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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小偏心

受压构件正截面强度计算过程分析
`

荀 勇 李兰英
(盐城工学院建筑工程系

,

盐城
,

224 00 3)

摘 要 对以新《规范 》为依据编写的专科教材
,

就拒形截面不对称配筋钢筋硅小偏

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强度计算过程进行归纳
、

分析
,

提出合理的计算模式
。

关键词 钢筋混凝土 受压构件 强度 计茸 模式

分类号 T U 37

引言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 BJ 1 0一8 9 )第 4
.

1
.

15 条规定了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 (4
.

1
.

1 5一 1 )
、

(4
.

1
.

15 一 2 )
,

对小偏心受压构件应满足的补充条件也提出

了计算公式 (4
.

1
.

1 5一6)
,

怎样根据这些公式进行具体计算呢? 《规范 》只对矩形截面对称配筋

的钢筋混凝土小偏心受压构件提出了求钢筋截面面积的近似计算公式
,

对于其它情况下偏心

受压构件的设计
,

没有具体介绍方法
。

本文将对以新规范为依据而编写的专科教材
,

就其中矩形截面不对称配筋钢筋混凝土小

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强度计算过程进行归纳
、

分析
,

阐明合理的计算模式
,

供大家参考
。

目前
,

依据新规范编写的混凝土结构方面的教材和工具书很多
,

专科教材也有几种版本
。

如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科系列教材《钢筋混凝土结构》上
、

下册 ;长春建专的《钢筋混

凝土结构 》 ;中央电大出版的《钢筋混凝土及砖石结构》等
。

这些专科教材对钢筋混凝土小偏心

受压构件正截面强度计算过程的描述虽然不尽相同
,

但从其本质差异来看可归纳成如下两种
:

其一
:

假定远离轴压力一边的几取最小配筋率 (取 A ~ 0
.

oo Zhb )作为使梁截面配筋最少

的条件
,

代入方程求解
。

其二
:

认为远离轴压力一边的钢筋受压屈服
,

取几 ~ 一 f’ y ,

登一 1
.

6一氛代入方程求解
。

这两种方法的目的是一致的
,

都希望求得击 + 几
`

最小值
。

差别在于求最小值的条件取得

不同
,

怎样明确最小值所取条件呢?

1 分析

要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
,

首先应考虑小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受力特点
:

1
、

受压混凝土压碎
,

构件即告破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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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破坏时
,

距轴力较远一侧钢筋一般不屈服 ;

3
、

引起这种破坏的原因
:

①偏心距小 ;②偏心距大
。

但是受拉钢筋配筋率过高
。

依据上述特点分析求 (击+ 击
`
)最小值时应取的条件

:

(1 )
、

以凡 ~ 一广y ,

泞~ 1
.

6一乞作为求 (浅+ 击
`
)最刁值的条件

。

选取这个条件的出发点的

目的是尽量让混凝土承压
,

并且钢筋充分发挥强度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截面设计当然最经济
,

但

是客观上
“

破坏时
,

距轴力较远一侧钢筋一般不屈服
” 。

因此
,

不是所有偏心荷载作用下都能发

生上述情况
。

凡 的数值随泞而变化
,

当登一 0
.

8 时 凡~ O ;当右< 。
.

8 时
,

灸 为拉应力
,

在州墓 .0

3几
,

可能出现距离力较远一侧钢筋受拉不屈服的情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取 凡 - 一广y ,

右= 1
.

6一

勃
,

求得的截面设计
,

通常浅基 0
.

oo bZ h 因而取 sA 一 0
.

oo bZ h
,

往往实际上不会 产生破坏时凡

~ 一广y 的现象
。

在 几达到一尹y 之前
,

轴力一侧混凝土就已经被压碎了
,

即使在 eo 基 0
.

15 h
。 ,

N 之 fc 阴hb
。

时
,

为防止远离轴力一侧先产生破坏
,

也必须按《规范》指定公式验算
。

即 eo 墓 .0

1h5
。 ,

N墓 fc m b h
。

时
,

取
:

Ne
`

基 fc 从 hb ( ho’ 一 h / 2) 十 f 夕几 ( ho’ 一 a : )作为求 (几 + 凡
,

)最小值的

条件是合理的
。

( 2 )
、

取凡一 0
.

oo bZ h 作为求 (浅+ 凡
`

)最小值的条件
,

主要考虑到远离轴力一侧钢筋一

般不屈服
,

因此
,

配筋量不宜太高
,

取几一 0
.

oo Zhb 能达到 (凡+ 几
`
)最小的目的

。

当偏心距才良

小时
,

可能有
:

凡 ~

、 , ,
h

, , 、 、 r

八 L
侧

不
.

一a’ 一 L心一氏少J 一7 ` 用口n

乙

,

h
L万犷一口 ,

`

尹叭 ho 一 al ) > 0
.

OObZ h

显然
,

随 oe h/ 和 N / fc ;nb h
。

取值不同
,

按上式求得的 sA 可能大于
、

等于或小于 0
.

00 创矫
。

详见图 1
。

由此可见
:

不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
,

取几 ~ 0
.

oo Zbh 是取得 (几+ 几
`

)最小值的唯一

条件
。

其最小值是由哪一个条件决定必须由上

图判别
,

显然这种判别方法不能用于实际工程

中
,

因此
,

工程中取用当 N / fc 渤M
O

> 1
,

按上式

计算几和 0
.

00 2b h 比较
,

取较大值的办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
。

(f, = 31 0M P[ a

.0 “ 丁

} sA >0
’

00 2

竺
D

。

2刁 矛产

2 建议

通过分析
,

建议小偏心受压构件计算过程

如下
:

1
、

求扭盛 0
.

3入
。

当 N之 fc m hb
o

时
,

用防止远离轴压力一侧

先发生破坏的验算公式求几 值
。

曝
。

.

1

卜乙几
< 。

.

。。Zb h

o 匕
1

.

0 2
.

0 2
.

5

份一.15

N fc/ m bh

图 l eo h/ 一N /乖仇M
。

关系曲线

当 N < fc m hb
o

或求得几基 0
.

oo bZ h
,

取浅~ 0
.

o 02 hb

2
、

将以上求得的 sA 代入基本公式
,

消去 sA
`

求解两次方程
,

即可解得 X 值
,

右一 X h/
。 。

3
、

①若 奋奥 1
.

6一氛
,

则可将以上求得 X 值代入基本公式求几
,

值
,

当求得几
`

轰 0
.

002 hb

时
,

取几
`
~ 0

.

O02 hb ;

公
2 、

若 h h/
。

> 右> l(
.

6一氛)
,

这时
,

将 灸~ 一尹y 和以上确定的几 值代入基本方程
,

解

两次方程
,

求 X 及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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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若 右> (1
.

6一

氛 )且 右之h / h
。

时
,

取

右一 h h/
。 ,

因而
:

凡 ~

N 诊一 fc m hb (h
。

一 h / 2)

尹y ( h
。

一 a `
)

之 0
.

0 0创沃
。

其计算流程图见
.

图 2 (州二 o
.

h3o
;凡

`

已知
,

且 泞> 氛情况

略 )
。

该流程图语句不

经济
,

但是有利于阐

明计算过程
。

因此适

用于教材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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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偏心受压构件配筋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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