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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研究新型钢管混凝土边缘约束叠合剪力墙的抗震性能#设计制作了
D

片钢管

混凝土边缘约束叠合剪力墙和
%

片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足尺试件进行静力往复加载试

验#试验中考虑了
D

种不同的墙身厚度取值#以考察高厚比对剪力墙抗震能力的影响
;

通过

试验#对比分析了剪力墙的承载力$延性$刚度及其退化$滞回特性$耗能能力及破坏特征
;

建

立了新型钢管混凝土边缘约束叠合剪力墙的承载力计算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较

好
;

研究表明!新型钢管混凝土边缘约束叠合剪力墙结合了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侧向刚度和承

载力大与钢管混凝土边缘约束延性好的优势#其承载力$刚度和耗能能力较现浇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有所提高%在所试验的参数范围内#高厚比对剪力墙的力学性能影响不大
;

关键词!钢管混凝土%叠合剪力墙%拟静力试验%高厚比%抗震性能

中图分类号!

M0D&"

!!!!!!!!!!!!!!!

文献标志码!

N

OI

P

3*1Q3+5,-85)H

6

(+5G38314Q19R3G,21(*(.S(+9*353

T1--3HM)J3?9(+.1+3H8,+HU19G8G3,*V,--4

/B0 /35,(

%

$

#

$

S/O7W'1*)+

%

$

X0YG3

#L

$

T0 V31

Z

1

%

$

X0R1+

[

%

$

S0C8G1

Z

1

D

$

8/C\31

D

$

Y/0 V3+9,+

%

$

<NM1,+I1,+

[

%

"

%;89G((-(.S121-O+

[

1+33*1+

[

$

8G,+H(+

[

0+123*415

6

$

'1+,+

!

#"$$>%

$

SG1+,

%

#;C+4515)53(.O+

[

1+33*1+

[

<39G,+194

$

SG1+,O,*5G

Z

),F3NHQ1+145*,51(+

$

8,+G3

!

$>"#$%

$

SG1+,

%

D8G,+H(+

[

N9,H3Q

6

(.R)1-H1+

[

]343,*9G

$

'1+,+

!

#"$$D%

$

SG1+,

#

!!

!"#$%&'$

%

M(45)H

6

5G34314Q19

P

3*.(*Q,+93(.,+3U9(+9*353.1--3H5)J3?9(+.1+3H4,+HU19G4G3,*U,--

!

STM?88V

"#

9

6

9-19-(,H1+

[

53454U3*39,**13H()5(+5G*33STM?88V 4

P

391Q3+4U15GH1..3*3+5H3

P

5G?

5G19F+344*,51(4,+H(+39(+23+51(+,-9(+9*3534G3,*U,--4

P

391Q3+.(*9(Q

P

,*14(+;MG3-(,H?9,**

6

1+

[

9,?

P

,915

6

#

H)951-15

6

#

451..+344,+H5G31*H3

[

*,H,51(+

#

G

6

453*3519,+H3+3*

[6

H1441

P

,51(+9G,*,953*145194

#

,+H.,1-?

)*3Q(H34(.5G34

P

391Q3+4U3*31+23451

[

,53H,+H9(Q

P

,*3H;O

Z

),51(+4.(*

P

*3H1951(+(.5G345*3+

[

5G(.

STM?88V4U3*3,-4(

P

*(

P

(43H;MG39,-9)-,53H45*3+

[

5G4U3*31+

[

((H,

[

*33Q3+5U15G5G35345*34)-54;

MG3*34)-544G(U5G,5STM?88V43IG1J153HJ(5G5G3G1

[

G-,53*,-451..+344,+H45*3+

[

5GH)35(*31+.(*93H

"

收稿日期!

#$%>$! %D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D#!

"#

7,51(+,-7,5)*,-8913+93T()+H,51(+(.SG1+,

!

"%!&̂!!%

#

"%"&̂D#!

"$山东省墙材

革新与建筑节能科研开发项目!鲁财建指!

#$%!

"

%D@

号"#

MG3#$%!]343,*9G_*(

[

*,Q(.8G,+H(+

[

_*(21+93.(*A323-(

P

1+

[

C++(?2,5123V,--<,?

