
．

3
—

2 ) 计算
，

其中混凝土 弹性模量取为 E ∽

吡 =

E
。

／E
。l 。

lO ．

7
．

1 4 叠合梁除应符合普通梁的构造要求外
，

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预制梁的箍筋应全部伸人叠合层
， 且 各肢伸人 叠 合层的

直线段长度不宜小于 1 O d (d 为箍筋直径 )
。

2 在承受静荷载为主的叠合梁中
，

预制构件 的叠合面可采

用凹凸不小于 6 m m 的 自然粗糙面
。

3 叠合层混凝土的厚度不宜小于 1 0 0 m m ， 叠合层混凝土的

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 2 O 。

4 严寒
、

寒冷地区 的叠合梁
，

混凝土的抗冻等级分别不应

低于 F 3 O 0 和 F 2 o 0
。

其叠合面不应暴露于饱 和水气或积雪结霜的
环境 。

10 ·

7
·

1 5 叠合板 的预制板 表 面应作 成 凹凸不小 于 4 m m 的 自然

粗糙面 。

叠合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 2 O
。

承受荷 载较大

的叠合板 ， 宜设置伸入叠合层的构造钢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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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
、

寒冷地 区不 宜 采用叠合板
。

1 O ．

8 立 柱 独 立 牛 腿

1 O ．

8
．

1 立 柱 上 的独 立 牛 腿 (当剪跨比 口 ／̂ 。≤ 1．0 时 )

寸 ， 应符合下列要求 (见 图 1 O
．

8
．

1 ) ：

1 牛腿的裂缝控制应满足下式要求 ：

^ ≤ p
(’_ o ．5

甓)巷舞

的截面尺

式 中 F
，“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得 出的作用于牛腿顶面的竖 向

力值 (N ) ；

．F 从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得出的作用于牛腿顶面 的水平

拉力值 (N ) ；

厂。t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标 准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4 确定 ；

卜 裂缝控制系数 ，

对于水 电站厂房立柱 的牛腿 ， 取

卢一 0
．

6 5 ； 对 于 承 受 静 荷 载 作 用 的 牛 腿 ， 取 p
=

O
．

8 O 。

口 — —

竖向力作用点至下柱边缘 的水平距离 ( m m ) ， 应

考虑安装偏差 2 0 m m ； 当考虑 2 O m m 安装偏差后

的竖向力作用点仍位 于下柱截 面以内时 ，

应取 n

=

0 ：

6 — —

牛腿宽度 ( m m ) ；

^ o
— —

牛腿 与下柱交接处 的垂直截面有效 高度 ( m m ) ，

取 ^ 0 一

^ 1
一

n 。

+ c t a n 口 ， 此处 ， ^ I 、 n 。 、 c 及 口 的意

义见图 1 O
．

8
．

1 ，

当 口> 4 5
。

时
，

取 口 一

4 5
。 。

2 牛腿外边缘 高度 ^ ， 不应小 于 ^ ／3
， 且 不 应 小 于 2 O 0 m m 。

3 吊车梁外边缘至 牛 腿 外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1 O 0 m m 。

4 牛腿顶面在竖 向力标准值 F
。“作用下

，

其局部受压 应 力

不应 超过 O
．

兀
．

厂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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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4 Za

h _ }
一 一

H

图 l 0
．

8
．

1 牛腿的外形及钢筋布置

l0 ．

8
．

2 当牛腿的剪跨比 n ／矗。≥ O
．

2 时 ， 牛腿的配筋设计应符合

下列要求 ：

1 牛腿中由承受竖 向力所需 的受拉钢筋和承受水平拉力所

需的锚筋组成的受力钢筋的总截面面积 A 。

应满足 ：

A 。

≥ K (矿‰ 扎 2

雾)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F ，
— —

作用在牛腿 顶 面 的 竖 向力设计值 (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F n
— —

作用在牛腿顶 面的水平拉力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2 牛腿 的受力钢筋宜采用 H R B 3 3 5 级或 H R B 4 O O 级钢筋
。

承受竖向力所需的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以截面 娩 。 计 ) 不 应

小于 O
．

2 ％
， 也不宜大于 O

．

6 ％ ， 且 根 数不宜少于 4 根
，

直径不

应小于 1 2 m m 。

受拉钢筋不应下弯兼作弯起钢筋
。

承受水平拉力 的锚 筋不 应少 于 2 根
，

直径不应小 于 1 2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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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筋应焊在预埋件上
。

全部纵向受力钢筋及弯起钢筋宜沿牛腿外边缘向下伸入下柱

内 1 5 O m m 后截断 (图 1 O
．

8
．

1 )
。

纵 向受力钢筋及弯起钢筋伸入

上 柱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 O
．

4
．

2 条的规定
。

当牛腿设于上 柱 柱 顶 时 ，

宜将 牛腿对边 的柱外侧纵 向受力

钢筋沿柱顶水平弯人牛腿 ，

作为牛腿 纵 向受拉 钢筋使 用 ； 当牛

腿顶面纵 向受 拉 钢 筋 与牛腿对 边 的柱外 侧 纵 向钢 筋分 开配置

时 ， 牛腿 顶 面纵 向受 拉钢筋应弯人 柱 外侧
， 并 应符 合 1 0

．

4
． 一

3

条有关钢筋 搭接 的规定 ，

同时应满足水平投影长度不应小于

O ．

4 Z
。

和垂直投影长度 等 于 1 5 d 的要求 ； 如上 柱宽度较小不能

满足 0
．

4 z。

的条件时
，

应按 1 0
．

4
．

3 条规定 的顶层框架节点锚 固

处理 。

3 牛腿应设置水平箍筋
，

水平箍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6 m m ，

间距为 1 O 0
～

1 5 O m m ，

且在上部 2 ^ 。／3 范围内的水平箍筋总截面

面积不应小于承受竖向力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的 1／2
。

4 当牛腿的剪跨比 口／̂ 。≥ O
．

3 时 ， 宜设置弯起钢筋 A
。。 。

弯

起钢筋宜采用 H R B 3 3 5 级或 H R B 4 0 0 级钢筋
，

并宜使其与集 中

荷载作用点到牛腿斜边下端点连线的交点位于 牛 腿上 部 z／6
～

z／2

之 间的范围内
， Z 为该连线的长度 (见 图 1O

．

8
．

1 ) ，

其截面面积

不应小于承受竖 向力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的 l／2
，

根数不应 少于

2 根 ，

直径不应小于 1 2 m m 。

l O ．

8
．

3 当牛腿的剪跨 比 n ／̂ 。< O
．

2 时 ， 牛腿的配筋设计应符合

下列要求 ：

1 牛腿应在全高范围内设置水平钢筋
，

承受竖 向力所需 的

水平钢筋总截面面积应满足下式规定 ：

K F 。

≤ ／
。蚰 o + f1

．

6 5
—

3 } 1A
。h ^ (1o

．

8
．

3 )
、 ¨ 0 ，

式中 A 曲
— —

牛腿全高范 围内
，

承受竖 向力所需的水平钢筋总

截面面积 ( m m 。) ；

厂I
— —

混凝 土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按 表 4
．

1
．

5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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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

厂，
— —

水平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 ／H ·m 2)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2 配筋时
，

应将承受竖 向力所需 的水平钢筋总截面面积的
4 0 ％

～

6 O 9／6 (剪跨比较小时取小值
，

较大时取大值 ) 作为牛腿顶
部受拉钢筋 ，

集中配置在牛腿顶面 ； 其余的则作为水平箍筋均匀

配置在牛腿全高范围内 。

当牛腿顶面作用有水平拉力 F h 时
，

则顶部受拉钢筋还应包括

承受水平拉力所需的锚筋在 内 ，

锚筋的截面面积按 1．2 K F h／，Y

计算
。

承受竖向力所需的顶部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以 拍 。 计 ) 不 应

小于 o
．

1 5 ％
。

顶部受拉钢筋 的配筋构造要求 和锚 固要求 与 1 0
．

8
．

2 条 2 款

相同 。

3 水平箍筋应采用 H R B 3 3 5 级钢筋 ，

直径不应小于 8 m m ，

间距不应大于 1 O 0 m m ，

其配筋率 阳
一

芝粤不应小于 o
．

1 5 9／5
，

此
U 3 v

处 ， A
。n -为单肢箍筋 的截 面面积 ； 行 为肢数 ； s 。

为水平箍 筋 的

间距 。

4 当牛腿的剪跨比 口 ／̂ 。< O 时 ， 可不进行牛腿 的配筋计算
，

仅按构造要求配置水平箍筋 。

但当牛腿 顶 面作用有水平拉力 F h

时 ，

承受水平拉力所需的锚筋仍按本条 2 款的规定计算配置
。

1 0 ．

9 壁 式 连 续 牛 腿

1O ．

9
．

1 壁式连续牛腿 的计算宽度 6 可取 为 1 m ，

在 1 m 宽度的

连续牛腿上作用的竖向轮压标准值 F
。。及设 计 值 F

，

和横 向水平

刹车力标准值 F 。t 及设计值 F h
， 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

P
P

，k
’ V 。 一

百了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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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h k

^ “ 一

百
。

P
，

^ 一

磊
口

P h

， “ 一

爵

式中 P 小 P 胁
— —

由荷载标准值计算的作用于牛腿顶部的吊车
一

侧计算轮组的总竖向轮压标准值和横向水

平刹车力标准值 (N ) ；

P 。 、

P n
— —

作用于牛腿顶部的吊车
一

侧计算轮组的总竖

向轮 压 设 计 值 和横 向水 平刹 车力设 计值

(N ) ， P
。 一

l I 1O P
。k ， P h =

1．1 0 P hk ；

B 。
— —

连续牛腿计算轮组的轮压分布宽度 (m m )
。

计算轮组 的总竖 向轮压 P
，。和轮压分布宽度 B 。 可分别按下

列公式计算
。

吊车 一

侧 2 轮时
，

按 2 轮组计算 ：

P ，k 一

2 P 。 。 ， B 0 =

B l + 口 (10
．

9
．

1
—

5 )

吊 车
一

侧 4 轮或 8 轮时 ， 按 4 轮组计算 ：

P 。k 一

4 P 。 。 ， B 0 —

2 B 1 + B 2 + 口 (10
．

9
．

1
—

6 )

吊 车
一

侧 1 2 轮时
，

按 6 轮组计算 ：

P 。k 一

6 P 。 。 ， B o =

4 B l + B 2 + 口 ( 1O
．

9
．

1
—

7 )

式 中 P
。 。。

— —

吊车单轮 的最 大竖 向轮压标准值 ( N ) ，

按工 艺

设计或设备供应商提供的数值采用 ；

B - 、

B z
— —

吊车特征轮距 ( m m ) (见图 1 O
．

9
．

1 a ) ，

当 B ： 大

于 2 口 时
，

取 B 2 —

2 c￡；

a — —

轮压作用点 到下部墙 面之 间的水平距离 ( m m )

(见 图 1 0
．

9
．

1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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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m x P M

上上
幽

P 。 。 P ⋯ P 。。 。 P ⋯

P 。 ， P m a 。 P 。 。 P 。 ， P ⋯ P 。 。 P 。 ， P ．⋯

LI—

￡』
—

鱼
—

一

a
) 吊车轮压及轮距分布 b ) 壁式连续牛腿截面

围 l0
·

9
．

1 壁 式 连 续 牛腿 轮 压 分 布 宽 度计 算

10 ．

9
．

2 吊车轮压 R
、

F
。t 及水平力 F h

、

F “t 等确定后
， 壁式 连

续牛腿的配筋仍可按 1 O
．

8
．

1
～

1 O
．

8
．

3 条的规定进行
，

计算时牛

腿宽度 6 取为 1 m 。

在连续牛腿伸缩缝两侧各 2 m 范围内
，

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应

按 1 O
．

8
．

2 条或 1 O
。

8
．

3 条求得的截面面积乘以 1．3
。

1 0 ．

9
．

3 连续牛腿承受竖向力的受拉钢筋宜采用 H R B 3 3 5 级或

H R B 4 0 O 级钢筋
，

其 配筋率 不应小 于 0
．

1 5 ％
，

直径不 应 小 于
1 2 m m ，

沿牛腿纵 向的间距不宜大于 2 5 0 m m ，

并不应下弯兼作弯

起钢筋 。

水平受拉钢筋伸人墙体的长度不应小于锚 固长度 Z
。 ，

并

宜伸至墙体的对边 ，

满足水平投影长度不小于 O
．

4 z
。

和竖直投影

长度等于 1 5 d 的要求 (见 图 1 O
．

9
．

3 a )
。

当上 部 墙 体厚度较小不

能满足 0
．

4 z
。

的条件和牛腿顶面以上 没 有墙体时
，

则水平受拉钢

筋应伸至下 面墙体的对边并与墙体的竖向钢筋相搭接
，

搭接方式

可按框架顶层端节点的方式处理 (见图 1 0
．

9
．

3 b )
。

1 O ．

9
．

4 连续牛腿的水平箍筋可用水平拉筋或水平 U 形钢筋替

代 。

钢筋宜采用 H R B 3 3 5 级钢筋
，

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 m m ，

竖

向间距 不 应 大 于 1 5 0 m m ， 沿 牛 腿 纵 向 的 水 平 间 距 不 应 大 于

】5

www.weboos.com



图 l 0
．

9
．

3 连 续 牛腿 的 配筋构 造

3 0 0 m m 。

水平箍筋伸入墙体的长度不应小于锚 固长度 z
。 ，

并宜伸

至墙体的对边 。

当剪跨比 口／̂ 。< O
．

2 时
，

水平箍筋用量还应满足

P s， 。

瓮不小于 o
．

1 2 ％ ( H R B 3 3 5 级钢筋 ) 的要求
。

l O ．

9
．

5 连续牛腿的剪跨 比 口 ／̂ 。≥ O
．

3 时
， 宜设置弯起钢筋 ，

其

设置位置 、

截面面积及直径同 1 O
．

8
．

2 条 4 款的规定
，

其根数每

米不应少 于 3 根
。

连续牛腿的纵向构造钢筋应沿受拉钢筋周边设置 ，

每米不应

少于 3 根 ，

直径不应小于 1 2 m m 。

1 0 ．

1 O 弧 形 闸 门 支 座

l O ．

1 0
．

1 弧门支座附近闸墩 的局部受拉 区的裂缝控制应满足下

列公式要求 ：

1 闸墩受两侧弧门支座推力作用时

F k≤ O
．

7，Ik 弛 (1 O
．

1 O
．

1
—

1 )

2 闸墩受
一

侧弧门支座推力作用时

F k≤ 堕 亟 塑 (1o
．

10
．

1
—

2 )

等 + O
．

2 0
n - 0 ⋯

式中 F k
— —

按荷载标准值计算 的闸墩
一

侧弧 门支座推力值

1 5 2

⋯
www.weboos.com



(N ) ；

6 — —

弧 门支座宽度 ( m m ) ；

B — —

闸墩厚度 (m m ) ；

印 — —

弧门支座推力对 闸墩厚度 中心线 的偏心距 (m m ) ；

-厂。。一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标 准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4 确定
。

不能满足上式要求时 ，

应加大弧门支座宽度或提高混凝土强

度等级
。

1 O ．

1 O
．

2 闸墩局部受拉区 的扇形局部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应满足

下列公式要求 ：

闸墩受两侧弧门支座推力作用时

K F ≤ 厂，

∑A 。i c o s 最 ( 1 o
．

1 0
．

2
—

1 )

闸墩受
一

侧弧门支座推力作用时

K F ≤ 蔫 若乏 厂，

墨A sic o s 口i

( 1 O
．

1 O
．

2
—

2 )

式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采用 ；

F — —

闸墩
一

侧弧 门支座推力 的设计值 (N ) ，

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 ；

A 。。
— —

闸墩
一

侧局部受拉范围内的第 i 根局部受拉钢筋 的

截面面积 ( m m 。) ；

^
— —

局部受拉钢筋 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按表
4 ．

2
．

3
—

1 确定 ；

B ：
— —

受拉边局 部 受 拉 钢 筋 中心 至 闸墩 另
一

边 的距 离

(m m ) ；

a 。
— —

局部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 的距离 (m m ) ；

乱
— —

第 i 根局部受拉钢筋与弧 门推力方 向的夹角 (
。

)
。

闸墩局部受拉钢筋宜优先考虑扇形配筋方式 ，

扇形钢筋与弧

门推力方向的夹角不宜大于 3 O
。 ，

扇形钢筋应通过支座高度中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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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 (见图 1 0
．

1O
．

2 截面 2
—

2 ) 上 的 2 6 有效范围内
， 6 为弧门

支座宽度 。

闸墩局部受拉钢筋从弧 门支座 支承 面 (见 图 1 O
．

10
．

2 截面
1 —

1 ) 算起的延伸长度
，

不 应 小 于 2
．

5矗(^ 为支座高度 )
。

局部

受拉钢筋宜长短相间地截断 。

闸墩局部受拉钢筋的另
一

端应伸过

支座高度中点截面 (见图 1 0
．

1 O
．

2 截面 2
—

2 ) ，

并且至少有
一

半
钢筋应伸至支座底面 (见 图 10

．

1 O
．

2 截面 3
—

3 ) ，

并应采取可靠

的锚固措施 。

图 l O
·

10
·

2 闸墩 局 部 受拉 钢 筋 的有效 分 布范 围

当弧门支座距闸墩顶部距离较小时 ，

在闸墩顶部宜配置
一

至
二 层水 平 限裂钢筋 网

，

钢筋直径可取 1 6
～

2 5 m m ； 间距可取 1 5 O
～

2 O O m m 。

l O ·

1 O
·

3 弧 门支座 的剪跨 比 口／̂ 。 宜小 于 O
．

3 (Ⅱ 为弧门推力作
用点至 闸墩边缘 的距离 ) ，

其截面 尺 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见 图
1 O ．

1 0
．

3 ) ：

l 弧 门支 座 的裂 缝 控 制 要 求

F k ≤ O
．

7^ k 挠

式中 ^
— —

支座高度 (m m )
。

2 支座的外边缘高度 ，l， 不应小于 矗／3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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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0
·

1 0
·

3 中墩 弧 门支座 截 面构 造

3 在弧门支座推力标准值 F k 作用下
，

支座支承 面上 的局

部受压应力不应超过 0
．

7 5厂c
，

否则应 采取加 大受 压 面积
、

提高

混凝土强度等级或设置钢筋网等有效措施
。

l 0 ．

1 0
．

4 弧 门支座 的受力钢筋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 ：

五， I7 n

A 。

≥ # 等 (1O
．

10
．

4 )
V · o J y ，￡0

式中 A
。

— —

受力钢筋的总截面面积 ( m m 。) ；

口 — —

弧门支座推力作用点至闸墩边缘的距离 ( m m ) ；

^
— —

受力钢 筋 的抗 拉 强 度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2
．

3
一

l 确定
。

． 一

承受弧 门 支 座 推 力 所 需 的受 力 钢 筋 的 配 筋 率 不 宜 小 于

O ．

2 ％
。

中墩支座内的受力钢筋宜贯穿中墩厚度
，

并应沿弧门支

座下弯伸入墩 内不小于 1 5 d (见 图 1 0
．

1 O
．

3 ) ， 在此
， d 为受力钢

筋直径 。

边墩支座内的受力钢筋应伸过边墩 中心线后再延伸
一

个

锚固长度 Z
。 ，

另
一

端伸入墩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1 5 d
。

10 ．

1 0
．

5 弧 门支座应 设 置箍 筋
，

箍筋直径 不应小 于 1 2 m m ，

间

距可为 1 5 O
～

2 5 O m m ， 且在支座顶部 2 ^ 。／3 范围内的水平箍筋总

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 5 O ％
。

对于承受大推力的弧门支座 ，

宜在垂直于水平箍筋的方 向布

1 5 5

r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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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适 当的垂直箍筋
。

l 0 ．

1 0
．

6 当弧 门总推力 大于 2 5 o 0 O k N 时 ， 可 考 虑 采 用 预 应力

闸墩 。

l 0 ．

1 l 闸 门 门 槽

1 O ．

1 1
．

1 对 闸门门槽 ，

应按 5
．

4 节的规定对门槽部位的二 期混

凝土 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验算
。

l0 ．

1 1
．

2 当闸门每侧沿 门槽高度每延米受力大于 2 O 0 O k N 时
，

应对闸门门槽二 期混凝土 进行剪切承载力验算
。

必要 时
，

可采用

提高二 期混凝土 的强度等级或在二 期混凝土 内配置钢筋
、

掺加纤

维等措施 。

钢筋的配置可按非杆件体系有限元方法进行计算
，

按

应力图形进行配筋 。

1 O ．

1 1
．

3 必要时还应对
一

期混凝土进行剪切承载力验算
。

l O ．

1 2 水 电站钢筋混凝土蜗壳

1 0 ．

1 2
．

1 水 电站钢筋混凝 土 蜗壳适用于中低水头水 电站
。

当最

大水头在 4 O m 以 上 时
，

宜 采用 金属 蜗壳
。

需采用钢筋混凝土蜗

壳时 ， 应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

1 0 ．

1 2
．

2 钢筋混凝 土蜗壳顶板和边墙内力可简化成平面框架汁

算 ，

计算中宜考虑平面框架之间相互作用 (即环向作用 ) 以及蜗

壳上下锥体和座环 刚度 的影 响
。

当蜗壳顶板与侧墙厚度较大时
，

尚应考虑节点刚性和剪切变形影响 。

大型工程宜进行三 维有限元

或空间框架分析 。

1 0 ．

1 2
．

3 根据框架分析得 出的杆件体系的内力特征 ， 顶板和边

墙可按受弯 、

偏心 受压或偏心受拉构件进行承载力计算及裂缝宽

度控制验算 。

按 弹性 三 维有 限元计算 时
，

可 根据 应 力 图形 进行

配筋 。

l 0 ．

1 2
．

4 蜗壳顶板径 向钢筋 和侧墙竖 向钢筋 为主要受力钢筋
，

按计算配置 ，

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9
．

5 节的规定
。

蜗壳顶板径向

钢筋 应 呈 辐射 状
，

分上 下 两层 布置
，

钡lj墙竖向钢筋布置在内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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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 蜗壳配筋每延米长度不少 于 5 根 ，

其直径不 宜小 于 1 6 m m 。

顶板与边墙的交角处应设置斜筋 ，

其直径和间距 与顶板径 向钢筋

保持 一

致
。

l 0 ．

1 2
．

5 蜗壳顶板和侧墙应配置足够 的环 向钢筋
。

按平面框架

计算时 ，

顶板和侧墙环向钢筋配筋量不宜小于径 向钢筋 的 5 0 ％ ；

按三 维有限元或空 间框架计算 时 ， 顶板和侧墙环 向钢筋按计算

确定 。

l O ．

1 2
．

6 按杆件体 系设计 时
，

应对 蜗壳 混凝 土顶 板 和侧 墙按
6 ．

5 节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验算
。

l O ．

12
．

7 混凝 土蜗壳 最 大裂缝 宽度 不应 超 过 表 3
．

2
．

7 规 定 的

限值 。

lO ．

1 2
．

8 接力器坑
、

进人孔等孔洞部位应配置加强钢筋 ； 座环

部位应配置适量承压钢筋 ； 混凝土蜗壳上环部位宜设置与座环的

连接措施 。

1 0 ．

1 3 尾 水 管

l O ．

1 3
．

1 尾水管弯管段和扩散段的内力可简化成平面框架分析
，

计算时应考虑节点刚性和剪切变形影响 。

对于大型工 程宜进行三

维 有限元或空间框架分析
。

l0 ．

1 3
．

2 根据框架分析得 出的杆件体 系内力 ， 尾水管整体式底

板 、

顶板和边墙等可按偏心受压
、

偏心受拉或受弯构件进行承载

力计算及裂缝宽度控制验算 。

按弹性三 维有限元计算时 ， 可根据

应力 图形进行配筋 。

1O ．

1 3
．

3 尾水管顶板或整体式底板符合深受 弯构件 的条件时
，

应按深受弯构件设计 。

10 ．

13
．

4 尾水管顶板和底板垂 直水 流 向的受力钢筋应按计算配

置 ， 配筋率应符合 9
．

5 节的规定
。

l 0 ．

1 3
．

5 按平面框架分析时
，

尾水管顶板和底板还应 布置足够

的分布钢筋 。

扩散段底板分布钢筋不应小于受力钢筋的 3 0 ％
，

弯管段顺水流向钢筋不应小于垂 直水流向钢筋的 7 5 9／5
， 且 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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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不少于 5 根 ，

其直径不宜小于 1 6 m m 。

l O ．

1 3
．

6 尾水管顶板如果采用预制梁做浇筑模板时 ， 应按叠合

式受弯构件设计 。

l O ．

1 3
．

7 尾水管边墩主要为承压结构 ， 竖 向钢筋可按正截面受

压承载力计算配置 ，

并满足最小配筋率要求
，

水平分布钢筋不应

小于受 力 钢 筋 的 3 0 ％
，

且 每延 米 不 少 于 5 根
，

直径 不 宜 小

于 1 6 m m 。

l O ．

1 3
．

8 对 于 孔洞等易产生应力集 中的薄弱部位应配置 加 强

钢筋
。

1 O ．

1 3
．

9 整体式尾水管底板与边墩交角处外侧钢筋应形成封闭
。

顶板 、

底板与边墩内侧宜设置加强斜筋
，

斜筋直径和间距与顶板

和底 板主筋相 同 。

l O ．

13
．

1O 分离式尾水管底板的配筋构造要求应符合 1 O
．

1 节的

有关规定 。

1 0 ．

1 4 坝 体 内 孔 洞

l O ．

1 4
．

1 当坝体 内孔洞尺寸小 于 孔 周结构尺寸的 3 倍时
，

视为

小孔 口 ，

其孔洞周边附近应力可采用弹性力学小孔 口 理 论公式计

算 。

对于其他孔洞可采用结构力学方法或有限元方法进行计算
。

1 0 ．

1 4
．

2 坝体 内的廊道应根据廊道周边应力进行配筋
。

当廊道

周边混凝土最大拉应力小于 O
．

4 5／
。(厂l为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

计值 ) 时
， 可按构造要求配置钢筋

。

1 O ．

1 4
．

3 孔 口 钢筋宜靠近孔 口 周边布置
。

当钢筋布置层数较多

致使混凝土浇筑施工 困难时 ， 可根据拉应力大小及分布范围
，

将

钢筋分散布置在不同浇筑层内 。

1 0 ．

1 4
．

4 对竖 向布置 的矩形孔 口 ，

为防止角隅裂缝开展
，

宜布

置角缘斜筋 。

对水平或斜 向布置的孔 口 ，

考虑到施工 方便可采用

水平钢筋和竖向钢筋代替角缘斜筋 。

1 O ．

1 4
．

5 当孔 口 内水压力很大且 混 凝 土 裂缝控制要求难以满足

时 ，

宜采用钢衬结构
。

对 圆形孔 口可按钢衬 与钢筋混凝土联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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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计 ； 对矩形孔 口 ， 不 宜考虑钢衬与钢筋混凝土联 合受力作

用 。

钢衬设计应进行外压稳定校核
。

1O ．

1 4
．

6 由钢衬主要承担内水压力的孔 口 ，

即使混凝 土 内最大

拉应力小于 O
．

4 5一 (^ 为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 ， 也宜在

孔周适 当配置限裂钢筋 。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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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作用设计原则

l 1 ．

1
一

般 规 定

1 1 ．

1．1 下列情况应考虑温度作用 ：

— —

重要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抗裂验算 ；

— —

对限制裂缝宽度有严格要求 的超静定钢筋混凝土 结构

设计 ；

— —

为确定温度伸缩缝位置和设计防渗止水构造设施 ，

对结

构构件进行变形计算时 。

能保证 自由变形的非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可不考虑温度作用的

影响 。

坝体的温控设计应按坝工 设计的有关规范执行
。

1 1 ．

1 ．2 温度作用应按下列情况分别考虑 ：

— —

混凝 土浇筑施工 期
： 考虑外界气温

、

混凝 土 浇筑温度
、

胶凝材料水化热 、

调节结构温度状 态 的人工 温控措施
、

建筑物基

底及相邻部分的热量传导等 。

— —

结构运 用期
：

考虑外界气温
、

水温
、

结构表面 日照 影

响等 。

拱和框架等非大体积的超静定钢筋混凝土结构可只考虑运用

期 的温度作用
。

l 1 ．

1．3 气温
、

水温
、

表面 日照 辐射热等温度作用的计算参数及

周期变化过程应取 自工 程附近气象水文部门的实测资料 ， 或根据

《水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D L 5 O 7 7
—

1 9 9 7 ) 确定
。

l 1 ．

1．4 对于大型工 程
，

混凝土 的线热胀 系数 a 。 、

导热系数 A
、

比热 c 及 导温 系数 n 等热学特性指标
，

均应 由试验确定
。

对于
一

般工 程设计或大型工 程 的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 ，

可按附录 G

的 方法计算确定
。

胶凝材料水化热及混凝土 的绝热温升应通过试验确定
。

初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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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按附录 G 的方法计算确定
。

l 1 ．

1．5 对重要结构除温度作用外 ，

在混凝土浇筑初期
， 还应考

虑因湿度变化引起 的混凝土干缩对结构 的影响 。

混凝土的干缩变

化宜由试验确定 ，

初估时也可将混凝土 的干缩影响折算为 1 0
～

1 5℃ 的温降
。

大体积结构以及位于水下
、

与水接触
、

填土覆盖或在施工 期

采用补偿收缩水泥 、

掺用膨胀剂
、

长期湿养护
、

表面刷保水涂料

等有效措施的结构 ，

可不考虑湿度的作用 ； 位于湿润地区 的结构

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 ．

1 1 ．

1．6 对大型工 程或重要 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 ，

应采取有效的

温控措施 。

l 1 ．

2 大体积混凝土在温度作用下的裂缝控制

l 1 ．

2
．

1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的温度场应采用包括不稳定过程在内

的热传导方程计算 。

l 1 ．

2
．

2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在温度作用下的应力宜根据徐变应力

分析理论的有限单元法计算
。

弹性基础上 的混凝土结构
，

当基础与结构的材料特性符合 比

例变形条件时 ，

或刚性基础上 的混凝土结构
，

也可利用混凝土应

力松弛系数进行徐变温度应力计算 。

此时 ， 可将时间划分为 咒 个

时段 ，

计算每
一

时段首末 的温差 △t
、

混凝 土线热胀 系数 a 。

及

混凝土在该时段 的平均 弹性模 量 E 。

(t ) ，

然后求得第 i 时段 △t

内弹性温度应力 的增量 △哦 ，

并利用松 弛系数考虑混凝 土 的

徐变 。

计算时刻 ￡时的徐变温度应力 盯 ’

(￡) 可按下式计算 ：

口 ’

(￡)
=

∑ △d 。

K
。

(￡，t ) ( 1 1
．

2
．

2 )
f 1 1

式中 ￡
— —

计算时刻的混凝土龄期 ；

r i
— —

混凝土在第 i 时段中点的龄期 ；

K 。

(￡，t )
— —

混凝土的应力松弛系数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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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型工 程或重要 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
，

应力松弛系数宜通

过试验推算确定 。

l 1 ．

2
．

3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在温度作用下的抗裂验算宜符合下列

规定 ：

仃 ”

(￡) ≤ e ：(￡)E c(￡) (1 1
．

2
．

3
—

1 )
e 。(￡)

一

[O
．

6 5 5 a r c ta n (0
．

8 4￡)]e 。(2 8 ) ( 11
．

2
．

3
—

2 )

E 。

(￡)
一

1．4 4 [1
一

e x p (
一

0
．

4 1￡。
·

。。)]E c(28 )

(1 1．2 ．

3
—

3 )

式中 ￡。(f )
— —

计算时刻 ￡ 时的混凝土 允许拉应变
，

对于不掺

粉煤灰的混凝土可按式 (1 1
．

2
．

3
—

2 ) 计算 ；

E 。

(￡)
— —

计算时刻 ￡时的混凝土 弹性模量 (N ／m m 。) ；

e l(2s )
— —

2 8 d 龄期混凝土 的允许拉应变
，

可按 表 1 1
．

2
．

3

取值 ；

E 。。z。)
— —

2 8 d 龄期 的混凝 土 弹性模量 ( N ／m m 。) ，

可按

表 4
．

1．7 取值
。

表 l 1．2
．

3 2 8 d 龄期时的混凝土允许拉应变 8 lc．。1 (× l0
一

。 )

混凝土强度等级 C 1 5 C 2 O C 2 5 C 3 O

￡I( 2 8 )
0

．

5 0 0
．

5 5 O
．

6 O O
．

6 5

l 1
．

2
．

4 对于允许 出现裂缝 的结构 ，

当考虑温度作用影响且不满

足抗裂要求时
，

可按下列要求配置温度钢筋限制温度裂缝扩展
。

1 闸墩等底部受基岩约束的竖直墙体 (见 图 1 1
．

2
．

4 a ) ： 在

离基岩 L ／4 高度范围内
，

墙体每
一

侧面的水平钢筋配筋率宜为
0 ．

2 ％ ，

但每米配筋不多于 5 根直径为 2 5 m m 的钢筋 ； 墙体竖直

钢筋和上部 3 L ／4 高度范围的水平钢筋的配筋率宜为
，

O
．

1％
，

但

每米配筋不多于 5 根直径为 2 O m m 的钢筋
。

2 两端受大体积混凝土 约束的墙体 (见 图 1 1
．

2
．

4 b ) ： 每
一

侧墙体水平钢筋配筋率宜为 O
．

2 ％
，

但每米配筋不 多于 5 根直径

为 2 5 m m 的钢筋 ； 在离约束边 L ／4 长度范 围内 ，

每侧竖向钢筋

配筋率宜为 0
．

2 ％
，

但每米不多于 5 根直径为 2 5 m m 的钢筋 ； 其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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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位的竖向钢筋配筋率宜为 0
．

1 ％
，

但每米不多于 5 根直径为
2 O m m 的钢筋

。

卜
一 一

上
一

一 卜
一

L —
a
) 底部受约束的墙体 b ) 两 端受约束的墙体

L 一

墙长 ， H
一

墙高

图 l 1
．

2
．

4 墙体温度钢筋配置

3 底面受基岩约束的底板
，

应在板顶面配置钢筋 网
，

每
一

方向的配筋率宜为 O
．

1 9，6
，

但每米配筋不多于 5 根直径为 2 O m m

的钢筋 。

4 当大体积混凝土块体因本身温降收缩受到基岩或老混凝

土的约束而产生基础裂缝时 ，

应在块体底部配置限裂钢筋
。

温度作用与其他荷载共 同作用时
，

当其他荷载所需的受拉钢

筋面积超过上述 配筋用量时
，

可不另配温度钢筋
。

1 1 ．

3 考虑温度作用的钢筋混凝 土框架计算

l 1 ．

3
．

1 钢筋混凝土框架计算时 ， 应考虑框架封闭时的温度与运

用期间可能遇到的最高或最低多年月平均温度之间的均匀温差 。

必要时 ， 还应考虑结构在运用期 间的内外温差
。

1 1 ．

3
．

2 在计算钢筋混凝土框架的荷载效应组合时
，

温度作用可

视为可控制的可变荷载 。

l J ．

3
．

3 分析钢筋混凝土框架在温度作用产生的内力时
，

杆件的

刚度应取开裂后的实际刚度 。

可采用混凝土开裂后 刚度分段变化

的非线性分析方法或其他降低构件刚度的近似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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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

截面主拉应力在配筋方向投影 图形 的总面积扣除其

中拉应力值小 于 O
．

4 5厂t后 的 图形 面积 ( N ／m m ) ，

但扣除部分的面积 (如图 1 2
．

2
．

1 中的阴影部分所

示 ) 不宜超过 总 面积 的 3 0 ％
， 此处 ， _厂I 为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设 计 值 ( N ／m m 。 ) ， 按 表 4
．

1．5

确定 ；

6 — —

结构截面宽度 (m m )
。

圈 12
．

2
．

1 按 弹性应 力 图形 配筋

当 弹性应力图形的受拉 区高度大于结 构截面高度的 2／3 时
，

应按弹性主拉应力在配筋方向投影图形的全面积计算受拉钢筋截

面积 。

1 2 ．

2
．

2 当弹性应力图形的受拉区高度小于结构截面高度的 2／3 ，

且截面边缘最大拉应力 ％ 不大于 0
．

4 5工 时
，

可仅配置构造钢筋
。

1 2 ．

2
．

3 钢筋的配置方式应根据应力图形及结构受力特点确定
。

当配筋主要由承载力控制 ， 且 结构具有较明显 的弯 曲破坏特征

时 ，

受拉钢筋可集中配置在受拉区边缘 ； 当配筋主要由裂缝宽度
控制时 ，

钢筋可在拉应力较大的范围内分层布置
，

各层钢筋的数
量宜与拉应力图形的分布相对应 。

1 2 ．

3 非线性有限元计算原则

l 2 ．

3
．

1 当按钢筋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方法进行结构分析时
，

可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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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原则进行 ：

1 混凝土和钢筋 的本构关 系和破坏准则应 由试验确定
，

如

无试验资料时可采用经专门论证的数学模型
。

2 仅验算承载力时可不考虑钢筋 和混凝土之 间的粘结滑移；

验算裂缝宽度时应考虑钢筋和混凝土之 间的粘结滑移
。

在裂缝形

成之前 ，

钢筋和混凝土 之 间可认 为完全粘结
，

不发 生粘 结 滑移
。

裂缝形成之后 ，

裂缝模型可取为离散式或涂抹 (分布) 式
。

如需

模拟钢筋与混凝土之 间的粘结滑移
，

可在钢筋与混凝土之间设置

粘结单元或结合面单元 。

3 裂缝宽度验算时
， 宜用钢筋混凝 土非线性有 限元程序直

接得 出裂缝 的分 布与裂缝 的宽度 ； 对可事先确定裂缝 间距 的结

构 ，

裂缝宽度也可 由裂缝 区 域 中
一

个裂缝 间距两端 的相对位移

确定 。

4 承载力计算与裂缝宽度验算 时
，

钢筋和混凝土 的强度均

取为标准值 ； 混凝 土初始 弹性模 量可 由混凝 土 的强度等级按表
4 ．

1
．

7 取用
。

5 裂缝宽度控制验算时
，

荷载采用标准值
。

承载力验算时
，

荷载效应取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得出的荷载效应设计值与增大

系数 K
。

的乘积
。

当为钢筋受拉破坏时
， K

。

取值 为表 3
．

2
．

4 所

列数值 的 1．1 倍 ； 当为混凝 土 受压破坏 时
， K

。

取值为表 3
．

2
．

4

所列数值 的 1
．

4 倍
。

1 2 ．

3
．

2 对特别重要 的结构
，

宜配合进行专门的模型试验
， 以与

钢筋混凝土 有限元分析计算相互 验证
。

l 2 ．

3
．

3 采用的钢筋混凝土 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程序应经过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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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1 3 ．

