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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 了双筋矩形截面 受弯构件
、

矩形截面大 偏心受压构件
、

矩形 截面大偏心受拉构

件承载力计算的相 同点和不 同
.

点
,

从而加深 了对它们受力特征的认识和 计算公式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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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
,

基本构件的类型较多
,

有受弯构件
、

受压构件
、

受拉构件
、

受扭构件
,

而每

一类构件在承载力计算时又根据它的破坏特征分

为若干种情况
,

要系统掌握和研究这些基本构件

对初学者来讲有一定的困难
。

我们在对
“

钢筋混凝

土结构
”

课程的几年教学研究中
,

通过求 同求异
,

找出基本构件承载 力计算的异同点
,

帮助初学者

节省学习时间
,

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

现就双筋矩

形截面受弯构件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
、

矩形

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承载力计算的异同点展开讨

论
。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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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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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破坏特征相同

( l) 截面 应力拉压情况
:

都是截面一部分受

拉
,

另一部分受压
。

( 2) 受力钢筋分布情况
:

都是在截面的受拉区

和受压区同时配置了纵向受力钢筋
。

( 3 )破坏特 征
:

都是随着荷载的不断增加
,

首

先受拉区混凝土开裂
,

拉区钢筋达到屈服强度
,

混

凝土受压区高度迅速减小
,

应变加大
,

混凝土达到

极限应变
: 。

被压碎
,

同时受压区钢筋达到屈服强

度
。

1
.

2 应力图形基本假定相同

根据钢筋混凝土构件破坏特征得应力图形基

本假定
:

( 1) 受拉区混凝土不参加工作
,

受拉钢筋应力

达到抗拉强度设计值 九
。

、 2 )受压区混凝土应力图形为矩形
,

其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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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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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受压钢筋应力达到抗压强度设计值人
` 。

1
.

3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的适用条件异同点

1
.

3
.

1 相 同点

( 1) 为了防止出现超筋破坏
,

要求

参镇 夸
、

或 x 簇 二 。
= 氛气

( 2) 为了保证受 压钢筋达到规定的抗压强度

设计值
,

要求
x ) Z a 、 ,

或 夸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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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 同点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有可能出现少筋
,

而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

构件不会出现少筋
,

所以对大偏心受拉构件还要

求 A
、

) 召
m : n

bh
。

4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的异同点

4
.

1 应力 图形及计算公式

( l) 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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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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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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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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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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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双筋截面受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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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偏心受拉构件为 入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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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 同点

纵向力平衡方程不同

( 1)纵 向外力大小
:

双筋矩形截 面受弯构件

万一 。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和大偏心受拉构件为

.\7
。

( 2 )纵向外力方向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

纵 向力为压力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纵向力

为拉力
。

知道纵 向力的大小和方 向
,

只要知道三种构

件中的一种的纵 向力平衡方程
,

则其余二种构件

纵向力平衡方程就很清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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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不满足 X ) a2
、 `

时
,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相

同
,

所不同的仅仅是形式

( l) 双 筋矩形 截面受 弯构 件 M簇九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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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和大偏心受拉

构件 N
e `

镇 j
、 A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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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偏心受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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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异同点

2
.

1 斜截面承载力的影响因素

2
.

1
.

1 相 同点

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

压构件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斜截面抗剪承

载力三者一样都受剪跨 比
、

混凝土强度
、

配箍率和

纵向钢筋配筋率等因素的影响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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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 同点

( 1 )对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
,

轴向压力对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起着有利的作用
,

抗剪能力随

着轴向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口

这是因为轴向压力能

阻止或减缓斜裂缝的出现和开展
。

此外由于轴 向

压力的存在
,

使构件中主拉应 力的方向与构件轴

线夹角变大
,

即临界斜裂缝倾角变小
,

使构件混凝

土剪压区高度增加
,

从而提高混凝土的抗剪能力
。

同时轴向压力对构件受剪承载力的提高是有一定

的限度的
。

当轴压比
N

关b h
~ 0

.

3一 0
.

5 时
,

受剪承

图 3 大偏心受拉情况

相 同点

弯矩平衡方程相同
,

因为这三种压力图形 中

截面都存在弯矩
,

仅仅形式有 区别
:

双筋 矩形截

面受弯构 件为 M
u ,

矩 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和

载力达到最大值
,

再增加轴向压力将使受剪承载

力降低
。

( 2 )对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
,

轴向拉力对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是不利的
。

轴向拉力的存在有

时会使斜裂缝贯穿全截面
,

使斜截面末端无剪压

区
,

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比无轴向拉力时要降低

一些
,

降低的程度和轴向拉力的数值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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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斜截面抗剪承载力的公式

( 1)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对主要 由集中荷

载作用
,

仅配有箍筋的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公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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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
,

考虑轴 向压力的有

利影响
,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

.

人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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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形 截面大 偏 心受 拉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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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厂时不需计算
,

直接按构造选箍 筋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矩形截 面大偏心受拉构

件箍筋的受剪承载力与轴 向拉力无关
,

所以《混凝
, ,

_

_
、 、

.
_
_

。 . _ 0
.

2
, . ,

.
_ _ _ .

A 一
土规范 》规定

,

根据
弓
书子一 fc hb

。

+ 1
.

2 5人
v

半友
、

一
一

`

儿
`匕 “ `

人
’ ` ”

卜、 `
旧 几+ 1

.

5
“ 亡一

` “ ’ ` ’
“ 口 “ y v

s “
. 、

V 蕊
0

.

2

几 + 1
.

5

A
、 , _ _ _

_
、 ,

J
c
b h

。

+ 1
,

艺S J
v , 一舌二 h

。

十 U
.

U 7八
O

_ _ _
`

.

_
,
_ 一 _ _ 一

, 、 ,

_
, _

.

_
_ _

A
、 _

0
.

艺八计异得的觉男本载刀小得小十 1
.

艺5了
:

、 ~

万 hu
口

3
.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
,

考虑轴向拉力的不

利影响
,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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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适用条件

为了防止斜压破坏
,

都要求 v 簇 0
.

25 关b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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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筋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

当 V簇万书节下 fc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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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截 面 大 偏心 受压 构件

,

当 V 镇 丁书产下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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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筋受弯构件
、

大偏心受压构 件和大偏心受

拉构件计算公式上的相同点反映了它们截面破坏

特征本质上 的共性
; 其计算公式上的差异代表了

各种构件受力方式上的个性
; 在教学过程中把握

住他们的共性和个性的辨证关 系
,

有利于学生掌

握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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