53*1,-4,+HO+3*

[6

?8,21+

[

S(+45*)951(+M39G+(-(

[6

0+H3*NU,*H7(;%D@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Y]#$%>OO<$&

"#

8G,+H(+

[

_*(21+91,-

7,5)*,-8913+93T()+H,51(+(.SG1+,0+H3*NU,*H

!

Y]#$%>OO<$&

"

作者简介!侯和涛!

%@&$̀

"#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L

通讯联系人#

O?Q,1-

%

Z

)K

!

13Q;,9;9+



!!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年

9(+9*3534G3,*U,--4,+H5G34)

P

3*1(*H)951-15

6

H)35(9(+9*353.1--3H5)J34;MG345*3+

[

5G

#

H)951-15

6

#

,+H

451..+344(.STM?88V4

P

391Q3+4U3*3

[

*3,53*5G,+5G(43(.5G39,45?1+?415)9(+9*3534G3,*U,--4

P

391Q3+4;

C+,HH151(+

#

5G3H3

P

5G?5G19F+344*,51(G,4(+-

6

Q,*

[

1+,-3..3954(+5G34314Q19J3G,21(*(.5G3STM?88V4

U15G1+5G35345*,+

[

3(.5G39)**3+553454;

()

*

+,%-#

%

9(+9*353.1--3H4533-5)J3

$

4,+HU19G4G3,*U,--

$

Z

),41?45,5195345

$

H3

P

5G?5G19F+344*,51(

$

4314Q19J3G,21(*

!!

随着我国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发展#高层建筑!特

别是高层住宅"中预制剪力墙的应用较为广泛
;

国内

预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研究主要针对全预制混凝

土剪力墙&半预制混凝土剪力墙以及叠合式剪力墙#

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和数值分析#并对装配式剪

力墙进行了抗震性能试验研究#得到了大量装配式

剪力墙的抗震性能试验数据'

%̀ "

(

;

蒋庆等提出了叠

合式剪力墙的力学计算模型并对其进行耗能分析#

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符合良好'

>̀ &

(

$叶献国等对叠

合板式剪力墙进行了水平承载力试验研究&抗震性

能试验分析&不同轴压比下抗震性能试验分析#并取

得了大量试验数据'

^̀ %$

(

$文献'

%%

(中对边缘约束构

件内配置圆钢管的剪力墙进行了拟静力试验#研究

了边缘约束构件的配箍率和轴压比对其抗震性能的

影响$其他学者关于钢管混凝土边缘约束构件的研

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 %&

(

;

本文引入钢管混凝土作

为叠合剪力墙的边缘约束构件#形成新型的带钢管

混凝土边缘约束的叠合剪力墙!

S(+9*353T1--3H

M)J3?9(+.1+3H8,+HU19G 8G3,* V,--

简 称
STM?

88V

"

;STM?88V

的竖向钢筋可以搭接连接#省去

了钢筋套筒#水平钢筋直接与钢管焊接#两侧的预制

混凝土面板与钢管在工厂预制而成$钢管和混凝土

板运抵现场吊装就位固定后#可以直接浇注混凝土#

节省了大量的人工与模板支设工作#降低了成本
;

目

前#对于叠合墙和
STM

边缘约束构件的研究比较

多#但尚没有对于
STM?88V

的研究文献#其抗震性

能有待研究
;

.

!

试验概况

.;.

!

试件制作

设计制作了
!

片剪力墙试件#包括
%

片现浇剪

力墙
8V?%

和
D

片
STM?88V

墙
8V?#

#

8V?D

和

8V?!;

试件高度均为
D$$$QQ

#宽度为
%#$$QQ

#

水平荷载加载点距离剪力墙底面
# "̂$QQ

#剪跨比

为
#;D̂

#试验轴压比为
$;%"

#墙身厚度分别为
%>$

#

#$$

和
#"$QQ;

墙身钢筋均为
/]R!$$

级变形钢

筋#水平向配筋率为
$;!%a

#竖向配筋率为
$;"&a

$

8V%

端部暗柱纵筋配筋率
#;$%a

#箍筋体积配箍率

$;@%a

$

8V?#

#

8V?D

和
8V?!