1
一

般 规 定

l 3 ．

1．1 地震区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

除应符合本标准前列各章的

要求外 ，

还应按本章的规定进行构件抗震设计
。

l 3 ．

1 - 2 钢筋混凝土构件抗震设计时
，

应根据建筑物的设计烈度

提出相应的抗震验算要求 、

抗震措施和配筋构造要求
。

结构的抗震验算 ，

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设计烈度为 6 度时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建造于 Ⅳ类场地

上较高的高耸结构除外 ) ，

可不 进行截面抗震 验算
，

但应 符合本

章的抗震措施及配筋构造要求 。

2 设计烈度为 6 度时建造于 Ⅳ类场 地 上 较 高的高耸结构
，

设计烈度为 7 度和 7 度以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

应进行截面抗震

验算
。

3 基本烈度为 8 度地 区的框架结构
，

当高度不大于 1 2 m 且

体 型规则时
，

可按 7 度设防
。

4 基本烈度为 6 度以上 的地 区的次要 建筑物 可按 本 地 区基

本烈度降低
一

度进行抗震设计
。

l 3 ．

1 ．3 抗震验算时
，

钢筋混凝 土 构件截面承载力 的设计表达

式为 ：

K S ≤ R ( 1 3
．

1．3 )

式 中 K
— —

承载力安全系数
，

按表 3
．

2
．

4 中偶然组合项采用 ；

S — —

偶然组合下的荷载效应组合值 (即考虑地震作用组

合 的内力设计值 ) ，

按式 (3
．

2
．

2
—

3 ) 计算 ；

R — —

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
。

注 ： 按式 (3
．

2
．

2
—

3 ) 计算荷载效应组合值 S 时
，

由地 震作 用 产 生 的

荷载效应 S n x 在按 《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 L 2 O 3
—

9 7 ) 计

算时 ，

系指相应于设计烈度 的地震作用代表值所产生 的效应
，

此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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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应包括该规范所规定的地震作用的效应折减 系数 e 在 内
。

l3 ．

1．4 基本烈度为 8 度
、

9 度地区的大跨度结构及高耸结构尚

应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

1 3 ．

1．5 对于钢筋混凝土框架及铰接排架等结构
，

当设计烈度为
9 度时

，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 于 C 3 O ，

也不宜超 过 C 6 O ； 设计

烈度为 7 度
、

8 度时 ，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 2 5
。

纵向受力

钢筋宜 优 先 选 用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O O 级 钢 筋 ； 箍筋宜选用
H R B 3 3 5 级

、

H P B 2 3 5 级钢筋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时
，

纵 向受力钢

筋不宜采用余热处理钢筋 ； 纵向受力钢筋宜选用抗震性能好的钢

筋 ， 即其实测的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 的比值不应 小 于 1．2 5 ； 屈

服强度实测值与标准值的比值不应大于 1．3
。

不宜 以强度较高的钢筋代替原设计中的强度较低的纵向受力

钢筋 ，

如需要代换时
， 应按照钢筋受拉承载力相等的原则进行

代换 。

1 3 ．

1．6 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时
，

纵向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
z。E 应取为 Z

。E 一

1．15 z
。 ； 7 度时 ， k

—

1．O 5Z
。 ； 6 度时

， Z
。E —

z。 。 Z
。

为

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

按 9
．

3
．

2 条确定
。

纵向受力钢筋的接头宜按不同情况选用绑扎搭接 、

机械连接

或焊接 。

当采用绑扎搭接时
，

抗震搭接长度 Z厄
一

f z
。。 ，

} 为钢筋

搭接长度修正系数 ，

按 9
．

4
．

5 条确定
。

l 3 ．

2 框 架 梁

l3 ．

2
．

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梁
，

其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应按 6
．

2 节的公式计算
。

在计算中 ，

计人 纵 向受压钢筋的梁端截面受压 区计算高度 z

应符合下列要求 ：

设计烈度为 9 度时
z

≤ O
．

2 5 ^ 0

设计烈度为 7 度
、

8 度时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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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O
．

3 5矗o ( 1 3
．

2
．

式中 ^ 。
— —

截面有效高度 ( m m )
。

13 ．

2
．

2 框架梁梁端的剪力设计值 V 。 应按下式计算 ：

y e 一

半 半 帆 。 ㈣

式 中 M ：
、

M ：
— —

框架梁在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左
、

右端弯矩设

计值 (N
· m m ) ；

V c “
— —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时的重力荷载产生的剪力

设计值 ，

可按简支梁计算 (N ) ；

z。
— —

梁的净跨 (m m ) ；

仉 — —

剪力增大系数
，

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
、

7

度和 6 度 时
， 吼 分 别 取 为 1．4

、

1
．

2
、

1．1

和 1．O 。

式 (13
．

2
．

2 ) 中弯矩设计值之和 (懈 + 旭 ) 应分别按顺 时

针方 向和逆时针方 向计算 ，

并取其较大值
。

1 3 ．

2
．

3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矩形
、

T 形和 I 形截面的框架梁
，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
K V b ≤ O

．

4 2 -厂。M 。 + 1．2 5厂
，， 坐 ^ 0 (1 3

．

2
．

3
—

1 )
3

式中 砜
一 一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 时框架梁梁端 的剪力设计值
·

(N ) ，

按式 (1 3
．

2
．

2 ) 计算 ；

其他符号的意义及取值与 6
．

5
．

3 条相同
。

对承受集中力为主的重要 的独立梁 ，

式 ( 1 3
．

2
．

3
—

1 ) 中的

系数 O
．

4 2 应改为 O
．

3 ，

系数 1．2 5 应改为 1．O 。

设计烈度为 7 度
、

8 度
、

9 度的框架梁
，

其截面尺 寸 应 符合

下式规定 ：

K V b ≤ 0
．

2 -厂c胁 。 ( 1 3
．

2
．

3
—

2 )

13 ．

2
．

4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梁
，

其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不应大于 2
．

5 ％
， 也不应小于表 1 3

．

2
．

4 规定的数值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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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3
．

2
．

4 框架梁纵向受拉钢筋最小配筋 率 (％ )

设计烈度 截 面 位 置
支 座 跨 中

9 度 O
．

4 O O
．

3 O

8 度 O
．

3 O 0
．

2 5

6 度
、

7 度 O
．

2 5 O
．

2 O

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不宜小于 1 4 m m 。

梁的截面上部和下部

至少各配置两根贯通全梁的纵 向钢筋 ，

其截面面积应分别不小于

梁两端上 、

下部纵 向受力钢筋 中较大截面面积的 l／4
。

在框架梁两端的箍筋加密区范围内 ，

纵向受压钢筋和纵向受

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比值 A ：／A
。

不应小于 o
．

5 (设计烈度为 9 度 )

或 0 ．

3 (设计烈度为 7 度和 8 度 )
。

13 ．

2
．

5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梁
，

在梁端应加密箍筋
，

加密

区长度及加密区 内箍筋的间距和直径应按表 1 3
．

2
．

5
—

1 的规定

采用 。

第 一

个箍筋应设置在距节点边缘不大于 5 O m m 处
。

设计烈度

为 8 度和 9 度时
，

箍筋的肢距不宜大于 2 O 0 m m 和 2 O破 (d
。

为箍筋

直径 ) ； 设计烈度为 6 度和 7 度时
， 不 宜 大 于 2 5 0 m m 和 2 0 d

。 。

箍

筋端部应有 13 5
。

弯钩
，

弯钩的平直段长度不宜小于 1O d
。 。

非加密区的箍筋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箍筋间距的 2 倍
。

沿梁

全长的箍筋配筋率 风 ，

应符合表 1 3
．

2
．

5
—

2 的规定
。

表 l3
．

2
．

5
—

1 框架梁梁端箍筋加密区 的构造要求

设计烈度 箍筋加密区长 度 箍筋间距 箍筋直径

9 度 ≥ 2 ^ ； ≥ 5 O O m m ≤ 6 d ； ≤ ^ ／4 ； ≤ 1 0 O m m ≥ 1O m m ； ≥ d ／4

8 度

7 度

6 度

≥ 1 _ 5 ^ ； ≥ 5 O O m m

≤ 8 d ； ≤ ^ ／4 ； ≤ 1 O 0 m m ≥ 8 m m ； ≥ d ／4

≤ 8 d ； ≤ ^ ／4 ； ≤ 1 5 0 m m

≥ 8 m m ； ≥ d ／4

≥ 6 m m ； ≥ d ／4

注 1 ： ^ 为梁高
， d 为纵向钢筋直径

。

注 2 ： 梁端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大于 2 ％时
，

箍筋直径应增大 2 m m 。

1 7

www.weboos.com



表 13
．

2
．

5
—

2 沿梁全长的箍筋最小配筋率 (％ )

设 计 烈 度 9 度 8 度 7 度 6 度

钢筋种类
H P B 2 3 5 级 O

．

2 O O
．

1 8 O
．

1 7 O
．

1 6

H R B 3 3 5 级 O
．

1 5 O
．

1 3 0
．

1 2 O
．

1 】

1 3 ．

3 框 架 柱

1 3 ．

3
．

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
，

其正截面受压 承载力或受

拉承载力应按 6
．

3 节或 6
．

4 节计算
。

l 3 ．

3
．

2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
，

除顶层柱和轴压比筹小于

0 ．

1 5 外 ， 框架 节 点 的上
、

下 柱端 的弯矩 设 计值 总 和应 按 下式

计算 ：

∑M c =

玑∑M b (1 3
．

3
．

2 )

式 中 ∑M c
— —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 的节点上
、

下柱端 的弯矩设

计值之和 ；

∑M b— —

同
一

节点左
、

右梁端 ，

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 向

计算的两端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

和的较大值 ； 设计烈度为 9 度时
，

当两 端弯矩
均为负弯矩时 ， 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应取零 ；

臻 — —

柱端弯矩增大系数 ， 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
、

7

度 和 6 度 时
， 琅 分 别 取 为 1．4

、

1．2
、

1．1

和 1．O 。 ．

上柱端弯矩设计值 』坦 和下 柱 端弯矩设计值 啦
， 在

一

般情

况下 ，

可将式 (1 3
．

3
．

2 ) 算得的弯矩之和∑M
。 ，

按上
、

下柱端

弹性分析所得的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 比例进行分配得 出
。

当反弯点不在柱的层高范围内时 ，

设计烈度 为 9 度
、

8 度
、

7 度和 6 度的框架柱端弯矩设计值应按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

设计值分别直接乘以系数 1
．

4
、

1
．

2
、

1．1 和 1．0 确定
。

l3 ．

3
．

3 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和 7 度的框架结构底层柱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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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
，

应分别按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设计值的 1．5 倍
、

1．2 5

倍和 1
．

1 5 倍进行配筋设计
。 ．

1 3 ．

3
．

4 框架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设计值 V
。

按下式计算 ：

、／，。 = 仇 (啷 + M ：)／H
。

(1 3
．

3
．

4 )

式 中 H 。
— —

柱的净高 ( m m ) ；

M ：
、

M ：
— —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
， 且 经 13

．

3
．

2 条和 1 3
．

3
．

3 条调

整后的柱上 、

下端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

仉 — —

剪力增大系数
， 按 1 3

．

2
．

2 条取值
。

在式 (13
．

3
．

4 ) 中
，

尥 与 ^镤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
方向进行计算 ，

并取其较大值
。

1 3 ．

3
．

5 设计烈度为 7 度
、

8 度
、

9 度 的框架角柱 的弯矩
、

剪力

设计值应将按 1 3
．

3
．

2
～

1 3
．

3
．

4 条经调整后 的弯矩
、

剪力设计值

再乘以不小 于 1．1 的增大系数
。

l 3 ．

3
．

6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 的框架柱 的受剪截 面应符合下列

条件 ：

剪跨 比 A > 2 的框架柱

K V
。

≤ O
．

2厂c掘 0

剪跨比 A≤ 2 的框架柱

K U ≤ 0
．

1 5 _厂c跣 。

式中 A
— —

剪跨 比
， A

= 口／̂ 。 ；

n — —

集中力作用点至框架柱支座边缘的距离 (m m )
。

1 3 ．

3
．

7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
，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

下式规定 ：

d

K 、，r。

≤ 0
．

3 O厂l抽 o + 厂v
。 ：尘 ^ o + O

．

O 5 6 N (1 3
．

3
．

7 )
3

式 中 N
— —

考 虑 地 震 作 用 组 合 的框 架 柱 的轴 向压 力 设计 值

(N ) ，

当 N > 0
．

3，cA 时 ， 取 N
=

0
．

3^ A
。

1 3 ．

3
．

8 当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出现拉力时
，

其斜截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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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

K V 。

≤ o
．

3 o厂
。跏 o + 厶

，

半 矗。
一

0
．

2 N ( 1 3
．

3
．

8 )

式 中 N
— —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 的框 架柱 的轴 向拉 力 设 计值

(N )
。

当上式右边的计算值之和小于 ^
。

争
^ 。 时

，

取等于 厶 等
^ 。 ，

且 厂，。 ：≥矗。 值不应小于 0
．

3 6，I劬 o 。

13 ．

3
．

9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
，

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和
7 度时

，

其轴压 比分别不宜大于 O
．

7
、 O

．

8 和 O
．

9
。

l3 ．

3
．

1 O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 中
，

全部 纵 向受力钢筋 的

配筋率不应小于表 1 3
．

3
．

1 O 规定的数值
。

同时 ， 每
一

侧的配筋率

不应小于 0
．

2 ％
。

表 1 3
．

3
．

1 0 框架柱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 (％ J

l3 ．

3
．

1 l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中
，

箍筋的配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各层框架柱的上
、

下两端 的箍筋应 加 密 ，

加密 区 的 高度

应取柱截面长边尺寸 ^ (或圆形截面直径 D )
、

层间柱净高 H
。

的
1／6 和 5 O 0 m m 三 者中的最大值

。

柱根加密 区高度应取不 小 于该

层净高的 1／3 ； 剪跨 比 A≤ 2 的框架柱应沿柱全高加密箍筋
， 且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O 0 m m ； 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的角柱应沿柱

全高加密箍筋 。

底层柱在刚性地坪上
、

下各 5 0 O m m 范围内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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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箍筋
。

2 在箍筋加密区 内
，

箍筋的间距和直径应按表 1 3
．

3
．

1 1
—

1

的规定采用 。

表 l 3
．

3
．

1 l
一

1 框架柱柱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设计烈度 箍筋间距 箍筋直径

9
度 ≤ 6 d ； ≤ 1 O O m m

≥ 1 O m m

8 度 ≤ 8 d ； ≤ 1 [)(]m m ≥ 8 m m

7 度
≤ 8 d ； ≤ 1 5 O m m

(柱根≤ l 0 O m m )

≥ 8 m n l

6 度
≥ 6 m m

(柱根≥8 m m )

注 ： d 为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

3 设计烈度为 8 度的框架柱中
，

当箍筋直径不小于 1 0 m m ，

肢距不大于 2 O O m m 时
，

除柱根外
，

箍筋间距可增至 1 5 0 m m ； 设

计烈度 为 7 度的框架柱
，

当截面边长不大于 4 O 0 m m 时
，

箍筋直

径可采用 6 m m ； 设计烈 度为 6 度的框架柱
，

当剪跨 比 A ≤ 2 时
，

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 m m 。

4 在箍 筋 加 密 区 内
，

箍 筋 的体 积 配筋率 l0，

不 宜 小 于 表

13 ．

3
．

¨
一

2 的规定
。

体积配筋率计算时应扣除重叠部分的箍筋
体积

。

表 l 3
。

3
．

1 1
—

2 柱箍筋加密区内的箍筋最小体积配筋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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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箍筋加密区内
，

箍筋的肢距不宜大于 2 O O m m (设计烈

度为 9 度 )
、

2 5 0 m m 和 2 O 倍箍筋直径 的较小值 (设计烈度 为 8

度 、

7 度 )
、

3 O O m m (设计烈度为 6 度 )
。

6 在箍筋加密区 以外
，

箍筋体积配筋率不宜小于加密 区配

筋率的
一

半
。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 O 倍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设计

烈度为 9 度
、

8 度 ) 或 1 5 倍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设计烈 度 为 7

度 、

6 度 )
。

7 当剪跨 比 A≤ 2 时
，

设计烈度为 7 度
、

8 度
、 9 度的柱宜

采用复合螺旋箍或井字复合箍 。

设计烈度为 7 度
、

8 度时其箍筋

体积 配 筋 率 不 应 小 于 l _ 2 9／6； 设 计 烈 度 为 9 度 时
，

不 应 小

于 1．5 ％
。

8 当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超过 3 9，5时
，

箍筋应

焊成封闭环式 。

l 3 ．

4 框 架 梁 柱 节 点

13 ．

4
．

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
，

梁柱节点中的水平箍筋最大

间距和最小直径宜按表 1 3
．

3
．

1 1
—

1 取用
，

水平箍筋的体积配筋

率不宜小于 1．O ％ (设 计烈 度 为 9 度 )
、

O
．

8 ％ (设 计 烈 度 为 8

度 ) 和 0
．

6 ％ (设计烈度为 7 度 )
。

l3 ．

4
．

2 框架梁和框架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在框架节点的锚固和搭

接应符合下列 要求 ：

1 框架中间层的中间节点处
，

框架梁的上 部纵向受力钢筋

应贯穿中间节点 ； 梁的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伸人中间节点的锚固长

度不应小于 z。。 ， 且 伸过中心线不应小于 5 d (见 图 1 3
．

4
。

2 a )
。

梁

内贯穿中柱的每根纵向钢筋直径 ，

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时
， 不

宜大于柱在该方 向截 面尺寸 的 1／2 O ； 对 圆柱 截面不宜大 于纵 向

受力钢筋所在位置柱截面弦长的 1／2 O
。

2 框架中间层的端节点处
，

当框架梁上 部纵向受力钢筋用

直线锚固方式锚人端节点时 ，

其锚 固长度除不应小于 Z
。。外

，

尚

应伸过柱中心 线不小于 5 d ， 此处 ， d 为梁上 部纵向受力钢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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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

当水平直线段锚固长度不足时
，

梁上部纵 向受力钢筋应伸

至柱外边并 向下弯折 。

弯折前的水平投影长度不 应 小 于 0
．

4 z。。 ，

弯折后的竖直投影长度等于 1 5 d (见 图 1 3
．

4
。

2 b )
。

梁下部纵向

受力钢筋在中间层端节点中的锚固措施与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相

同 ，

但竖直段应向上弯入 节 点
。

3 框架顶层中间节点处
，

柱纵向受力钢筋应伸至 柱 顶
。

当

采用直线锚固方式时 ，

其 自梁底边算起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z
。。 ，

当直线段锚固长度不足时 ，

该纵向受力钢筋伸到柱顶后可向内弯

折 ，

弯折前的锚固段竖直投影长度不 应 小 于 0
．

5 z。。 ，

弯折后 的水

平 投影长度 不 小 于 1 2 d ； 当楼板为现浇混 凝 土
，

且 板的混凝土强

度 不低于 C 2 0
、

板厚不小于 8 0 m m 时
， 也可 向外弯折

，

弯折后的

水平投影长度不 小 于 1 2 d (见 图 1 3
．

4
．

2 c )
。

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时 ，

贯穿顶层 中间节点的梁上部纵 向受力钢筋的直径
， 不宜大

于柱在该方 向截 面尺寸 的 1／2 5 。

梁下部纵 向受力钢筋在顶层 中

间节点中的锚 固措施与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在中间层 中间节点处

的锚 固措施相同 。

4 框架顶层端节点处
，

柱外侧纵 向受力钢筋可沿节点外边

和梁上边与梁上部纵 向受力钢筋搭接连接 (见 图 1 3
．

4
．

2 d ) ，

搭

接长度不应小于 1．5 z。z ，

且伸人 梁 内的柱 外侧纵向受力钢筋截面

面积 不宜少 于柱 外 侧全部纵 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 6 5 ％
，

其 中

不能伸入梁 内的柱 外侧纵向受力钢筋
，

宜沿柱顶伸至柱内边 ； 当

该柱筋位于顶部第 一

层 时
，

伸至 柱 内边 后 ， 宜 向下 弯折不 小 于

8d 后截断 ， d 为柱外侧 纵 向受力钢筋 直径 ； 当该柱筋位于 顶 部

第二 层时
，

可伸至柱 内边后截 断 ； 当有现浇板 ， 且 现浇板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低于 C 2 O
、

板厚不小于 8 O m m 时
，

梁宽范围外的柱纵
向受力钢筋可伸入 板 内 ，

其伸入 长度与伸入梁内的柱纵向受力钢

筋相同 。

梁上部纵 向受力钢筋应伸至柱外边并向下弯折到梁底标

高 。

当柱外侧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大于 1．2 ％时
，

伸入 梁内的柱

纵向受力钢筋应满足以上规 定
， 且 宜分两批截 断

，

其截断点之间

的距离不 宜小 于 2 O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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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中间层中间节点 b ) 中间层端节点 c ) 顶层 中间节点

d ) 顶层端节点 (
一

) e ) 顶 层 端节点 (二 )

图 l3 ．

4
。

2 框 架 梁 和 框 架 柱 的 纵 向受 力 钢 筋

在 节点区的锚固和搭接

当梁
、

柱配筋率较高时
，

顶层端节点处的梁上部纵向受力钢

筋和柱外侧纵向受力钢筋的搭接连接也可沿柱外边设置 (见 图

13
．

4
．

2 e ) ，

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7 z。e ，

其中
，

柱外侧纵 向受力钢

筋应伸 至柱顶 ，

并 向内弯折
，

弯折段 的水平投影长度不 宜 小

于 1 2 d
。

梁上部纵 向受力钢筋及柱外侧纵向受力钢筋在顶层端节点上

角处的弯弧内半径 ，

当钢筋直径 d ≤ 2 5 m m 时
， 不宜小于 6 d ； 当

钢筋直径 d > 2 5 m m 时
，

不宜小于 8 d
。

当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大于 1．2 ％时
，

弯人 柱 外侧 的

粱上部纵向受力钢筋除应满足 以上 搭接长度外
， 且 宜 分两 批 截

断 ，

其截断点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2 0 d ， d 为梁上 部纵向受力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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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直径
。

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在顶层端节点中的锚固措施与中间层端

节点处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措施相同 。

柱内侧纵向受力钢

筋在顶层端节点中的锚固措施与顶层中间节点处柱纵向钢筋的锚

固措施相同 。

当柱为对称配筋时 ，

柱内侧纵向受力钢筋在顶层端

节点中的锚 固要求可适 当放宽 ，

但柱 内侧纵 向受力钢筋应伸至

柱 顶 。

5 柱纵向受力钢筋不应在中间各层节点内截断
。

l3 ．

4
．

3 抗震设计时
，

构件节点的承载力不应低于其连接构件的

承载力 。

预埋件的锚 固钢筋实配截面面积应比静力计算时所需截面面

积增大 2 5 ％
， 且应 相应 调 整锚 板 厚度

。

在靠近锚板处
，

宜设置
一

根直径不小于 1 O m m 的封闭箍筋
。

1 3 ．

5 铰 接 排 架 柱

l3 ．

5
．

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铰接排架柱的纵 向受力钢筋和箍

筋 ， 可按 1 3
．

3
．

1 条
、

1 3
．

3
．

7 条和 1 3
．

3
．

8 条计算
。

其构造应符

合 lO
．

3 节和本章的有关规定
。

l 3 ．

5
．

2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铰接排架柱
，

其箍筋加密区应符合下

列规定 ：

l 箍筋加密区长度 ：

1 ) 柱顶区段 ： 取柱顶 以下 5 O 0 m m ， 且 不 小于柱顶截面的

高度 。

2 ) 吊车梁区段 ： 取上柱根部至 吊车梁顶 面以上 3 O 0 m m 。

3 ) 柱根区段 ： 取基础顶面至地坪以上 5 O O m m 。

4 ) 牛腿 区段 ： 取牛腿全高
。

5 ) 柱间支撑与柱连接的节点和柱变位受约束的部位 ： 取

节点上 、

下各 3 O 0 m m 。

2 箍筋加密区 的箍筋最大间距为 1 O O m m 。

箍筋最小直径应

符合表 1 3
．

5
．

2 的规定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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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

5
．

2 铰接排架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直径

单位 ： m m

加密区区段

抗 震 设 计烈度和场地类别

9
度 8 度 8 度 7 度 7 度 6 度

各类

场地

Ⅲ 、

Ⅳ类

场 地

I 、

Ⅱ类

场地

Ⅲ 、

Ⅳ类

场 地

I 、

Ⅱ类

场地

各类

场地

一

般柱顶 、

柱根区段 8 ( 1O ) 8 6

角柱柱顶 lO 1 O 8

吊 车粱
、

牛腿 区段

有支撑 的柱根 区段
1 0 8 8

有支撑的柱顶区段

柱变位受约束的部位
lO 1 O 8

注 ： 括号内数值用于柱根
。

13 ．

5
．

3 当铰接排架柱侧向受约束且 约束点至柱 顶 的长 度 z 不 大

于柱截面在该方 向边 长 的两倍 (排架平面 ： z≤ 2 A ，

垂直排架平

面 ： z≤ 2 6 ) 时
，

柱顶预埋钢板和柱顶箍筋加密区的构造 尚应符

合下列要求 ：

l 柱顶预埋钢板沿排架平面方 向的长度
，

宜取柱顶 的截 面

高度 五，

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 ^ ／2 及 3 O O m m 。

2 柱顶轴 向力在排架平 面 内的偏心距 铂 不 宜 大 于 ^ ／4 ， 8 。

在 ^ ／6
～

九／4 范围内时
，

柱顶箍筋加密区 内箍筋体积配筋率不宜

小于 1
．

2 ％ (设 计 烈度 为 9 度 )
、

1
．

O ％ (设 计 烈度 为 8 度 ) 和

0 ．

8 ％ (设计烈度为 7 度
、 6 度 )

。

13 ．

5
．

4 在地震作用组合的竖向力和水平拉力作用下
，

支承不等

高厂房低跨屋 面梁
、

屋架 的立柱 牛腿 ，

除应按 1 O
．

8 节的规定进

行计算和配筋外 ，

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承受水平拉力的锚筋 ： 不应 少 于 2 根直径为 1 6 m m 的钢

筋 (设计烈度为 9 度 ) ； 2 根直径为 1 4 m m 的钢筋 (设计烈度为 8

度 ) ； 2 根直径为 1 2 m m 的钢筋 (设计烈度为 7 度
、

6 度 )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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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牛腿中的纵向受拉钢筋和锚筋的锚 固措施及锚固长度应符

合 10
．

8 节的规定
，

但其中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 z
。

应以 z
。。代替

。

3 牛腿水平箍筋最小直径为 8 m m ，

最大间距为 10 0 m m 。

1 3 ．

6 桥 跨 结 构

1 3 ．

6
．

1 对于跨度不大 的渡槽
、

工 作桥等桥跨结构的抗震设计
，

可只考虑水平地震作用组合 ，

验算其支承结构 (墩
、

台
、

排架
、

拱等 ) 的抗震承载力及稳定性
。

地震作用效应的计算按 《水工 建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 L 2 0 3
—

9 7 ) 的有关规定进行
。

大跨度拱

式渡槽在拱平面及出拱平面上的水平地震效应可按有关抗震设计

规范计算 。

1 3 ．

6
．

2 下列桥梁结构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及稳定性验算
，

但应

采取抗震措施 。

1 设计烈度为 6 度的桥梁
。

2 简支桥梁的上部结构
。

3 设计烈度低于 9 度
，

基础位 于坚硬场地土和 中硬场地土

上的跨径不大于 3 0 m 的单孔板拱拱圈
。

4 设计烈度低于 8 度 ， 位于非 液化土 和 非 软弱黏土地 基 上

的实体墩台
。

l3 ．

6
．

3 上部结构为简支梁时
，

梁的活动支座端应采用挡块
、

螺

栓连接或钢夹板连接等防止梁纵 、

横向跌落的措施
。

梁的支座边缘至墩 台帽边缘 的距离 d 不应小 于表 1 3
．

6
．

3 所

列数值 (见 图 1 3
．

6
．

3 )
。

表 1 3
．

6
．

3 支座 边缘至墩 台帽边缘的最小距离

最小距离 d ( m m ) l 2 5 O J 3 0 0 l 3 5 o

注 ：

当支承墩柱高度大于 l O m 时
，

表列 d 值宜适当增大
。

上部结构为连续梁式时
，

应采取防止横 向产生较大位移的

措施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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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3
．

6
．

3 支座边缘至 墩台帽边缘的距 离

13
．

6
．

4 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的工 作桥
，

当采用简支梁式时
，

梁与梁之间及梁与边墩之间 ，

宜加装橡胶垫块或其他弹性衬垫等

缓冲措施 (见图 1 3
．

6
．

4 )
。

当采用连续梁式时
，

宜采取使上部结

构所产生的水平地震作用能由各个墩台共 同承担的措施 。

弹性垫块

a
) 粱 间设置弹性垫块 b ) 粱与边墩 间设置 弹性 衬垫

弹性衬垫

图 l3 ．

6
．

4 缓 冲措 施

l3 ．

6
．

5 渡槽下部结构采用肋拱或桁架拱时
，

应加强横 向联系
。

采用双 曲拱时
，

应尽量减少预制块数量及接头数量
，

增设横隔

板 ，

加强拱波与拱肋之间的连接强度
，

增设拱波横向钢筋网并与

拱肋锚固钢筋联成整体 。

主拱 圈 的纵 向钢筋 应 锚 固于墩 台拱 座

内 ，

并适当加强主拱圈与墩台的连接
。

1 3 ．

6
．

6 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时

，

墩台高度超过 3 m 的多跨连

拱 ， 不宜采用双柱式支墩或排架桩墩
。

当多跨连拱跨数过多时
，

不超过 5 孔且总长不超过 2 O O m 宜设置
一

个实体推力墩
。

l 3 ．

6
．

7 桥跨结构的下部支承结构采用框架结构时
，

其抗震设计

与构造措施应满足 1 3
．

2 节
、

1 3
．

3 节和 1 3
．

4 节的规定
。

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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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6
．

8 桥跨结构的下部支承结构采用墩式结构
，

且墩 的净高与

最大平面尺寸之 比大于 2
．

5 时
，

可按柱式墩考虑 ， 其抗震设计与

构造措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

l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柱式墩
，

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 可按

6 ．

3 节计算
。

2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柱式墩
，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

式 (1 3
．

3
．

7 ) 计算
。

3 在柱的顶部和底部
，

应设置箍筋加密 区 ，

加密区长度可

按 1 3
．

3
．

1 1 条的规定采用
。

对于桩基础的柱式墩或排架桩墩
，

底

部加密区长 度 指 的是 桩 在地面或
一

般冲刷线 以上
一

倍 D 到最大

弯矩截面以下三倍 D 的范围
， D 为桩的直径

。

加密区 的箍 筋 最 小 直 径 和 最 大 间距 应 满 足 1 3
．

3
．

1 1 条 的

规定 。

d

矩形截面柱式墩的箍筋配筋率 似
。 一

半 1不应小于 o
．

3 ％
。

、 嬲 J

4 高度大于 7 m 的双柱式墩和排架桩墩应设置横向连系梁
。

并宜加大柱 (桩 ) 截面尺 寸 或采用双 排柱式墩
， 以提高其纵向

刚度 。

5 柱 (桩) 与盖梁
、

承 台连接处 的配筋不应少于柱 (桩 )

身 的最大配筋
。

6 柱式墩的截面变化部位宜做成渐变截面或在截面变化处

适当增加配筋 。

1 3 ．

6
．

9 桥跨结构的下部支承结构采用墩式结构
，

但其净高与最

大平面尺寸之比小于 2
．

5 时
，

可作为墩墙考虑
。

其抗震设计与构
造措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钢筋混凝土墩墙
，

其正 截面受压承

载力可按 6
．

3 节计算
，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 1 0
．

5 节计算
。

2 钢筋混凝土墩墙单侧 的水平向和竖 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宜

小于 0
．

2 O ‰ (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 ) 和 O
．

1 5 9／5 (设计烈度为 7

度 、

6 度 )
。

】8

www.weboos.com



3 素混凝土重力式墩墙的施工 缝处应沿墩面四周布置竖向

构造插筋 ，

其配筋率可取为 O
．

0 5 ％
～

O
．

1O ％
，

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或墩高大于 2 0 m 时取大值
。

13 ．

6
．

1 0 桥台宜采用 U 形
、

箱形和支撑式等整体性强的结构型

式 。

桥台与填土连接处应采取措施
，

防止因地震作用而引起填土

的坍裂与渗漏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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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混凝土不同龄期的抗压强度比值

表 A 混凝土不 同龄期的抗压强度 比值

水泥 品种

混 凝 土 龄 期

28 d 6 O d 9 0 d

普通硅酸盐水泥 1．O 1．1O 1 _ 2 O

矿 渣硅酸盐水泥 1
．

O 1．2 O 1．3 O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1．0 1．1 5 1
．

2 5

注 1 ： 表中数值是以龄期 2 8 d 强度为基础的比值
。

注 2 ： 对于蒸汽养护的构件 ， 不考虑抗压强度 随龄期 的增 长
。

注 3 ： 表中数值未计人混凝土掺合料及外加剂的影响
。

注 4 ： 表中数值适用于 C 3 o 及其 以下 的混凝 土
。

c 3 O 以 上混凝 土不 同龄期 的抗压 强

度 比值 ，

应通过试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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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钢筋的公称直径
、

公称截面

面积及公称质量

表 B
一

1 钢筋的公称直径
、

公称截面面积及公 称质量

公称直径

( m m )

不 同根数钢筋 的公称截面面积 ( m m z ) 单根钢筋
公称质量

(k g ／m )1 2 3 4 5 6 7 8 9

6 2 8 ．

3 5 7 8 5 1 1 3 1 4 2 1 7 O 1 9 8 2 2 6 2 5 5 O
．

Z Z 2

6 ．

5 3 3
．

2 6 6 1O O 1 3 3 16 6 1 9 9 2 3 2 2 6 5 2 9 9 O
．

2 6 O

8 5 0 ．

3 1 0 1 1 5 1 2 O l 2 5 2 3 O 2 3 5 2 4 O 2 4 5 3 O
．

3 9 5

1 O 7 8 ．

5 ¨ 7 2 3 6 3 1 4 3 9 3 4 7 1 5 5 O 6 2 8 7 O 7 O
．

6 1 7

l 2 1 1 3 ．

1 2 2 6 3 3 9 4 5 2 5 6 5 6 7 8 7 9 1 9 O 4 1 0 1 7 O
．

8 8 8

l 4 1 5 3 ．

9 3 O 8 4 6 1 6 1 5 7 6 9 9 2 3 1O 7 7 1 2 3 1 l 3 8 5 1
．

2 1O

16 2 0 1．1 4 0 2 6 O 3 8 O 4 ．}o o 5 12 O 6 1 4 0 7 1 6 O 8 1 8 O 9 1
．

5 8 O

1 8 2 5 4 ．

5 5 O 9 7 6 3 1 0 1 7 1 2 7 2 1 5 2 7 1 7 8 l 2 O 3 6 2 2 9 0 2
．

O O O

2 O 3 1 4 ．

2 6 2 8 9 4 2 1 2 5 6 l 5 7 0 1 8 8 4 2 1 9 9 2 5 1 3 2 8 2 7 2
．

4 7 0

2 2 3 8 0 ．

1 7 6 0 1 l 4 O 1 5 2 O 1 9 O O 2 2 8 1 2 6 6 1 3 O 4 1 3 4 2 l 2
．

9 8 O

2 5 4 9 0 ．

9 9 8 2 l 4 7 3 1 9 6 4 2 4 5 4 2 9 4 5 3 4 3 6 3 9 2 7 4 4 1 8 3
．

8 5 O

2 8 6 1 5 ．

8 1 2 3 2 18 4 7 2 4 6 3 3 O 7 9 3 6 9 5 4 3 1 O 4 9 2 6 5 5 4 2 4
．

8 3 O

3 2 8 0 4 ．

2 1 6 O 9 2 4 1 3 3 2 1 7 4 O 2 1 4 8 2 6 5 6 3 O 6 4 3 4 7 2 3 8 6
．

3 1 O

3 6 1 0 1 7 ．

9 2 O 3 6 3 O 5 4 4 O 7 2 5 O 8 9 6 】O 7 7 1 2 5 8 1 4 3 9 1 6 1 7
．

9 9 O

4 O 1 Z 5 6 ．

6 2 5 1 3 3 7 7 O 5 O 2 7 6 2 8 3 7 5 4 O 8 7 9 6 1 O 0 5 3 1 1 3 1O 9
．

8 7 0

5 O l9 6 4 ．

O 3 9 2 8 5 8 9 2 7 8 5 6 9 8 2 0 n 7 8 4 1 3 7 4 8 1 5 7 1 2 1 7 6 7 6 1 5
．

4 2 O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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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一

2 预应 力混凝土用钢绞线的公称直径
、

公称截面面积及公称质量

种 类 公称直径 ( m m ) 公称截面面积 (m m 0 ) 公 称质量 (kg／m )

1 × 2

5 ．

O 9
．

8 O
．

O 7 7

5 ．

8 1 3
．

2 O
．

1 O 4

8 ．

O 2 5
．

1 O
．

1 9 7

lO ．

O 3 9
．

3 O
．

3 0 9

l 2 ．

O 5 6
．

5 O
．

4 4 4

1 × 3

6 ．

2 1 9
．

8 O
．

1 5 5

6 ．

5 Z 1．Z 0
．

1 6 6

8 ．

6 3 7
．

7 O
．

2 9 6

8 ．

7 4 3 8
．

6 0
．

3 0 3

1 1 _ 2 5 8 ．

9 0
．

4 6 2

1 2 ．

9 8 4
．

8 O
．

6 6 6

1 × 3 l 8 ．

7 4 3 8
．

6 O
．

3 0 3

1 × 7

9 ．

5 5 4
．

8 O
．

4 3 O

1 1．1 7 4 ．

2 O
．

5 8 2

1 2 ．

7 9 8
．

7 O
．

7 7 5

1 5 ．

2 1 4 O
．

O 1．1 O 1

1 5 ．

7 1 5 O
．

O l _ 1 7 8

1 7 ．

8 1 9 1
．

O 1
．

5 O 0

( 1 × 7 ) C

1 2 ．

7 1 1 2
．

0 O
．

8 9 O

1 5 ．

2 l 6 5
．

O 1
．

Z 9 5

1 8 ．

O 2 2 3
．

O 1 ．7 5 O

表 B
一

3 预应 力混凝土用钢 丝的公 称直径
、

公称截面面积及公称质量

公称直径 ( m m ) 公称截面面积 ( m m 。) 公称质量 (kg／m )

