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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86_E5_A2_99_E6_c58_173057.htm 多层砌体房屋中的部

分墙段抗震抗剪强度不能满足要求时，一般可以有五种办法

来加强： (1)增加墙厚。抗震抗剪强度与截面大小有关，增加

墙厚可以提高抗剪能力，同时，外墙可以提高保温隔热效果

，有利于节能。不利的是增加墙厚会增大结构自重，加大了

地震作用，同时材料上当然也会增加。所以不是一种最好的

办法，只在某些情况下能适用。 (2)提高砌体强度。砖和砂浆

强度的提高，直接会增大截面抗震抗剪能力。但是，目前砌

体规范中对砂浆强度只给出M10砂浆时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而且明确大于M10的砂浆强度也只取到M10砂浆时的强度。在

目前一些砖或混凝土砌块的强度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完全

有条件采用与之配套的高标号砂浆，提高砌体的抗震抗剪强

度，满足截面的强度验算要求。但目前因无这方面的数据，

规范又无规定，所以只有进行相关的试验来求得数据，用于

强度验算。 (3)配置水平钢筋。这也是《抗震规范》GB 50011

第7.2.9条提出的一项措施。 在砌体水平灰缝中配置一定数量

的钢筋，可以提高砌体墙段的抗剪能力，这是在大量试验研

究基础上提出的办法。 规范规定，灰缝中的配筋率应不小

于0.07%且不大于0.17%。试验证明，当水平配筋的数量小于

截面配筋率的 0.07%时，此时虽有水平筋，但对提高抗剪能力

并不明显，因此不能考虑其作用。同时，试验也证明，当在

水平灰缝中配置的钢筋过多(过密或过粗)，其间的水平钢筋

也不能完全发挥提高抗剪能力的作用。因此由试验确定的配



筋率上限值为0.17%。 《抗震规范》第7.2.9条的说明还指出，

采用水平配筋措施时，抗震能力的大小与墙体的高宽比有关

，这也是使水平钢筋能够发挥作用大小的重要因素。 (4)增加

设置构造柱或芯柱。在墙段两端设置构造柱是一种抗御地震

时突然倒塌的有效措施。一般的构造柱都设置在墙段的边端

或墙体和墙体的交接处，它与为了提高抗震抗剪能力而在墙

段中部设构造柱的要求和目的不同。 《抗震规范》第7.2.8条

第2款就是为了解决在验算截面抗震受剪能力时不能满足承载

力要求，作为一项新措施而提出的。 《抗震规范》公

式7.2.8-2中：V≤1/γRE[ηcfVE(A-Ac)＋ζf1Ac＋0.08fyAs] 第

一项为砌体截面本身能够承担的受剪承载力；第二项为构造

柱的混凝土部分承担的受剪承载力；第三项为构造柱内的钢

筋所能承担的受剪承载力。 这是一个主要以试验数据为主得

到的经验公式。试验证明，在一个墙段中，构造柱包括钢筋

和混凝土所能承担的受剪能力应有所限制。 规范对墙段中部

设置的构造柱在纵横墙截面中所占的比例作出了限制，同时

对中部构造柱中的钢筋也作了限制，主要是为了既保持多层

砌体墙的特性，同时又解决墙段受剪承载力的不足。 (5)采用

配筋混凝土小型空心砌体。只能用于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

筑中，不能在砖砌体房屋中出现局部的配筋混凝土小型空心

砌块墙段。 当在多层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筑中出现整层或

某些墙段的受剪承载能力不足时，首先应采取增加构造柱和

芯柱数量等措施，在不足以解决其承载力时，可采用在混凝

土小型空心砌块墙段中，按配筋砌块的要求增加竖向和水平

配筋等措施，来提高整层或某些墙段的受剪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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