的端部钢管分别为%

%>$QQb#$$QQb!QQ

#

#$$QQb#$$QQb!;"

QQ

#

#"$QQb#$$QQb"QQ

#均采用
X#D"R

钢

材#预制与现浇混凝土均为
SD$;STM?88V

的两块

预制混凝土面板间采用
#QQ

厚的
X#D"R

钢板拉

结带#钢板拉结带中间开
!$QQ

直径圆孔#以使两

侧现浇混凝土连通#增强整体性
;

试件的几何尺寸&

配筋和构造如图
%

所示
;

.;/

!

加载装置及加载方式

试验于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恢先地震工

程综合实验室进行
;

首先进行预加载使试件各部分

充分接触并检查仪器的可靠性#然后分
#

#

D

次加载

至预定的轴压力#并使轴压力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

持恒定
;

采用
%$$$F7

电液伺服作动器施加水平荷

载
;

试验过程中采用钢板折架进行面外约束#钢板折

架可方便地与试验体或其加载装置紧密连接而不留

缝隙#能够有效地限制面外变形的发展'

%̂

(

;

试验加

载装置见图
#;

试验加载采用位移控制#加载制度如图
D

所示
;

采用
&

级加载#具体的加载位移取值如下
;

预加载%

层间位移角!

!

%

)

"!

%

为试件的顶点位移$

"

为试件

的净高度#

"c#̂ "$QQ;

"为
%

)

#$$$

#循环
%

次$剪

力墙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

)

%$$$

#循环
#

次$

框架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

)

""$

#循环一次$日

本抗震设计第一水准层间位移角限值
%

)

#$$

#循环

一次$剪力墙结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

)

%#$

#循

环
#

次$框架结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

)

"$

#循

环一次$层间位移角
%

)

D$

#循环一次
;

以观察到墙体

下端截面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缝确定为开裂荷载
#

9

#

采用基于等效弹塑性屈服法确定屈服荷载
#

6

#以骨

架曲线上荷载的峰值点作为峰值荷载
#

Q

#以峰值荷

载的
"̂a

作为极限荷载
#

)

对应的位移作为极限

位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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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试件的几何尺寸$配筋和构造&

QQ

'

T1

[

;%

!

A1Q3+41(+4*31+.(*93Q3+5,+HH35,1-1+

[

(.4

P

391Q3+4

&

QQ

'

图
#

!

试验加载简图

T1

[

;#

!

\(,H1+

[

435)

P

(.5345

.;0

!

位移测量

位移计布置如图
!

所示
;

在加载梁中部布置水平位移计
A%

#以测量整个

墙体的水平位移$在墙体中部沿着作动器方向布置

水平位移计
A#

#以测量剪力墙的水平位移$在地梁

的中部布置位移计
AD

#

A!

#以监控剪力墙底座是否

发生平动滑移$在地梁的上部布置位移计
A"

#

A>

#

以监控地梁的转动滑移
;

位移角)
*,H

图
D

!

加载程序

T1

[

;D

!

\(,H1+

[P

*(9344

.;1

!

材性试验

实测
SD$

混凝土预制部分的立方体抗压强度

平均值
!&;><_,

#现浇部分
DD;̂%<_,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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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和
X#D"R

钢板的力学性能实测值见表
%;

图
!

!

位移计布置图

T1

[

;!

!

MG3,**,+

[

3Q3+5H1,

[

*,Q(.H14

P

-,93Q3+5Q353*

表
.

!

材料力学性能

2&"3.

!

4)'5&67'&8

9

%,

9

)%$7)#,:;&$)%7&8#

强度等级
直径!厚

度")

QQ

屈服强度

)

<_,

极限强度

)

<_,

弹性模量

)

%$

"

<_,

/]R!$$

"

^ !̂%;$# >%";̂" #;$D

/]R!$$

"

%$ !>@;"$ >#%;$$ #;$"

/]R!$$

"

%# !>";"! "̂$;DD %;@&

X#D"R ! #@#;&% !$>;"$ %;@"

X#D"R !;" D$>;̂& !D#;̂@ %;@&

X#D"R " #&#;̂% D@D;#& #;$"

/

!