4 ．

O 1 2
．

5 7 O
．

0 9 9

4 ．

8 1 8
．

1 O O
．

1 4 2

5 ．

0 l 9
．

6 3 O
．

1 5 4

6 ．

0 2 8
．

Z 7 0
．

2 2 2

6 ．

2 5 3 O
．

6 8 0
．

2 4 1

7 ．

O 3 8
．

4 8 O
．

3 O 2

8 ．

O 5 0
．

2 6 O
．

3 9 4

9 ．

0 6 3
．

6 2 O
．

4 9 9

1 O ．

O 7 8
．

5 4 O
．

6 1 6

1 2 ．

O 1 1 3
．

1 0 O
．

8 8 8

1 8

www.weboos.com



表 B
一

4 预 应力混凝土用螺旋槽
、

螺旋肋钢棒

的公称直径 、

公 称截面面积及公称质量

公称直径

( m m )

不 同根数钢棒的公称截面面积 ( m m z ) 单根钢棒
公称质量

( k g ／m )1 2 3 4 6 7 8 9

6 2 8 ．

3 5 7 8 5 1 1 3 14 2 1 7 0 1 9 8 2 2 6 2 5 5 O
．

2 2 2

7 3 8 ．

5 7 7 1 l 6 1 5 4 1 9 3 2 3 1 2 7 O 3 O 8 3 4 7 0
．

3 O 2

7 ．

1 4 O
．

O 8 O l 2 0 l 6 O 2 O 0 2 4 O 2 8 O 3 2 0 3 6 0 O ．

3 l4

8 5 0 ．

3 1 O 1 1 5 1 2 0 l 2 5 2 3 O 2 3 5 2 4 O 2 4 5 3 O
．

3 9 5

9 6 4 ．

O 1 2 8 1 9 2 2 5 6 3 2 O 3 8 4 4 4 8 5 1 2 5 7 6 O
．

5 O 2

1 O 7 8 ．

5 1 5 7 2 3 6 3 1 4 3 9 3 4 7 1 5 5 O 6 2 8 7 O 7 O
．

6 1 7

1O ．

7 9 O
．

0 1 8 O 2 7 0 3 6 O 4 5 O 5 4 O 6 3 O 7 2 O 8 1 0 O ．

7 O 7

1 2 1 1 3 ．

1 2 2 6 3 3 9 4 5 2 5 6 5 6 7 8 7 9 1 9 O 4 1 0 1 7 0 ．

8 8 8

1 2 ．

6 1 2 5
．

O 2 5 0 3 7 5 5 0 O 6 2 5 7 5 O 8 7 5 1 O 0 O 1 l 2 5 O ．

9 8 1

l 4 1 5 3 ．

9 3 O 8 4 6 1 6 1 5 7 6 9 9 2 3 lO 7 7 1 2 3 1 1 3 8 5 1 ．

2 1O

表 B
一

5 预应 力混凝 土用螺纹钢 筋的公 称直径
、

公称截面面积及公称质量

公称直径 (m m ) 公称截面面积 ( m m 。) 公称质量 (kg／m )

18 2 54 ．

5 2
．

1 1

2 5 4 9 O ．

9 4
．

1 O

3 2 8 O 4 ．

2 6
．

6 5

4 O 1 2 5 6 ．

6 1 0 ．

3 4

5 O 1 9 6 3 ．

5 1 6
．

2 8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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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截面抵抗矩塑性 系数 y m

值

表 C 截面抵抗矩的塑性 系数 ‰ 值

项次 截 面 特 征 7 m 截 面 图 形

1 矩形截面 1．5 5 目]
2 翼缘位 于受压区的 T 形截面 1 ．5 O 冒 ]

3

对称 I 形

或箱形

截面

自／6≤ 2 ， ^ f／̂ 为任意值 1．4 5

搀阢／6 > 2 ， ^ f肺 ≥ O
．

2 1．4 0

6 f／6 > 2 ， ^ f／̂ < O
．

2 1．3 5

4

翼 缘位于
受拉区的

倒 T 形

截 面

6f／6≤ 2 ， ^ f／̂ 为任意值 】
．

5 O
山

励 T

6 f／6 > 2 ， ^ f肌≥ 0
．

2 1．5 5 + H
‘

断／6> 2 ，

础／̂ < O
．

2 1 _ 4 O 才
一

}==d
』

5 圆 形 和 环 形截面
1．6

一

o
．

2 4 粤

d 1 ； o k g三一

p 囝
L 叫 L 叫

6 U 形截 面 1．3 5 坳 嫂
注 1 ： 对 6；> 6 r 的 I 形截面 ， 可按项次 2 与项次 3 之间的数值采用 ； 对 耐< 6f 的 I

形截面 ， 可按项次 3 与项次 4 之间的数值采用
。

注 2 ： 根据 ．Il 值的不同
，

表内数值尚应乘 以修正 系数 fo
．

7 + 半 1
，

其值不应大于

1．1 。

式 中 ^ 以 m m 计
，

当 ^ > 3 0 O O m m 时
，

取 ^ = 3 O 0 O m m 。

对 圆形和环形
截面 ， ^ 即外径 d

。

注 3 ： 对于箱形截面 ，

表中 6 值系指各肋宽度的总和
。

1 8

www.weboos.com



附录 D 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小偏心受压

构 件配筋计算方法的简化

D ．

1 非 对 称 配 筋

D ．

1．1 参数 v ， 、 v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D ．

1．1
—

2 )

D ．

1．2 远离轴 向力
一

侧的钢筋截面面积 A
。

按最小配筋率 “ i。

计算 ：

A 。 一 p m i。 劬 0 (D
．

1．2 )

当 K N > ^ 她 时
， A

。

还应 满足式 (6
．

3
．

2
—

4 ) 的要求
。

D ．

1．3 当A 按 阳；。 6^ 。 配置时 ，

靠近轴向力
一

侧的钢筋截面面积
A ：的计算 ， 可 先 根 据 M 、 屹 值

，

查 图 D ．1
．

3
一

l
～

图 D
．

1．3
—

3

L L

得到e 值
，

当 ￡> 善时
，

取 ∈
一

}
。

然 后 取 z —

e 矗。 ， 代 人 式
’ 0 U

，‘ 0

(6 ．

3
．

2
—

2 ) 计算 A ：值
。

D ．

2 对 称 配 筋

D ．

2
．

1 根据 v ，、 v 。 值
， 查 图 D

．

2
．

1 得到 e 值
，

当 车> 箬时
，

取
，‘n

．

^
P ：

一

、

^ o 。

D ．

2
．

2 按下式计算 A
。 、

A ：值
：

A 。 一

A ：
一

≮ 瓮警兰俨
c。

．

2
．

2 ，

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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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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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6

O ．

4
0 ．

馁切∽
／粼

：

!

： ／∥∥劳
∥∥，／／
钐∥
∥
，

4 0 ．

6 0
．

8 1．0 1
．

2 1
．

4
C 2 5 ”1

接么Z
／燃

∥∥老
形∥，／／
钐∥
∥

4 O ．

6 0
．

8 1
．

O 1．2 1．4

C 3 5 ‘

剖∥陇
／粼

／／∥骖
钐∥，／／
钐∥
∥

4 O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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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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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 4 5 ”’

图 D ．1 ．3
—

1 V - 、 屹 与 毒关系 (H P B 2 3 5 级钢筋 p 。 = 0
．

2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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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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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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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

8

0 ．

6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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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凄缀／磋
∥∥獬

‘ 一

形钐∥
钐∥ _，

钐 r／

矿
j

4 0 ．

6 O
．

8 1
．

O 1
．

2 1
．

4
C 2 5 ”’

、

鬣彪
／力燃

／／∥j笏
’ 一

钐钐∥
钐∥ ，

钐 r，

，／
i

4 O ．

6 0
．

8 1
．

O l _ 2 1
．

4

C 3 5 ‘

、

抛
／劢徽

∥∥笏
’

钐钐∥
钐∥
钐 ，

r
i

4 0 ．

6 0
．

8 1
．

0 1
．

Z 1
．

4
V 1

C 4 5

图 D
．

1．3
—

2 y l 、 ％ 与 考关系 (H R B 3 3 5 级钢筋 p 。 。 = 0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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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后张预应力钢筋常用束形的
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E ．

O
．

1 抛物线形预应力钢筋可近似按 圆弧形 曲线预应力钢筋考

虑 。

当其对应的圆心 角 臼≤ 3 O 。

时 (见 图 E ．0
．

1 ) ，

由于锚具变形

和钢筋内缩 ，

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 范围内的预应力损失值 a n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T 正
8 I
乜 l

—

L

图 E
．

0
．

1 圆弧形 曲线预应 力钢筋 的预应 力损失值 吼·

巩- 一

2％ ^ (￡+ 心

)(，
一

寿) ‘E ．O ．，
一

1 )

反 向摩擦影响长度 ‘ (m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式中 d 。。。 — —

预应力钢筋张拉控制应力 (N ／m m 。) ；

r 。 — —

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的曲率半径 ( m ) ；

口 — —

预 应 力 钢 筋 与 孔 道 壁 之 间 的摩 擦 系 数
，

按 表
8 ．

2
．

4 采用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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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考虑孔道每米长度局部偏差 的摩擦系数
， 按表

8 ．

2
．

4 采用 ；

z — —

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距离 ( m ) ；

口 — —

张 拉 端 锚 具 变 形 和 钢 筋 内缩 值 ( m m ) ，

按 表
8 ．

2
．

2 采用 ；

E 。
— —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 ( N ／m m 。)
。

E ．

O
．

2 端部为直线 (直线长度为 z。 ) ， 而后 由两条 圆弧 形 曲线

(圆弧对应 的圆心角 口≤ 3 O 。

) 组成 的预应 力 钢筋 (见 图 E ．O
．

2 ) ，

由于锚具变形和钢筋 内缩 ， 在反 向摩擦影响长度 z。 范围内的预

应力损失值 吼，可按 下列公 式计算 ：

毒
f互
t

图 E
．

0
．

2 两条 圆弧 形 曲线 组 成 的预应力

钢筋的预应力损失值 q 。

当 z ≤ z。 时
％ 一

2 i1 (Z1
一

如) + 2 i2 (Zf
—

Z1 )

当 Zo < z ≤ z1 时
吼1 —

2 il (Z1
一

z ) + 2 i2 (Zf
—

Z1 )

当 zl < z ≤ zf 时
吼l =

2 i2 (Zf
—

z )

反 向摩擦影响长度 zt (m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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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一

攀 删
～ 10 O O i2 i2

’ 。

il 一 吼 (Ⅳ + 芦／，。1 )

i2 ： 民 (心 + p ／r 。2 )

(E ．

0
．

2
—

4 )

(E ．

0
．

2
—

5 )

(E ．

0
．

2
—

6 )

式 中 ￡，
— —

预应 力钢筋 张拉端起 点 至反 弯点 的水平投影长度

(m ) ；

i。 、 i。
— —

第
一 、

第二 段 圆弧形 曲线预应力钢筋 中应力近似直

线变化的斜率 ；

岸 — —

预应力钢筋与孔道壁之 间的摩擦系数
，

按表 8
．

2
．

4

采用 ；

r c1 、 r c2
— —

第
一 、

第二 段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的曲率半径 (m )；

盯。 、 吼
— —

预应力钢筋在 口 、

6 点的应力 (N ／m m 。)
。

E ．

0
．

3 当折线形预应力钢筋 的锚 固损失消失于 折点 c 之外 时

(见 图 E ．O
．

3 ) ，

由于锚具变形和钢筋内缩
，

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
z。范围内的预应力损失值 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喜

i豆
』

圈 E ．

O
．

3 折线形预应力钢筋的预应 力损失值 ∞ -

当 z ≤ Z。 时
吼l 一

2。1 + 2 il (Zl
—

Z0 ) + 2啦 + 2 i2 (Zf
—

Z1 )

(E ．

O
．

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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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Z。< z ≤ z1 时
吼l ：

2 il (Zl
—

z ) + 2嘞 + 2 iz (Zf
—

Z1 ) (E ．0
．

3
—

2 )
当 z，< z ≤ Z， 时

吼l 一

2 i2 (Zf
—

z ) (E
．

O
．

3
—

3 )

反 向摩擦影响长度 zr (m )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黑
一

型 ￡ 垡 ± 型 墼— 止 堕 必 + z；
1 O 0 O i， i， ‘ ¨

( E _ 0 ．

3
—

4 )

i1 一 d 。。。 ( 1
一

弘 口)彤 (E
．

O
．

3
—

5 )

i2 一 d 。 。

[1
一

此 (z1
一

z。 )](1
一

卢 臼)。，c ( E ．O
．

3
—

6 )

口l — d 。。。卢 臼 (E
．

O
．

3
—

7 )

吒 = 玎。 。

[1
一

彤 (z1
一

z。 )]( 1
一

∥口)产 p ( E ．O
．

3
—

8 )

式 中 ￡·
— —

预应力钢筋在 6c 段中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

iz — —

预应 力 钢 筋 在 折 点 c 以外 应 力 近 似直线 变化 的
斜率 ；

z，
— —

张拉端起点至 预 应力钢筋折点 c 的水平投影 长度

(m ) ；

护— —

从张拉 端 至 计 算 截 面 曲线孔 道 部 分 切 线 的夹 角
( r a d )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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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与时间相关的预应力
损失值计算

F ．

O
．

1 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 预应力钢筋 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

1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应力损失终极值 ％

吼s 一

业 学砖坠

式中 一。。
— —

受拉 区预 应 力钢筋合力点处 由预加力 (扣除相应

阶段预应力损 失 ) 和梁 自重产生 的混凝 土法 向压

应力 (N ／m m 。) ，

其值不得大于 o
．

5 _厂：
。 ； 对简支梁

可取跨 中截面与 1／4 跨度处截面的平均值 ；

‰ — —

混凝 土徐变系数终极值 ；

e 。 。
— —

混凝土收缩应变终极值 ；

E — —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 (N ／m m 。) ；

％ — —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

r
受拉区 预 应 力钢筋和非预应力钢筋 的配筋率 ： 对

先张法构件 ， 10 一

(A 。 + A
。

)／A 。 ； 对后张法构件
，

ID = = =

(A 。 + A
。

)／A
。 ； 对于对称配置预应力钢筋和非

．

预应力钢筋的构件 ， 配筋率 ID 取钢筋总截面面积的
一

半 。

当无可靠资料时 ， ‰ 、 ￡。 。

值可按表 F
．

0
．

1 采用
。

如结构处

于年平均相对湿度低于 4 O ％的环境下
，

表列数值应增加 3 0 9／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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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0
．

1 混凝土收缩应变和徐变 系数终极值

终 极 值 收缩应变终极值 e o 。

(× 1 O “ ) 徐 变系数终极值 ‰

理论厚度 2A ／“

( rTlm )
1O 0 2 O 0 3 O O ≥ 6 o o 1 O O 2 O O 3 0 O ≥ 6O O

预加力时的

混凝土龄期

(d )

2 ．

5 0 2
．

O O 1．7 O 1．1 O 3
．

0 2
．

3 2
．

O

2 ．

3 O 1
．

9 O l _ 6 O 1 _ 1 O 2
．

6 2
．

2 2
．

O 1
．

8

2 ．

1 7 1．8 6 1
．

6 O 1．1O 2
．

1 1．9 1．7

2 ．

0 O 1
．

8 O 1．6 O 1 _ 1O 2
．

2 1
．

9 1 ．7 1 ．5

2 8 】．

7 O 1．6 0 1
．

5 O 1．1 0 1 ．8 1 ．5 1
．

4 1 ．2

≥ 60 1
．

4 0 1
．

4 O 1．3 O 1．O O 1
．

4 1
．

2 1
．

1 1 ．O

注 1 ： 预加力时 的混 凝 土 龄 期
，

对 先张法 构件 可 取 3
～

7 d ，

对 后 张 法 构 件 可 取

7 ～

2 8d
。

注 2 ： A 为构件截面面积
， “ 为该截 面与大气接触 的周边长度

。

注 3 ：

当实际构件的理论厚度和预加力时的混凝土龄期为表列数值的中间值时
，

可

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

2 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应力损失终极值 口：
。

式中 a ：
。

吼 5 一

o ．

9吡 d ：
。

啦 + E
。E 。 。

— —

丁F 面厂 (F
．

0
．

1
—

2 )

受压 区预应 力钢筋合力点处 由预加力 (扣除相应
阶段预应力损失 ) 和 梁 自重产生 的混凝 土 法 向压

应力 ( N ／m m 。) ，

其值不得大于 o
．

5，：
。 ，

当 d ：
。

为

拉应力时 ，

取 a ：
。 一 o ；

受压区预 应力钢筋和 非 预 应 力 钢 筋 的 配 筋率 ： 对

先张法构件 ， ID’ 一

(A ：+ A ：)／A
。 ； 对后 张法构件 ，

ID’ 一

(A ：+ A ：)／A
。 。

注 ： 对受压区配置预应力钢筋 A ：及非预应力钢筋 A ：的构件
，

在计算
式 (F

．

0
．

1
—

1 )
、

式 (F
．

o
。

1
—

2 ) 中的 咋
。

及 d ：
。

时
，

应按截 面全部

预加力进行计算 。

F ．

O
．

2 考虑时间影响的混凝土 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值 ， 可 由附录 F

．

O
．

1 条计算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 吼。 、 a ：。乘以表
F ．

0
．

2 中相应的收缩徐变损失系数确定
。

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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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时间影响的预应力钢筋应力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

可 由 8
．

2
．

1 条计算的预应力损失值 ％ 乘以表 F
．

0
．

2 中相应的松

弛损失系数确定 。

表 F ．O
．

2 随时间变化的预应力损失系数

时间 (d ) 松弛损失系数 收缩徐变损失系数

2 O ．

5 O

1O 0 ．

7 7 0
．

3 3

2 0 0 ．

8 8 O
．

3 7

3 O O ．

9 5 O
．

4 O

4 O

1 ．

O O

0 ．

4 3

6 O O ．

5 O

9 O 0 ．

6 O

1 8 O O ．

7 5

3 6 5 0 ．

8 5

lO 9 5 1．O 0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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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混凝 土的热学指标计算

G ．

O
．

1 对于
一

般工 程
，

可 根 据 混 凝 土 的组 成 成 分 的重 量 百 分

比 ，

利用表 G
．

O
．

1 所列的组成成分的导热系数 A i 及 比热 疋 ，

按

加权平均方法计算混凝土的导热系数 ．=l 和 比热 c ，

即

1

∑W iA i

“ ：= ：

丽
， 一

巫
。

∑W i

式中 w i
— —

混凝土各组成成分的重量
。

表 G
．

0
．

1 混凝土组成成分的 A ； 及 c 。值

材料 [kJ／
(m ·

h
·

℃ )] [kj／(k g ·

℃ )] 材料 [kJ／(m
-

h
·

℃ )] [kJ／(k g ·

℃ )]

水 2
．

1 6 4
．

1 9 花岗岩 1 0
．

4 8 O
．

7 2

水 泥 4
．

5 7 O
．

5 2 石灰 岩 1 4
．

2 5 O
．

7 6

石
英砂 1 1．1O O

．

7 4 石英 岩 1 6
．

8 O O
．

7 2

玄武岩 6
．

8 7 O
．

7 7 粗面岩 6
．

8 O O
．

7 7

自 云 岩 1 5
．

3 l O
．

8 2

G ．

0
．

2 混凝土的导温系数 ＆ 可 由下式计算 ：

口
一

尘 (G
．

O
．

2 )
C |D

式中 n
— —

混凝土的导温系数 ( m 。／h ) ；

r 混凝土的质量密度 (k g ／m 。) ，

可取 lD
一

2 4 O O k g／m 。 。

G ．

0
．

3 初 步 估 算 时
，

混 凝 土 的 热 学 特 性 也 可 按 表 G
．

O
．

3

取值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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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O
．

3 混凝土热学特性指标

序号 名 称 符号 数 值 单 位

1

线热胀系数

石英岩混凝土

砂 岩 混 凝 土

花 岗岩混凝土
玄武岩混凝土

石灰岩混凝土

口
c

1 1 × 1 O 一

6

1 O × lO 0

9 × 1O 一

6

8 × 1O 一

6

7 × 1 O 一

6

1 ／℃

2 导热系数 A 1 O
．

6 kJ／(m ·

h
·

℃ )

3 比热 C 0
．

9 6 kJ／(kg
·

℃ )

4 导温系数 O
．

O O 4 5 m 0 ／h

5

放 热系数

散至空气 (风速 2
～

5 m ／s )

散 至宽缝
、

竖井等 (风速 O
～

2H √s )

散 至 流水

p
5 0

～

9 O

2 5 ～

5 0
o o

kJ／(m 0 ·

h
·

℃ )

G ．

0
．

4 混凝土表面设有保温层时 ，

等效的放热系数 虞
。

可按 下式
计算 ：

位a —

j i古_『 (G ．O ．4 )
’0 “

‘

I l 1
’

厶

r 1 - 万
式中 ^ i

— —

第 i 层保温材料 的厚度 (m ) ；

A i
— —

第 i 层保温材料 的导热系数 ， 见 表 G
．

O
．

4 ；

卜 最外层保 温材料 与空气 接触 的放 热 系数 ，

可按表

G ．

O
．

3 取值
。

表 G
．

0
．

4 保温材料的 丑 值

材 料 木板 木屑 草席 石棉毡 油毛毡

、

麻屑 ’ 泡沫塑料

^

[kJ／ (m ·

h
·

℃ )]
O

．

8 4 O
．

6 3 O
．

5 O O
．

4 2 0
．

1 7 O ．

1 3

G ．

0
．

5 初估时
，

水泥水化热可按下式计算 ：

Q 。 =

Q 0[1
一

e x p (
一

删 ”

)] (G
．

O
．

5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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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
— —

龄期 f 时的累积水化热 (kJ／k g ) ；

Q 0— —

最终水化热 (k J／k g ) ， 可按表 G
．

O
。

5 取值 ；

￡— —

龄期 (d ) ；

m 、 n
— —

常数
， 可按表 G

．

0
．

5 取值
。

表 G
．

0
．

5 水泥水化热的 Q 0 及 埘 、 n 值

水 泥 品 种 Q (k J／k g ) ，，z

普通硅酸盐水泥 4 2
．

5 级 3 4 O O
．

6 9 O
．

5 6

普通硅酸盐水泥 3 2
．

5 级 3 4 O O
．

3 6 O
．

7 4

中热硅酸盐大坝水泥 4 2
．

5 级 2 8 O O
．

7 9 O ．

7 O

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 3 2
．

5 级 2 8 O O
．

2 9 O
．

7 6

G ．

0
．

6 混凝土在龄期 ￡时的绝热温升 T t可用 下式计算 ：

丁。 一

盟 塑 二 塑 堕 (G
．

0
．

6 )

C口

式中 w
— —

包括水泥及粉煤灰的胶凝材料用量

户
— —

粉煤灰掺量的百分数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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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用 词 说 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应 有必要 、

要求
、

要
、

只有
⋯ ⋯

才允许
要 求

不应 不允许 、

不许 可
、

不要

宜 推荐 、

建议
推 荐

不宜 不推荐 、

不建议

可 允许 、

许可
、

准许
允 许

不必 不需要 、

不要求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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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O ．

1 本标准系对 《水工 混凝 土结 构设 计规 范 》 (S L ／T 1 9 1
—

9 6 ) 和 《水工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 D J 2 O
一

7 8 ) 的设计

基本原则进行整合和修改 ，

并依据科学研究和工 程实践增补有关

内容后 ，

编制而成
。

1 -0 ．

2 本标准适用于水利水电工 程 中的素混凝 土
、

钢筋混凝土

及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

除了坝 体内孔洞
、

闸门门槽 等外
，

不适用于混凝土坝设计 ，

也 不适 用 于碾 压 混凝 土结 构
。

当结构的受力情况 、

材料性能等基本条件与本标准的编制依

据有出入时 ，

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 经专门研究加以解 决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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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设 计 规 定

3 ．

1
一

般 规 定

3 ．

1．1 S D J 2 O
一

7 8 采用的是以单
一

安全系数表达的极 限状态设

计方法 ， S L ／T 1 9 1
—

9 6 是按 《水利水 电工 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
一

标准》 (G B 5 O 1 9 9
—

9 4 ) 的规定
，

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
限状态设计方法 ， 以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 的可靠度

， 并据此采

用 5 个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

考虑到水工 混凝土结构 中
，

除材料强度和少数荷载采用实测

统计资料外 ， 不少荷载无法取得实测 资料
，

难以体现真正 概率意

义上的荷载变异性 ； 同时 《水 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D L

5 O 7 7
—

1 9 9 7 ) 又 对 每
一

种荷载都给 出了各 自不 同的荷载分项系

数 ，

使设计计算变得 比较 繁琐 ； 此外
， S L ／T 1 9 1

—

9 6 缺乏
一

个

直观的总的安全度 。

因此
，

本次规范修编时
，

采用在多系数分析
的基础上 ， 以安 全 系数表达的设计方式进行设计

。

3 ．

1．2 设计时应根据不同设计状况
，

考虑不同的结构体系及相

应的荷载效应组合 ， 进行
一

种或两种极限状态设计
。

当地震等偶

然荷载作用时 ， 可不进行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 的验算 ，

但对校核洪

水 ，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
，

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

3 ．

1．3 水工 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和受力特征比较复 杂
，

如坝内孔
口 、

坝后背管
、

蜗壳等结构不宜或不能用结构力学方法求其内

力 ，

而是 通 过 弹性力学 (包括有限元法 ) 等手段来计算其弹性应
力图形 ，

并按此配置钢筋
。

按应力图形配筋方法是
一

种近似的方

法 ， 一

般偏于安全
，

但对某些结构也有可能偏于 不 安 全
。

因此
，

对重要结构 ，

按应力图形配筋后 ， 还宜按钢筋混凝土有 限元方法

进行分析 。

3 ·

1．4 某些水工 混凝土结构尺寸较大
，

温度变化对其影响显著
。

工 程实践表 明 ，

合理的构造措施和温度应力分析对截面尺寸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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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工 混凝土结构十分重要
。

因此
，

本标准仍保 留 S L ／T 19 1
—

9 6 中的这
一

条
，

未作改动
。

3 ．

1 ．5 渗透压力的计算图形和面积系数应根据专 门的设计规范

确定 。

3 ．

1．6 预制构件 的吊装验算
，

应根据 吊装的具体情况考虑构件

自重的动力系数 ，

必要 时 还 应 考虑构件 吊装受力不均匀的影响
。

预制构件进行施工 吊装验算时
，

安全系数按基本组合取值
。

3 ．

1 ．7 结构受到局部破坏时
，

是否导致大范围倒塌
，

其破坏后

果大不
一

样
。

本标准参照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 B 5 O O 1 0
—

2 O O 2 ) 和英 国
、

美国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补充了本条
。

3 ．

1 ．8 结构的耐久性要求及 裂缝 控制与结构所处环境条件有很
大关系 ， 因此

， 工 程设计 时应 首先 明确 工 程 结构 所处 的环境类

别 。

工 程实践表明
，

S L ／T 1 9 1
—

9 6 将水工 建筑物的环境类别划

分为 一

至 四类
，

是比较恰当的
。

但为了进
一

步将淡水水位变化区

与海水水位变化区
、

淡水水下区与海水水下区等不 同的侵蚀程度

加 以区分 ，

本标准将环境类别划分为
一

至五类 ， 以期更符合工 程

实际情况 。

不同的环境类别 ，

要求不 同的耐久性设计
。

3 ．

1 ．9 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将影响结构 的承载能力
、

使

用性能及耐久性 ，

因此必须经技术鉴定或经设计许可
。

3 ．

2 极限状态设计计算规定

3 ．

2
．

1
～

3
．

2
．

4 关于结构构件的安全度表达方式
，

本标准是在考

虑荷载与材料强度的不 同变异性的基础上 ，

采用安全系数 K 的

形式的 。

在 S L ／T 1 9 1
—

9 6 中
，

承载 能力 极 限状 态 ( 以 基 本组合 为

例 ) 的设计表达式为 ：

yd％ $ (托 G k， yQ Q k ，钆 ) ≤ R (，d
，钆 ) (1 )

式 中 y d
— —

结构系数 ；

％ — —

结构重要性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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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设计状况系数 ；

y G 、

y o
— —

永久荷载
、

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

式 (1 ) 左侧 3 个 系数 y d
、

碥
、

妒可合并 为
一

个
，

即承载力

安全系数 K ，

式 ( 1 ) 可改写成 ：

K S ≤ R (2 )

由式 (2 ) 可见 ：

(1 ) S 为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

包 含 永 久荷载标 准值 G ¨

可变荷载标准值 Q 。 ， 以及 它们的荷载分项系数 ％
、

yQ
。 。

在本标准 中 ，

荷载标准值仍采用 《水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

范》 (D L 5O 7 7
—

1 9 9 7 ) 规定的数值
，

但荷载分项系数不再按该

规范取用 ，

也不再 出现荷载分项系数这
一

术语
。

本标准把永久荷载分为两类 ， 一

类是变异性很小的 自重
、

设

备重等 ，

它的标准值所产生的荷载效应用 & ·t 表示 ； 另
一

类为变
异性稍大的土压 力

、

围岩压力等
，

其荷载效应用 S Gz “表示
。

可变

荷载也分为两类 ， 一

类是
一

般可变荷载
，

其变异性最大
，

其荷载

效应用 S Q 1k表示 ； 另
一

类是可严格控制其不超出规定限值的可变

荷载 (或称为
·r

有界荷载
” ) ，

如蜒制造厂家铭牌额定值设计的吊

车轮压 ， 以满槽水位设计时的水压力等 ，

其荷载效应用 S Q zt 表不
。

对上述 4 种荷载分别取用不同的 ％
、

y Q 值
，

所以荷载效应
组合设计值 5 可直接按式 (3

．

2
．

2
—

1 ) 与式 (3
·

2
·

2
—

2 ) 计算得

出 。

本标准有关承载力计算 的条文 中 ， 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S

即 为截面内力设计值 (M ， N ， V ， T 等 )
。

(2 ) 结构构件的承载力 R 由材料强度设计值计算得 出
。

材

料强度设计值按第 4 章的规定取用
。

(3 ) S L ／T 1 9 1
—

9 6 将 4 级
、

5 级水 工 建筑物的结构重要性

系数 y 0 取为 O
．

9 ，

此值仅与 G B 5 0 O 1 0
—

2 O 0 2 中使用期小于 5 年

的临时性房屋相 当 ， 显然偏 低
，

故本标准在计算 K 值时
，

将 4

级 、

5 级水工 建筑物的 ％ 由 O
．

9 调整为 O
．

9 5 ， 1 级与 2 级
、 3 级

水工建筑物的重要性系数 y 0 仍取为 1
·

1 与 1．O
。

(4 ) 鉴 于不 少 工程事故常发生在施工 阶段
，

所以本标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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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短暂设计状况
， 即施工检修期的承载力安全系数不再 降低

。

计

算 K 值时
， 对基本组合

，

设 计状况 系数 驴取 为 1 _ 0 ，

对偶然组

合 ，

妒取为 O
．

8 5
。

(5 ) 与 S L ／T 1 9 1
—

9 6
一

致
， 配筋混凝土 的结构系数 yd 取为

1．2 ； 素混凝土 的结 构系数 y d 按受拉破坏和受压破坏分别取为
2 ．

0 和 1．3 。

(6 ) 将上述各项数值代人式 K
—

y d％ ≯中
，

就可得 出承载力

安全系数 K ，

取整后见表 3
．

2
．

4 。

由于本标准的材料强度设计值

比 S L ／T 1 9 1
—

9 6 有所减小
，

故配筋量 比 S L ／T 1 9 1
—

9 6 稍有增

加 。

1 级和 2 级
、

3 级水工 建筑物增加约 3 9，6； 4 级
、

5 级水工 建

筑物因系数 y o 有所提高
，

增加约 6 ％
～

1 O ％
。

(7 ) 建筑物稳定验算时
，

所有荷载均取标准值进行组合
，

其
稳定安全系数则按相关建筑物设计规范取值

。

(8 ) 由于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yG 取值较小
，

当永久荷载效

应与可变荷载效应相比很大时 ，

结构的安全度就偏低
，

因此 当荷

载效应 由永久荷载控制时 ，

表 3
．

2
．

4 所列安全系数应增大 0
．

0 5
。

(9 ) 对荷 载 效 应 的偶 然 组 合 ， 偶 然荷 载 的分 项 系数取 为
l - O 。

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标准值
， 可根据有关规范作适 当折减

。

(1 O ) 为适应工 程习惯
，

本标准将 《水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

范》 (D L 5 0 7 7
—

1 9 9 7 ) 中的
“

直接作用
” 和 “

间接作用
”

统称

为 “

荷载
” ，

其效应统称为
“

荷载效应
” 。

3 ．

2
．

5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所有荷载与材料强度均应取

其标准值 。

裂缝控制的程度与环境类别有关 ， 而 与建 筑物的安全等级并

无太大的关系 ； 挠度的控制与建筑物的安全等级更无关
。

所 以本

标准在抗裂 、

裂缝宽度和挠度验算时 ， 不再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

y0 或抗裂安全系数 K ，，

这 与 G B 5 O 0 1 O
一

2 O 0 2 等 国内外有关规

范是 一

致的
。

3 ．

2
．

6
、

3
．

2
．

7 构件的裂缝控制要求
，

是根据结构 的功能要求
、

环境条件对钢筋的腐蚀影响
，

钢筋种类对腐蚀的敏感性
，

荷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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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的时间等 因素来考虑的
。

对于钢筋混凝土构件
，

除对承受水压的轴心受拉和小偏心受

拉构件以及发生裂缝后会引起严重渗漏的其他构件 (如渡槽槽身

等 ) 提出抗裂验算要求外
，

其余构件都可按 裂缝 宽度控制
。

因

此 ，

必须进行抗裂验算 的水工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范围是不大的
。

本标准在进行裂缝验算时 ，

为了方便设计
，

与 G B 5 0 O 1 0
—

2 O 0 2 一

样
，

规定只需考虑荷载效应的
“

标准组合
” (原称

“

短期

组合 ” ) ， 不再要求验算
“ 准永久组合 ” (原称

“

长期组合
” )

。

所

谓标准组合 ，

即可变荷载和永久荷载均采用标准值 (即设计使用

年限内荷载可能发生的最大值 ) 时的荷载效应组合
。

本标准的环境类别由 S L ／T 1 9 1
—

9 6 的 4 类变为 5 类
，

最大

裂缝宽度 限值也相应地作 了细微调整 。

与 S L ／T 1 9 l
一

9 6 相同 ， 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裂缝控制等

级仍分为三 级
。

根据工 程实践
，

适当放宽了预应力构件的抗裂要

求 ，

对二 级控制的混凝土拉应力 限制系数 a 。。

由 S L ／T 1 9 1
—

9 6 的
O ．

5 改为 0
．

7 ，

与 G B 5 O 0 1 O
一

2 o 0 2 基本
一

致
。

3 ．

2
．

8 S L ／T 1 9 1
—

9 6 挠度限值表中计算跨度范围偏小
，

与当前

的建筑模数也不 一

致 ， 因此本标准作了相应调整
。

与裂缝验算 一

样
，

挠度验算也只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
。

3 ．

3 结构耐久性要求

3 ．

3
．

1 对已建工 程的调查表明 ， 水工 混凝土建筑物的耐久性存
在着严重 的问题

，

因此专门列出本节
，

以期在工 程设计 中能重视

对耐久性 的要求 。

在 一

般情况下
，

可根据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提出相应 的耐久

性要求 。

但影响耐久性的因素很多
，

除环境类别外
，

还与结构表

层保护措施 (涂层或专设面层 ) 以及实际施工 质量等有关
。

因

此 ， 设计时可根据表层保护措施的实际情况及预期的施工 质量控

制水平 ，

将耐久性要求作相应的提高或降低
。

3 ．

3
．

2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是指结构在使用过程中仅需
一

般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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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构件表面涂刷等 ) 而不 需进行大修的期限
。

3 ．

3
～

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耐久性主要取决于钢筋锈蚀
。

因此 保

护层厚度就成为主要因素
，

应保证保护层厚度不小于 9
．

2 节的规

定 。

同时还应保证保护层的振捣与养护质量
。

3 ．

3
．

4 、

3
．

3
．

5 根据我国的施 工 技术水平
， 对 S L ／T 1 9 1

—

9 6 耐

久性基本要求 中所规定的混凝土强度等级适当予以提高
，

并参照

G B 5 O 0 1O
一

2 0 0 2 ，

在耐久性基本要求 中增加 了碱含量 的限制
，

同时增添了水工 混凝 土 的水 下部分 不宜采用碱 活性 骨料 的条 文 ，

它是根据 《混凝土碱含量限制标准 》 (C E C S 5 3 ： 9 3 ) 的规定并

结合水工 工 程经验给出的
。

混凝土的水灰 比与最小水泥用量对耐

久性影响很大 ，

根据我 国的施工 水平 ， 对最大水灰 比限值作了适

当调整 。

氯离子含量是海洋环境或使用除冰盐环境钢筋锈蚀的主要因

素 ，

因此
，

在耐久性要求中增加了最大氯离子含量限值
，

它是参

照 G B 5 O 0 1 O
一

2 0 O 2 及美 国
、

日本规范的规定得出的
。

3 ．

3
．

6 混凝土的抗渗等级规定基本沿用 S L ／T 1 9 1
—

9 6 的规定
。

对于某些建筑物 (如渡槽槽身较薄的侧壁 ) ，

承受 的水力梯度很

大而水头却不大 ，

如仍按照表 3
．

3
．

6 中项次 3 的规定显然偏高 ，

因此在该表注 5 中规定了水头 H 小于 1 O m 时
，

抗渗等级可相应

降低 一

级
。

3 ．

3
．

7 混凝土抗冻等级明确规定用快冻法测定
， 它没有慢冻法

经历数十次冻融后强度反而增长的缺点 。

慢冻与快冻的成果虽有
一

定联系 ，

但至今尚未找到可靠的相关关系
。

因此本条不再考虑

与过去慢冻法的联系 ，

直接采用与国际标准相近的快冻等级
。

室内试验和实际工 程表 明 ： 饱和的混凝土才发生冻融破坏
，

不饱和的混凝土较少破坏 ； 冻融循环次数虽对冻融破坏有
一

定影

响 ， 但只限于表面浅层
， 而最冷月 的气温则影 响到深层 ， 因此最

冷月的气温 比冻融次数的影响更严重 。

所以
，

美国垦务局 《混凝

土手册》已将长期冰冻和冻融频繁列为同
一

类
。

有些部位检修时 ， 如电站
、

船闸
、

供水系统须停止运行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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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难于实现 ； 溢 流面检修须 避开汛期 和冬季
， 而 检修工 作量又