试验现象及破坏模式

现浇混凝土剪力墙
8V?%

的裂缝数量相对较

少#裂缝主要分布在墙高的
%

)

#

以下#当水平荷载较

小时#试件保持为弹性#未出现明显裂缝
;

当顶点位移

角为
%

)

>%$

!对应的水平力为
#!";&"F7

"左右时#首先

在剪力墙右下部与暗柱的交界处观察到明显的水平裂

缝#如图
"

!

,

"所示$随着荷载增大#裂缝逐渐向墙身扩

展#当顶点位移角为
%

)

#$$

!对应的水平力为
!#!;@&

F7

"左右时#裂缝变宽加深#底部水平裂缝最宽达到

$;D$QQ

#裂缝由剪力墙左下部与暗柱的交界处沿墙体

高度方向延伸$当顶点位移角为
%

)

%#$

时#墙身底座混

凝土出现碎落迹象#墙身裂缝增多#且集中分布于墙身

下半部分$当顶点位移角为
%

)

&"

时#荷载达到峰值荷

载
!D%;&%F7

$当顶点位移角为
%

)

>̂

时#荷载下降至极

限承载力#同时墙身底部两端的混凝土剥落严重#受力

钢筋弯曲外露#试验结束#试件主要发生弯曲型破坏
;

8V?#

加载初期未出现裂缝#当位移角为正向

%

)

""$

时#距地梁顶面
#"$QQ

高处出现肉眼可见的水

平裂缝$当位移角为正向
%

)

%#$

时#达到峰值承载力

">%;>̂ F7

#此时裂缝已基本贯穿整个剪力墙$当顶点

位移角为正向
%

)

"$

时#试件承载力急剧下降#试件裂

缝数量急剧增加#布满整个混凝土剪力墙
;

当试件承载

力下降到峰值承载力的
"̂a

#即
!&&;!#F7

时#极限位

移角约为
%

)

!@;>

#试件发生弯曲破坏
;

在
STM?88V

中#

为了增强外侧预制混凝土面板之间的拉结#在剪力墙

中央沿竖向增设贯穿墙高的
Y

形钢板拉结带#当位移

角为正向
%

)

#$$

时#沿该钢板拉结带自下而上形成细

小裂缝$当顶点位移角为正向
%

)

%#$

时#钢板拉结带裂

缝加宽#最大裂缝宽度达到
$;#QQ

#形成一条竖向裂

缝带并有少量混凝土剥落$当位移角为正向
%

)

"$

时#

沿钢板拉结带有大面积混凝土脱落$当位移角为正向

%

)

D$

时#钢板拉结带处混凝土整体脱落#钢板拉结带外

露
;8V?D

和
8V?!

的破坏现象与
8V?#

基本相同#破坏

以弯曲型破坏为主#并伴随钢板拉结带处的竖向裂缝
;

!

,

"

8V?%

破坏形式与裂缝分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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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8V?#

破坏形式与裂缝分布&钢管外鼓

!

9

"

8V?D

破坏形式与裂缝分布&钢管外鼓

!

H

"

8V?!

破坏形式与裂缝分布&钢管外鼓

图
"

!

试件的破坏形式与裂缝分布$钢管外鼓

T1

[

;"

!

_G(5(

[

*,

P

G4(.4

P

391Q3+4,.53*.,1-)*3,+H9*,9F

P

,553*+4

#

4533-5)J3J)-

[

3

!!

在本文试验中#

STM?88V

中混凝土墙身的裂

缝分布与现浇混凝土剪力墙!

8V?%

"有较大差异#主

要表现为裂缝数量相对较多#分布范围广#几乎遍布

整个钢管混凝土剪力墙#这主要与
Y

形钢板拉结带

的构造有关$由于
Y

形钢板拉结带贯穿墙身全高#

Y

形钢板附近成为墙身的薄弱环节#因而混凝土墙身

沿着
Y

形钢板拉结带发生严重破坏#尽管如此#从

图
"

的照片可以看出
STM?88V

中的钢管已经发生

了外鼓#外鼓位移达到
%"

#

#$QQ

#说明除了
Y

形

板处薄弱层的破坏外#

STM?88V

的破坏仍主要集

中在试件底部#为弯曲破坏
;

在随后的研究中#应注

意改进预制混凝土板的拉结构造#避免形成明显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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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部位
;

0

!