大 ，

检修也较困难
，

因此 ， 这些部位的抗冻要求均宜较其他部位

更高些
。

表 3
．

3
．

7 是根据 《水工 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S L 2 1 1
—

2 O 0 6 ) 给出的
。

气候分 区现 分为严寒
、

寒冷与温和三 区
。

温和地 区虽然没有

明显 的冻融情况 ，

但冬季寒冷仍可达到局部结冰
。

曾观察到温和

地 区的许 多 闸坝都有不 同程度 的冻融损坏 ，

因此温和区也规定了

抗冻等级要求 。

冬季水位变化 区 的上 限 ，

规定阳面
、

阴面和电站尾水区分别
为冬季最高水位 以上 1 m 、

2 m 和 4 m 。

其原因是阳面 只受 毛 细管

水分上 升影 响 ， 阴面则有表面结霜问题
，

水电站尾水 区因尾水冬

季水温远 高于气温
，

晚雾和晨雾高达 3
～

5 m ，

混凝土极易饱和破

坏 ，

故规定了 3 个不同高度
。

3 ．

3
．

8 根据室 内试验及 工 程实践
，

未采用引气剂的混凝土 ，

即

使采用性能优 良的水泥 ，

仍达不 到 F 1 o 0 的抗冻等级
，

所 以强调

混凝土抗冻必须掺加引气剂 。

对于抗冻混凝 土的水泥品种 、

掺合料数量以及 水灰 比
、

含气

量等有关指标应通过试验确定 ，

并按照 S L 2 1 l
一

2 O 0 6 的有关规

定处理
，

包括在严寒地 区严格控制水灰 比的规定等
。

实践表明
，

水灰 比略有增大
，

抗冻性能就明显 降低
。

为提高混凝土的抗冻性

和耐久性 ，

严格控制水灰 比是必 要 的
。

3 ．

3
．

9 化学侵蚀程度分类系参考我国 《混 凝土 结构耐久性设计

规范》 (G B ／T 5 0 4 7 6
—

2 O O 8 )
、

《公路工 程混凝土结构防腐蚀技术

规范》 (JT G ／T B O 7
一

O 1
—

2 O 0 6 ) 及美 国规范 A C I 3 1 8／3 1 8 R
一

4

和 欧盟规范 《混凝土》 (E N 2 O 6
—

1 ) 制定的
。

化学侵蚀程度的分类也可参考有关规范的规定进行划分 。

3 ．

3
．

1 2 薄腹构件和带棱角的结构 ， 暴露面大
， 比平整表面更 易

使混凝土碳化从而导致钢筋锈蚀
，

在恶劣的环境下应尽量避免

采用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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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 ．

1 混 凝 土

4 ．

1．2 混凝土强度等级 由立方体抗 压强度标 准值确定
，

立 方 体
抗压强度标准值是混凝土其他力学指标的基本代表值

。

混凝土立

方体抗压强度试件的标准尺寸为边长 1 5 0 m m 的立 方体试件
。

混

凝土强 度等 级 的确 定 原 则 为 ： 混 凝 土 强 度 总体分布的平均值
所 。 ，。减去 1．6 4 5 倍 标 准 差 ■

。

(保 证 率 为 9 5 ％)
。

用 公 式 表

示 ， 即 ：

厂一 k 一

‰ 。
一

1．6 4 ‰
。。

(3 )

^ u ．k 一 所
。 ，。 ( 1

—

1．6 4 鼢
。。

) (4 )

式 中 辞
。 — —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的变异系数
。

本标准采用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 强度的变异系数 盈 见表 1 ，

与 S L ／T 1 9 1
—

9 6 的取值相同
。

表 1 水工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 强度 的变异 系数

，。“
C 1 5 C 2 0 C 2 5 C 3 O C 3 5 C 4 O C 4 5 C 5 0 C 5 5 C 6 O

乱。。

O ．

2 O O
．

1 8 0
．

1 6 O
．

1 4 O
。

1 3 0
．

1 2 O
．

1 2 O
．

1 l O
．

1 1 O
．

1 O

4 ．

1．3
。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最低强

度等级要求 ，

是参考 G B 5 o O 1 o
一

2 O 0 2 等国内外规范 的有关规定

确定 的 。

对于水工 大体积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如预应力 闸墩等 )

的最低强度等级要求
， 可适 当降低

。

4 ．

1．4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

(1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根据国内 1 2 O 组混凝土棱柱体抗压强度与边长 2 o o m m 立 方

体抗压 强度 的对 比试 验 ，

并考虑试件尺寸效应的影响
， 两 者平均

值的关系为 ：

p fp
，i — O

·

8 × O
·

9 5∥f。 ，。 一

O
．

7 6卢fc
。 。 (5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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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结构中的混凝土强 度与试件混凝土 强 度之间的差异
，

对试件混凝土强度进行修正 ，

修正 系数取为 0
．

8 8 ，

则结构中的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与 1 5 O m m 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关 系为 ：

户f。 一

O
．

8 8 × O
．

7 6P f。¨ 。 一 O
·

6 7 p f。。 。 (6 )

根 据混凝土强度标准值的取值原则
，

假定 岔
。 一

啦
。

(t 为混

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变异系数 ) ，

引入考虑高强混凝土 脆性的折

减系数 a 。 ，

则结构中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为 ：

厂ck 一 口。卢f
，

(1
—

1．6 4 5啦)
一 o

．

6 7口。p f。。 。 (1
一

1．6 4 5讲
。。

)

一

0 ．

6 7 a 。

，c
。 ， k (7 )

a 。

的取值 ： 对 于 C 4 5 以下 均 取 口。 一

1．O ； 对于 C 4 5 取 口。 一

0 ．

9 8 ； 对于 C 6 O 取 a 。 一 O
．

9 6 ； 中间按线性规律变化
。

C 4 5 以下混凝土 ，

由于 a 。 一

1．O ，

故混凝土 轴 心 抗 压 强 度标

准值 厂ck 的计算公式 (7 ) 简化为 f k = = ： 0
．

6 7^ u ．k ，

与 S L ／T 1 9 1
—

9 6 的计算公式相同
。

(2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根据 国内 7 2 组 混 凝 土轴心抗 拉试件强度与边长 2 O 0 m m 立方

体抗压强度的对 比试验 ，

并考虑尺寸效应影响
， 两 者平均值的关

系为 ：

h 。。 ： o
．

5 8 (o
．

9 5仡 ．15 )。。。 一 o
·

5 6誓
，。 (8 )

同样 ， 考虑到结构中的混凝土强度与试件混凝土强度的差

异 ，

取 修 正 系 数 为 O
．

8 8 ，

同时 将 计 量 单 位 由 k g f／c m 。 改 为
N ／m m 。 ，

则结构中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与 1 5 0 m m 立 方体抗压强

度的关系为 ：

p f． 一

o
．

8 8 × o
．

5 6p 誓
。 × o

．

1 ’。。 ： 0
．

2 3p毪
，。 (9 )

假 定轴心抗拉强度的变异系数 d r。 一

艿‘II ' 则结构中混凝土 轴

心抗拉强度标准值为 ：

，。k — P f． ( 1
一

1．6 4 5岛
，

)
一 0

．

2 3P 鬈
。。 (1

—

1
．

6 4 5占f。 )

一 0 ．

2 3尼3k(1
—

1．6 4 5轧 )“ 。 ( 1 o )

式 ( 1O ) 与 S L ／T 1 9 1
—

9 6 的计算公式基本相同
。

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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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5 O 0 1O
一

2 O 0 2 根据原有的抗拉强度试验数据 ， 再加上我

国近年来高强混凝土强度研究 的试验数据 ，

统
一

进行分析后提出

了下列计算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的公式 ：

厂tk = 0
．

8 8 × O
．

3 9 5一j譬( 1
—

1．6 4 5盈 )“ ‘。 × 口。2 ( 1 1 )

式 中
， a 。z 为考虑高强混凝土 脆性的折减系数

，

对于 C 4 O 取 a 。。 一

1．0 ，

对于 C 8 O 取 a 。z —

O
．

8 7 ，

中间按线性规律变化
。

需要说 明的是 ，

按式 (7 ) 及式 ( 1 O ) 求得的混凝土 轴心 抗

压及轴心 抗拉强度标准值与 G B 5 O 0 1O
一

2 O 0 2 的采 用值 有 所 不

同 ，

但二 者十分接近
，

为了便于实 际应用和规范间的相互 协调
，

本标准混凝土强度标准值在取整时取与 G B 5 o O 1O
一

2 0 O 2 相 同的

指标 。

4 ．

1．5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取 为混凝 土强度标 准值除 以混凝 土材

料性能分项 系数 y c
。

s I
。

／T 1 9 1
—

9 6 混凝土 的材料性能分项系数

K 一

1．3 5 ，

与 国 内外 相 关 规 范 的取 值 相 比 ， 取 值 偏 低
。

G B

5 O O 1 O
一

2 O 0 2 取 y 。 一 1．4 ； 美国规范 A C I 3 1 8
一

O 5 取 )，。 = = =

1／9
—

1／
O ．

6 5
—

1．5 4 ； 欧盟规范和英国规范取 K
一

1．5
。

本次修订时将 苁

从 1．3 5 提高到 1．4 ，

相应 的混凝 土强 度 设 计 值 与 G B 5 O 0 10
—

2 O 0 2 的取值相同
。

4 ．

1．6 在
一

般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 中
， 不宜利用混凝 土抗 压 强

度随龄期而增长的后期强度 。

某些水工 建筑物会遇到混凝土浇筑

后要经过较长时间才开始承受荷载的情况 。

因此
，

本标 准规定
，

经充分论证后允许采用不 同龄期的混凝土抗压强度进行设计
。

在

附录 A 中列出了不同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比值
， 可供设计人

员在缺乏试 验资料时参考
。

附录 A 给出的混凝 土不 同龄期的抗压 强度 比值
， 基 本 沿用

了 S L ／T 1 9 1
—

9 6 的取值
，

仅根据国内近年来的试验资料 ， 将普
通硅酸盐水泥混凝 土 9 O d 龄期 的抗压 强度 比值 由 1．1 5 提 高

为 1．2 O
。

粉煤灰硅酸盐混凝土不同龄期的抗压强度 ，

可按火山灰质硅

酸盐水泥混凝土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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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混凝土不同龄期的抗拉强度
，

由于其影响因素较多 ， 离

散性很大 ，

故不应利用其后期抗拉强度
。

4 ．

1．7 根据国内的试验资料 ， 混凝土受拉弹性模量与受压弹性

模量很接近 ， 故二 者取用相同的数值
。

混凝土受压或受拉弹性模

量 E
。

仍沿用 S L ／T 1 9 1
—

9 6 的关系式
，

即按式 (1 2 ) 确定 ：

耻 荔聱
㈣ ，

2 ．

2 + ! ；二
， c u ，k

式中 ，。m
— —

立 方体抗压 强 度 标 准 值
，

即混凝 土强度等 级值

(按 N ／m m 。 计 )
。

4 ．

2 钢 筋

4 ．

2
．

1 近年来
，

国内混凝 土结构用钢筋
、

钢丝
、

钢绞线的品种

和性能有了进 一

步的发展
，

研制开发成功了
一

批新钢筋品种
，

因

此 ，

本标准对钢筋种类进行了调整
。

本标准列 入 的 钢 筋 种类及所依据 的现行 钢筋 国家标 准见

表 2
。

表 2 钢筋所属 的国家标 准代 号

项 次 钢筋种类 标准代号

1 热轧钢筋

G B 1 4 9 9 ．

2
—

2 O O 7

G B 1 3 O 1 3 —

9 1

G B 1 3 O 1 4 —

9 1

2 预应力 混凝 土用钢 丝 G B ／T 5 2 2 3
—

2 O O 2

3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 B ／T 5 Z Z 4
—

2 O 0 3

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 G B ／T 5 2 2 3
．

3
—

2 0 O 5

5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G B ／T 2 O O 6 5
—

2 O O 6

水 工 钢 筋 混凝 土 结 构 设 计 时
，

宜 优 先 采 用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0 O 级钢筋 ；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宜优先采用高强的预应力钢

绞线 、

钢丝
。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混凝土结构的安全度水平
，

降低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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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造 价
， 而且 还 可 降低配 筋 率 ， 缓解 钢筋 密集 带来 的施 工

困难
。

新颁布的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 ： 热轧带肋 钢筋 》

(G B l4 9 9
．

2
—

2 o O 7 ) 除保留了原标准 中的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O 0

级 、

H R B 5 0 0 级 普 通 热 轧 钢 筋 外
，

还 纳 入 了 H R B F 3 3 5 级
、

H R B F 4 O 0 级
、

H R B F 5 O 0 级 等细 晶粒 热 轧 钢筋
。

鉴 于 H R B 5 o o

级 钢筋及 H R B F 级钢筋 的工 艺稳定性
、

可焊性
、

时效性
、

锚 固

粘结性能等问题还需开展必要的研究工 作
， 国内尚缺乏这种钢筋

工程应用的试验数据和实践经验 ， 因此 ，

本标准暂缓列入
。

本标准虽列入光 圆 H P B 2 3 5 级 钢 筋及余 热处 理 的 R R B 4 0 0

级 钢筋
，

但并不主张推广应用
。

因为光 圆钢筋强度低
， 强度价格

比差 ， 延性虽好但锚固粘结性能差
。

由于焊接受热回火可能降低
R R B 4 O 0 级钢筋的疲劳性能和冷弯性能

，

钢筋机械连接表面切削

时也可能影 响其强度
，

因此 R R B 4 O O 级钢筋的应用也受到
一

定的
限制 。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在我 国的桥梁工 程及水 电站地下厂

房的预应力岩壁 吊车梁 中已有大量应用 。

国内过去将这种钢筋称

为 “

高强精轧螺纹钢筋
” 。 2 0 0 6 年

，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

(G B ／T 2 O O 6 5
—

2 o 0 6 ) 正式颁布施行
，

故本标准正式列入
。

原 《预应力混 凝 土用 热处 理 钢 筋 》 (G B 4 4 6 3
—

8 4 )
。

已 由

《预应力混凝土用 钢棒》 (G B ／T 52 2 3
．

3
—

2 O O 5 ) 所取代
，

按钢棒

表面形状分为光圆钢棒 、

螺旋槽钢棒
、

螺旋肋钢棒
、

带肋钢棒 4

种 。

由于光圆钢棒和带肋钢棒的粘结锚固性能较差
，

故本标准仅

列入 了 G B ／T 5 2 2 3
．

3
—

2 O 0 5 中的螺旋槽钢棒和螺旋肋钢棒 的材

料性能设计指标 。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在我 国现阶段仅用于预应

力管桩的生产 ， 已积累了
一

定的工 程实践经验
。

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强度高 、

性能好的预应力钢筋 (钢丝
、

钢

绞线 ) 已可充分供应
。

本标准不 再 列 入 冷拔 低 碳 钢 丝
、

冷拉钢

筋 、

冷轧带肋钢筋和冷轧扭钢筋等延性较差的冷加工 钢筋
。

未列

入本标准不是不允许使用这些钢筋 ， 而是使用冷加工 钢筋时 ， 应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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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冷拔钢丝 预应力 混 凝 土 构 件设计与施工 规程 》 (JG J 1 9
—

9 2 )
、

《冷轧带肋钢筋混凝 土 结构技术规程》 (JG J 9 5
—

2 0 0 3 )
、

《冷轧扭钢筋混凝土构件技术规程》 (JG J l 15
—

9 7 ) 和 《钢筋焊

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JG J 1 14
—

2 0 O 3 ) 等专 门规程 的

规定 。

4 ．

2
．

2 钢筋 强 度 标 准 值 的确 定 基 本 沿 用 S L ／T 1 9 1
—

9 6 的规

定 ，

即 ：

( 1 ) 对于有明显物理流限的普通热轧钢筋
，

采用钢筋国家标

准规定 的屈服点作 为标准值 ， 屈 服 点 即钢 筋 出厂 检 验 的废 品

限值 。

(2 ) 对于无明显物理流限的预应力钢丝
、

钢绞线
、

螺纹钢筋

及钢棒 ，

采用钢筋 国家标准规定的极限抗拉强度作为标准值
。

4 ．

2
．

3 钢筋强度设计值的确定
．

(1 ) 抗拉强度设计值

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取为钢筋强度标准值除以钢筋材料

性能分项系数 y 。 ； 预应 力 混凝 土用 钢丝
、

钢绞线
、

螺纹钢筋及

钢棒的抗拉强度 设 计值则取为条件屈服点除以钢筋的材料性能分

项系数 以
。

为适 当提高安全 度 设 置 水 平 ，

参考 G B 5 0 0 10
—

2 o 0 2 的规

定 ，

将 H R B 3 3 5 级钢筋 的材料性能分项系数 以 由 S L ／T 1 9 1
—

9 6

的 1．O 8 提高为 1．1
。

这样
， H P B 2 3 5

、

H R B 3 3 5 和 H R B 4 O o 这 3

个 级别 的热轧钢筋 的材料性能分项系数 以 都取为 1
．

1
。

预应力钢筋的材料性能分项系数 苁 仍取为 1．2 。

对于预应 力 用 钢 丝 、

钢绞线
、

钢棒
，

其条件屈服点 S L ／T

1 9 1 —

9 6 取为 O
．

8 crb (吼 为钢筋的极限抗拉强度 ) ，

本标准与 G B

5 O 0 1 O 一

2 0 0 2 的规定
一

致
，

取为 O
．

8 5吼
。

因而本标 准的预应力钢

筋抗拉强度设计值较 S L ／T 1 9 1
—

9 6 有所提高
。

对 于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

由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

筋 》 (G B ／T 2 O O 6 5
—

2 O 0 6 ) 可知
， P S B 7 8 5

、

P S B 8 3 0 的 d 。

／如
一

O ．

8 ，

而 P S B 9 3 O
、

P S B 1 0 8 0 的 以 ／crb 分别为 O
．

8 6 及 0
．

8 8
。

本标

2 2

www.weboos.com



准取 O
．

8吼 作为螺纹钢筋的条件屈服点
。

(2 ) 抗压强度设计值
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 以钢筋应变 e ：

一 0
．

O o 2 作为取值依

据 ，

按 厂；
一 e ：E 和 ，；

一

，， 两个 条件确定
，

取二 者的较小值
。

4 ．

2
．

4 钢筋的弹性模量按 国家现行钢筋规范的规定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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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计算

5 ．

1
一

般 规 定

5 ．

1．1 对于素混凝土结构构件
，

由于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可靠性

低 ，

混凝土收缩和温度变化引起 的效应又难 以估计 ，
一

旦发生裂

缝 ，

易造成事故
，

故对于 由受拉控制的素混凝土结构
，

应严格限

制其使用范围 。

对于围岩中的隧洞衬砌
， 经论 证 ，

允许采用素混

凝土结构 。

5 ．

2 受 压 构 件

5 ．

2
．

1 对没有抗裂要求且 o
．

4 y ：≤ 印 ≤ o
．

8 y ：的偏心受压构件
，

需配置不少于构件截面面积 0
．

0 5 ％的构造钢筋
，

同时规定在每

米宽度内的钢筋截面面积不大于 1 5 O O m m 。 ， 以避 免钢筋截面 面

积 随构 件截面尺 寸的增大而增加过多
。

5 ．

2
．

2
～

5
．

2
。

4 与 S L ／T 1 9 1
—

9 6 第 5
．

2
．

2
～

5
．

2
．

4 条相同
，

但
改用安全系数表达 。

附录 C 中列 出了截面抵抗矩塑性系数
，

与
S L ／T 1 9 1

—

9 6 基本相 同
。

5 ．

4 局 部 受 压

5 ．

4
．

1 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岛及局部受压底面积

的计算 ，

与 S L ／T 1 9 1
—

9 6 相同
。

计算底面积 A “ 的取值
，

采用
“

同心
、

对称
”

的原则
。

该方

法要求计算底面积 A “ 与局部受压面积 A ： 具有相同的重心 位 置 ，

并对称 ； 沿 A z 各边向外扩大的有效距离不超过承压板的短边尺

寸 6 (对 圆形承压板 ， 可沿周边扩大
一

倍 d )
。

此方法的优点是便

于记忆 ，

对各种类型的垫板试件
，

其试验值与计算值符合较好
，

且偏 于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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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6 ．

1 承载 力计算的
一

般规定

6 ．

1．1 本章规定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公式适用于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大于 C 6 O 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

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 C 6 O

的 高强混凝土 结构构件 的承载力计算公式可参 照 G B 5 O 0 1 O
一

2 O 0 2 采用
。

本章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公式适

用于跨高比 如／九≥ 5 的受弯构件 ， z。／̂ < 5 的受弯构件应按 10
．

6

节的规定计算 。

试验和分析表明
， 如／̂ ≥ 5 的受弯构件正截面的

平均应变才基本符合平截面假定 。

6 ．

1．2
、

6
．

1．3 正 截 面 承载 力 计算 方 法 的基 本 假 定 与 S L ／T

1 9 1 —

9 6 基本相同
。 ’

(1 ) 试验表明 ， 在受拉钢筋达到屈服强度之前及达到 瞬间 ，

截面的平均应变基本符合平截面假定 。

因此
，

按照平截面假定建

立判别受拉钢筋是否屈服的界限条件和确定屈服之前钢筋的应力

吒 是合理的
。

平截面假定作 为计算手段 ， 即便 钢 筋 已达 屈 服 ，

甚至进入强化段时 ，

也还是可行 的
，

计算值与试验值符合较好
。

引用平截面假定可以将各种类型截面 (包括周边配筋截面 )

在 单向或双 向受力情况下的正 截面承载力计算联系起来
，

提高了

计算方法 的统 一

性 和条理性
，

使计 算公式具有较 明确 的物理

概念 。

(2 ) 确定等效矩形应力 图形 的特征值
，

需要给定混凝 土 的
吒 一

￡。

曲线及非均匀受压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e 。。 。

此处采用 的理

想化混凝土 瓯
一

e 。

曲线
，

是在分析国内外规范所用的 吼
一

e 。

曲线

和有关试验研究资料基础上给出的
。

根据我国偏心受压及受弯构件 的试验结果 ， e 。。

的平 均值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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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

0 O 3 3 。

当取 ￡。。 一 0
．

O 0 3 3 时
，

对矩形截 面而言
，

等效矩形应

力图块的受压区高度 z 与中和轴高度 鼽 的比值 卢
一 O

．

8 2 3 ，

其等
效矩形应力 ，c与应力曲线上 最 大应力值的比值 y — O

．

9 6 9 ，

为简

化计算 ，

取 卢
= O

．

8 ， y 一

1．0
。

(3 ) 非均匀受压构件的混凝土 受压应力图形可简化为等效矩

形应力图形 ，

其强度在 S D J 2 O
一

7 8 中称为弯曲抗压强度
。

根据

我国偏心受压构件的试验分析 ，

弯曲抗压强度与相对受压区计算

高度 e 有关
，

在大偏心受压范围
，

弯曲抗压强度 的试验值 f
。

随 }

的增大而减小
，

如采用固定的计算指标 ^
。 ，

将使大偏心受压 构

件在接近 界 限时偏于不 安全
，

受弯构件在界限配筋率附近也偏于

不 安 全 。

试验研究表 明
，

对矩形截面小偏心受压构件
，

兵
。

接近

轴心抗压强 度 ．

兵
。

对三 角形截 面和圆形截面小偏 心 受压 构 件
，

．

足。 =
．

足
。

因此 S L ／T 1 9 1
—

9 6 提出 厂
。。 =

厂
。 。

本标准继续保留这
一

规定 。

本标准作了如下修改 ： ① S L ／T 1 9 1
—

9 6 对混凝土应力应变

关系用文字说 明 ，

本标准改用公式表示 ； ②删去了
“

受拉钢筋的

容许极限拉应变取 O
．

O 1 ” 的规 定 ，

因为根据平截 面假定
，

受拉

钢筋的容许极限拉应变取 O
．

0 1 就相当于规定混凝土 受 压 区 的最

小 高度为 O
．

2 ^ 。 。

在水工 钢筋混凝土 低配筋率构件 中
，

这
一

规定

显然不尽合适 。

6 ．

1 ．4 构件达到界限破坏是指截面上受拉钢筋达到屈服和受压

区混凝 土 达 到 极 限压 应 变 同 时 发 生 的状 态
，

此 时 ， 取 ￡。。 一

O ．

o O 3 3 ，

卢
一

O
．

8
。

对有屈服点的钢筋
，

钢筋的应变取 厂y／E
。 。

根

据平截面假定 ， 可得 本 标 准 的截 面相 对 界 限受 压 区计 算 高度 矗

公式 (6
．

1 - 4 )
。

本标准删去 了采用冷轧带肋钢筋时
， 鼠 的计算

公式 的分母 中的 1 应改为 1．6 的说 明
，

因为此 类钢筋 不再 推荐

采用 。

6 ．

1．5 计算钢筋应力 d 。

时
，

是以混凝土达到极限压应变 ￡。。

作为

构件达到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为标志 的 。

当取 e 。。 = O
．

O 0 3 3 ， p
：

O ．

8 时 ， 按平截面假定可写出钢筋应力的计算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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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 o
．

O 0 3 3 E sf些
一

11 (1 3 )

＼ z ／

式 (1 3 ) 还可用来计算截 面任 意位置 处 的钢筋应力 瓯 。
～

设

距离受压边缘为 ^ 。；的钢筋 A
。。的应力为 a 。 则 a ，；的通式为 ：

口 。i 一 0
．

O 0 3 3 E 。

f型 堕
一

11 (14 )

＼ z ／

为简化计算 ，

根据我国试验资料
，

小偏心受压情况下实测受

拉边或受压 较 小边 的 钢筋应力 a 。

与 e
— z ／̂ 。 接近直线关系

，

根

据 手
=

矗时 盯。 =

厶 及 0
= 0

．

8 时 吒 一

0 的界限条件
，

取 瓯 与 车之间

为线性关系 ， 就可得出式 (6
．

1．5
—

1 )
。

6 ．

2 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6 ．

2
．

1
～

6
．

2
．

6 6
．

1
．

2 条列出了正 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的基本假
定 ，

但在通常设计计算中并不需要直接引用这些假定
，

而可根据

本章中给出的承载力公式进行构件计算
，

这些公式在不 同程度上

都作 了简化处理 。

试验表明 ， 6；／6 比值在常用范围内的 I 形和 T 形截面
，

从

加荷到破坏前 ，

混凝土受压翼缘应变分布大致是均匀 的
。

因此
，

规定受压区为 T 形 ， 即 z > 危；时
， 受压 区 应变仍按均匀分布

，

翼缘和腹板部分的应力均取为 ^ 。

此 时
，

计算宽度 6：应符合表
6 ．

2
．

3 的规定
。

与 S L ／T 1 9 1
—

9 6 相比
，

本标准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生要
有两点不同 ：

( 1 ) 计算公式采用安全系数表达
， K 值按表 3

．

2
．

4 取用
。

(2 ) 将受弯构件混凝土受压 区计算高度需满足 z ≤鼠^ 。 的条

件改为 z ≤ O
．

8 5鼠矗o ， 这是 为 了更 有效地 防止发 生超筋 破 坏
。

S L ／T 1 9 1
～

9 6 容许混凝土受压区计算高度 z 达到 ∈b 五。 这
一

临界

值 ， 此时受弯构件发生界 限破坏 ，

实际上 已是
一

种无预警的脆性

破坏 ，

原先规定的安全度 (仅是对延性破坏而言的 ) 就不够 了
。

同时 ， 在 磊的计算公式 中
，

混凝土 的极 限压 应变和钢筋 弹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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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材料特性 取 平 均值
， 而 钢 筋 强度却 取设 计 值 ，

人为地把 彘

值算大了 ，

更易造成构件延性的不足
。

双筋受弯构件的受压区计

算高度 z 对延性与用钢量 的影响的分析表明
，

当取 z 。 。， 一

氕^ o 设

计时 ，

曲率延性系数 鳓 一

1．O ， 为脆性破坏 ； 当取 z 。 。。 一 0
．

8鼠^ o

设计时 ， 卢， 一 2
．

3 O ， 用钢量增加 1．2 3 9／6； 当取 z 。 。； 一 0
．

7鼠^ o 设

计 时 ， 户， 一

2
．

7 1 ，

用钢量增 加 3
．

2 5 9／6
。

在 国际上 ，

美 国规范和

日本规范均规定 z ⋯ 一 0
．

7 5鼠庇。 ； 英国规范则相当于规定 z 。 。； 一

O ．

8鼠^ 。 。

综 上 所 述 ，

受弯构件受压 区 计 算 高度 z 应 不 大 于
0 ．

8鼠^ 。 较为合适
。

但考虑到我国所有规范历来都取 z ⋯ 一

氛^ o ，

故本标准规定 ： 受弯构件受压 区计算高度 z 应不大于 O
．

8 5靠^ o 。

这 一

改动对
一

般梁板都没有什么影响 ， 只有对截面尺寸受到限制

需配置受压钢筋 的双筋梁 ，

才会对总的用钢量产生
一

些影响 (增

加约 O
．

7 9／6)
。

6 ．

3 正 截面受压 承载力计算

6 ．

3
．

1 轴心 受压构件 正 截 面受压 承载力 的计算 方法 与 S L ／T

1 9 1 —

9 6 不 同的有两点 ： ①公式采用安全系数表达 ； ②增加了框

架及排架柱的计算长度 zo 。

6 ．

3
．

2
～

6
．

3
．

4 偏心 受压构件正 截面受压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与
s L ／T 1 9 1

—

9 6 不 同的有两点 ： ①公式采用安全系数表达 ； ②对

于非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 、

I 字形截面和 T 形截面小偏心受压构

件 ，l 明确指出仅当 K N > 六A 时
，

才需分别按式 (6
．

3
．

2
—

4 ) 或
式 (6

．

3
．

4
—

3 ) 验算离纵向压力较远侧是否会先发生压坏
。

6 ．

3
．

5 沿截面腹部配置等直径
、

等间距的纵向受力钢筋的矩形
、

T 形或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
，

其正 截面承载力可根据 6
．

1．1 条

中 一

般计算方法的基本假定列出平衡方程进行计算
。

但由于计算
公式较繁 ， 不便 于设计应用

。

为此 ，

作了必要 的简化
，

给出了式

(6 ．

3
．

5
—

1 )
～

式 (6
．

3
．

5
—

4 ) ，

与按
一

般方法精确计算的结果相

比误差不大 。

6 ．

3
．

8 本条是新增的条文
。

S L ／T 1 9 1
—

9 6 考虑偏心受压柱的二

2 2

www.weboos.com



阶效应时
，

采用传统的
“

偏心矩 增 大 系数法
” ，

这
一

方法实际上

假定柱是无侧移的 ，

是
一

种近似方法
。

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
，

利用结构分析的弹性杆系有限元法 ，

再 以经过折减的弹性刚度代

替其初始弹性刚度 ，

使之能反映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钢筋混凝土

构件裂缝开展后的变形特点
， 可 以较精确地直接算 出包含二 阶效

应在内的结构各杆件的内力 ，

从而可克服采用传统的偏心矩增大

系数法在相 当 一

部 分情 况 下存 在 的不 准确性
。

这 种 方 法 在

G B 5 O 0 1O
一

2 o 0 2 中称为考虑二 阶效应 的弹性分析方法
。

本标准
与其 一

致
，

除保留偏心矩增大系数法外
， 还 同时列 出较准确 的考

虑二 阶效应的弹性分析方法
， 以供设 计选用

。

6 ．

3
．

9 本条给出了偏心矩增大系数的计算公式 ， 与 S L／T 19 1
—

9 6

相同 ， 仅 岛计算式中的分母改为 K N
。

6 ．

3
．

10 S L ／T 1 9 1
—

9 6 对构件计算长度 z。 的确定方法只适用于

两端有明确约束条件的受压柱 。

参考 G B 5 O 0 1 O
一

2 O O 2 ，

新增此

条 ，

可以用来确定两端约束不 明确 的柱的计算长度
。

6 ．

3
．

1 1 本条是新增的条文
。

列出了构件修正抗弯刚度
， 可用于考

虑二 阶效应的弹性分析方法
，

直接计算出结构构件各控制截面的内

力设计值 ，

并按此内力设计值对各构件直接进行截面配筋设计
。

6 ．

3
．

13 双 向 偏 心 受 压 构 件 的 计 算 公 式 是 将 倪 克 勤

(N ．

V
．

N ik itin ) 公式加以修正后 给 出的
。

6 ．

4 正 截面 受拉承载 力计算

6 ．

4
．

1
～

6
．

4
．

4 给出了正截 面受拉 承载力 的计算公式
。

与 S L ／T

1 9 1 —

9 6 的不 同在于 ： ①采用安全系数表达 ； ②对于 大偏心 受拉
构件 ， 要求混凝土受压 区计算高度 z 不大于 o

．

8 5氛^ 。 ， 以保证 截

面发生延性破坏 ，

参见 6
．

2
．

1 条说明
。

6 ．

5 斜截面受 剪承载力计算

6 ．

5
．

1 根据我 国抗剪试 验研究和工 程 经验
，

与 S D J 2 0
—

7 8 相

比 ，

加严了普通 受 弯构件的截面 限制条件
，

从 0
．

3R 娩 。 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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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2 5 凡施 。 。

但对于在计算中未计及受压 区翼缘有利因素的 T 形

和 I 形截面简支梁
，

尚可保持原规范 的要求
，

即系数仍 可取

为 0
．

3 O
。

6 ．

5
．

2 剪力计算值的计算截面
，

在
一

般情况下是指较易发生斜

截面破坏的位置 ，

它与箍筋和弯起钢筋的布置及腹板宽度有关
。

6 ．

5
．

3 由于混凝土受弯构件受剪破坏的影响因素较多
，

破坏形

式复杂 ，

对混凝土受剪机理的认识 尚不足
， 至今未能像正截面承

载力计算 一

样建立
一

套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

国内外各有关规范中
’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各异 ， 理论模式也不尽相同
。

( 1 ) S L ／T 19 1 —

9 6 受剪承载力计算
，

当梁配有箍筋和弯起

钢筋时 ，

受剪承载力 V 。

为混凝土项受剪承载力 V
。 、

箍筋项受剪

承载力 V
。，

和 弯起钢筋项受剪 承载力 V
。“之 和

。

该方法形式简

单 ，

使用方便
。

但原计算方法中
，

混凝 土项受 剪 承载 力 V
。

随

构件的荷载形式不同而不同 ，

对
一

般受弯构件和对集中荷载作

用为主的独立 梁
，

分别采用两个不 同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

使抗力与荷载成为互 不 独 立 的 随机 变 量 ，

计算 比较繁琐
。

且 对

相 应 的受扭构件
、

预应力构件
、

叠合式构件等均增加 了计算上

的复杂性 。

本次修订时 ， 通过对 国内外各主要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分

析和试验资料的对 比 ，

在 S L ／T 1 9 1
—

9 6 计算方法的基础上 ， 对

混凝土项受剪承载力 V
。

计算公式进行了以下两点修订 ：

①将混凝土项受剪承载力 V
。

计算公式中的混凝土强度设计

指标由 厂c改为 ，t表达 ， 以适应从 低强 到高强混凝 土构 件受剪承

载力 的变化
，

避免采用 ，
。

时使高强混凝土构件 的受剪承载力计

算偏不安全 。

②将混凝土项受剪承载力 V
。

计算公式合为
一

个
， 取消集 中

荷载作用为主的独立梁计算 中剪跨 比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 ，

在计

算公式中不再考虑荷载形式 的不 同 ，

使 V
。

计算公式得 以简化
，

更可使相应的受扭构件 、

预应力构件
、

叠合式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计算 明显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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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承受集中荷载为主的重要的独立梁 ， 如厂房 吊车梁
、

门机轨道梁等 ，

为与 G B 5 0 0 10
—

2 0 0 2 相 协调
，

提高其安全度
，

在本条注中 ，

将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混凝土项 受剪承载力 V 。

的系数 O ．7 改取为 O
．

5
、

箍筋项受剪承载力 V
。，

的系数 1．2 5 改取

为 1．O
。

(3 ) 试验表明 ， 在不配置箍筋的梁中
， 可能导致脆性 的斜拉

破坏 ，

因此
，

当剪力设计值小于无 腹 筋梁的受剪承载力 V
。

时
，

仍应配置满足构造要求的箍筋 。

6 ．

5
．

4 对不配置腹筋的厚板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

增

加了截面高度影响系数 风 ， 以考虑截面的尺寸效应影响
。

当截

面有效高度超过 2 O O O m m 后
，

其截 面受剪承载力还可能 降低
，

但对此试验研究尚不充分 ，

未能作出进
一

步规定
。

6 ．

5
．

5 本条给出的实心 板 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

为混凝 土 承载

力 V 。

与弯筋承载力 V 。“之和 ， 没有考虑板的受剪承载力随宽高

比 6／̂ 增大而提高的影响
，

偏于安全
。

限制 V 。。≤ O
．

8，I她 。 是为

了限制弯起钢筋数量和板的斜裂缝开展宽度 。

6 ．

5
．

6 试验及 国 内外相关 规 范 的规 定 表 明
，

承 受分 布荷 载 的

受弯构件 ， 从支座到距支座 O
．

5 ^ 。 的范围内
，

构件有很高 的受

剪承 载力 。

在 该 范 围 内按 计 算 配 置 箍 筋 时
， 可 以 按 距 支 座

O ．

5矗。 处截面的剪力设计值计算箍筋量 ， 并均匀配筋
， 以节 省

不必 要 的箍筋
。

这种情况只有 当荷载作用于构件顶 面
，

自上 向

下永久作用 ，

对斜截面产生受压倾 向时才适用
， 也 就是 仅适 用

于直接加载 。

6 ．

5
．

7 本条给出了受弯构件配 筋 必 须 满 足 的构造要求
，

当满足

这些要求时 ，

就不会产生斜截面受弯破坏
，

因此可不必计算斜截
面的受弯承载力

。

当不满足这些构造要求时
，

可参照有关规范计算斜截面的受

弯承载力 。

6 ．

5
．

8
～

6
．

5
．

1 0 轴向压力对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起有利作用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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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试验
，

当轴压 比等
一 o

．

3
～

0
．

5 时
，

受剪承载力达到最大
J c u ，‘0

值 ，

若再增加轴向压力将导致极限受剪承载力降低 ； 轴向拉力对

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起不利作用 ， 通过对试验资料 的分析 ，

对偏心

受压构件和偏心受拉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

可在受弯构

件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的基础上 ，

加上
一

项或减去
一

项轴向力
』＼『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

。

由于试 验 中所施加的轴向力 N 是实际

作用在构件上 的轴向力
，

因此本标准计 算公式与 S L ／T 1 9 1
—

9 6

稍有不 同 ， 不再考虑结构系数 托 对它的影响
。

6 ．

5
．

1 l 参考 G B 5 o 0 1 O
一

2 0 0 2 ， 对圆形截面采用等效惯性矩原

则确定等效截面宽度和高度 ，

从而对 圆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可

采用矩形截面偏心 受压 构 件 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

6 ．

6 受扭承载力计算

6 ．

6
．

1 在弯矩
、

剪力和扭矩作用下
，

钢筋混凝土 构件的截面限

制条件是以竿< 6 的试验为依据提出的
。

对纯扭构件 ，

式 (6
．

6
．

1 ) 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构件在破坏时

混凝土不首先被压碎 。

s D J 2 o
一

7 8 对 剪扭 构件 的规定 为：半 +

甓 ≤ O．3％ 对于 纯扭构件肭 甓 ≤ o．3k 鼬 外纯 扭构

件试验研究表 明 ，

当混凝土 强 度等级低 于 C 2 0 时
，

控制限值接

近于 O
．

3 ^
，

当混凝 土 强 度等级较高时
，

其限值低 于 0
．

3，c
，

平

均为 0
．

2 3，c
。

试验还表明
，

对于 T 形
、

I 形等组合截面 ，

其截面
限制条件大致与矩形截面纯 扭 构 件 相 近

。

综合 以上情 况
，

将
0 ．

3R
。

降为 O
．

2 5^
。

6 ．

6
．

2 本条对常用的 T 形和 I 形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的计算方

法作了具体规定 。

T 形
、

I 形截面划分成矩形截面的原则是 ：

先按截面总高度
确定腹板截面 ，

然后再划分受压翼缘和受拉翼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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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提供的截面受扭 塑性抵 抗矩公式是近似的
，

主要考虑受

扭承载力计算的方便 ，

并与受剪承载力计算的截面要 求相协调
。

6 ．

6
．

3 试验表明
，

当 }值在 0
．

5
～

2
．

O 范围内
，

构件破坏时抗扭

纵筋和抗扭箍筋基本上 能 同时屈服
，

为稳 妥起 见
， 取 限制 条件

为 ： O
．

6≤《 1．7 。

当 筝> 1
．

7 时
，

取 }
一

1．7 ； 当 善
一

1
．

2 左右时

为钢筋达到屈服的最佳值 。

因截面内力平衡 的需要
，

对于不对称

配置的抗扭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

在计算 中只取对称配置的抗扭纵

向钢筋截面面积 。

6 ．

6
．

5 无腹筋剪扭构件试验表 明
， 无量纲剪

、

扭承载力的相关

关系可取 1／4 圆的规律 ； 对有腹筋剪扭构件
，

假设混凝土部分对

剪 、

扭承载力的贡献与无腹筋剪扭构件
一

样
， 也 可 取 1／4 圆的

规律 。

本条的公式是根据有腹筋构件的剪 、

扭承载力为 1／4 圆的相关

曲线作为校正线 ，

采用混凝土部分相关
、

钢筋部分不相关的近似拟

合公式 。

此时 ， 可求得剪扭构件受扭承载力 降低 系数 J8t (以 三 段

直线表示 ) ，

其值略大于无腹筋构件的试验结果
。

与S L ／T 1 9 1
—

9 6

不 同的是在计算受剪承载力时不考虑剪跨比的影响
，

所以混凝土

受扭 承载力降低系数 且的计算公式由 s L ／T 1 9 1
—

9 6 的两个改为
一

个 ，

使计算得以简化
。

6 ．

6
．

7 对弯剪扭构件
，

当 K 隧 O
．

3 5厂t她 。 时
，

剪力对构件承载

力的影响可不予考虑
。

此时
，

构件的配筋 由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

受扭承载力的计算确定 ； 同理 ，

当 K T ≤ 0
．

1 7 5，IⅣ 。 时
，

扭矩对
构件承载力的影响可不予考虑 ， 此时 ，

构件的配筋由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确定 。

6 ．

6
．

8 在弯矩
、

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
，

按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

和剪扭构件受扭承载力分别计算出构件纵向钢筋截面 面积
，

其受

弯纵向钢筋布置在截面的受拉区 ，

受扭纵向钢筋应沿截面周边对

称均匀布置 。

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和受扭承载力分别计算出

箍筋截面面积 ，

应注意受扭箍筋应布置在截面外侧
，

而受剪箍筋

可布置在 截 面 内部 (如 四肢箍 ) ，

在相同位置处 的箍筋可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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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

6 ．

7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6 ．

7
．

1
～

6
．

7
．

2 根据板承受集中荷载的冲切试验结果 ， 并参考国

内外有关规范 ，

本标准在保 留 S L ／T 1 9 1
—

9 6 公式形式 的基础

上 ，

对其进行了以下 3 方面的修订和补充 ：

(1 ) 考虑了荷载作用面形状的影响
。

在 G B 5 O 0 1 0
—

2 O 0 2 和美 国规范 A C I 3 1 8 等规范中
，

给出了

承载力调整系数 叩， 】7 在 叩。 与 珑 两 个 计算式中取较小值
。

珈 为
1 ‘)

局部荷载作用面形状影响系数 ， 叩， 一

0
．

4 + 芋
，

其中 ， 熊为作用
P 0

面长边与短边 的 比值 。

焦大于 2 后受冲切承载力会有所降低
， 一

般情况下 熊在 2
～

4 之间取值
。

吼 为临界截面周长与板截面有效
一 L

高度之比的影 响系数 ， 珑
= ：= o

．

5 + 半
，

在此 a 。

为与柱 的类型
‘±“ m

(边柱
、

中柱
、

角柱 ) 有关的系数
，

当临界截面周长与板截面有

效高度之 比 “ 。

／̂ 。 过大时同样会引起受 冲切承载力降低
。

经过对 劲
、

准 的分析发现
，

在柱的各种类型和 恩 小于 4 的规定

条件下 ， 骁 与 吼 的平均比值为 1．42 ，

小于 1 的情况只占约 l0 9，6
， 且

都只略小于 1．O ， 因此只需考虑 吼 的影响
，

使计算得以简化
。

(2 ) 考虑了板中开孔的影响

板在局部荷载边缘附近 (≤ 6矗。 ) 开 孔时
，

孔洞会减小 冲切

的临界截 面周长 乱 。 ， 从而降低板 的受冲切承载力
。

参考国内外

相关规范 ，

采用从 “ 。

中扣除
一

部分周长的办法 以考 虑 孔 洞 对 板

受 冲切承载力的影响
。

(3 ) 考虑了板截面高度尺寸效应的影响

参照 G B 5 0 0 1 0
—

2 o 0 2 ，

在不配置抗冲切箍筋和弯起钢筋的

受冲切承载力公式 中引入 了截面高度影响系数 J8}I， 以考虑截面

高度的尺寸效应对受冲切承载力的不利影响
。

6 ．

7
．

3 实际工 程 中
，

有时会遇到板 的厚度和混凝土 强 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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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限制的情况
， 根据 国 内外 的钢筋混凝土实心板 的试 验研 究 ，

并参考 国外有关规范的计算方法 ， S L ／T 1 9 1
—

9 6 提 出了由箍筋

或弯筋与混凝土共同承担冲切的计算公式 ，

即配置抗 冲切钢筋的

钢筋混凝土板的受 冲切承载力 ， 取为混凝土和抗冲切钢筋 的受冲

切承载力之和 。

其中混凝土 的受冲切承载力为不配置抗冲切钢筋

的钢筋混凝土板受冲切承载力的 1／2
。

致使在冲切钢筋配筋量趋

近于零时两公式不衔接 ，

同时也与相应的混凝土受剪承载力计算

方法不协 调
。

本次修订时 ，

对上述问题进行 了专 门研究
。

根据配置抗冲切

钢筋混凝土板的冲切试验结果和国内外配置抗冲切钢筋混凝土板

的受冲切承载力研究成果 ，

参考国内外有关规范的合理 内容
，

本

标准在保留 S L ／T 1 9 1
—

9 6 公式形式的基础上
，

并考虑抗冲切钢

筋用量的历史水平 ，

对原规范进行 了以下几点修订 ：

(1 ) 根据试验结果
，

适当提高了混凝土项的受冲切承载力系

数 。

由原来的 0
．

3 5 提高到 O
．

5 5
。

(2 ) 降低了抗 冲切钢 筋项 的受 冲切 承载 力 系数
。

由原来 的
1．0 降低到 O

．

8 ，

主要考虑到配置 的抗 冲切钢筋有可能无法全部

通过实际的冲切破坏锥体而充分发挥作用 。

同时也使修改后的计

算公式与原公式基本保持在同 一

安全度水平
。

式 (6
．

7
．

3
—

1 ) 是界限条件
，

用 以限制箍筋或弯起钢筋的数

量 ，

以避 免其不 能充分发挥作用和使用阶段在局部集中荷载附近

的斜裂缝过宽 。 。

6 ．

7
．

4 本条与 S L ／T 1 9 1
—

9 6 基本相 同 ，

但增加了截 面高度影

响系数 凤 。

6 ．

8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6 ．

8
．

2 钢筋网在两个方向的配筋量 比值不大于 1．5 的限制条件
，

是为了避免两个方向配筋量相差过大而导致钢筋强度不能充分

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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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正 常
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7 ．

1 正截面抗裂验算

7 ．

1．1 S L ／T 1 9 1
—

9 6 中
，

抗裂验算是按短期
、

长期两种荷载效

应组合进行 的 ，

但 由于 《水 工 建筑 物荷 载设 计规 范 》 (D L

5 O 7 7 —

1 9 9 7 ) 对长期组合 中的可变荷载标准值长期组合系数 』D 的

具体取值未明确给出 ，

计算难以操作
。

本标准将抗裂验算改为只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也 即是原先的短期组合 ) 计算
，

使计算得

以简化 ，

这与 G B 5 O 0 1
—

2 O 0 2 的处理方式是
一

致的
。

本章以下各节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荷载效应组合 ， 均由
S L 1 9 1 —

9 6 短期
、

长期两种组合改为只按标准组合
一

种计算
。

本节提出的抗裂验算公式是针对直接作用在结构上 的荷载提

出的 ， 不包括温度
、

干缩作用等在 内 ， 对温度
、

干缩作用的抗裂

验算参见第 1 1 章
。

7 ．

2 正 截面裂缝宽度控 制验算

7 ．

2
．

1 由于抗裂验算和限裂验算公式是从完全不同的物理概念

并综合试验资料推导出来的 ，

因此
，

满足抗裂验算的构件并不
一

定能满足限裂验算 。

本标准规定当钢筋混凝土构件已满足抗裂要

求时 ， 可不再进行裂缝宽度的验算
。

仅对于某 些重要 的钢筋混凝

土构件 ， 经论 证认 为确 有 必要 时 ， 在已满足抗裂的同时可再提出

限制裂缝宽度验算的要求 。

但当抗裂的可靠性较高时 (也就是混

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 a 。。

取值 比较小时) ，

即使是重要结构
， 也 可

不再 提出限制裂缝宽度验算的要求
。

7 ．

2
．

2 S L ／T 1 9 1
—

9 6 最大裂缝宽度 叫 。 。；

计算式为 ：

，r J
硼

。 。 一 a 1 a 2 a 3 等f3 c + 0
．

1o 兰 1 (1 5 )
L s ＼ Iu 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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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 D J 2 O
一

7 8 相 比
，

式 (1 5 ) 增加 了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f

这 一

因素
。

工 程设计表明
，

当混凝土 保护层厚度较大时 ， S L ／T

19 1 —

9 6 的裂缝宽度计算值 比 S D J 2 0
—

7 8 偏大较多
，

会 出现钢

筋用量由裂缝宽度限制条件控制 ， 比承载力所需钢筋用量增加很

多的情况 。

关于裂缝计算公式
，

本标准结合试验研究和工 程实际
，

进行

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

(1 ) 将式 (1 5 ) 中的构件受力特征系数 q 、

钢筋表面形状

系数 a z 和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系数 铂 简化整合成综合影响系数 a 。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 a 。 取值与 S L ／T 1 9 1
—

9 6 相同
，

对受弯和

偏心受压构件
，

取 a 。 一

1．O ； 对偏心受拉构件
，

取 a 。 = = ：

1．1 5 ； 对

轴心受拉构件 ，

取 a 。一

1．3
。

对于有限裂要求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

应配置带肋钢筋
， 因此

钢筋表面形状 系数 a 。 取为 1．O
。

由于取消了 “

荷载效应长期组合 ” ， 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系数
a 。

只考虑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而取为 1．5
。

同时将原公式括号内提出公因子 1．4 ，

令配置带肋钢筋的钢

筋混凝土构件考虑构件受力特征和荷载长期作用的综合影响系数
口 ：

1．4 a - 心 ％ ，

取整简化后 ： 受弯和偏心 受压 构件 a 一

2
．

1 ； 偏心

受 拉构件 a 一

2
．

4 ； 轴心受拉构件 口 一

2
．

7
。

则式 (15 ) 转化为 ：

，r 』
硼 。 。。 一 a 菩 f2

．

1 c + 0
．

0 7 兰＼ ( 1 6 )
L s ＼ P ” ，

(2 ) 分析收集到的近 3 O O 个裂缝试验数据
， S D J 2 O

一

7 8 裂

缝计算公式的保证率约为 7 5 ％ ， S L ／T 1 9 1
—

9 6 裂缝宽度计算公

式的保证率约为 9 5 ％
。

实际工 程设计 表 明
，

当混凝土 保护层厚

度较大时 ，

采用 S L ／T 1 9 1
—

9 6 裂缝宽度公式计算时 ， 常会 出现

钢筋用量由裂缝宽度限制条件控制 ， 而 比承载力计算所需钢筋用
量增加很多的情况 。

考虑到混凝土保护层较大时
，

表面裂缝 宽度

虽有所增加 ，

但耐久性是有所改善的
， 此时裂缝计算宽度的保证

率可 以略为降低
。

因此
，

对裂缝计算公式 (16 ) 进行了修正 ，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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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减低了保护层厚度 c 对裂缝宽度的影响
，

由此得出本标准裂缝

宽度计算公式 。

(3 ) 鉴于弹性地基上 的梁
、

板及围岩中的衬砌结构
，

在内力

计算时 一

般均不考虑混凝土开裂 后结构刚度降低引起的内力重分

布 ，

用式 (7
．

2
．

2 ) 计算的裂缝宽度显 然过 大 ， 与实际情况不符
。

因此本标准增加 了式 (7 ．

2
．

2 ) 不 适用于上述构件 的规定
。

但对

于上 述 构件 ， 如能考虑混凝土 开 裂后 的内力重分布 ， 也 可用式

(7 ．

2
．

2 ) 计算裂缝宽度
。

(4 ) 考虑到钢筋表面形状对裂缝宽度的影响
，

并结合我国钢

材生产现状和发展趋势 ， 本条注 2 明确规定
，

需控制裂缝宽度的

配筋不应选用光圆钢筋 。

如因某些特殊原因选用了光圆钢筋
，

其

最大裂缝宽度可能 比式 (7
．

2
．

2 ) 的计算值增大 4 0 ％
。

(5 ) 在本标准中 ， 最大裂缝宽度验算是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进行的 。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是指永久荷载和所有可变荷载同时采

用其标准值 (即设计使用年限内可能出现的最大值 ) 的组合
。

有

时某些可变荷载的标准值在总效应组合中占的比重很大但只在短

时间内存在 ，

例如作用在水电站厂房 吊车梁上 的轮压标准值 (最

大起重量 ) ，

只在水轮发 电机组安装或大修时才会 出现
。

在这种

荷载组合作用下
，

裂缝开展宽度的最大值只在短暂时间内发生
，

对结构的耐久性并不会产生严重影响 。

因此 ，

本条注 3 规定 ， 凡

此类按不常 出现 的荷载标准值计算的各种结构构件
，

均可将计算

得 出的最大裂缝宽度乘 以 一

个小于 1 的系数
。

7 ．

2
．

4 S L ／T 1 9 l
一

9 6 和 S D J 2 O
一

7 8 均没有非杆件体系结构的

裂缝宽度验算方法 ， 本标准适应工 程需要
，

在参考国外规范的基

础上 ，

提出了非杆件体系结构通过控制钢筋应力 一。

间接控制裂

缝宽度的验算方法 。

(1 ) 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

裂缝计算宽度与受拉钢筋应力

成线性关系 ，

钢筋应力越大 ， 裂缝宽度越宽 ； 反之亦然
。

在钢筋
混凝土构件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被采用以前 ，

钢筋混凝土构件均采

用许可应力法设计 ，

要求钢筋在使用荷载作用下的应力不超过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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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可应力 ，

此时不再作裂缝宽度验算
，

似也可 间接控 制 裂缝 宽度
。

国外规范也有通 过 控 制 钢 筋应 力 a 。

间接控制裂缝宽度 的方法
。

因此本标准提出用 a 。- ≤ a 。

^ 。限制钢筋应力 以控制裂缝 宽度
。

式

中 a 。

为考虑环境类别和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系数
， a 。 一 O

．

5
～

O ．

7 ，

对
一

类环境取大值 ， 四类环境取小值
。

五类环境最为恶劣
，

裂缝控制应另作专门研究 。

通过 G B 5 0 0 1 O
一

2 o O 2 和 S L ／T 1 9 1
—

9 6 计算公式的裂缝宽
度与纵向受拉钢筋应力关系的分析 ，

并参考国外 (美 国
、

欧盟
、

日本
、

新西兰等 ) 规范
，

系数 a 。

的取值范 围为 O
．

5
～

O
．

8
。 O

．

8

是 欧盟规范对荷 载罕遇 组合 规定 的系数
，

对标 准组 合
， 0

．

8 偏

高 。

所以本标准将 口。

取为 O
．

5
～

0
．

7
。

当采用高强钢筋时 ， 为避免钢筋应力过高而使裂缝宽度过

大 ，

本标准同时给出 嚷。≤ 2 4 O N ／m m 。 的限制
。

(2 ) 鉴于用验算钢筋应力来控制裂缝宽度 的方法在 国内系首

次提出 ， 因此对重要结构 ，

尚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有限元方法直接

求得配筋与裂缝宽度的关系 ， 以确定合适的配筋方案
。

7 ．

2
．

5 当用裂缝宽度验算和控制钢筋应力的方法仍然不能满足

限裂要求时 ， 不宜用单
一

增加钢筋量的方法来控制裂缝宽度
， 而

宜采取相应 的工 程 措施 ，

如采用较小直径 的钢筋 ， 减小钢筋间

距 ； 采用合理 的结构外形
，

减小高应力区范围
，

降低应力集中程

度 ，

在应力集中区局部增配钢筋 ； 在受拉区混凝土 中设置钢筋网

或掺加纤维 ； 在受拉 区表面设防护层等
。

当无 法 防止 裂 缝 出现

时 ， 也 可通 过构造措施 (如预埋隔离片 ) 引导裂缝在预定位置出

现 ，

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引导缝对观感和使用功能造成影响
。

必

要时对构件受拉区施加预应力等 。

7 ．

3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7 ．

3
．

2 本标准对受弯构件的刚度 B 作了简化
。

S L ／T 1 9 1
—

9 6 中
，

长期刚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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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

面 万 !告丽 B
。

口一

1．6
～

2

( 1 7 )

( 1 8 )

一

般情况下 ，

；净
一 。

．

4
～

。
．

7 ，

以 伊
一

1
．

6
、

1
．

8
、

2 ，

分别代

人上式
，

按 S L ／T 1 9 1
—

9 6 计算时
， B

一

(0
．

5 9
～

O
．

8 1 )B
。 ； 按

s D J 2 O
一

7 8 计算时
， B

一

(0
．

6 3
～

0
．

7 O )B
。 。

现行公路桥涵设计规

范 JT G D 6 2
—

2 O 0 4 的规定为 ： B
一 0

．

6 2 5B
。 。

经综合
，

本标准采

用 B
—

O
．

6 5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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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计算

8 ．

1 设 计 规 定

8 ．

1 ．2 对消除应力 钢丝
、

钢绞线
，

后 张法 的张拉控 制应 力 瓯。。

的限值 比 S L ／T 1 9 1
—

9 6 提高了 0
．

O 5
．

厂。。k 。

原 因是张拉过程 中的

高应力在预应力锚 固后降低很快 ， 以及 这类预应力钢筋的材质比

较稳定 ，

因而
一

般不会引起预应力钢筋在张拉过程 中拉断的事

故 。

目前 国内已有不少单位采用 比 S L ／T 1 9 1
—

9 6 限值高的 畋⋯

国外 一

些规范 ， 如美国规范 A C I 3 1 8 的 口。。。

限值也较高
。

所 以为

了提高预应力钢筋的经济效益 ， a 。。。

的限值可适当提高
。

但是 吼。。

增大后会增加预应力损失值 ， 因此合适 的张拉控制应力值应根据

构件的具体情况确定
。

8 ．

1 ．5 当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配置非预应力钢筋时
，

由于混凝土

收缩和徐变的影响 ，

会在这些非预应力钢筋中产生内力
，

从而减

少受拉区混凝土的法向预压应力
，

使构件的抗裂性能降低
， 因而

计算时应考虑这种影响 。

为简化计算 ， 假定非预应力钢筋的应力

等于混凝土 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

但严格地说 ， 这种

简化计算当预应力钢筋和非预应力钢筋重心位置不重合时是有 一

定误差的 。

8 ．

1．6 预应 力传递长度 z。，

由原来的查表方式改为 由公式直接

计算 。

8 ．

1．7 锚固长度 z
。

由原来的查表方式改为由公式直接计算
。

锚固长度 z
。

取决于钢筋强度 厂p，及混凝土抗拉强度 厂
： ，

并与

预应力钢筋外形有关 。

混凝土强度 等级 高于 C 4 0 时
，

仍按 C 4 O

考虑 ， 以控制高强混凝土 中锚固长度不致过短
。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钢筋的施工 工 艺时
，

其锚固长度起点
应考虑端部受损的可能性 ， 内移 O

．

2 5 Z。， 。

8 ．

1．8 ～

8
．

1．1 0 为确保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在施工 阶段 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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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了在施工 阶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
。

对截面边

缘的混凝土法 向应力 的限值条件 ，

与 G B 5 O 0 10
—

2 O 0 2
一

致
。

其
中 ，

对混凝土法 向应力的限值
，

均按与施工 阶段混凝土抗压强度

厂：。 相应的抗拉强度及抗压强度标准值表示
。

对预拉区纵 向钢筋的配筋率取值 ， 原则上与 9
．

5
．

1 条的最小

配筋率相 一

致
。

8 ．

1．1 l 先张法及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及裂缝

宽度计算 ，

均需用到混凝土 法 向应力为零时的预应力钢筋合力
N 曲 ， 故在此作了规定

。

8 ．

1 ．1 5 近年来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在水工 结构中已开始得到应

用 ，

但其耐久性尚未得到工 程实践的验证 ，

因此在水工 结构中采

用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 时 ， 必须经过论证
。

由于其机理与有粘结

预应力混凝土不 同 ， 应用时可参照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 》 (JG J 9 2
—

2 O O 4 ) 等有关规范执行
。

8 ．

2 预应 力损失值计算

8 ．

2
．

1 应力松弛损 失值 与钢 丝 的初 始 应 力 值 和极 限强度有关
。

表 8
．

2
．

1 中给出的普通松弛和低松弛预应力钢丝
、

钢绞线的松弛

损失值计算公式 ，

与 G B 5 O O 1 0
—

2 O 0 2
一

样
，

是按钢筋标准 G B ／

T 5 2 2 3
—

2 O O 2 及 G B ／T 5 2 2 4
—

2 O 0 3 中规定 的数值综合得 出的
。

当 吼。。

／̂
。t ≤ O

．

5 时
，

实际的松弛损失值 已很 小
，

为简化计算可

取松弛损失值为零 。

螺纹钢筋
、

钢棒的应力松弛损失值的取值是

偏于安全的
。

8 ．

2
．

2 根据锚 固原理 的不 同
，

将锚具分为支承式
、

锥塞式和夹

片式 3 类
，

分别对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钢筋的内缩值作出了规定
。

8 ．

2
．

3 后张法构件 的曲线预应力钢筋放 张时 ，

由于锚具变形和

钢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 必须考虑 曲线预应力钢筋受到曲

线孔道上反摩擦力 的阻止 。

按变形协调原理
，

取张拉端锚具的变

形和内缩值等于反摩擦力引起 的钢筋变形值 ，

求出预应力损失值
吼，的范 围和数值

。

在不同条件下
，

同
一

根 曲线 预应力钢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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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置处 吼。值各不相同
。

本次修订增补 了预应力钢筋在端部为直线而后 由两条弧线

组成的曲线筋及折线筋 的预应力损失 巩。的计 算 公 式 (见 附录
E ) 。

该计算公 式适 用 于 忽 略直 线 长度 z。

中摩擦损 失影 响 的
情况

。

8 ．

2
．

4 预应力钢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 引起 的预应力损失
，

包

括沿孔道长度上局部位置偏移和曲线弯道摩擦影响两部分 。

在计

算公式中 ， z 值为从张拉端至 计算截面的孔道长度
，

为简化计

算 ， 可近似取该段孔道在纵轴上 的投影长度代替孔道长度
。

研究表明 ，

孔道局部偏差的摩擦系数 ” 值与下列因素有关 ：

预应力钢筋 的表 面形状 ； 孔道成型的质量状况 ； 预应力钢筋接头

的外形 ； 预应力钢筋与孔壁 的接触程度等
。

在曲线预应力钢筋摩

擦损失中 ， 预应 力 钢筋 与 曲线 弯道 之 间摩擦 引起 的损 失 是 控 制

因素 。

参考国内规范的规定 ，

补充了预埋 塑料波纹管
、

预埋钢管孔

道的摩擦影响系数 。

当有可靠的试验数据时
，

表 8
．

2
．

4 所列系数

值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

8 ．

2
．

5 混凝土收缩
、

徐变的试验表明
，

应考虑预应力钢筋和非

预应力钢筋配筋率对 吼s 值 的影响
，

其影响可通过构件的总配筋

率 ID(ID
=

P p + B ) 反映
。

在式 (8
．

2
．

5
—

1 )
～

式 (8
．

2
．

5
—

4 ) 中
，

分别给出先张法和后张法两类构件受拉区及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处

的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 的预应力损失 。

8 ．

2
．

8 大体积水工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中的预应力损失值 的变化

规律 ，

与
一

般结构有所不同
， 宜专 门论证

。

8 ．

3 正 截面承载力计算的
一

般规定

8 ．

3
．

2 界限破坏条件与钢筋混凝 土构件 的相 同
。

对无屈服点钢

筋 (钢丝
、

钢绞线
、

螺纹钢筋
、

钢棒 ) ，

应考虑 0
．

2 ％的残余应

变 ，

钢筋的应变取为 (厶{孚+ 。
．

。。2 )
， 根据平截 面假定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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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式 (8
．

3
．

2 )
。

8 ·

3
．

3 预应力钢筋应力 arp； (钢筋应力 ％ ) 的计算公式
，

是以混
凝土达到极 限压应变 e 。。

作为构件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标志而
给出的 。

为简化计算 ， 取 ％i与 z ／̂ 。；之 间为线性关系
，

得出计算
％ i 的近似公式 (8

．

3
．

3
—

2 )
。

8 ．

4 正 截面受弯承载 力计算

8 ．

4
·

1
～

8
．

4
．

4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破坏特征基本上与非预
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相同 ，

破坏时在外荷载作用下 ， 位于受拉区的

预应力钢筋及非预应力钢筋应力可达到各 自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

但受压区预应 力钢筋的应力达不到抗压强度设计值
，

故在承载力
计算中 ， 上 述钢筋应力应分别以 厶

、

厶
、 口’， 代人

。

8 ．

6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8 ．

6
．

3
～

8
．

6
．

5 抗剪试验表明 ， 预压应力对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起
有利作用 ，

主要是预压应力能阻滞斜裂缝的出现和开展
，

增加了

混凝土剪压 区高度
，

从而提高了混凝土剪压 区所 承 担的剪力
。

预

应力梁 比非预应力梁受剪承载力的提高程度主要与预应力的大小

有关 ，

其次是预应力合力作用点的位置
。

预应力 混凝 土 梁 受 剪 承 载 力 的计 算 ， 可 在 非 预 应 力 梁计

算 公 式 的基 础 上 ，

加上
一

项 施 加 预 应 力 所 提 高 的受 剪 承 载力

V 。 一 0
．

O 5 N p0 。

预应力合力 N po 对梁产生 的弯矩与外弯矩相反
时 ，

才能考虑其有利作用
，

否则
，

应取 、／r。 = O 。

对允许出现裂缝
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 也取 V ， 一 0 。

同时
，

它仅适用于预应力混
凝土简支梁 。

试验还表明 ，

预应力对提高梁受剪承载力的作用也不是无限

的 ，

因此规定 当 N ，。> O
．

3厂cA 。 时 ， 取 N po — O
．

3 ^ A 。 ， 以达 到限
制的 目的 。

8 ．

7 抗 裂 验 算

8 ．

7
．

1 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主拉应力进行验算 ， 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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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斜裂缝的出现 ； 对主压应力的验算
，

是为了避免过大的压应

力导致混凝土抗拉强度过多地降低和裂缝过早地出现
。

8 ．

7
．

2 在抗裂验算中
，

边缘混凝 土的法 向应力计算公式是按 弹

性应力给出的 。

8 ．

7
．

3
、

8
．

7
．

4 8
．

7
．

3 条提供了混凝土 主拉应力和主压 应力的计
算方法 。

8
．

7
．

4 条提供了考虑集中荷载产生的混凝土 竖 向压应力

及剪应力分布影响的实用方法 ，

这是依据弹性理论分析加 以简化

并经试验验证后给出的 。

实测及弹性理论分析表明
，

集中荷载在作用点附近 ，

除对 盯，

外 ，

对 ∥。 、 r 也有局部影响
，

剪应力 r 的变化相当显著
。

在集 中

荷载作用点附近 ， r 实际上呈 曲线分布 ， 为了简化计算
，

在集 中

荷载作用点两侧各 O
．

6 JIl 的长度范围内以直线分布代替
。

对于承受移动荷载作用的等截面吊车梁 ， 试验研究表明
，

当

跨度为 6 m ， 梁高为 O
．

8
～

1．2 m 时
，

一

般是在集中荷载作用点向
支座方向距离 O

．

6 ^ 处的截面重心处的主拉应力为最大 ， 该截面

即为验算的控制截面 。

8 ．

7
．

5 对先张法构件端部预应力传递长度范 围内进行正 截面
、

斜截面抗裂验算时 ，

预应 力应采用传 递长度 范 围 内的实 际应力

值 ，

实际应力按线性变化的假定是为了简化计算
。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钢筋的施工 工 艺时
，

其锚固长度起点
应考虑端部受损的可能性

，

内移 O
．

2 5 z。

8 ．

8 裂 缝 宽 度 验 算

8 ．

8
．

1
～

8
．

8
．

3 预应力混凝 土受弯构件 最大裂缝 宽度 ∞ 。 。，

的计

算公式基本上与非预应力构件的 一

致
。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纵向受

拉钢筋的等效应力 ，

是指在该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预 压应 力抵消

后的钢筋应力增量 ，

可把它视作等效于非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中的

钢筋应力 一。t ，

用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纵 向受拉钢筋应力 的

相同概念计算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力特性实质上 为
一

偏心 受压
构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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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

可能同时配有非预应力钢筋和预应力钢

筋 。

钢筋表面形状和预应力张拉方法的不同会引起钢筋粘结性能

的不同 ，

式 (8
．

8
．

2 ) 是在非预应力构件计算公式的基础上
，

增

加了考虑钢筋表面形状和预应力张拉方法的系数 a ， 而得 出的
。

8 ．

9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8 ．

9
．

2 本条对 s L ／T 1 9 1
—

9 6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刚度 B 的

计算作了简化
。

简化原因与 7
．

3
．

2 条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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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

般 构 造 规 定

9 ．

1 永久缝和临时缝

9 ．

1 ．1 混 凝 土结构中的永久缝和临时缝
，

主要是 为 了避免 由温

度变化 、

混凝土收缩或地基不均匀沉陷而使结构产生对整体性有

影响的裂缝 。

由于影 响结构产生这类裂缝的因素很多
，

这方面的

研究做得也还不够 ，

故本标准仅提出
一

些建议性 的规定
。

9 ．

1．2 临时宽缝设置插筋 的数量
，

应根据工 程 具 体 情 况 确定 ，

一

般在每平方米面积中常设置 4 根直径为 1 6 m m 的插筋
。

9 ．

1．3 考虑到本标准列有第 1 1 章
“

温度 作 用设计 原则 ”

等内
容 ，

因此 ， 经温度作用计算
、

沉 降计算或采用其他可靠技术措施

后 ，

伸缩缝间距可不受表 9
．

1．3 的限制
。

在此
“

可靠技术措施
”

指的是加强覆盖保温隔热措施 ，

加强结构的薄弱环节
，

提高结构

抗裂性能 ，

合理选 择材 料 品种 以减少 收缩
，

配置足够 的表面限裂

钢筋 ，

采取恰当的温控措施
， 以及 必要 时设置临时宽缝 ， 加强混

凝土浇筑后表面养护 (保温
、

保湿 ) 等等
。

表 9
．

1．3 中有关伸缩缝最大间距
，

大部分系沿用 S L ／T 19 1
—

96

的数值 ， 只有软基上 的水 闸底板 的伸缩缝最大间距按 《水闸设计

规范》 (s L 2 6 5
—

2 O 0 1 ) 由 3 0 m 改为 3 5 m 。

水电站厂房实体墙伸缩缝最大间距 ， S L ／T 1 9 1
—

9 6 规定为
15 m (岩基 ) 和 2 O m (土 基 ) ，

设计人员反映此值太小
， 无 法 与

机组段尺寸相配套 ， 现允许适 当增大 ，

但应采用良好的施工 工 艺

和严格的温控措施 ，

并在墙体内配置足 够的水平钢筋
。

9 ．

2 混 凝 土 保 护 层

9 ．

2
．

1 保护层厚度 c 过小 ， 会导致混凝土沿钢筋纵 向发生劈裂

裂缝 ，

严重影响钢筋的锚 固
。

因此规定 c 值不 应 小 于钢 筋 直 径

d 。

同时为使保护层浇筑密实
，

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骨料最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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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的 1．2 5 倍
。

保护层厚度是影响钢筋混凝土构件耐久性的主要因素
。

因为

混凝土的碳化是钢筋锈蚀 的前提 ，

保护层越厚
，

碳化达到钢筋表

面的时间就越长 ，

构件的耐久性就越好
。

钢筋锈蚀与所处的环 境条件有关 ， 实践已证 明 ，

全处于干燥

环境 ，

钢筋不会锈蚀
，

全处于水下
，

钢筋也基本 不锈 ， 而在水位

以上受水气蒸薰 、

时干时湿的部位
，

钢筋最易锈蚀
，

特别在有氯

离子等侵蚀性介质 (如海水 ) 存在时
，

则锈蚀异常迅速
。

因此 ，

在不 同环境条件下的保护层厚度取值就应不同 。

对水工 建筑物病害调查表明
，

由于保护层偏薄
，

或混凝土密

实性较差 ，

有些闸坝
、

水电站厂房及渠系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构

件 ，

使用不 到 2 O
～

3 O 年就 出现因钢筋锈蚀而导致的顺筋开裂 ，

严重影响结构的耐久性 。

因此
， S L ／T 1 9 1

—

9 6 已将最小保护层

厚度适当加大 ，

具体数值是按照 5 O 年内保护钢筋不致发生危及

结构安全的锈蚀并综合国内外规范得出的 。

本标准仍沿用 S L ／T

1 9 l 一

9 6 的规定
，

只是对
一

类环境下的梁
、

柱类结构的保护层厚

度由 2 5 m m 提高为 3 O m m ； 并增加了五类环境的最小保护层厚度

数值 。

9 ．

3 钢 筋 的 锚 固

9 ．

3
．

2 S L ／T 1 9 1
—

9 6 锚固设计基本上采用 2 O 世纪 5 O
～

6 0 年代

前苏联规范的做法 ： 按钢筋和混凝土强度等级的不同
，

用查表的

方法确定最小锚 固长度值 。

G B 5 O O 1 O
一

2 O O 2 对普通钢筋给出了

以公式确定最小锚 固长度 的方法 ：

忙 a

妥
d ( 19 )

式中 z。
— —

受拉钢筋的最小锚固长度 (m m ) ；

^
— —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 —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 当混凝土