试验结果与分析

0;.

!

承载力与位移

试件的承载力与相应的位移见表
#;

由表
#

可

以看出#

STM?88V

的开裂荷载均大于现浇混凝土

剪力墙$屈服荷载和极限荷载也有明显提高$

D

个

STM?88V

试件的延性系数
$

比现浇混凝土剪力墙

分别提高了
D&;!%a

#

D̂ ;""a

和
D̂ ;&̂ a

$

D

个

STM?88V

试件的延性系数
$%

比现浇混凝土剪力墙

分别提高了
D>;%"a

#

#@;D@a

和
!$;"!a

$屈强比也

均比现浇混凝土剪力墙小#说明从明显屈服阶段到

极限荷载阶段的发展过程很长#这对于实现*大震不

倒+的抗震性能目标是有利的
;8V?#

与
8V?%

相比#

极限位移角为
%

)

"$

时#水平荷载明显高于
8V?%

$在

配钢率相同的条件下#

STM?88V

随着高厚比的减

小#承载力逐渐增大
;

表
/

!

试验结果

2&"3/

!

2)#$76

<

%)#=8$

试件编号
#

9

!

9

#

6

!

6

#

%

6

!

%

&

#

Q

!

Q

#

)

!

)

" "

%

#

)

"

6

Q

8V?% #!";&" !;>" D>>;"̂ %!;$@ D&!;#% %!;$# !%̂ ;̂> #D;"D D"&;%& !%;!D #;@! #;@> %

)

>@ $;̂̂

8V?# #>>;&@ !;"& !̂!;"̂ %!;#% !̂@;̂@ %!;#! ">%;>̂ #D;>& !&&;!> "&;!# !;$! !;$D %

)

"$ $;̂>

!

%;$@

" !

$;@̂

" !

%;D#

" !

%;$%

" !

%;D%

" !

%;$#

" !

%;D!

" !

%;$%

" !

%;D!

" !

%;D@

" !

%;D&

" !

%;D>

" !

%;D̂

" !

$;@̂

"

8V?D #@D;&> &;%$ "%";&D %!;$" "#";D@ %!;@" >D#;D! #D;"D "D&;@$ "&;#D !;$& D;̂D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D@

" !

%;#@

" !

%;D̂

" !

$;@D

"

8V?! D@&;"# >;%D "&̂ ;>@ %!;$& "@>;@D %D;̂$ >@%;#& #D;#> "̂&;"̂ "&;D@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D@

" !

%;!%

" !

%;D̂

" !

$;@"

"

!!

注%

#

%

6

#

!

%

6

分别表示由最远点法确定的屈服荷载&屈服位移$

"

'!

)

)

!

6

$

"

%

'!

)

)

!

%

6

$

#

)

'!

)

)

"

#

"

为测点距离墙底的截面高度$

"

6

Q

c

#

6

)

#

Q

$括号内的数字为
STM?88V

与现浇试件
8V?%

的比值
;

0;/

!

滞回曲线

各试件的水平荷载 位移角滞回曲线如图
>

所示#

8V?%

在屈服前#滞回环狭长#滞回环面积很小$试件屈

服后#滞回环面积明显增大#并在加载后期滞回环有向

反
8

形过渡的趋势#滞回环出现一定程度的捏拢现象
;

试件
8V?#

#

8V?D

和
8V?!

的滞回曲线也表现出比较明

显的捏拢现象#此处由于
Y

形板的不良构造#对
STM?

88V

的耗能能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

位移角)
*,H

!

,

"

8V?%

位移角)
*,H

!

J

"

8V?#

位移角)
*,H

!

9

"

8V?D

位移角)
*,H

!

H

"

8V?!

图
>

!

试件的滞回曲线

T1

[

;>

!

/

6

453*3519*34

P

(+434(.4

P

391Q3+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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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骨架曲线

根据,建筑抗震试验方法规程-!

'W'%$%`@>

"

规定#图
&

给出了骨架曲线特征点的确定方法#定义

结构的极限荷载
#

)

c$;̂"#

Q

#相应的位移为极限位

移
!

)

$图
^

给出了一种屈服点定义的简化方法#最

远点法%曲线上距离原点和峰值点连线最远的点为

屈服点$如果有多个点#一般可按照这些点的荷载取

平均#对应到曲线上得到屈服点
;

图
^

中在构件力

变形曲线上#以原点与峰值点连线的平行线与力 变

形曲线的切点为屈服点#且要求平移的距离
(

值不

得过小#当有多个切点时一般取
(

值最大的点为屈

服点%

!

#

6

4

#

!

6

4

"

'

Q,I

!

#

6

4

#

!

6

4

"

'

!

#

#

!

"

(

'

!!

)

#

P

.

!*!

P

.

#

)

#

#

P

+!

#

槡 P

式中%!

#

#

!

"为构件力 变形曲线上任一点坐标$

!

#

6

4

#

!

6

4

"为由最远点法确定的屈服点坐标$!

#

P

#

!

P

"为峰值点坐标#且有
$

#!#!

P

#且根据滞回曲线

得到的各试件骨架曲线如图
@

所示
;

图
&

!

确定构件屈服点的规程方法

T1

[

;&

!

A353*Q1+,51(+(..3,5)*3

P

(1+54

图
^

!

确定构件屈服点的最远点法

T1

[

;̂

!

T,*5G345

P

(1+5Q35G(H.(*

H353*Q1+,51(+(.

6

13-H

P

(1+54(.Q3QJ3*4

由图
@

可见#各试件初始刚度基本一致#墙体开

裂前#骨架曲线基本为直线#开裂后#墙体的刚度开

始出现明显的下降#墙体进入弹塑性工作阶段#墙体

刚度降低#荷载增长减缓#达到峰值荷载后#曲线开

始下降
;8V?#

#

8V?D

和
8V?!

的峰值荷载均高于

8V?%

#分别提高了
D!;%$a

#

"$;@&a

和
>";$!a;

!

)

QQ

图
@

!

试件的骨架曲线

T1

[

;@

!

8F3-35(+9)*234(.4

P

391Q3+4

采用文献'

%D

(中的钢管混凝土边框组合剪力墙

承载力计算方法#计算模型见图
%$

#计算公式如下
;

图
%$

!

承载力计算模型

T1

[

;%$

!

<39G,+19,-Q(H3-(.9,

P

,915

6

根据平截面假定#当
,

#

-

U$

时#墙体为大偏心

受压破坏#经检验#本文的
STM?88V

均为大偏心受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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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破坏#计算时受压区钢筋达到屈服应力#在中和轴

附近的钢筋应力较小#不计入#只计算
-

U

%̀;",

范

围内的受拉钢筋
;

根据平衡条件可得到式!

%

"&式!

#

"

如下
;

.

'

/

%

,

0

%

,

+

.

9%

+

.

9#

*

/,

0

,

*

.

4U

!

%

"

.

1

$

*

-

U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4U

-

U

*

-

%

.

*

-

.

#

+

D,

! "

!

*

.

9#

,

#

!

#

"

.

4U

'

/

6

U

2

U

$

U

-

U

*

%3",

*

-

! "

.

!

D

"

.

9#

'

/9

2

U

!

,

*

-

%

.

" !

!

"

.

9%

'%

/9

0

9

!

"

"

式中%

,

为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

6

U

为墙体竖向分布

筋屈服强度$

/,

#

/

d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框柱受拉&

受压钢管的屈服强度$

0

,

#

0

d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

框柱中受拉&受压钢管的面积$

0

9

为钢管混凝土边

框柱中混凝土的面积$

/9

为混凝土轴心受压强度$

4

为钢管内混凝土强度提高系数#取值为
%;#

$

.

为轴

力$

-

U(

#

-

U

#

2

U

分别为截面的有效高度&截面的总高

度和墙板厚度$

-

.

#

-

%

.

为钢管混凝土边框柱截面高

度$

1

$

为偏心距#

5

U

为剪力墙竖向分布筋配筋率
;

试件水平承载力可按式!

>

"计算
;

#

'

.1

! "

$

)

"

!

>

"

式中%

1

$

c6

)

.