强度等级高于 C 4 O 时
，

应按 C 4 O 取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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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钢筋韵公称直径 ( m m ) ；

a — —

钢筋的外形系数 ： 对光圆钢筋取 O
．

1 6 ； 对带肋钢筋

取 O
．

1 4
。

考虑到应用习惯 ，

本标准对普通钢筋仍用表 9
．

3
．

2 给出锚固

长度 ，

表中数值 系按式 ( 1 9 ) 计算
，

并 以 5 d 为间隔取整后得
到的 。

应用时 ，

由表中查得基本锚 固长度 z。

后还应乘 以不 同锚固

条件下的修正 系数加以修正
。

根据 《钢 筋 混 凝 土 用 钢 第 2 部 分 ： 热 轧 带 肋 钢 筋 》

(G B 1 4 9 9
．

2
—

2 o 0 7 )所规定的热轧带肋钢筋外形
，

当钢筋直径加
大时 ， 其横肋的相对高度逐渐减小

，

锚固强度将会降低 ， 故直径

大于 2 5 m m 的带肋钢筋的锚 固长度应乘 以修正系数 1．1
。

研究表 明 ， 环 氧 树 脂 涂 层 使钢筋 的锚 固强度降低 约 2 O ％
，

因此 ， 环氧树脂涂层钢筋 的锚 固长度应乘 以修正 系数 1
．

2 5
。

施工 扰动对锚固的不利影响反映于施工 扰动的影响系数 中
，

取为 1．1
。

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或钢筋间距 较 大时
，

带肋钢筋握裹作用

加强 ，

锚固长度可适当减短
。

根据试验研究及工 程实践经验 ，

规

定当保护层厚度大于锚 固钢筋直径的 3 倍或 8 0 m m 且 有箍筋约束

时 ，

锚固长度可乘以修正 系数 O
．

8
。

配筋设计时 ，

实际配筋面积往往 因构造等原 因而大于计算

值 ，

故钢筋实际应力小于钢筋强度设计值
。

因此
，

受力钢筋的锚

固长度可以缩 短
，

其数值与配筋裕量的大小成 比例
， 国外规范也

采取 同样 的方法 。

但其适用范围有
一

定限制
， 即不得用于抗震设

计及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构件 中 。

美国 A C I 规范规定顶层钢筋的 z
。

应 为底层 钢筋 的 1．4 倍
，

这是由于混凝土振捣时 ，

泌水上升 ， 聚留在顶层钢筋的底面
，

影

响其锚固性能 。

考虑到水工 结构中大截面构件较多
，

这种泌水上

升的现象常会 出现 ，

因此本标准规定顶层水平钢筋 的 z
。

宜乘 以

修正系数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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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各项修正 系数可以连乘
，

但出于构造要求
，

修正后 的受

拉钢筋锚固长度不能小于最低限度 (最小锚固长度 ) ，

其数值在
任何情况下不应小 于按表查得 的锚 固长度 的 0

．

7 倍及 2 5 O m m 。

受压 钢 筋的粘结锚固机理 与受拉钢筋基本相同
，

但钢筋受压

后 的镦 粗 效 应 加 大 了界 面 的摩擦力及咬合力
，

对锚固有利 ； 钢筋

的端面对混凝土 的挤压作用也对承载力有利
。

因此 ，

受压钢筋的

锚固长度可以适当减小 。

根据试验研究
，

受压钢筋锚固长度可取

为受拉锚固长度的 O
．

7 倍
。 ．

9 ．

3
．

3 钢筋锚固长度不足时
， 可在末端加焊锚板

、

贴焊锚筋或在
带肋钢筋末端加做弯钩 。

焊锚板后
， 可不再 规定最小 锚 固长度

。

贴焊锚筋或加做弯钩后 ，

其锚固长度可由表 9
．

3
．

2 的最小锚 固长

度乘以附加锚 固的折减系数求得 ，

根据有关专题研究
，

折减系数

可取为 O
．

7
。

钢筋附加锚固端头的搁置方向宜偏向截面内部
，

使锚
固应 力能充分扩散 ， 以避 免挤压应力集中而引起混凝土劈裂

。

9 ·

3
·

4 配筋根数较多 时 ，

也可 2 根或 3 根成束 配置
。

成束钢筋
的锚固长度显 然应较基本锚固长度为大

。

美国规范 A C I 3 1 8
—

0 2

规定 ， 3 根成束 时锚 固长度加长 2 0 ％ ； 4 根成束时加长 3 3 ％
。

日

本 规范规定
， 2 根成束 的锚 固长度为 1

．

2 2 z
。 ； 3 根成束的锚固长

度为 1．5 4 z
。 。

本标准修订时
，

偏安全地取 2 根及 3 根成束钢筋的

锚 固长度为基本锚 固长度 z
。

的 1．4 倍及 1．7 倍
。

成束钢筋沿钢筋长度方向每隔 一

定距离宜以短焊缝焊连
。

男西5 闸墩庞帮按团端设计时， 其受力钢筋伸八底 部泥凝土 中

的长度应予充分重视 。

鉴于个别工 程设计 由于锚 固深度不足
，

以

致 影 响 了结 构的正 常运行
，

本标准规定该类结构受拉钢筋应伸人

大体积混凝土中拉应力数值小于 0
．

4 5，l的位置后再延伸
一

个锚
固长度 Z

。 。

9 ．

4 钢 筋 的 接 头

9 ．

4
．

1 国内外
一

些重要 工 程 已采用热挤套管连接接头
、

轧制螺

旋连接接头及机械挤压 连接接头等工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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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 程经验及接头性质
，

本条限定了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

应用限制范围 ：

受拉构件及承受振动的构件等不应 采用 绑扎搭接

接头 ； 当受拉的搭接钢筋直径较大时
，

混凝土保护层相对变薄或

钢筋间距相对减小 ，

因传力间断而引起的应力集中
，

使劈裂
、

滑

移更为明显
。

故要求对于 d > 2 8 m m 的受力 钢筋
，

不 采 用 绑 扎 搭

接接头 。

由于钢筋通过连接接头传力的性能不如整根钢筋 ，

故设置钢

筋连接接头的原则为 ： 接头应设置 在 受 力 较 小 处 ，

并宜错开布

置 ； 同
一

根钢筋上应少设接头
。

9 ．

4
．

2 本条给出了焊接接头连接区段 的定义
、

接头面积百分率

及钢筋的焊接工 艺要求
， 工 程实践证 明这些规定是可行 的

。

9 ．

4
．

3 本条规定了机械连接接头的连接 区段 定义
，

接头 区段 长

度 (3 5 d ) 内的接头面积百分率
，

同时规定接头宜互 相错开并避

开受力较大部位 。

由于在受力最大处受拉钢筋传力的重要 性 ，

机

械连接接头在该处 的接头面积百分率不 宜大 于 5 O ％
。

本条还规

定了机械连接接头用于承受动力荷载构件时的应用范 围及设计

原则 。

9 ．

4
．

4 由于机械连接套筒直径加大
，

本条对保护层厚度及钢筋

间距的要求作了适当放宽 ，

由
一

般对钢筋要求的
“

应
”

改为对套

筒的 “

宜
” 。

限制其横 向间距宜不小于 2 5 m m ，

是为了避免套筒

过于密集 ，

影响混凝土构件的性能
。

9 ．

4
．

5 当同
一

连接区段 内绑扎接头百分率过大时
，

将削弱混凝

土握裹层 ，

使劈裂裂缝相对集中
，

易产生贯通裂缝而使保护层成

片剥落 。

本条给出了属于同
一

连接 区段钢筋绑扎搭 接接 头 的定

义 。

搭接钢筋错开布置时
，

接头端面位置应保持
一

定间距
。

首尾

相接式的布置会在相接处引起应力集 中和局部裂缝 ，

应予 以避

免 。

条文对梁
、

板
、

墙
、

柱类构件的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

率提出了控 制条件
。

本条给出了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搭接长度的计算方法 ，

其

中反映了接头面积 比的影 响
。

这是参考国内外有关规范的做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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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

受压钢 筋的搭接长度规定为受拉钢筋的 0
．

7 倍
，

解决了梁受
压区 及 柱 中受压钢筋 的搭接 问题

。

9 ．

4
．

6 搭接接头区域的箍筋构造措施对保证搭 接传力至关重要
。

本条规定了对搭接连接区段箍筋直径及间距的要求
。

此外还提出

了在粗钢筋受压搭接接头端部应增配箍筋的要求 ，

以防止局部挤

压裂缝 。

9 ．

4
．

8 本条提出承受动力荷载吊车梁等有关构件中受力钢筋焊

接的要求 ， 工 程实践证 明是可行的
。

9 ．

5 纵 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9 ．

5
．

1 参照 G B 5 O 0 1 0
—

2 0 0 2 ．将最小配筋率的具体数值适当提

高 ，

特别对受压钢筋的最小配筋率提高得相对多
一

些 ， 以期 与 国

际主流规 范 的差距 有所 减 小 。

纵向受压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主要是从承载力要求考虑的 ，

因

此 ，

钢筋等级高时其数值可低
一

些
。

纵 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

率 ，

除从承载力要求考虑外
，

还考虑到限裂要求
，

因此 ，

除光圆

钢筋采用较大 的数值外 ，

对 H R B 3 3 5 级 和 H R B 4 O O 级等钢筋
，

最小配筋率取相 同的数值 。

9 ．

5
．

2 本条适用于厚底板
。

式 (9
．

5
．

2 ) 的来源是 ： 当截面极限

承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 ， 即当按承载力计算得 出的配筋率 l0< 陆 i

时 ，

截面的配筋面积 A
。

可 由 lD。 i。 她 。 再乘 以
一

个小 于 1 的系数

(K M ／M
。

) ，

则 ：

A 。 一

阳 ‰ 譬 (20 )

对 实心板 (矩形截面) ， M u乇 6 z f‰
一

号1
=

鬏1
—

0
．

59 厂c她 5
，

＼ 厶 ／

当配 筋 率 很 低 时 ， 拿值 极 小
， }(1

—

0
．

5 }) 兰 e ，

所 以 可 得
M 。 一

e厂
。

劬 ；
，

代人式 (2 O ) ，

并取 车厂
。劬 。 一

厂，A
。 ，

即得 ：

A 。 一 m 。

高
孤 舶 ^ 。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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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求得式 (9
．

5
．

2 ) ：

A 。 ：：= ．

／尝 尘 (2 1 )
。

、， ，，

由式 (2 1 ) 可见
， 配筋面积 A

。

已与板厚 矗无关
， 不论 板 厚

^ 增至多大 ， 配筋量将始终保持在同
一

水平上
。

由式 (2 1 ) 求得

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与按 S L ／T 1 9 1
—

9 6 第 9
．

5
．

2 条 的公式计算

得出的钢筋截面面积在原则上是 一

致的
，

只是两本规范所规定 的

最小配筋率 的数值及反映安全度 的有关系数 的取值有所不 同
。

但

本条建议的直接求出钢筋截面面积的方法更为简单明了
。

本条还

增加了 “ 卧置在地基上 ” 限制词
，

因为卧置在地基上的板
一

旦 开

裂 ， 地基反力会 随之调整 ，

不会像架空的梁板那样发生突然性破

坏 ，

所以确定其最小配筋量时可不考虑突然破坏这
一

因素
。

同时

还加置了 “

承受竖向荷载为主
”

限制词
， 以限定底板是受 弯为主

的构件 。

对于船闸闸室
一

类底板
，

因受有 由闸墙传来的巨大的侧

向水压力 ，

底板为
一

偏心 受拉构件
，

式 (9
．

5
．

2 ) 就不再适用
。

不少工 程设计人员反映所谓的
“

大体积结构
” 和

“

截面厚度

很大的构件 ” ，

其尺度很难掌握
，

希望能给出
一

个统
一

的标准
。

现暂规定板厚或墙厚超过 2
．

5 m 的构件属于
“

截面厚度很大的构

件 ” 。

9 ．

5
．

3 本条是用于大尺寸墩墙的
。

大尺寸墩墙在绝大多数情况

属于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 构件
，

它的全部纵向受压钢筋截面面

积可近似地由表 9
．

5
．

1 项次 2 的 ID，m。。 求得
，

当其截面极限承载力

没有被充分利用时 ， 还可再乘以 (K N ／N
。

) ，

即 ：

A ：
=

lD，m
。。她 竽 (2 2 )

』Y “

截面极限承载力 N 。

可 由式 (2 3 ) 计算 ：

N 。 = = =

厂
。

她 + 厂yA ： (2 3 )

对 常用的混凝土 和钢筋等级
， 在低配筋的情况

，

由钢筋承担

的轴力 只 占总轴 力 的 5 ％左右
，

因 此 可 近 似 地 略 去 不 计
，

取
N 。 一

．

厂
。

她
。

将 N 。

代人式 (2 2 ) ，

即可得 出式 (9
．

5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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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截面面积可 由式 (9
．

5
．

3 ) 直接求得
，

并与墩墙厚度无

关 ，

所 以不论墩墙厚度增大到多少
，

受压纵向钢筋的总量将保持

不变 。

受压纵 向钢筋的总量除按上式计算外
， 还应满足构造配筋

要求 。

9 ．

6 预制构件 的接头
、

吊环 与预埋件

9 ．

6
．

1
～

9
．

6
．

5 有关预制构件接头的原则性规定
， 基本 上 引用

G B 5 O O 1 O
一

2 O O 2 的内容
。

多年来的工 程实践证 明
，

这些构造措

施是有效的 。

其中装配整体式接头处的钢筋连接宜采用传力 比较

可 靠的机械连接形式 ； 当采用焊接连接形式时
，

应考虑焊接应力

对接头的不利影响 。

9 ．

6
．

6 吊环对保证构件 吊装 的安全起着重要作用
，

为了避免脆

断 ，

吊环严禁采用冷加工 钢筋
。

9 ．

6
．

7 针对常用的预埋件形式
， 根据 工 程经验 给 出了预埋件 的

构造要求 。

对于同时承受拉力 、

剪力和弯矩作用的预埋件
，

当其锚筋的

锚固长度按 9
．

3
．

2 条的受拉锚固长度设置确有困难时
，

允许采用

其他有效锚 固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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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水工 结构构件的设计构造规定

1 0 ．

1 板

1 0 ．

1．1 为了保证板和梁
、

墙的整体工 作性能
，

要求板与其支承

构件之间具有可靠的连接 。

本条给出了板的最小支承长度
。

板的

支承长度同时也应满足受力钢筋在支座内的锚固长度要求 。

1O ．

1．2 分析结果表 明
， 四边 支承板长短边之 比大于等 于 3

．

0

时 ，

板可按沿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
，

此时沿长边方 向配置
1 0 ．

1．6 条规定的分布钢筋 已 经 足够
。

当长短边之 比在 2
～

3 时
，

板虽仍可按沿短边方 向受力 的单 向板计算
，

但沿长边方向按分布

钢筋配筋 尚不足以承担该方向的弯矩
，

应适度增大配筋量
。

当长

短边之比小于等于 2 时
，

应按双 向板计算和配筋
。

1 O ．

1．3 单向板和双 向板可采用分离式配筋或弯起式配筋
。

分离

式配筋因施工 方便
，

已成为工 程 中主要采用的配筋方式
。

本条给

出了分离式配筋的构造原则 。

1 0 ．

1．4 本条根据工 程经验规定 了在
一

般情况下板中受力钢筋的

间距 ，

与 S L ／T 1 9 1
—

9 6 相 比
，

间距有所减小
。

lO ．

1．5 本 条 规 定 了 板 支 座 处 钢 筋 的 锚 固 长 度
。

参 考
G B 5 O O 1 O 一

2 O 0 2 ，

强调 了 当连续 板 内温度
、

收缩应力较 大时
，

宜适 当加长板下部纵向钢筋伸入支座的长度 。

l O ．

1．6 对承受集中荷载的单 向板
，

常在集中荷载下面出现顺跨

方向的板底纵向裂缝 。

因此 ，

横向分布钢筋数量必 须增 大
，

根据

试验和工 程 经验
，

建议不少 于 纵 向受 力 钢 筋截 面 面 积 的 2 5 ％
。

将分 布钢 筋 的最 大 间距 由 3 3 0 m m (每米 不 少 于 3 根 ) 减 为
2 5 O m m (每米不少于 4 根 ) ； 分布钢筋直径 由不宜小于 5 m m 调

整为不宜小于 6 m m 。

当板处于温度变幅较大的环 境 中或处于 不

均匀沉降的复杂条件
， 且在与受力钢筋垂直的方向受到的约束很

大时 ，

分布钢筋还 宜适 当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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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0
．

1 ．7 在水电站』
一

房楼板等结构中 ， 常会因未在板面设置垂直

于板边的钢筋而发生裂缝 。

本条是参照有关规范规定的
。

l 0 ．

1 ．8 本条根据工 程经验规定了梁板交界处构造钢筋的配置方

法 ，

构造钢筋直径由不 小 于 6 m m 调整为不宜小于 8 m m 。

1 O ．

1 ．9 近年来 ，

现浇板 的裂缝 问题 比较严重
，

重要原因是混凝

土收缩和温度变化在现浇板内引起的约束拉应力 。

设置温度收缩

钢筋有助于减少这类裂缝 的宽度 ，

故应在未配钢筋 的部位或配筋

数量不足 的部位沿两个正 交方向 (特别是温度收缩应力的主要作

用方向) 布置温度收缩钢筋
。

板中温度收缩应力 目前尚不易准确

计算 ，

本条是根据工 程经验给出了配置温度收缩钢筋 的原则和最

低数量规定 。

如有计算温度收缩应力的可靠经验
，

计算结果亦可

作为确定附加钢筋用量的依据 。

1O ．

1．1 0 在混凝土板上
，

往往 由于使用要求会开设
一

些孔 洞 ，

这些孔洞削弱了板 的整体作用 ，

因此在孔 口 周边应予加强
。

本条

规定了孑L 口周边的加强措施
。

1O ．

1．1 l 本条规定了为提高钢筋混凝土板的受冲切承载力而配

置箍筋和弯起钢筋的构造要求 ，

其 目的是为了保证 箍筋或弯起钢

筋能充分发挥强度 。

当有可靠依据时
，

也可采用其他配筋形式
。

1 0 ．

2 梁

l 0 ．

2
．

4 在连续梁和框架梁 的跨 内
，

支座负弯矩受拉钢筋在向跨

内延伸时 ， 可根据弯矩图在适当部位截断
。

当梁端作用剪力较大

时 ，

在支座负弯矩钢筋的延伸区段 范围内将形成 由负弯矩引起的

竖向裂缝和斜裂缝 ，

并可能在斜裂缝区前端沿该钢筋形成劈裂裂

缝 ，

使纵向钢筋拉应力由于斜弯作用和粘结退化而增大
，

并使钢

筋受拉范围相应向跨中扩展 。

为了使负弯矩钢筋的截断不影 响它

在各截面 中发 挥 所 需 的抗 弯能力
，

应通过两个条件控制负弯矩钢

筋 的截断点 ： 第
一

个控制条件 (即从不需要该钢筋 的截面伸 出的

长度) 是使该钢筋截断后
，

继续前伸的钢筋能保证过截断点的斜

截面具有足够的受弯承载力 ； 第二 个控制条件 (即从充分利用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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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前伸出的长度 ) 是使负弯矩钢筋在梁顶部的特定锚固条件下

具有必要的锚固长度 。

根据近期对分批截断负弯矩纵向钢筋情况

下钢筋延伸区段 受力状态的实测结果
，

对 S L ／T 1 9 1
—

9 6 规定作

了局部调整 。

1 O ．

2
．

5 在作用剪力较大的悬臂梁内
， 因梁全 长受 负 弯矩 作用

，

临界斜裂缝的倾角明显偏小 ，

因此不宜截 断负弯矩钢筋
。

此 时 ，

负弯矩钢筋可以按弯矩图分批向下弯折
，

但必须有不少于两根钢

筋伸至梁端
，

并向下弯折锚固
。

1 0 ．

2
．

7 当梁中配有受压钢筋时
，

箍筋应作成封闭式
。

封闭形式

可采用绑扎 、

焊接
，

也可采用闪光对焊技术
。

1O ．

2
．

9 受扭纵筋最小配筋率的规定是以纯扭构件受扭承载力计

算公式和剪扭条件下不需进行承载力计算而仅按构造配筋的控制

条件为基础拟合给出的 。

本条给出了受扭纵向钢筋沿截面周边的

布置原则和在支座处的锚固要求 。

抗弯纵筋应设置在弯曲受拉边 ，

抗扭纵筋应沿截面周边设

置 。

这两种纵筋的作用不能相互 替代
。

参考 G B 5 O O 1 0
—

2 O 0 2 规

定 ，

抗扭纵筋沿截面周边的间距 由不应大于 3 O 0 m m 改为不应大

于 2 O 0 m m 或梁截面的短边长度
。

对于剪扭构件 ，

箍筋的最小配箍率应按抗扭箍筋取值
。

1 0 ．

2
．

1 l 对于不能将纵筋弯起而需要单独设置抗剪斜筋 的情况 ，

应将斜筋焊在纵筋上 ，

否则 必须将 斜筋两端 均锚 固在 受压 区 内 ，

不得使用端部没有可靠锚 固措施 的 “

浮筋
” (如图 1 所示 )

。

浮筋

图 l “

浮筋
” 示 意图

l0
．

2
．

1 2 当集中荷载在梁高范围内或从梁下部传力时
，

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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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荷载影响区下 部混凝土拉脱并弥补间接加载导致的梁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的降低 ，

应在集中荷载影响区 s 范围内加设附加横向

钢筋 。

附加横向钢筋由附加箍筋或吊筋组成
， 不允许用布置在集

中荷载影响 区内的受剪箍筋代替附加横向钢筋
。

此外
，

当传人集

中力的次梁宽度 6 过大时
，

宜适当减小由 3 6 + 2矗。 所确定的附加

横 向钢筋布置宽度 。

当次梁与主梁高度差 ，l， 过小时
，

宜适 当增

大附加横 向钢筋 的布置宽度 。

当主梁
、

次梁均承担有由上部墙
、

柱传来的竖向荷载时 ，

附加横向钢筋宜在本条规定的基础上适当

增大 。

当有两个距离较小的集中荷载作用于梁高范围内时 ，

可能形

成 一

个总的拉脱破坏面
。

偏安全的做法是
，

在不减少两个集中荷

载之间配置的附加钢筋数量的同时 ，

分别在两个 集中荷载作用点

以外适当增大附加横向钢筋数量 。

1 0 ．

2
．

1 3 适 当增大了梁架立筋的直径
，

这是由工 程经验确定的
。

1 0 ．

2
．

14 对按简支计算但实际受有部分嵌固的梁
， 根据 工 程经

验 ，

给出了梁端上部配置纵筋的构造规定
。

1 0 ．

2
．

1 5 当梁的截面尺寸较大时
，

有可能在梁侧面产生垂直于
梁轴线的收缩裂缝 。

为此
，

应在梁两侧沿梁长度方 向布置纵 向构

造钢筋 。

根据工 程经验对纵 向构造钢筋的最大间距给出了较为严

格的规定 ，

并增加了配筋率的要求
。

纵向构造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按腹板的截面面积确定 。

1 O ．

3 柱

1 0 ．

3
．

1 本条增加了 圆柱 纵 向钢筋最低根数和 圆柱纵 向钢筋宜沿

截 面周 边 均匀布置 的规定
。

参考工 程经验
，

偏心受压 柱的侧面纵

向构造钢筋间距由不大于 5 O O m m 改为不大于 4 O 0 m m 。

1 0 ．

3
．

2 当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大于 3 9／6时
，

应加强

箍筋对纵向受力钢筋的约束 。

采用焊接封闭环式箍筋时
，

应避免

现场焊接伤及受力钢筋 ，

宜采用闪光接触对接焊等可靠的焊接方

法 ，

以确保焊接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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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

4 梁 柱 节 点

1 0 ．

4
．

1 连续梁 (包括末端带悬臂的连续梁 ) 和框架梁 的支座负

弯矩钢筋 因受力较大且处在配筋密集 区域 ，

故不宜在支座处截断

而应贯穿支座或节点 ，

本条增加了支座负弯矩钢筋的截断位置 的

要求 。

当中间层 中间节点左 、

右 跨 梁 的上表 面不在 同
一

标 高时
，

左 、

右跨梁的上部钢筋可分别按 1 O
．

4
．

2 条的规定锚固在节点内
。

当中间层中间节点左 、

右梁端上部 钢筋用量相差较大时
，

除

左 、

右数量相同的部分贯穿节点外
，

多余 的梁筋亦可按 1 O
．

4
．

2

条的规定锚固在节点内 。

连续梁和框架梁下部钢筋根数较多且 分别从两侧锚入 中间节

点时 ，

将造成节点下部钢筋拥挤
，

故增加了 中间节点下部梁筋贯

穿节点 ，

并在节点以外梁弯矩较小处搭接的做法
。

l 0 ．

4
．

2 在框架中间层端节点处
，

梁上部纵向钢筋可采用直线锚

固或端部带 9 O 。

弯折段的锚固方式
。

研究表 明
，

水平段的粘结力

控制了滑移和变形 ， 在锚固中起主要作用
，

弯弧与竖直段的弯折
锚固作用只有在滑移变形较大情况下才起作用 ， 且 竖 直段长度越

长其作用相对减小 ； 当水平段投影长度不小于 0
．

4 z。 ，

竖直段投

影长度为 1 5 d 时
，

已能可靠保证梁筋的锚 固强度 和 刚 度
。

故规

定弯折前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应小于 0
．

4 z
。 ，

弯折后竖直 投影 长度

为 1 5 d ，

取消了要满足总锚 固长度不小于受拉锚 固长度 z。

的要

求 。

竖直投影长度也不宜过长 ，

因为过长的竖直锚 固长度实际上

已不起作用 ，

反而在钢筋受力 时 因钢筋扳直趋 势 而顶破 柱 边保

护层 。

1 0 ．

4
．

3 在承受以静力荷载为主的框架 中
，

顶层端节点处 的梁
、

柱端均主要受负弯矩作用 。

当梁上部钢筋和柱外侧钢筋数量匹 配

时 ，

可将柱外侧处于梁截面宽度 内的纵 向钢筋直接弯人梁上部
，

做梁负弯矩钢筋使用 。

亦可使梁上部钢筋与柱外侧钢筋在顶层端

节点附近搭接 。

本标准推荐了两种搭接方案
。

其中设在节点外侧

2 5

www.weboos.com



和梁端顶面的带 9 O
。

弯折搭接做法 (见 图 1 O
．

4
．

3 a ) 适用于梁上

部钢筋和柱外侧钢筋数量不多的框架 ，

其优点是梁上部 钢筋不伸

入柱内 ，

有利于在 粱底 标高设置柱混凝土施工 缝
。

但当梁上部和

柱外侧钢筋数量过多时 ，

该方案将造成节点顶部钢筋拥挤
，

不利

于 自上而下浇筑混凝土 。

此 时 ， 宜改用梁
、

柱筋直线搭接
，

接头

位于柱顶 部 外 侧 的搭 接做法 (见 图 1 0
．

4
．

3 b )
。

1 0 ．

4
．

4 伸人顶层中间节点的全部柱筋及伸人 顶层端节点的内侧
柱筋应可靠锚 固在节点内

。

同时强调柱筋应伸至柱顶
。

当顶层节

点高度小于柱筋直线锚 固长度时 ，

柱筋可在柱顶 向节点 内弯折
，

或在有现浇板时向节点外弯折 。

当充分利用柱筋的受拉强度时 ，

试验表明 ，

其锚固条件不 如水平钢筋
，

因此弯折前柱筋锚 固段的

竖 向投影长度不应小于 O
．

5 ￡。 ，

弯折后 的水 平投影长度不宜小 于

12矗， 以保证 可靠受力
。

1 O ．

4
．

5 试验表明
，

当梁上部和柱外侧钢筋配筋率过高时
，

将引

起顶层端节点核心 区混 凝土 的斜 压破 坏 ，

故通过本条规定对相应

的配筋率作出限制
。

试验表明 ，

当梁上 部钢筋和柱外侧钢筋在顶层端节点外上 角

的弯弧半径过小时 ，

弯弧下 的混凝土可能发生局部受压破坏 ，

故

对钢筋的弯弧半径最小值做了相应规定 。

l O ．

4
．

6 非抗震框架梁柱节点配置水平箍筋的构造规定是根据我

国工 程经验并参考 国外有关规范给出的
。

当节点四边有梁时
，

由

于节点周边的柱纵向钢筋不存在过早压屈的危险 ，

故可不设复合

箍筋 。

l 0 ．

5 墙

1 O ．

5
．

2 国 内外 有 关 规 范 对 承 重 墙 最 小 厚 度 的取 值 为 1 o 0
～

1 5 0 m m ，

考虑到水工 结构中的承重墙体较房屋建筑中的墙体厚
，

因此本标准取 为 1 5 O m m 。

当采用预制楼板时
，

墙的厚度 尚应考

虑预制板在墙上的搁置长度以及墙内竖向钢筋贯通的要求 。

本条

还给出了墙 的}昆凝 土强度等级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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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

5
．

3 墙体竖向钢筋直径与间距是参照 G B 5 O 0 1 O
一

2 0 0 2 及 日

本建筑规范 、

德国规范 D IN 1 O 4 5 确定的
。

对 于按正截 面承载力

计算不需配置竖向受力钢筋 的承重墙 ，

本条规定了墙体截面两端

应设置的构造钢筋 。

1 O ．

5
．

4 顶部承受局部竖 向荷载的墙体
，

可作 为矩形 截 面柱计

算 ， 矩形截面的受力长度 ^
。

是参考 日本规范与美国规范的做法
确定的 。

1 0 ．

5
．

5 在平行于墙面的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作用下
，

墙体斜截

面受剪承载力公式是参照 G B 5 O 0 1 O
一

2 O 0 2 公式
，

并考虑水工 常

用墙体的剪跨 比 A
一

般 都不 大 于 1
．

5 的情 况
，

加 以简化后 列

出的 。

1O ．

5
．

6 剪力墙最小配筋率是参照国内外规范并结合水工 结构特
点确定的 。

计算剪力墙的最小配筋率时
，

取截面上 的全部钢筋

面积 。

对温度 、

收缩应力可能较大的剪力墙或剪力墙的某些重要部

位 ，

应根据工 程经验适 当提高墙体分布钢筋
，

特别是水平分布钢
筋的配筋率 。

l O ．

5
．

9 本条给出了洞 口 周边钢筋的最低配置数量和锚 固要求
。

剪力墙洞 口 上
、

下两边的水平纵向钢筋还应满足洞 口连梁正 截面

受弯承载力的要求 。

1 0 ．

6 深 受 弯 构 件

l O ．

6
．

1 有限元分析和试验表明 ： 对受弯构件 ，

当跨高比 fo／̂≥ 5

时 均符合平截面假定 ； 如／̂ ≤ 5 的梁不会出现斜拉破坏 ； fn／矗
一 5

时 ，

剪切变形对梁 的挠度的影响达到 7
．

8 9，6左右
，

已不 可 忽略
。

因此将深受弯构件的上 限定 为 Z。／̂
=

5
。

在本节各条中 ， 凡冠有
“

深受弯构件
”

的条文
，

均同时适用

于深梁 、

短梁和厚板
，

凡冠有 “

深梁
”

的条文则不适用于短梁和

厚板 。

1 0 ．

6
．

2 通过二 跨至 五跨连续梁的有限元分析结果与结构力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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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的比较 可 知 ，

跨高比小于 2
．

5 的连续深受弯构件应按弹性

理论计算 内力 ， 而大于 2
．

5 者可按结构力学计算内力
。

l 0 ．

6
．

3 深受弯构件正 截面应变 ￡。

的分 布不符 合平截 面假定
。

当纵向受拉钢筋不变时 ，

受压 区 的高度随 zo ／̂ 的减小而增大
。

破坏时 ，

跨高 比较小的受弯构件
，

纵向受拉钢筋均能达到屈服极

限 ， 而受压 区的应变 ￡。

常小于 e 。。 ，

所 以深受弯构件只能根据平

衡条件给出 一

个承载力计算公式
，

如式 (1O
．

6
．

3
—

1 )
．

其内力臂

与跨高比的大 小有关
，

在 z。／̂
=

5
．

O 时与
一

般梁计算公式相衔

接 。

试验表 明
，

水平分布筋对 受弯承载力 的贡献 约 占 1 O 9，6
～

3 O ％
， 在正 截面计算公式中忽略这部分钢筋的作用

，

偏于安全
。

在 1 O
．

6
．

3
～

1 O
．

6
．

5 条 中 ， 为了简化计算
，

在计算公式中
一

律取深梁与短梁的界限为 z。／，l
一

2
．

O 。

l0 ．

6
．

4 深梁和短梁的截面限制条件既与高宽 比 矗
。

／6 有关
，

也

与跨 高 比有关 。

当 z。／̂
一

5 时
， K V ≤ (O

．

2 O
～

0
．

2 5 )厂
。

劬 o ， 与
一

般受弯构件相衔接 ； 当 z。／̂
一

2 时
， K V ≤ (0

．

1 5
～

0
．

2 O )厂
。

铀 o ，

以限制水平的和竖向的分布钢筋用量
。

1 0 ．

6
．

5 试验表明 ， 无腹筋受弯构件受剪承载力随跨高 比的减小

而增大 ，

所以对深受弯构件应考虑跨高比减小对混凝土受剪承载

力的提高作用 。

在深受弯构件中
，

水平分布钢筋的应力随跨高比

的增大而 降低 ； 竖 向分布钢筋 的应力则 随跨 高 比的减小而降低
。

故跨高比较小时 ，

竖 向分布钢筋可仅按构造配置 ； 跨高比较 大

时 ，

水平分布钢筋可仅按构造配置
。

深梁和短梁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建立 原则是 ：

( 1 ) 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

当 z。／矗
一

5 时
，

计 算 公 式 与
一

般 受 弯 构 件 衔 接
，

取

、厂。 一 O
．

7 ^ 她 。 ； 当 ￡。／矗
一

2 时
，

参照国内外规范和试验结果
， 取

V 。 一

1．4厂
。6 ^ o 。

(2 ) 腹筋的受剪承载力
A

当 fo／̂
一

5 时
，

竖 向分布钢筋所承担 的剪力
，

u
。 一

1．25厶 半 ．f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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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水 平 分 布 钢 筋 所 承 担 的 剪 力 V
。。 一 O ； 当 Z。／̂

一

2 时
，

V 。n — o
-

5厂yn 半 ^ o ， V
。， 一 o

。

以 z。／̂
一

2 作为受剪承载力计算 的

下限 ，

主要是因为 z。／矗< 2 时受剪破坏形态为斜压破坏
，

不 出现

剪压破坏 。

(3 ) 在 2 < zo ／̂ < 5 时
， V

。 、

V
。， 、

V
。h 呈线性变化

按照上述基本原则建 立受剪承 载力 计算 式 (1O ．

6
．

5
—

1 )
～

式 (1 O
·

6
·

5
—

4 ) ，

与收集到的 1 7 6 根梁 的试 验数 据有 较好 的符
合性 。

‘

应注意的是 ，

深梁中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对受剪承载力的作

用有限 ，

当深梁受剪承载力不足时
，

应主要通过调整截面尺寸或

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来满足 。

1 0 ·

6
·

6 本条限制 V
。s ≤ O

．

8／。她 。 ， 是使 V
。。不 大 于 U 而得 出的

，

它相当于规定厚板的截面限制条件等于 (O
．

1 5
～ 0

．

2 O ) 厂
。

她 。 。

1 O ·

6
·

7 深梁在跨高比较小时
，

其支座的支承面和集中荷载的加

荷点都是高应力区 ，

易发生局部受压破坏
，

故应进行局压 承 载力

计算 ， 必要 时
，

应配置间接钢筋
。

l 0 ·

6
·

8 深受弯构件正 截面应变 s ，

分布不符合平截面假定
，

它

随跨高比的不同而变化 。

根据试验资料结合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

得出简支深受弯构件受拉区混凝土塑性影响系数计算式为 ：

)，一 1．1 5 + 0
．

o 8 等 (2 4 )
凡

当 f0／̂
一

5 时 ， y 一

1
．

5 5 ，

与
一

般受弯构件矩形截面的塑性

系数 ％ 相 同
，

上 式 大 体相 当于 y
一

( 0
．

7 0 + 0
．

0 6 f0／̂ ) ym
。

因

此本条规定 ，

深受弯构件的正 截面抗裂验算方法可采用
一

般受

弯构件 的计 算公 式 ，

但 ym 需乘 以 与跨 高 比 有 关 的 修 正 系 数

(0 ．

7 0 + O
．

O 6 Z0 ／̂ L

10
·

6
·

9 深受弯构件在剪跨 比小于 1 时
，

斜裂缝有时会首先 出

现 ， 而且初始裂缝 的宽度较大 ， 延伸较 长 ，

将影响构件的适用性

和耐久性 。

所 以对使用上要求不出现斜裂缝 的深受弯构件
，

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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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斜截面抗裂验算
。

经 过 试 验 资料的回归分 析 ，

验算公式可表

达为 ：

n Q

V ≤ F 蔫 厂
。k 她 (2 5 )

^ 十 U · _J

式 ( 2 5 ) 的适 用 范 围为 O
．

3 ≤ A ≤ 1．1
。

为 简化计算
，

参照
G B 5 0 0 1 O 一

2 O 0 2 ，

偏 于 安 全 地 取 A = 1．1 ， 即 可 得 出 式

(1 O ．

6
．

9 )
。

1 0 ．

6
．

1 l 深受弯构件的竖向刚度较大
，

挠度较小
， 一

般都能满

足挠度限值的要 求
，

故可不进行挠度验算
。

1O ．

6
．

1 2 在弹性阶段
，

深梁跨 中截 面的拉应力 较集 中在底部的
一

小段高度范围内 。

条文规定按极限状态计算所得的纵向受拉钢

筋应均匀布置在下边缘 以上 O
．

2 ^ 的范围内
，

是为了适当考虑深

梁弹性阶段的应力分布特点 ，

同时
，

也加大了纵 向受拉钢筋的约

束区
。

1 O ．

6 ．1 3 在弹性阶段
，

连续深梁和短梁的中间支座截面水平正

应 力 嚷 的分布随 如／矗 的不同而变化 ， 本条考虑到这种受力特点
，

采用简化的配筋方法 ，

按跨高比的不同而分为四种配筋方式 (见

图 10
．

6
．

1 3 )
。

并要求每个 区段 范 围 内的配筋率不小于水 平分布

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 以 限 制 中间支座处竖 向裂缝的开展
。

对于
z。／̂≤ 1 的连续深梁

，

考虑弹性阶段最大拉应力区段 移向中部的

特点 ，

故在 O
．

2矗
～

O
．

6矗高度范围内增配 附加水平钢筋 ，

使该区

段 水平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小于 O
．

5 ％
。

1 O ．

6
．

1 4 深梁在垂直裂缝 以及斜裂缝 出现后将形成拉杆拱传力

机制 ，

此时下部纵 向受拉钢筋的应力直至支座附近仍然很大
，

所

以纵 向钢筋应全部伸入支座 。

同时若将纵筋末端采用竖向弯折锚

司，

将在弯钩端形成竖向劈尖
， 产生水平方向劈裂应力

，

并与支

奎竖向压力形成的水平拉应力叠加 ，

引起深梁支座区沿深梁中面

向开裂 ， 对纵 向受拉钢筋 的锚 固不利 ，

故纵向受拉钢筋应沿水平

亨向弯折 ，

并按弯折 1 8 O 。

的方式锚固
。

0 ．

6
．

1 5 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是参考国内外规范的规定
，

2 6

www.weboos.com



同时考虑承受温度
、

收缩应力等因素而确定的
。

10 ．

6
．

1 6 试验表 明
，

水平分布钢筋 的应力随跨高 比 的增 大 而 急

剧 减小
，

对简支梁
，

当 z。／̂
一 3

．

5 时已可 忽略不计
。

因此
，

本条

规定短梁也可不配置水平分布钢筋
。

1 O ．

6
．

1 7 试验表明
，

当跨高比较小时
，

配置单 片水 平 和竖 向分

布钢筋 网的深梁可能发生侧 向劈裂破坏 ，

故至少要 配 置两 片分布

钢筋网 。

拉筋可以加强两片分布钢筋网之间的连接和防止侧向劈

裂破坏 ， 在支座高应力 区更应加强外侧两片钢筋 网之 间的连接
。

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网在支座区域应适当加密 ， 以承受该区 的高

复合应力 ，

并限制斜裂缝的开展
，

同时使深梁发生剪切破坏时稍

有延性 。

l O ．

7 叠合式受弯构件

1 0 ．

7
．

1 水工 建筑物中较为广泛采用的是施工 阶段不加支撑的叠

合式受弯构件 。

这种构件的受力特点是用不加支撑的简支预制构

件承担施工 阶段的永久荷载 (构件本身和现浇叠合层的自重
，

有

时还要承担搁置于其上的预制板的自重 ) 及施工 活荷载 ； 待后浇

叠合层混凝土达到强度设计值后
，

再以叠合后形成的装配整体式

结构 (如连续梁 ) 承受后加的其他永久荷载及可变荷载
，

因此也

称为 “ 二 阶段受力叠合构件
” 。

若施工 阶段在预制构件下面设有可靠支撑
，

或混凝 土 虽 分

上 、

下两层先后浇筑但构件
一

次受力 (或虽为二 阶段受力
，

但第
一

阶段荷载很小 ) ，

则这类叠合式受弯构件属于
“ 一

阶段受力叠

合构件 ” ，

这类构件除去斜截面和叠合面受剪承载力应按叠合式
构件计算外 ，

其他计算原则和方法与普通受弯构件的相同
。

当预制构件截面高度 矗， 较小
， ^ ，／矗< O

．

4 时
，

作为二 阶段

受力的叠合式构件的受力性能和经济效果均较差 ，

故不宜采用 ；

当预制构件采用 “

上 ” 形梁时 ，

预制构件的截面高度可以不受此

限制 。

lO ．

7
．

2 在二 阶段受力的叠合构件设计中
，

构件的内力应分别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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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两个 阶段计算 ： 在第
一

阶段
，

预制构件计算 ，

应取用本阶段

作用的荷载 (其中包括施工 活荷载 ) 在简支的预制构件中产生的

内力 。

在第二 阶段
， 叠合式构件按整体结构考虑

，

计算中要考虑

第 一

阶段中已卸去 的施工 活荷载之外的荷载在简支的预制构件中

产生的内力和第 二 阶段 的荷载在叠合后形成的整体结构中的内

力 。

在第二 阶段
，

因为叠合层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仍可能存在

施工 活荷载 ， 且其产生的荷载效应可能大于使 用 阶段可变荷载产

生 的荷 载效 应 ，

故应按这两种荷载效应中的较大值进行设计
。

1 0 ．

7
．

3 二 阶段受力的钢筋混凝土 叠 合梁的试验表明
，

普通钢筋
混凝土梁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叠合式受弯构件

的正截面承载力
。

叠合式构件 由于存在着受拉钢筋应力超前现象

和受压 区混凝土应 变滞后 的现象 ，

其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鼠还

高 于普通钢筋 混凝 土受 弯构件
，

所以
，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正截面

受弯承载力计算可以全部采用普通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计算规定 。

按照 1 0
．

7
．

2 条的规定
，

本条给出了两个阶段的弯矩设计值
。

当 矗。／矗较小时
，

在预制构件 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中
， 可 能

会 遇 到 ◇ 鼠 的情 况 。

此时
，

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 应改为 口。 ， 吒

可按式 (6
．

1．5
—

1 ) 计算
，

也可近似取 ∈
一

氛 进行计算
。

1 0 ．

7
．

4 根据试验 ， 二 阶段受力简支叠合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可采用普通钢筋混凝土梁 的受剪承载力公式进行计算
。

混凝 土强

度设 计值偏安全地取预制梁和叠合层中的较低者
，

同时
，

受剪承

载力不应低于预制构件 的受剪承载力 。

在预应力混凝土 叠 合梁

中 ，

因预应力效应只影响预制构件
，

故在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中暂不考虑预应力的有利影响 。

lO ．

7
．

5 叠 合 梁
、

板 叠合 面 的受 剪 承 载力 计 算 公 式 是 参 考

G B 5 0 0 1O
一

2 O O 2 和美 国规范 A c I 3 l8 等
，

以剪摩擦传力模型为

基础 ，

根据叠合构件以及 剪摩擦试件的试验结果给出的
。

叠合构

件 的叠合面有可 能先 于斜 截 面达 到其 受剪 承 载力极 限状态 ，

因

此 ，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箍筋应按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与叠合面

受剪承载力计算得出的较大值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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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筋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离散性较大
，

故本标准用于这类

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暂不与混凝土 强 度等级挂钩
，

这与

国外规范的处理方法类似 。

10 ．

7
．

6 根据试验
，

叠合板 的受 冲切承载力可采用整浇板
一

样的
方法计算 ，

计算公式中的混凝土 抗拉强度设计值 -厂t可取预制板

的 ，n 与叠合层的 ，
。z 的平均值

，

或取与 矗。／̂ 有关的换算值
。

本

标准规定取 厂。。

与 ／
。。

中的较小值
，

偏于安 全
。

l O ．

7
．

7 对于要求不出现裂缝的叠合式受弯构件的抗裂验算 ， 可

按本条规定进行 。

但对于非预应力叠合式受弯构件
，

是难于满足

抗裂要求的 ，

故应以限裂验算控制为主
。

由于预制构件和叠合层可能选用不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 故

在正截面抗裂验算中
，

应按换算截面确定叠合后构件的弹性抵抗

矩和惯性矩 。

1 0 ．

7
．

8 二 阶段受力叠合式受弯构件在正 常使用阶段的受力性能
与普通受弯构件不 同

。

总体 比较而言
，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钢筋总

应力和总曲率均 比相 同条件下的普通受弯构件为大
。

^ ·／矗越小
，

M c t 越大
，

纵向钢筋有可能在 M G k + M 2m + M 2。k

作用下就 已经达到屈服
。

为了使纵向钢筋在使用阶段不致屈服
，

同时也为了在 一

定程度上 改 善叠合式构件在破坏阶段的性能
，

根

据试验结果以及设计经验 ，

给出了式 ( 1 O
．

7
．

8
—

1 ) 作为纵向钢
筋应力的控制条件 。

计算表明 ，

满足了变形及裂缝宽度要求的叠合式受弯构件不
一

定能满足纵向钢筋应力的控制条件 ； 反之
，

满足纵向钢筋应力

的控制条件也不 一

定能满足变形和裂缝宽度的控制条件
。

因此
，

纵向钢筋应力的验算与裂缝宽度控制及变形控制验算不能相互

取 代
。

根据试验和理论 分析 ， 在 M 2c 。 + M 。Q 。作用下
， 纵 向钢筋 的

应力增量 一。。t 可近似地用下式表示 ：

．

( 1 一

p (M jG k + M 2 Q k ) ， 。 、

％ 。‘ 一 一

1 1 霄0 ■
一

u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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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卢为二 阶段受力特征系数
，

卢随 ^ ，／五 的增大而减小
，

随

M ，。。／M 。。

(M ，。

为预制构件正截 面受弯极限承载力 ) 的增大而增

大 。

在常用范围内
，

可忽 略 M ，。。／M ，。

的影响
，

近似地取用下列

表达式 ：

卢扎 5 (卜 等) Ⅲ )

将 p 值代人后
，

即可得 出式 (1 O
．

7
．

8
—

3 )
。

l O ．

7
．

9 试验结果表明
， 二 阶段受力钢筋混凝土 叠 合式受弯构

件的裂缝宽度发展 主要 受 叠 合参 数 ^ ，／̂ 的影 响
，

但 主裂缝 间

钢筋与混凝土 的 应变差决定裂缝宽度这
一

本质特征并未改变 ；

另 一

方面 ，

当叠合参数 ^ ，／̂
一

1 时
，

就变为普通钢 筋混凝土受
弯构件 。

因此
， 二 阶段受力钢筋混凝土叠合式受弯构件裂缝宽度

计算方法 ，

应从普通钢筋混凝土 受弯构件的计算原理 出发
，

并与

其相衔接 。

据此
，

得 出了式 ( 1 O
．

7
．

9 )
。

当 矗， 一

向 时
， ^ 。， 一

九。 ，

M 1 G k + M 2G k + M 2Q k —

M k ， 口。1 + 口。2 一 口。 ，

式 (1 O
．

7
．

9 ) 即为普通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的裂缝宽度计算式 (7
．

2
．

2 )
。

试验还表明 ，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裂缝间距较非叠合式受弯构

件 的大 8 9／5左右
，

从而使裂缝宽度增大 ， 故式 ( 10
．

7
．

9 ) 中的构

件受力特征系数 a 取为式 (7
．

2
．

2 ) 中 a 的 1
．

1 倍
。

1 0 ．

7
．

1 O
、 1 O

．

7
．

1 l 叠合式受弯构件 的挠度应采用考虑 了二 阶段

受力特征的当量刚度 B ，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
。

刚度 B 按

式 ( 1O
．

7
．

1 1 ) 计算
。

S L ／T 1 9 1
—

9 6 叠合式受弯构件对应 于荷载效应短期组合并

考虑部分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公式为 ：

B 一 1 F
— — — — —

= L
— — — — 一

B
。2 (2 8 )

f警
一

1 1M
1G k + (臼

一

1 )M + M
。

＼D s 1 ，

式 (2 8 ) 分母后两项 为 (口
一

1 )M + M s
。

口
一

1．6
～

2
．

0 ， 近似
取 忙 1

．

7 ； 式中
， 幄

=

M Gk + M 0k
，

并取 M
—

M Gk + O
．

7‰
，

则后
两项可化 为 1．7舰 k + 1．49M lQk

，

偏安全地取为 1．7 (M _ck + M Q 。)
。

代入式 (2 8 ) 即可 得 出式 ( 1 0
．

7
．

1 1 ) ，

该式 中的 M k 即上 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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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
。 。

1 0 ．

7
．

1 2 叠 合 式 受 弯 构 件 第 二 阶 段 的短 期 刚 度 计 算 公 式

(1O ．

7
．

1 2 ) 是根据平截面假定
、

静力平衡条件及与非叠合式受弯

构件刚度计算公式相衔接的原则推导得出的 ，

当 ^ 。 一

^ 时即为普

通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短期刚度的计算公式
。

1 0 ．

7
．

1 4 、

1O
．

7
．

1 5 叠合式受弯构件的叠合面受剪承载力是通过

叠合面的骨料咬合效应和穿过叠合面的箍筋在叠合面产生滑动后

对叠合面形成的夹紧力来保证 的
。

为此 ， 要求预制构件上表面混

凝土振捣后不经抹平而形成 自然粗糙面 ， 以形 成本条规定的凹凸

程度 。

对于承受静荷载为主的叠合梁或叠合板 ，

预制构件 的表面均

可采用 自然粗糙 面 。

但对跨度与荷载均较大的叠合板 ， 宜采用人

工粗糙面或其他构造措施 。

在配有横向钢筋的叠合面处 ，

应通过箍筋伸入 叠合层的长度

以及叠合层混凝土 的必要 厚度和强度等级保证 箍筋有效地锚固在

叠合层混凝土 内
。

1 0 ．

8 立 柱 独 立 牛 腿

1 0 ．

8
．

1 牛腿承受较大的竖 向力
，

支承吊车梁时还间接受到动力

作用 。

在使用阶段 ，
一

般要求牛腿不出现斜裂缝
，

因此其截面尺

寸必须满足斜截面抗裂要求 ，

即满足式 ( 10
．

8
．

1 ) 的要求
，

并通

过式中的 卢系数考虑不同使用条件对牛腿的不同抗裂要求 。

式中
P

的 f1
一

o
．

5 半 1项是按牛腿在竖向力和水平拉力共同作用下斜裂
＼ 上1 v k ，

缝宽度不超过 0
．

1 m m 为条件确定的
。

F n t 、

F ，。为按荷载标准值

计算的作用于牛腿顶部的竖向力和水平力 。

式 ( 1 0
．

8
．

1 ) 中 ， 对牛腿截面有效 高度 ^ 。 的计算值作 了限

制 ，

这是考虑到当牛腿斜面倾角 a 大于 4 5
。

时
，

牛腿的实际有效

高度不会随 a 的增大而增大
。

本条 4 款是参照 G B 5 O 0 1 0
—

2 O O 2 确定的
。

当不满足时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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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加大受压面积
、

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或配置钢筋网片等措施
。

1 0 ．

8
．

2 S L ／T 1 9 1
—

9 6 有关独立 牛 腿 的配 筋计算公式是根据三

角 形桁架模型得出的
。

竖 向荷载 由顶 部水平纵 向受力钢筋形成

的水平拉杆和牛腿 内的混凝土斜 向压杆承担 ； 作用在牛腿顶部

向外的水平拉力则由水平拉杆承担 。

试验证 明 ，

这种受力特征只

出现于剪跨 比较大 的牛腿 中 。

而在水 工 结构 中
，

牛腿 的剪跨 比
口

／̂ 。
一

般 都 比 较 小 ，

甚 至 小 于 0
。

S L ／T 1 9 1
—

9 6 规 定
，

当
口
< 0

．

3 ^ 。时
，

取 口 一 0
．

3 ^ 。 ， 这往往造成 在小 剪跨 时牛腿配筋过

多的不合理现象 。

试验研究表 明 ，

在剪跨 比 n ／̂ 。≥ O
．

2 的情况下
， 牛腿 的破坏

仍具有 三 角形桁架模型破坏的特点 ； 随着剪跨比的减小
，

牛腿的

破坏形态由桁架模型破坏逐步转化为混凝土 的剪切破坏
，

钢筋的

受力状态也发生较大的变化 。

为此本条规定
，

当牛腿 的剪跨 比
n

／̂ 。≥ 0
．

2 时
，

牛腿 中由承受竖 向力所需 的受拉钢筋和承受水平

拉力所需 的锚 筋 组 成 的受 力 钢 筋 的 总 截 面 面 积 A
。

应 满 足式

(1 0 ．

8
．

2 ) 的要求
。

与 S L ／T 1 9 1
—

9 6 相 比
，

取 消 了
“ ＆ < 0

．

3矗。

时取 口 一 O
．

3矗。 ” 的规定
，

而按实际的 n ／̂ 。 计算
。

本条明确规定了牛腿纵向受力钢筋种类 、

牛腿上部纵向受拉

钢筋伸入柱 内的锚 固要求 ， 以及 当牛腿设在柱顶时
，

为了保证牛

腿顶面受拉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 的可靠传力而应采取的构造

措施 。

牛腿 中配置水平箍筋 ，

特别是在牛腿上部配置
一

定数量的水

平箍筋 ，

能有效限制该部位斜裂缝的开展宽度
。

故本条对牛腿上

部 2 矗。／3 范围内的水平箍筋用量作了规定
。

在牛腿内设置 一

定数量的弯起钢筋是我 国工 程界 的传 统做

法 。

但剪跨 比 n ／矗。 较小时
，

在牛腿 内设置弯起钢筋不能充分发

挥作用 ，

故规定 n ／̂ 。≥ O
．

3 时
，

才需设置 弯起钢筋
。

试验表 明
，

牛腿 中的弯起钢筋对提高其受剪承载力和减少斜向开裂的可能性

都不起明显作用 。

故只规定 了在牛腿 中按构造布置 弯起钢筋的

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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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

8
．

3 试验研究表明 ， 在 口／̂ 。< 0
．

2 的小剪跨 比情况下
，

牛腿

的破坏已呈现混凝土剪切破坏的特征
。

在相同荷载作用下
，

这
一

范围内的牛腿随着剪跨 比的减小 ，

顶部纵筋及箍筋 的应力都在不

断降低 。

此时
，

承载力 由顶部受力钢筋
、

水平箍筋与混凝土 三者

共同提供 。

在试验资料 的基础上
，

偏安全地 拟 合了小剪跨 比牛腿

所 承受的极限荷载与混凝土及 所 有水平钢筋承载力之间的相关关

系式 ，

明确在剪跨 比 口／̂ 。< O
．

2 时
，

首先应由式 ( 1 O
．

8
．

3 ) 计算

出竖向力作用下的整个牛腿高度范围内的所有水平钢筋截面总面

积 ，

再视剪跨 比的大小将水平钢筋截 面总面积 的 4 0 ％
～

6 O ％作

为牛腿顶部受力钢筋 ，

集 中配置 在 牛腿 顶 面
，

其中剪跨比小时取

小值 ，

剪跨比大时取大值 ； 其余的则作为水平箍筋均匀配置在牛

腿全高范围内 。

当牛腿顶面作用有水平拉力 F 。 时
，

承受水平拉

力所需的水平锚筋另行计算 。

考虑到随着剪跨 比的减 小 ， 顶部受力 钢筋 作用 在 不 断 降低 ，

承受竖 向力所需 的受拉 钢筋 配筋率 ( 以截 面 劬 。 计 ) 由剪跨 比
口
／̂ o ≥ O

．

2 时的不应小于 O
．

2 ％改为不应小于 O
．

1 5 ％
，

使得钢筋
的配置更加合理

。

顶部受拉钢筋的其他配筋构造要求和锚 固要求

与 l 0
．

8
．

2 条 2 款相同
。

在剪跨比 口／̂ o < O
．

2 的情况下
，

所配箍筋主要是用于限制裂

缝开展及增强混凝土剪切强度 ， 为发挥应有的作用
，

本条明确规

定了牛腿所配箍筋 的钢筋种类 、

直径
、

间距 及箍 筋 的最 小 配
筋率 。

试验表明 ，

只要满足 了 10
．

8
．

1 条的截面限制条件
，

剪跨 比
口

／矗o < O 时的牛腿在竖向力作用下
，

钢筋不会屈服
，

为此可不进
行牛腿的配筋计算 ，

仅按构造要求配置水平箍筋
。

而 当牛腿顶面

作用有水平拉力 F n 时
，

承受水平拉力所需 的锚筋仍需按本条 2

款的规定计算配置
。

1 0 ．

9 壁 式 连 续 牛 腿

lO ．

9
．

1 本标准壁式连续牛腿的设计规定基本 沿用 S L／T 1 9 1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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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

仅将计算单位长度轮压 的计算分布宽度公式作了适当的
修改 。

本次修订时 ，

参考龙滩水电站地 下厂房岩壁吊车梁仿真模型

的试验结果 ，

吊车轮压 的有效分布宽度接近于从轮压作用点约
2 6 。

角向交界面处平面扩散 的宽度
。

基 于这
一

试验结果
，

壁式连

续牛腿的轮压分布宽度可近似按边轮沿纵向各扩散 n ／2 计算
，

由

此得出计算轮压分布宽度的公式 ，

其物理 意义 比较明确 ， 考虑的

因素较全面 ，

适用范围较广
，

方便工 程应用
。

1 O ．

9
．

2
～

l O
．

9
．

5 连续牛腿的配筋构造是参照独立牛腿及工 程设
计经验而规定的 。

l 0 ．

1 0 弧形闸门支座

1 0 ．

1 0
．

1 本节只适用于普通钢筋混凝土闸墩的弧门支座设计
。

试验结果表 明 ， 弧 门支座附近 闸墩在两侧或
一

侧支座推力作
用下 ，

支座与闸墩交接处出现垂直于推力方向的裂缝
，

并沿闸墩

厚度方向发展 ，

构成闸墩沿垂直于推力方向的局部轴心受拉或偏

心受拉应力状态 。

其抗裂能力与混凝土抗拉强度
、

支座在闸墩中

的相对位置 、

支座有效折算分布宽度
、

闸墩厚度以及不同推力作

用下 的 应 力 状 态 等 因 素 有 关 。

因 此
，

由 式 ( 7
．

1．1
—

1 )
、

式 (7
．

1．1
—

4 ) ，

考虑上述 因素的影响
，

推导出式 (1O
．

1O
．

1
—

1 )
、

式 (10
．

1O
．

1
—

2 )
。

推导时截面宽度取用支座有效折算分布宽度 ：

双 侧弧门支座推力作用时取为 1．7 6 (6 为弧门支座宽度 ) ，

单侧

弧门支座推力作用 时取 为 3 6 ； 混 凝 土 拉 应 力 限 制 系数 a 。。

取

为 0
．

8 5
。

l 0 ．

1 O
．

2 闸墩局部受拉承载力计算公式是根据闸墩局部受拉破

坏试验得出的 。

闸墩局部受拉破坏是以通过局部受拉裂缝的钢筋

达到屈服强度为标志的 。

闸墩局部受拉破坏的位置可能是 ： 沿弧

门支座支承面与闸墩交接处形成临界竖向裂缝 ， 或是沿支座高度

约 l／2 处与闸墩交接处形成八字形临界裂缝
。

根据试验与理 论 分

析 结果
，

给出了局部受拉钢筋的有效分布范围和锚固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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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闸墩遭遇气温骤降较强时
，

或弧门支座距闸墩顶部距离较

小时 ，

顶部易出现裂缝
，

因此本条增加 了关于 闸墩顶部水平 向防

裂钢筋 网的构造措施
。

1 O ．

1 0
．

3 由于弧门支座是 闸墩结构中的关键部位
，

在使用阶段

要求不出现斜裂缝 ，

本条是以斜 截面抗裂验算来控制支座截面尺

寸 ，

式中的系数 O
．

7 即为裂缝控制系数
。

根据实际工 程的调查资

料 ，

弧 门支座的剪跨 比较小
，

其平均值 约为 0
．

2 2
。

因此
，

在计

算公式中没有直接反映剪跨 比这 一

参数的影响
。

S L ／T 1 9 1
～

9 6 中
，

验算局部受压应力时
， 弧 门支 座 推力 采

用设计值 ，

本标准改用标准值 ， 所 以支承面上的局部受压应力
“

不应超 过 O
．

9厂
。 ”

的要求相应改为
“

不应超过 0
．

7 5 ^
” 。

1 O ．

1 0
．

4 根据悬 吊拉杆拱受力模 型 ， 由平衡条件可以得到弧 门

支座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计算公式 ， 即式 (10
．

1 O
．

4 )
。

但本条没

有给出拱圈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
，

因为考虑到当弧门支座截面尺

寸满足式 (10
．

1O
．

3 ) 要求后
，

拱圈受压承载力 自然也能满足
。

1 0 ．

1 O
．

5 由于弧门支座的剪跨 比较小
，

在支座处设置弯起钢筋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

故不考虑放置弯起钢筋
。

考虑到提升闸门

时 ，

对支座会产生
一

定的扭矩
，

因此对 于大推力 的弧 门支座宜在

垂直于水平箍筋 的方 向设置适量 的垂直箍筋 。

1 0 ．

1 O
．

6 当弧 门总推 力 大 于 2 5 o 0 O k N 时
，

建议采用预应力闸
墩 。

有关预应力闸墩的设计
， 可参考有关规范

。

l0 ．

1 1 闸 门 门 槽

1 0 ．

1 1
．

1
、

1 0
．

1 1
．

2 随着我国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

兴建 的

大型水利水 电工 程越来越多 ， 泄水孔 口 尺寸越来越大
，

承受的水

头越来越高 ，

闸门门槽的推力也越来越大
。

根据 国内几个大型工

程 经验 ，

当闸门门槽每延米推力大于 2 O 0 0 k N 时
，

应对闸门门槽
二 期混凝土进行局部承压 验算和剪切承载力计算

。

当计算不满足

要求时 ，

可采取提高二 期混凝土强度等级或在二 期混凝土 内配置

钢筋 、

掺加纤维等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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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

1 2 水 电站钢筋混凝土蜗壳

1 0 ．

1 2
．

2
、

1O
．

1 2
．

3 钢筋混凝土蜗壳由顶板
、

边墙
、

尾水锥体和

蜗壳底部结构围成 。

由于蜗壳形状 比较复杂
，

其周围混凝土实际

上是不规则空间块体结构 ， 目前计算方法有以结构力学为主的平

面框架法或空间框架法 ， 以弹性 力 学为主的三 维有限元法
。

平面

框架法是最常用 的方法 ，

对于小型电站采用平面框架法
一

般可以

满足工 程需要
。

对于大型电站蜗壳
，

边界条件复杂 ， 截面尺寸较

大 ， 不符合平截面假定 ，

宜采用三 维有限元法和空间框架法计算
。

l 0 ．

1 2
．

5 蜗壳按平面框架方法计算时
， 顶板 径 向钢筋 和侧墙竖

向钢筋偏多 ，

环 向钢筋偏少
，

根据电站运行情况
，

因环向钢筋不

足会引起径 向裂缝和垂直裂缝 ， 因此环 向钢筋不能太少
。

对于大

型电站宜按空间结构计算确定环向钢筋用量
。

l 0 ．

1 2
．

6 根据实际工 程运行情况
，

蜗壳抗剪问题不容忽视
，

必须

保证顶板和侧墙有足够的受剪承载力 ，

应按偏心受拉构件计算
。

l0 ．

1 2
．

8 接力器坑
、

进人孑L等孔洞部位可能会出现应力集 中
，

因此需配置加强钢筋 。

座环是蜗壳主要传力部件
，

蜗壳上部混凝

土重量通过上环传递 到下部基础 ，

因此对该部位需配置承压钢

筋 ， 以提 高构件承压 能力 ； 混凝土蜗壳 的上环部位在 内水压力作

用下可能 出现拉 力 ， 因此需要增加蜗壳混凝 土与座环 的连接措

施 ，

如配置连接螺栓等
。

1 0 ．

1 3 尾 水 管

1 0 ．

13
．

2 对尾水管整体式底板
、

顶板和边墙
，

宜参 照 已建工 程

经验采取构造措施满足限裂要求 ，

可 以通过合理 的分层 分块
、

设

封闭块等措施减小施工 期的温度应力
。

1 0 ．

1 3
．

5 当按平面框 架 分析时
，

为防止尾水管底板和顶板出现

垂直水流向的裂缝 ，

参照工 程设计经验
，

本条给出了顺水流向分

布钢筋的数量要求 。

l 0 ．

1 3
．

8 尾水管的薄弱结构 主要指埋管
、

放空阀
、

进人孑L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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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部位
，

对这些部位应配置加强钢筋
。

l O ．

1 4 坝 体 内 孔 洞

1 O ．

14
．

1 坝体 内孔洞包括泄洪孔
、

导流洞
、

输水管道
、

廊道
、

吊物井 、

通气孔
、

电梯井
、

设备间等
。

常见的孔洞形状有矩形
、

圆形 、

方圆形 (城门洞形 )
、

椭圆形
、

马蹄形 等
。

计算荷载应根

据不同的设计工 况分别考虑 自重
、

内水压力
、

上 下 游水压力
、

扬

压力 、

相邻坝段侧压力
、

灌浆压力
、

脉动水压力
、

基础反力
、

温

度应力等 。

10 ．

14
．

2 对坝体 内廊道
，

为防止廊道裂缝产生渗水或影响坝体

结构整体性 ，

廊道周边必须按计算或构造要求配置钢筋
。

10 ．

1 4
．

3 孔 口 钢筋靠近孔 口周边布置主要是限制混凝 土 表面裂

缝 。

当孔 口拉应力很大
、

钢筋布置层数较多时
，

可 以将钢筋分散

布置在不同的浇筑层 内 ，

不仅方便施工 ， 且 有利于 限制坝体结构

内部裂缝的开展
。

1 0 ．

1 4
．

6 主要 由钢衬承担内水压 力的孔 口 ，

钢衬外的混凝土 对

钢衬受力和限制结构变形都是很重要的 ， 即使混凝土内最大拉应

力小于混凝土许可拉应力 ，

也宜在孔周适 当配置限裂钢筋
，

并有
一

定的结构厚度 ， 以确保结构的整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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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作用设计原则

1 1 ．

1
一

般 规 定

l 1 ．

1．1 混凝土结构必须进行温度作用计算 的范围仅限定为条文

中所列的 3 种
。

次要的结构如 一

般重力式挡土墙等
，

只要遵守伸缩缝间距的

规定 ，

就可以不进行温度作用计算
。

研究分析表明 ，

温度作用对超静定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宽

度有显著的影响 ，

但与结构最终承载力基本无关
。

因为裂缝开展

较宽时 ，

构件的变形就能满足温度胀缩的要求
， 温度应力也就基

本上松弛消失 。

对超静定钢筋混凝土结构适当增配温度钢筋的目

的主要是为 了控制裂缝宽度 。

因此 ， 对 于超静定 钢筋混凝 土结

构 ，

当其裂缝宽度的控制要求并不严格时 ，

也可不进行温度作用

计算
。

具体 的水工 建筑物是否需要进行温度作用计算 ， 可遵照有关

建筑物的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

应注意 ，

本章所列 的条文不适用 于 混 凝土 坝 及 碾 压 混 凝土

坝 ，

坝体的温度控制及计算应遵照坝工 设计规范的规定
。

l 1 ．

1 ．4 我国大型工 程均有 自己 的混凝土热学特性试验
， 一

般工

程 设计或大型工 程 的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 时
，

混凝土热学特

性指标可参照附录 G 的方法估算
。

l 1 ．

1．5 国内对混凝土湿度 (干缩变形 ) 研究较少
，

对于水工 大

体积结构 ， 湿度变形只影响浅层表面
，

可不予考虑
。

对于重要结

构 ，

参照 日本规范
，

可把 干缩变形 折算 为 1 0
～

1 5 ℃ 温 降
。

这是

相当粗略的 ，

因为温度与湿度 的传递速度不同步
，

但较为实用方

便 。

如能采取有效措施
，

使混凝 土不致 因干缩 而产 生 干缩裂缝 ，

则可不考虑湿度作用 。

l 1 ．

1 ．6 对大体积混凝土
，

可以采取下列温度控制防裂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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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混凝土表面保温保护 ； 孔洞进出口 在低温季节及气温骤

降期间进行遮闭或封堵 。

(2 ) 合理安排混凝土施 工 程序 ； 约束 区混凝土宜安排在低温

时段浇 筑 ； 混 凝 土 浇 筑 层 应 连 续 均 匀 上 升
， 不 得 出现 薄 层 长

间歇 。

(3 ) 选用低发热量水泥
、

浇筑低流态混凝土
、

掺高效外加剂
等以减少混凝土水 化热温升

。

(4 ) 采取混凝土加 冰拌和
、

冷水拌和
、

减少混凝土运输和浇

筑过程 中的温度 回升等措施以降低混凝土浇筑温度
。

(5 ) 埋设冷却水管通水冷却
。

1 1 ．

2 大体积混凝土在温度作用下的裂缝控制

l 1 ．

2
．

1 温度场 的计算方法不属于本标准 的内容 ，

所 以只列 出其
一

般计算原则 。

裂缝控制验算属于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
，

故温度作用值应取其
标准值 。

1 1 ．

2
．

2 计算温度应力的具体方法
， 不属于本标准 的范畴 ； 所 以

只列 出其 一

般计算原则
。

S D J 2 O
一

7 8 第 2 7 条规定 ： “ 当计算混凝土 结构的温度和湿
度变化所引起的应力时 (意思是按弹性体计算得到的弹性温度应

力 ) ， 可考虑混凝土 的徐变作用而予 以降低
。

作为估算
，

施 工 期

的上述应力可降低 5 O ％； 运用期
⋯ ⋯

可降低 3 5％
。 ” 这

一

规定中

的应力松弛系数 K
， 一 O

．

5 或 0
．

6 5 ， 来源于前苏联 的早期规范 ，

较为粗略 。

因此 ，

本条文规定
，

对于大型工 程
，

应力松弛系数宜通过试

验确定 。

但应力松弛试验比较复杂
， 一

般可只做徐变试验
，

然后

根据混凝土的徐变度用理论公式推求松弛系数 。

对于未做徐变试

验的工 程
，

则可参照类似工 程经验
。

1 1 ．

2
．

3 本条 的抗裂验算式 ( 1 1
．

2
．

3
—

1 ) 类 同于 前 苏联规范
C H H Ⅱ 2

．

O 6
．

O 8
—

8 7 的抗裂公式 ： d (f) ≤ ‰ h ￡l；巾妒(￡)E b (z)
。

该式

2 7

www.weboos.com



中的 ￡ m̈ 妒(￡) 及 E b (￡) 即本条公式 中的 e 。(￡) 及 E c(￡)
，

该式中

还包括工 作条件系数 ‰ ， 它在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中可取 为

1．O 。

前苏联公式中还包括了
一

个考虑截面应变梯度对混凝土 受

弯时抗拉强度的影响系数 以 (即我 国规范中的截面抵抗矩塑性

系数 y ) ，

考虑到大体积混凝土 结构受拉 区验算点应变梯度很小
，

为安全计 ， 取 yh 等于 1．0
。

由此
，

即可得出式 (1 1
．

2
．

3
—

1 )
。

(1 ) 混凝土弹性模量 E (f)

国 内外对任意时刻 ￡时的混凝土 弹性模量 E
。

(￡) 的计算公式

不下数十个 ， 不少公式与试验结果 的吻合程度均相 当好
。

但有的

需要预先知道时刻 ￡时的混凝土抗压强度 ，
。

(￡) ；有的需要预先知

道混凝土坍落度及最大骨料粒径 ， 必须列 出这些 因素对 E
。

(￡) 计
算的影响系数表格 ，

使用起来不够方便 ； 有的公式还考虑了温度

对 E
。

(￡) 的影响
，

计算就更复杂 ； 有的公式则与我国大体积混凝

土的试验值有较大差异 。

经与我 国 9 座大坝的大体积混凝土 的 E
。

(￡) 试 验资料相 比
，

发现 E
一

￡的关系以采用对数曲线 (成都勘测设计院公式 )
、

指

数曲线 (唐崇钊公式 ) 及 复指数曲线 (朱伯芳公式 ) 为最理 想
。

本条文就采用了如下的复指数表达形式 ：

E 。

(￡)
一 a [1

一

e x p (
一

7 护)]E
。(2 8 ] (2 9 )

采 用该式计算时
，

无 需其 他 资料 ， 比较方便
。

式中 E c㈨ ，即

混凝 土在 2 8 d 龄期时的初始弹性模量
，

在计算大体积混凝土结构

的温度应力时 ， E c㈤ ，宜 由专 门试 验确定 ； 当无专门试验时
，

也

可采用表 4
．

1．7 所列数值
。

根据 国内 2 0 多个水工 建筑物的 3 6 组

E c(z ) 值的试验资料
， 经优化拟合

，

得出式 (2 9 ) 中的计算系数
口 、

卢及 y ，

见式 (1 1
．

2
．

3
—

3 )
。

(2 ) 混凝土允许拉应变 ￡。

(￡)

在 此
，

混凝土允许拉应变 ￡。(￡) 并不是混凝 土 的极 限拉伸值
￡。。 。

这是因为如将式 中的 ￡。

(￡) 取 为极 限拉 伸值 ￡。。 ，

则相应 的

E c(￡) 应该为割线弹性模量 E ¨ 而不是 初始 弹性模量 E
。 。

现公

式 中明确地采用 了初 始 弹模 E c，

则式中的混凝土拉伸变形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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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极限值 e 。。而是
一

小于 e 。。

的计算值 e 。 。

特别在 目前有些试验机

能自动采用等应变加载方式时 ，

所得 出的混凝土拉伸 a
～

e 曲线
，

有很大的下降段 ，

所测得的 e 。。

将远 大 于 e 。 。

e 。

无法 由 e 。。

推求
，

我国也没有 e 。

的试验资料
，

因此 只能利用
e t E c(￡)

一

厂
。(￡) 的原则

，

由不同龄期时的混凝土抗压强度
．

九
。

(f)

推算出混凝土抗拉强度 厂
。

(≠) ，

然后反求 出 ￡。 = = =

，t(￡)／E
。

(￡)
。

这

就得 出本条中 ￡。(￡) 的计算式 ( 1 1
．

2
．

3
—

2 )
。

目前缺乏对温度场及温度应力场 的实测资料 的统计分析 ，

由

可靠度理论推算温度作用下的可靠指标尚不成熟 ， 因此本条文 中

混凝土计算拉伸值 的取值还包含 了必要 的可靠度在 内 ，

其实质为

允许拉伸值 。

参考前苏联规范 ，

将 ￡们 。，取为
一

偏低值
， 即表 l 1

．

2
．

3 中所
列数值 。

由此计算出的 ￡。(f)E (f) 与前苏联规范的 ￡。．m 妒(￡) E (￡) 的上

限值相当接近 。

我国 《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 》 (S L 3 1 9
—

2 O O 5 )

规定坝体温度应力必须满足条件 ： a ≤ e E
。

／K ，，

对 R 。。 2 O 0 混凝

土 ， e 一 0
．

8 5 × 10
～

， E h 一

2
．

3 × 1 0 。N ／m m 。 ，

安全系数 K f 规定
取为 1

．

5
～

2
．

O
。

由于 ￡ 、

E 均 与时 间 ￡无关
，

故无法与本条中的
￡。(￡)