#

6

为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

为试件

水平加载点至基础顶面的距离
;

取混凝土和钢筋实测强度进行计算#各试件峰

值承载力实测值和计算值见表
D;

表
0

!

各剪力墙承载力计算值与实测值

2&"30

!

>,;

9

&%7#,6,:)?

9

)%7;)6$&8&6-'&8'=8&$)-

%)#=8$#,:;&?7;=;#$%)6

<

$5

试件 实测值 计算值 相对误差)
a

8V?% !%̂ ;̂> `

8V?# ">%;>̂ ""%;@& #

8V?D >D#;D! >$D;&! "

8V?! >@%;#& >"!;@$ >

由表
D

可见#

STM?88V

的承载力计算值与实

测值相差
#a

#

>a

#两者吻合较好
;

0;1

!

刚度退化

刚度退化曲线上的特征点包括初始点&开裂点&

屈服点&峰值点和极限点#根据剪力墙衰减的
D

个阶

段#试件的初始弹性刚度&开裂点割线刚度&屈服点

割线刚度&峰值点割线刚度和极限点割线刚度退化

与位移关系见图
%%;

可见各个试件的刚度退化过程

类似#随着位移的增加#试件的刚度降低#钢管混凝

土边缘约束剪力墙的刚度始终大于现浇混凝土剪

力墙
;

!

)

QQ

图
%%

!

刚度退化曲线

T1

[

;%%

!

]1

[

1H15

6

H3

[

*,H,51(+9)*234

0;@

!

耗能能力

本文采用等效黏滞阻尼系数
&

1

来评价结构的

耗能能力
;

以图
%#

为例#滞回环的等效黏滞阻尼

系数

&

3

'

%

#

$

7

NRS

+

7

SAN

7

%

BRO

+

7

%

BAT

!

&

"

试件的耗能能力如表
!

所示
;

在峰值荷载时#

8V?%

的等效黏滞阻尼系数为
$;D̂#

#与
8V?#

!

$;D̂!

"相 当#但 大 于
8V?D

!

$;D&$

"和
8V?!

!

$;D&#

"#此时
8V?%

的耗能能力稍优于
STM?88V

$

在极限荷载时#

STM?88V

的等效黏滞阻尼系数均

大于
8V?%

#此时
STM?88V

的耗能能力优于
8V?%

$

高厚比对试件耗能能力影响不大#

D

个试件等效黏

滞阻尼系数之间的偏差不超过
%$a;

图
%#

!

能量耗散指标的确定

T1

[

;%#

!

A353*Q1+,51(+.(*3+3*

[6

H1441

P

,53H9(3..1913+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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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试件的等效黏滞阻尼系数

2&"31

!

A

B

=7C&8)6$C7#',=#-&;

9

76

<

',)::7'7)6$,:#

9

)'7;)6#

试件编号
8V% 8V# 8VD 8V!

状态 峰值 极限 峰值 极限 峰值 极限 峰值 极限

位移比
!

)

!

6

#D;"D !%;!D #D;>& "&;!# #D;"D "&;#D #D;#> "&;D@

单个加载循环耗能)!

7

.

Q

"

#%"&> >%!%& D$>"! >&%%" D%D%# &#!&! DD"#$ &@>$#

累积滞回耗能)!

7

.

Q

"

%#$>&@ %"%$@@ %>!>@% %>">"#

等效黏滞阻尼系数
&

3

$;D̂# $;D@& $;D̂! $;!!$ $;D&$ $;D@̂ $;D&# $;!$D

1

!

结
!

论

通过本文的试验和相关讨论分析#可以得到以

下结论
;

%

"现浇混凝土短肢剪力墙的裂缝主要分布在墙

高的
%

)

#

以下#破坏发生在墙体底部#以弯曲破坏为

主$

STM?88V

的裂缝虽然几乎贯穿整个墙体#但其

破坏仍以底部的弯曲破坏为主
;

#

"

STM?88V

结合了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侧向刚

度和承载力大与钢管混凝土边缘约束延性好的优

势#其承载力&刚度和延性均较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

墙有所提高
;

D

"在所试验的参数范围内#高厚比对剪力墙的

力学性能影响不大
;

通过现有的计算公式#可以比较

准确地估算
STM?88V

的承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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