、

E c(￡) 对 比
。

当 ￡为 2 8 d 时
，

本条 的取值基本处在上 述 规

范 (S L 3 1 9
—

2 0 O 5 ) 中 K f 一 1
．

5
～

2
．

O 之间
。

本条中 e 。(￡) 及 E f(f ) 只适用 于
一

般混凝土 ， 不适 用 于掺 粉

煤灰 的混凝土 。

1 1．2 ．

4 大体积混凝土 内配置温度钢筋
， 不能提高抗裂性

，

只能

控制其裂缝开展宽度 。

目前 ，

可行 的方法是采用钢筋混凝土非线性有 限元分析方法

计算 出具体结构在确定配筋量时的裂缝宽度 。

对于常用结构的温

度配筋的 一

般原则
，

由于需进行大量非线性大型程序计算
， 目前

尚无法实现 ， 因此只能由总结工 程经验得出
。

条文中的几点建议

是根据我国工 程经验并参照美 国陆军工 程师 团的配筋构造指示 书

的规定而确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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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3 考虑温度作用的钢筋混凝土框架计算

l 1 ．

3
．

3 钢筋混凝土超静定结构考虑温度作用时
，

曾有如下几种

设 计方法 ：

(1 ) 认为混凝土
一

旦 开裂
， 温度应力 自动松弛 ， 无需 另配温

度 钢 筋
。

(2 ) 凭经验增配温度钢筋 ，

或者在配筋计算时
，

适当提高安

全系数或降低钢筋强度设计值 ， 而不再作温度应力计算
。

(3 ) 将温度作用与其他荷载按常规组合 ， 即不考虑混凝土开

裂对温度效应的影响
。

(4 ) 温度作用计算时适 当降低各构件的刚度
， 以考虑构件开

裂后刚度下降对温度效应的影响 。

(5 ) 考虑结构开裂
，

按非线性分析程序
， 经逐步迭代

，

求得

外荷载与温度共同作用下的最终内力 。

上 述诸方法中
， 方法 ( 1 ) 有可能使实际裂缝过宽 ； 方法

(2 ) 缺乏 合理 的计算准则
，

而且温度作用并不是 对结构 的所有

构件 和所有 截 面均发 生 不利影 响 ； 方法 ( 3 ) 会导致配筋量过

多 ； 方法 (4 ) 考虑了构件开裂后刚度降低的影响 (例如对框架
梁 ， 可取全截面刚度 的 O

．

2
～

0
．

4 倍
，

框架柱可取全截面刚度的
O ．

4
～

0
．

6 倍等 ) ，

但较为粗略 ； 方法 ( 5 ) 比较精确
，

但需进行

非线性计算 。

本标准建议了方法 (5 ) 和方法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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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非杆件体系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配筋计算原则

1 2 ．

1
一

般 规 定

1 2 ．

1 - 1
～

l 2
．

1 ．3 水工 结构中常有
一

些形体或受力复杂 的结构
，

如厂房蜗壳 、

弧 门闸墩
、

坝体内孔 口
、

坝面背管等
，

这些结构无

法按杆件结构力学求 出截面 内力并按第 6 章的公式配筋
。

对此
，

可由弹性力学求 出弹性状态下 的截 面应力 图形 ，

再按图形面积 T

确定钢筋截面面积 A
。 。

2 O 世纪 6 O 年代发展起来的钢筋混凝土有限元分析方法 已 日

趋成熟
，

成为工 程实际应用的有力分析工 具
。

欧洲混凝土协会和

国际预应力学会 C B E ／F IP 的 1 9 9 O 年混凝土结构模式规范已对混

凝土结构非线性分析作了明确规定 ，

前苏联 1 9 8 7 规范也 已 对非

杆件体系的配筋计算列 出专门章节 。

虽然非线性钢筋混凝土有 限元分析方法尚有不少问题需继续

研究和发展 ，

但与已有的设计方法相 比 ， 已显 出较大的优越性
，

它与试验的结果对比 ， 比较 吻合
。

在抗震等需考虑结构进入塑性

阶段及材料滞回特性的问题中 ，

更有不可替代的优点
。

在水工 建

筑物的大型结构中 ， 还可 以作为仿真试验替代部分模型试验
。

因

此本标准除了仍沿用按弹性应力图形配筋的方法外 ， 还正式列入

了钢筋混凝土有限元分析 的原则 。

1 2 ．

2 按应力图形配 筋

1 2 ．

2
．

1 S L ／T 1 9 1
—

9 6 按弹性应力图形配筋的方法
，

是按
“

总

拉力 T 由混凝土承担的拉力 T
。

及钢筋承担的拉力 丁
。

共同负担 ”

的原则 ，

采用分项系数表达后
，

列出的计算公式 ：

1

T ≤ ÷(0
．

6 T c + ^ A
。

) (3 o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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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改时仍采用这
一

原则
，

但考虑到式 ( 3 O ) 中 O
．

6 r

的概 念不够明确 ， 现将其修改为 ： 主拉应力图形总面积中扣除拉

应力值小于 0
．

4 5 ^ 后 的图形 面积所确定 的拉力 由钢筋承担
。

仍

然保 留扣除部分的面积不宜超过总面积 3 O ％的规定
。

按应力图形配筋要求是 “

主拉应力
”

图形
，

由于截面各点的

主拉应力方向往往不 一

致
，

按主拉应力图形计算总拉力实际上 是

将 不 同方向的拉力直接叠加
，

是不合适的
，

也难以做到将钢筋都

与主拉应力方 向平行布置 。

因此本次修订时改用按 “ 主拉应力图

形在钢筋方向的投影 ”

来计算钢筋截面 面积
。

应该注意的是 ， 主

拉应力的投影不 一

定只有两个方向
，

有时在空间 3 个方向可能都

有投影 ， 这时 ， 对 3 个方向的配筋都应该进行校核
。

l 2 ．

3 非线性有限元计算原则

1 2 ．

3
．

1 目前钢筋混凝土非 线性有限元分析程序 ， 因采用 的材料
本构关系 、

裂缝形态
、

单元模型
、

数值处理方法上 的不 同 ，

特别

是研究对象和所要求解答的问题的不同 ，

各单位编制的程序有较

大差异 。

因此
，

本 条 只提 出若 干计 算 原 则
， 而 不 强 求程 序 的

统 一 。

应注意的是 ， S L ／T 1 9 1
—

9 6 规定当验算结构承载力时
，

荷载

及材料强度均为设计值 。

由于钢筋和混凝土 的强度设计值 中包含

了材料性能分项系数 ， 而它们的取值却不同 (苁
一

1．1 ； t
一

1．4 ) ，

这就使得混凝 土 的强度 设 计值 与钢筋 相 比有 较 大 幅度 的下 降 。

在有限元分析 时 ，

就会 使混 凝 土过早 开裂
，

使本构关系失真
。

在有限元分析 中 ，

材料的强度理 论 上 宜 取 用 为 实测值或其平均

值 。

由于规范中没有给出混凝土 的强度平均值
，

因此 ，

用与平均

值较相近的 “

标准值
”

作为有限元分析时的材料强度取值
。

故本

标准规定 ： 无 论 在承载力与裂缝控制验算时
，

材料强度均取为
“

标准值
” 。

与此同时 ，

在裂缝控制验算时
，

荷载应采用标准值 ； 在承载

力验算时 ，

荷载应按 3
．

2
．

2 条的规定计算得出外
，

还需乘以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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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K
。 ，

这是为了保证承载力验算具有必要的安全度
。

当结构
为钢筋受拉破坏时 ， K

。

取为表 3
．

2
．

4 中的钢筋混凝土 安全系数

再乘以 1．1 ； 当结构为混凝土 受压破坏时
， K

。

取表 3
．

2
．

4 中的

安全系数乘 以 1．4
。

这里的 1．1 和 1．4 也就是本标 准安全度 分析

时所采用的钢筋和混凝 土 的材料分 项 系数 以 和 y 。 。

乘以 1
．

1 和
1．4 ，

是因为表 3
．

2
．

4 的安全系数是相对于材料强度为设计值 的
。

现在材 料 强 度 取 为 标 准 值
， 则 安 全 系 数 就 应 增 大 1．1 倍 或

1．4 倍
。

有限元分析中
，

常常是结构还未达到极限荷载就出现迭代发

散的情况 ，

所 以钢筋混凝土有 限元分析 主要是用 于裂缝 的验算
，

而承载力所需 的钢筋用量 主要可 由弹性应力 图形方法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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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1 3 ．

1
一

般 规 定

1 3 ．

1 ．1 结构抗震设计时
，

有关结构整体的抗震规划
、

场地的选

择以及地震作用的计算等均应根据 《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 L 2 o 3
—

9 7 ) 的有关规定进行
。

本章仅对钢筋混凝土框架梁
、

框架柱 、

排架柱等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计算 以及为满足延性要求的

配筋构造作 出规定 。

1 3 ．

1 ．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 B 5 O 0 1 1
—

2 o O 1 ) 及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 (G B 5 O 0 1 0
—

2 0 0 2 ) 对钢筋混凝土 结构分 4 个抗

震等级 ， 提出了不同的抗震设防要求
。

《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 (S L 2 0 3
—

9 7 ) 则是根据建筑物等级和相应的地 震烈度评价

方法划分抗震设防等级的 ，

并用设计烈度表示
，

对于钢筋混凝土

构件 ，

并不再分抗震等级
。

鉴于近数十年来 ，

有些基本烈度为 6 度的地震 区发生 了较 大

的地 震 。

因此 ， 6 度地震 区的水 工建 筑物也 必须 考 虑抗 震 构造 要

求及 抗震措施
。

对于设计烈度为 6 度 Ⅳ类场地上 较高的高耸结

构 ，

其地震 影 响 系数有可 能高 于 同
一

结构在设计烈度为 7 度 Ⅱ类

场地条件下的地震影响系数 ，

因此要求对这类条件下的高耸结构

仍应进行结构抗震验算和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计算 。

为此
，

在本章

各类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计算规定中考虑了这 一

要求
。

13 ．

1．3 地 震作用惯性力代表值 F k 由 《水 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 (S L 2 O 3
—

9 7 ) 给出
。

地 震 作用分项系数按有关规范取为
1．0 。

应注意的是 ： 《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 L 2 O 3
—

9 7 )

是 以设计烈度的地震影响系数 忌。 计算地震惯性力的
， 一

般情况

下 ，

设计烈度就是本地 区的基本烈度 (中震 )
。

而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 (G B 5 O 0 l 1
—

2 O O 1 ) 是 以本地 区的众值烈度 (小震 ) 的

地震影响系数 忌。 计算地震惯性力的
， 两者 的地震作用惯性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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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约 3 倍
，

例如 7 度地 区
，

譬
一

告等
≈

÷
。

《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
K l u

· 厶 o 、)

计规范》 (S L 2 o 3
—

9 7 ) 规定在按动力法计算地震作用效应时
，

按弹性体系考虑的地震作用的效应可乘以地震作用效应折减系数

￡， ∈可取为 0
．

3 5 ； 在按拟静力法计算地震作用时
，

计算公式为

E 一 ‰ ￡G z — t／g ，

式中含有
一

个地震作用效应折减系数 e ， e
一

般

为 O
．

2 5 ， 是用来考虑用设计地震 系数代表值进行拟静力计算与

实际宏观震害的差异 ， 而对计算的结构反应进行折减的系数
。

所

以 ，

由地震作用产生的荷载效应 S 。。在按 《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

规范》 (S L 2 0 3
—

9 7 ) 计算时
， 还应乘以地 震 作用的效应折减系

数 e
。

而在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 B 5 O O l 1
—

2 0 O 1 ) 中是没有

这 一

系数的
， 两 者不能混淆

。

l 3 ．

1．4 研究表明
，

对于基本烈度为 8 度
、

9 度地区 的大跨度结

构和高耸结构 ，

其竖向地震作用产生的轴力在结构上部是不可忽

略的 ，

故要求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地 区 的大跨度结构和高耸结

构需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

1 3 ．

1．5 钢筋种类对 结 构 构 件 延 性 有 较 大 影 响
。

H P B 2 3 5 级
、

H R B 33 5 级
、

H I敬 00 级钢筋的塑性性能较好
，

因此
，

规定对于框

架及铰接排架 一

类结构
，

梁
、

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宜选用 H R B 3 3 5

级 、

H R B 4 O O 级钢筋 ； 箍筋宜选用 H R B 33 5 级
、

H P B 2 3 5 级钢筋
。

当设计烈度为 8 度
、

9 度时 ， 要求纵 向受力钢筋 的强屈 比大

于 1．2 5 ，

其 目的是使结构某部位钢筋屈服出现塑性铰 以后 有 足

够 的转动能力
。

同时
，

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钢筋强度标准值

的比值不应过大 ， 不然 ，

就难于保证
“

强柱弱梁
、

强剪弱弯
”

原

则 的实现 。

抗震设计中希望框架的塑性铰发生在梁内 ，

以免形 成 柱 铰 型

的破 坏机构 。

因此在施工 时不宜任意地用强度等级较高的钢筋去

代替原设计的钢筋品种 ， 以避 免原定在梁内发生的塑性铰不适当

地转移到柱内 。

如必须改用其他品种的钢筋
，

则应按钢筋的受拉

承载力相等的原则 ，

换算不同的钢筋截面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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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1．6 对设计烈度为 9 度
、

8 度
、

7 度的构件
，

钢筋锚固长度
的适当加长 ，

是为了保证地震力反复作用下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

强度 。

钢筋接头当采用焊接接头时
， 一

定要保证焊接质量
。

1 3 ．

2 框 架 梁

1 3 ·

2
·

1 试验表明
，

在低周反复荷载作用下框架梁的受弯承载力
不致降低 ，

故其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仍可按第 6 章公式计算
。

设计框架梁时 ， 限制受压 区计算高度 z 的 目的是控制塑性

铰区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致过大 ， 以保证框架梁有足够的延

性 。

根据 国内外的经验
，

当相对受压 区高度控制在 0
．

2 5
～

o
．

3 5

时 ，

梁的位移延性系数可达到 3
～

4
。

在确定混凝土受压 区计算高度时
， 可把截 面内的受压钢筋计

算在内 。

l3 ·

2
．

2 设计中应力求做到在地震作用下的框架呈梁铰型延性机

构 。

为减少梁端塑性铰区发 生脆性剪切破坏 的可能性
，

对框架梁

提出了梁端的斜截 面受剪承载力应高于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要

求 ， 即 “ 强剪弱弯 ” 的设计概念
。

在剪力设计值的确定中 ， 考虑

了梁端弯矩的增大 。

各抗震等级框架梁剪力值 的确定 ，

直接取用与梁端考虑地震

作用组合后的弯矩值相平衡的剪力值 ，

并乘以不 同的增大系数 编
。

为适当提高抗震的安全度 ， 这里的增大系数 比 S L ／T 1 9 1
—

9 6 有

所提高 。

1 3 ·

2
·

3 低周反复荷载的作用会使梁端产生交叉斜裂缝
，

使梁的
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 降低

，

其主要原因是混凝 土剪切强度降低
， 以

及斜裂缝间混凝土 咬合力及纵向钢筋暗销力的减弱
。

箍筋项的承

载力降低不明显 。

为此
，

在抗震计算时 ，

修改了 s L ／T 1 9 l
一

9 6

对静载斜截面承载力乘以 0
．

8 的做法 ， 而是将混凝土项 的受剪承

载力取为非抗震情况下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的 0
．

6 倍
， 而箍筋项则

不考虑反复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降低
。

框架梁受剪时的截 面控制条件 ，

是 在 静力 受 剪要 求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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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考虑反复荷载作用的不利影响而确定的
。

13 ．

2
．

4 抗震 时 的框 架 梁 纵 向受 拉 钢 筋 最 小 配 筋 率 是 参 照
S L ／T 1 9 1

—

9 6 和 G B 5 O 0 1 O
一

2 O 0 2 确定的
。

配置 一

定数量的钢筋贯通梁全长是考虑在地震作用和垂直荷
载组合下框架梁反弯点位置的可能变化 。

梁端箍筋加密 区域 内 ，

为了有利于梁端塑性铰 区 的延 性要

求 ，

纵向受压钢筋和受拉钢筋的面积比 A ：／A
。

要符合
一

定 的比

例 ，

其具体限值是参照 s L ／T 1 9 1
—

9 6 确定的
。

1 3 ．

2
．

5 梁端箍筋加密区 的配筋要求是沿用 S L ／T 1 9 1
—

9 6 的规

定给出的 。

其 目的是 保证 框架梁的塑性铰区有足够的受剪承载

力 ，

同时加强箍筋对混凝土的约束
， 以保证 框架梁的梁铰机构的

实现
。

l 3 ．

3 框 架 柱

1 3 ．

3
．

1 考虑地震作用的框架柱
，

其正 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与不

考虑地震作用的框架柱相同 。

1 3 ．

3
．

2 因框架柱受轴 向压力作用 ，

其延性比梁 的延性小 ， 一

旦

形成塑性铰 ， 就会产生巨 大的层间侧移
，

因此应遵循
“

强柱弱

梁 ”

的设计原则
，

人为地加大柱 的上下端 弯矩设计值
。

考虑到
S L ／T 1 9 1

—

9 6 给 出的柱 弯 矩 增 大 系数 偏 小
，

本 次 修 订 参 照
G B 5 0 0 10 —

2 0 0 2 适度提高了框架柱的弯矩增大系数
。

13 ．

3
．

3 为避免或推迟框架结构的底层柱根部出现塑性铰
，

在设

计中 ， 对柱根部 的弯矩设计值可直接乘 以增大系数
，

以增 大其正

截 面承载力 ，

减少柱根破坏程度
。

l 3 ．

3
．

4 框架柱的设计除应满足
“ 强柱 弱 梁 ” 的要 求 以外 ， 还

应满足 “ 强剪弱弯
” 的要求

。

因此 ，

在确定框架柱的剪力设计

值时 ， 与框架梁
一

样考 虑柱端剪 力 的增 大 系数
，

增大系数 比
S L ／T 1 9 1

—

9 6 有所提高
。

l 3 ．

3
．

5 对框架角柱
，

考虑到角柱受扭转
、

双 向剪切等不利影
响 ，

在历次强震中其震害相对较重
，

故在设计中
，

其弯矩
、

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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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值应取调整后的数值再乘 以不小于 1．1 的增大系数
。

l 3 ．

3
．

6 本条规定了框架柱的受剪承载力上限值
，

也就是从受剪

的要求提 出了截面尺寸 的限制条件 ，

它是在非抗震受剪要求基础

上考虑反复荷载影响得出的 。

13 ．

3
．

7 国内有关反复荷载作用下偏压柱塑性铰区的受剪承载力

试验表 明 ，

反复加载使构件 的受剪承载力 比单调加载时降低 约
1 0 9，6

～

3 O ％ ， 这主要是 由于混凝 土受剪承载力 降低所致
。 ．

为此 ，

按与框架梁相同的处理原则 ，

修改了 S L ／T 1 9 1
—

9 6 的规定
，

将
混凝土项抗震受剪承载力降为非抗震受剪承载力的 60 ％

， 而箍

筋项受剪承载力不予降低
， 由此得出框架柱抗震受剪承载力的计

算公式 。

l 3 ．

3
．

9 试验表 明 ，

受压构件的位移延性将随轴压 比增 大 而减

小 。

因此规定 了框架柱 的轴压 比限值
。

l3 ．

3
．

1 0 框 架 柱 纵 向 钢 筋 最 小 配 筋 率 的 规 定
，

是 参 照
G B 5 o 0 1 o

一

2 0 0 2 及国外规范的规定给出的 ，

其值比 S L／T 191
—

9 6

有所提高 。

l 3 ．

3
．

1 l 为提高柱端塑性铰区的延性
，

防止纵 向钢筋压屈 ， 对

柱上 、

下端加密区箍筋的最大间距
、

最小直径及箍筋最小体积配

筋率作了规定
。

其中箍筋最小体积配筋率表 1 3
．

3
．

1 1
—

2 是参照

G B 5 o 0 1 0
—

2 O O 2 的规定
，

按 H P B 2 3 5 级钢筋
、

混 凝 土 强 度等级

为 C 3 5 计算得到的
。

1 3 ．

4 框 架 梁 柱 节 点

l 3 ．

4
．

1 框架节点只在 9 度设防地区才会严重破坏 ，
一

般配箍后可
满足抗震要求 ， 因此不再列 出节点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 而仅给
出构造要求

。

必要时可参照 G B 500 1O
一

2O O2 的规定进行计算
。

l 3 ．

4
．

2 框架节点的抗震配筋构造要求是根据 G B 5 o 0 1 O
一

2 o 0 2

的 规定给出的
。

1 3 ．

4
．

3 试验表 明
，

在反复荷载作用下 ， 预埋件锚筋的受剪承载

力平均降低 2 0 ％左右
，

因此
，

要求地震作用 时的预埋件锚筋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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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积应 比静力计算的增加 2 5 9／5
。

并要求在靠近锚板的锚筋根

部设置
一

根直径不小 于 1 0 m m 的封 闭箍筋
， 以约 束混凝 土 ，

提

高受剪承载力 。

l 3 ．

5 铰 接 排 架 柱

l 3 ．

5
．

1
、

1 3
．

5
．

2 震害表明
，

单层厂房屋架与柱连接的柱顶处较

易损坏 ，

阶形柱的震害往往发生在上柱根部和柱与吊车梁上翼缘

连接部位 。

为避免排架柱在上述区段内产生剪切破坏并使排架柱

在形成塑性铰后有足够的延性 ，

在这些区段 的箍筋应加密
，

按此

构造配箍后 ，

铰接排架柱可不进行受剪承载力计算
。

对排架柱连接有工 作平台等特殊情况 ， 剪跨比较小的铰接排

架柱 ，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能起控制作用
，

此时
，

可按 1 3
．

3
．

7

条或 1 3
．

3
．

8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

l 3 ．

5
．

3 震害表明
，

排架柱头损坏最 多 的是侧 向变形受 限制 的

柱 ，

如靠近副厂房的柱或有横隔墙的柱
。

由于该柱的侧移刚度大

于相邻各柱 ，

该柱实际上 承受了比相邻各柱大得多的水平地震剪

力 ，

使柱顶产生剪切破坏
。

试验表明 ： 柱顶预埋钢板的大小和其

在柱顶的位置对柱 头 的水平承载力较敏感
，

当预埋钢板长度与柱

截面高度相等时 ，

其水平受剪承载力大约是柱顶钢垫板为柱截面

高度 一

半时的 1．6 5 倍
，

故在条文中规定了柱顶预埋钢板 长度 和

直锚筋的要求 。

试验还表明
，

沿水平剪力方 向的轴 向力偏心距对

受剪承载力也有影响 ， 要求不得 大于 ^ ／4
。

当 矗／6 ≤ 铂 ≤ ^ ／4 时
，

一

般要求柱头配置四肢箍 ， 并按不同设计烈度
，

规定不同的箍筋

体积配筋率以满足受剪要求 。

1 3 ．

5
．

4 不等 高厂房支 承低跨屋 盖 的柱 牛腿 (柱肩 梁 ) 亦是震 害

较重 的部位之
一 ，

最常见的是支承低跨 的牛腿被拉裂
。

为此可在
其顶面钢垫板下设水平锚筋 ，

直接承受并传递水平力
。

1 3 ．

6 桥 跨 结 构

13 ．

6
．

1 水工 建筑物中跨度不大的桥跨结构可只验算其支承结构

2 8

www.weboos.com



承受水平地震的承载力及稳定性
。

水平地震系数可按 《水 工 建筑

物抗震设计规范》 (S L 2 O 3
—

9 7 ) 的规定计算
。

l3 ．

6
．

2 对于公路桥梁
， 可只采取

一

定抗震措施而不进行抗震验

算 的范围是根据我 国公路桥梁工 程的实践经验规定 的
。

对于渠系

建筑 中的小型渡槽 ， 也可参照本条规定处理
。

但对过流量很大的

大 、

中型渡槽则必须进行专门的抗震设计
。

1 3 ．

6
．

3 为防止桥梁中简支梁在地震时发生落梁
，

应采用挡块
、

螺栓连接或钢夹板连接等 ，

同时
，

简支梁应伸入 墩 台
一

定距离
，

具体数值是参照港 口 工 程和公路桥梁工 程的经验确定的
。

13 ．

6
．

4 在地震作用下
，

梁与梁之间及梁与边墩之间易产生冲

撞 ，

所 以在它们之间需填充缓冲材料
。

连续梁桥不会发生落梁破

坏 ， 但如每
一

联只在
一

个墩上设置固定支座
，

其余为活动支座
，

只依靠固定支座墩来承受强大的由整个上部构造所产生的水平地

震作用 ， 显然在技术上较为困难 ，

在经济上 也不合理
。

因此 ， 应

使各个墩来共同承担上部构造所产生的水平地震作用 。

1 3 ．

6
．

5 大量震害实例表明 ， 双 曲拱等装配组合式拱圈的整体性

较差 。

因此
， 必 须加强双 曲拱等装配组合式拱圈的横向联系和各

构件之间的连接 ， 以保证 主拱圈的横向刚度和整体性
。

双 曲拱桥

拱肋之间的横向联系 ， 以采用横隔板为宜
。

1 3 ．

6
．

6 在连拱中 ， 如
一

孔震塌
，

墩顶受力失去平衡
，

很可能引

起其余各孔发生链式塌拱现象 ，

酿成更大的灾害
。

震害表明 ： 连

拱破坏比较严重 ，

特别是墩
、

台较柔和较高时
，

破坏更严重
。

因

此 ， 本条规定墩台高超过 3 m 不应 采用 双柱式桥墩 或排架柱墩 ，

宜采用刚度较大的实体墩 ，

同时又规定
，

当跨数过多和总长比较

长时 ，

宜设置制动墩
，

抑制链式反应
。

13 ．

6
．

7
～

1 3
．

6
．

9 桥跨结构的竖向支承结构可分为框架结构和墩

式结构两大类 。

对于框架结构 ，

其抗震要求同 1 3
．

2
～

1 3
．

4 节
。

对于墩式结构 ，

按其平面尺寸又 可分为柱式墩与墩墙两类
。

其抗震构造要求不完全相同 。

以柱净高与其平面最大尺寸之 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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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
．

5 时
，

作为柱式墩考虑 ； 小于 2
．

5 时作为墩墙考虑
。

高度较大的柱式墩 ， 在强烈地震时柱倾斜和折断的实例很

多 。

造成这类破坏的原因之
一

是柱的承载力和刚度不足
。

某些采

用双排柱的桥墩破坏相对较轻
，

这说明采用双排柱对于提高桥墩

的纵向刚度是有效的 。

因此
，

规定对于较高的柱式墩
， 宜根据具

体情况适 当加大柱断面或采用双排柱 。

设置横系梁 ，

主要是为了加强柱式墩的整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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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截面抵抗矩塑性 系数 y m

值

截面抵抗矩塑性 系数计算 的基本假定 和计算方法与 S L ／T

1 9 1 —

9 6 附录 C 规定相同
。

(1 ) U 形壳槽截面塑性 系数 ： 根据对 U 形壳槽常用截面的

调查结果 ，

推导了壳槽常用截面型式的几何参数公式
。

根据不同

受力特征和截面尺寸特性组合成 6 O 0 0 多个 U 形截面 ， 用计算机

进行 了计算 。

计算结果表明
， 不管是截面上部位于受拉 区 ， 还是

下部位 于受 拉 区 ， y伽
一

1．3 5
～

1
．

4 2
。

当壳槽底部无加厚 区 时
，

平均为 1．4 0 ； 底部有加厚 区 时 ， 平均为 1．3 5
。

本标准取较小值
y m —

l - 3 5 ，

不再 区分截 面受拉 区在 上 部或下部 ， 底部有无加厚

区等所产生的不同 。

(2 ) 对圆形和环形截面的塑性系数 ， 根据 G B 5 O O 1 0
—

2 O O 2

进 行 了调整
。

(3 ) 塑性系数的高度修正 系数 ： 根据试验资料 和国内外规范

的规定 ，

修正 系数与截面高度的关系接近于反 比双 曲线的关系
，

修正 系数可按 (O
．

7 + 3 O 0／矗) 计算
， ^ 以 m m 计

，

当 ^ > 3 O OO m m

时 ，

取 矗
一

3 0 0 O m m ，

修正 系数值在 0
．

8
～

1．1 之间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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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小偏心受压

构 件配筋计算方法的简化

D ．

1 非 对 称 配 筋

对小偏心 受压构件
，

按 正 截 面承载力作 配筋计算 时
，

需

求解的未知数有 4 个 ： 钢筋截面面积 A
。 、

A ：
、

钢筋应力 吒 和

截 面受 压 区计 算高度 z ，

但 只有两个基本公式 ( 6
．

3
．

2
—

1 )
、

式 ( 6
．

3
．

2
—

2 ) 和
一

个 按 平 截 面 假 定 所 确 定 的 钢 筋 应 力

以 = o
．

O O 3 3 E f坠≥
一

l 1
， 无 法求得唯

一

解
。

考虑经济配筋条

件后其计算过程也很复杂 ， 需解三 次方程
。

为方便设计
，

本标准

进行了简化 ：

(1 ) 根据分析
， 远离轴 向力

一

侧 的纵 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
A 。

完全可 以采用 最小 配筋率 风 i。 计算 ：

A 。 一 P m i。 撕 0 (3 1 )

(2 ) 叭 计算参数 龇
一

怒
、 垆

差 小 1 “ 低
。

(3 ) 将 A
。 、 d 。

值代入 式 (6
．

3
．

2
—

1 )
、

式 (6
．

3
．

2
—

2 ) ，

则

基本公式化为 ：

V 2 一

÷v l + f (3 2 )

c 一

[导
_ o ．㈣ 3

凳(警
一

，

)
舳 。

]州 ·砘 ㈣ ／艿 ㈣ ，

对 给定的截面尺寸及材料强度等级
，

当 车
一

定时
，

式 中 v 。

与 v z 为
一

族相互 平行 的直线
，

其斜率为 1／艿
。

为了方便
，

近似取
口

：
一 O

．

o 7 矗o ， 艿
一 O

．

9 3 ，

得到不同钢筋种类
、

不 同 风 ；。 和不 同 e 下

的 V 。 与 屹 线性关系图 D
．

1．3
—

1
～

图 D
．

1．3
—

3 ，

查 用 时较 为

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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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2 对 称 配 筋

对称配筋时 A
。 一

A ：
， 4 个未知数中减少了

一

个未知数
，

用 3

个方程可以求解
，

为简化计算
，

本标准给出了简化式 (6
．

3
．

3
—

2 ) ，

但仍然是 一

个繁分式
，

故本标准在引入计算参数 v 。 、 v z 并近

似取 a ：
= ：= 0

．

0 7 ^ 。 ， 求解后得 亭
一

厂( v ，， v 。 ，

f ) 的关系式
，

对每
一

个 { ，

都有
一

条相应的直线
，

便于查用
。

根据误差分析 ， 上 述 近似方法的误差均不超过 5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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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后张预应力钢筋常用束形的

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本附录与 G B 5 0 0 1O
一

2 O 0 2 附录 D 相同
。

后张法构件 的曲线预应力钢筋放张时 ，

由于锚具变形和钢筋

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 必 须考 虑 曲线 预应 力 钢 筋受 到 曲线孔

道反向摩擦力的阻止 ，

按变形协调原理
，

取张拉端锚具的变形和

预应力钢筋内缩值等于反向摩擦力引起的钢筋变形值 ，

求出预应
力损失值 吼，的范围和数值

。

在不同条件下 ，

同
一

根 曲线预应力

钢筋不同位置处 的 吼。各不相同
。

在 S L ／T 1 9 1
—

9 6 中
，

仅对常用

的圆弧形曲线预应力钢筋给出了计算公式 ，

该公式在推导时
，

假

定正 向摩擦与反向摩擦系数相等 ，

并且 未考虑在预应力钢筋张拉

端有 一

直线段的情况
。

本次修订参照 G B 5 O O 1 O
一

2 O 0 2 ，

增补了预应力钢筋在端部

为直线 、

直线长度等于 z。 而后 由两 条圆弧形 曲线 组 成的曲线筋

及折线筋的预应力损失 吼，的计算公式
。

该计算公式适用于忽略

长度 Z。 中摩擦损失影响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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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与时间相关的预应 力损失值计算

本附录与 G B 5 O 0 1 O
一

2 O O 2 附录 E 相 同
。

考虑预加力时的龄期 、

理论 厚度等多因素影响的混凝土收缩

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计算方法 ，

是参考
“

部分预应力混凝 土结

构设 计建 议
”

中的计 算 方法
，

并 经 过 与式 ( 8
．

2
．

5
—

1 )
～

式

(8 ．

2
．

5
—

4 ) 计算结果分析 比较后给出的
。

所采用 的方法考虑 了

非预应力钢筋对混凝土收缩徐变所 引起预应力损失的影响 ，

考虑

预应力钢筋松弛对徐变损失计算值的影响 ，

将徐变损失项按 0
．

9

折减 。

混凝土 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的终极值
， 以及 松 弛损失和收

缩徐变中间值系数取 自 《铁路桥涵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 (T B 1 o 0 O 2
．

3
—

2 0 O 5 )
。 一

般适用于水泥用量为 4 O O
～

5 O 0 k g／m 。 、

水灰 比 O
．

3 4
～

O
．

4 2 、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为 6 O ％
～

8 O ％的情况
。

在年平均相对湿度低于 4 0 9／5的条件下使用的结构 ，

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值应增加 3 O ％
。

当无可靠资料时
， 混

凝 土收缩应变 和徐 变 系数终极值可按 表 F
．

O
．

1 采用
。

对坍落度

大的泵 送 混凝 土 ，

或周 围空气相对湿度为 4 O ％
～

6 O ％的情况
，

宜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预应力损失值增大的

影响 ，

或采用其他可靠数据
。

对受压 区配置 预应力 钢筋 A ：及 非 预应 力 钢筋 A ：的构件
，

可近似地按式 ( F
．

o
．

1
—

1 ) 计算
，

此 时 ，

取 A ：
一

A ：
= 0 ； d ：。则

按式 (F _O
．

1
—

2 ) 求出
。

在计算式 (F ．O
．

1
—

1 )
、

式 (F．0
．

1
—

2 )

中的 ‰ 及 酢
。

时
，

应采用全部预加力值
。

本附录所列混凝土 收缩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计算方法
，

供

需要考虑施加预应力时混凝土 龄期
、

理论 厚度的影响
， 以及 需计

算松弛及收缩徐变损失随时间变化中间值的重要工 程设计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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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混凝 土 的热学指标计算

G ．

O
．

1 混凝 土导热 系数 A 和 比热 c ，

可 由混凝土组成成分 的导

热系数 A ； 和 比热 c i 按式 (G
．

O
．

1
—

1 )
、

式 (G
．

0
．

1
—

2 ) 计算
，

公式来源于 《水工 设计手册》
。

表 G
．

O
．

1 中的 A ； 和 c ； 也取 自该资

料 ，

仅把单位改为 k J／(m ·

h
·

℃ ) 及 kJ／(kg
·

℃ )
。

原表 中的
A i 和 c i 还与温度 高低有关

，

但其数值变化不 大 ， 为简化计
，

仅
取其 一

般温度下的数值
。

G ．

O
．

2 混凝土 的质量密度 』D 根据 国内大型工 程 的实测 资料统计

得 出为 2 4 5 O k g／m 。 ，

但中小型工 程 的质量密度
一

般都小于上 述数

值 ，

且 为 了与 4
．

1．8 条统
一 ， 也可取 ID

一

2 4 O 0 k g ／m 。 。

G ．

0
．

3 初步估算时
，

混凝土热学特性也可按表 G ．0
．

3 取值
。

表

中数值是国内若干大型工 程的试验值 的平均值
。

混凝 土 的 线 热 胀 系 数 a 。 ，

S D J 2 O
一

7 8 取 为 定 值 1 O ×

1 O 叫 ／℃
，

统计了国内 2 0 多个水利水 电工 程 的 a 。

值试验资料
，

其平均值为 8
．

5 × 1 0 叫 ／℃
， a 。

值与骨料种类有关
，

相差较大
。

因此 ，

建议按骨料种类分别取值
。

依据石英 岩
、

砂岩
、

花 岗岩
、

玄武岩 、

石灰 岩等骨料本身的线热胀系数依次减少 的规 律 ，

表
G ．

0
．

3 给出了不同骨料混凝土 a 。

的建议值
。

G ．

0
．

4 当混凝土表 面有模板或保温层时
， 可用等效放热 系数 风

来计算
，

式 (G
．

0
．

4 ) 及表 G
．

O
．

4 中的卢及 A i 数值均取 自 《水工

设 计手册》 的混凝土坝篇
。

G ．

0
．

5 水泥水化热 Q t 的估算方法有 ： ① V e rb e c k 与 F o s t e r 公

式 ； ②瑞典公式 ； ③美国垦务局公式 ； ④蔡正 咏公式 ； ⑤朱伯芳

的改进指数函数公式等多种 。

其中①
、

②两种公式考虑了水泥矿

物组成成分 C 。S
、

C 。S
、

C 。A
、

C 。A F 等各 自含量对水化热 的影

响 ，

是
一

种物理意义较为明确的表达式
，

但缺少粉煤灰等其他成
分的相应系数 ，

用它们来估算我 国的大坝水泥 (二 滩
、

沙溪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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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羊峡 ) 的水 泥 水 化 热
，

相 对 误 差 最 大 为 + 3 5
．

4 ％
，

最 小 为
一

1 6 ．

O ％
。

美国垦务局公式是 2 O 世纪 3 O 年代提出的
， 与我国试

验的吻合性也较差 。

蔡正 咏公式与我国水泥的试验资料吻合 良

好 ，

相关 系数达 O
．

9 9 以上
。

朱伯芳公式与试验资料的吻合性也

很好 ，

同 时 在 计 算 机 分 析 时
，

数 学 处 理 比 较 方 便
，

因此 式

(G
．

0
．

5 ) 采用改进指数函数公式来估算 Q t
。

式中的最终水化热

Q 及常数 m 、 n 则是根据 国内 7 个工 程 的大量水化热试验结果

统计分析后得 出的 。

G ．

0
．

6 绝热温升 T 。

的理论计算公式为 ：

丁。 一

鱼旦 (3 4 )
c
lD

近 期 以来
， 国内水 工 大体积混凝土普遍掺粉煤灰

，

它的掺入

可 降低水泥用量
，

也相应降低了水化热
。

根据国内若干工 程掺与

不掺粉煤灰的水化热试验结果进行统计 ，

表明掺粉煤灰的水化热

Q 。。

与不掺粉煤灰的水化热 Q
。

之间有较好 的相关性
，

相关系数达
O ．

9 5 ，

可用式 (3 5 ) 描述二 者之间的关系 ：

Q 。， 一 Q 。(1
一

忡 ) (3 5 )

式 中 户
— —

粉煤灰掺量
。

统计分析得出 研 的均值为 0
．

7 5 8 ，

其

均方差为 O
．

1 19 ，

离散系数为 0
．

1 5 7 ，

为此建议 ：

Q 。， 一 Q 。( 1
一

O
．

7 5 户) (3 6 )

由此得 出式 (G
．

O
．

6 )
。

关于混凝土应 力松弛系数 K
。 ，

S L ／T 1 9 1
—

9 6 附录 G 中列出

了计算式及取值表 ，

考虑到采用 S L ／T 1 9 1
—

9 6 计算式计算的徐

变温度应力有 一

定误差
，

随着我国大量水利水电工 程 的建设
，

所

用原材料及掺合料种类多种多样
，

混凝土徐变资料变化较大
， 且

计算中
一

般采用徐变度
，

故本次修订取消了 S L ／T 1 9 1
—

9 6 附录
G 中应力松弛系数的相关内容

， 无 试 验资料时可参照类似工 程经

验取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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