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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84_E5_B7_A5_E7_c58_173062.htm 一.剪力墙设计中的基

本概念 1．剪力墙高和宽尺寸较大但厚度较小，几何特征像

板，受力形态接近于柱，而与柱的区别主要是其长度与厚度

的比值，当比值小于或等于4时可按柱设计，当墙肢长与肢宽

之比略大于4或略小于4时可视为为异形柱，按双向受压构件

设计。 2．剪力墙结构中，墙是一平面构件，它承受沿其平

面作用的水平剪力和弯矩外，还承担竖向压力；在轴力，弯

矩，剪力的复合状态下工作，其受水平力作用下似一底部嵌

固于基础上的悬臂深梁。在地震作用或风载下剪力墙除需满

足刚度强度要求外，还必须满足非弹性变形反复循环下的延

性、能量耗散和控制结构裂而不倒的要求：墙肢必须能防止

墙体发生脆性剪切破坏，因此注意尽量将剪力墙设计成延性

弯曲型。 3．实际工程中剪力墙分为整体墙和联肢墙：整体

墙如一般房屋端的山墙、鱼骨式结构片墙及小开洞墙。整体

墙受力如同竖向悬臂，当剪力墙墙肢较长时，在力作用下法

向应力呈线性分布，破坏形态似偏心受压柱，配筋应尽量将

竖向钢筋布置在墙肢两端；为防止剪切破坏，提高延性应将

底部截面的组合设计内力适当提高或加大配筋率；为避免斜

压破坏墙肢不能过小也不宜过长，以防止截面应力相差过大

。 联肢墙是由连梁连接起来的剪力墙，但因一般连梁的刚度

比墙肢刚度小得多，墙肢单独作用显著，连梁中部出现反弯

点要注意墙肢轴压比限值。 壁式框架：当剪力墙开洞过大时

形成宽梁、宽柱组成的短墙肢，构件形成两端带有刚域的变



截面杆件，在内力作用下许多墙肢将出现反弯点，墙已类似

框架的受力特点，因此计算和构造应按近似框架结构考虑。 

综上所述，设计剪力墙时，应根据各型墙体的特点，不同的

受力特征，墙体内力分布状态并结合其破坏形态，合理地考

虑设计配筋和构造措施。 4．墙的设计计算是考虑水平和竖

向作用下进行结构整体分析，求得内力后按偏压或偏拉进行

正截面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验算。当受较大集中荷载

作用时再增加对局部受压承载力验算。在剪力墙承载力计算

中，对带翼墙的计算宽度按以下情况取其小值：即①剪力墙

之间的间距；②门窗洞口之间的翼缘宽度；③墙肢总高度

的1/10；④剪力墙厚度加两侧翼墙厚度各6倍的长度。 5．为

了保证墙体的稳定性及便于施工，使墙有较好的承载力和地

震作用下耗散能力，规范要求一、二级抗震墙时墙的厚度应

≥160mm，底部加强区宜≥200mm，三、四级抗震等级时应

≥140mm，竖向钢筋应尽量配置于约束边缘。 以上所述的剪

力墙设计中的概念问题可能绝大部分设计人员都懂，但实际

应用到工程设计中，施工图纸表达出来的东西有时则存在很

大差别，追究原因，许多是与具体的构造处理有关，因此造

成墙的截面和配筋差别大不合理。 二.剪力墙的边缘构造 1．

结构试验表明矩形截面剪力墙的延性比工字形或槽形截面剪

力墙差；计算分析表明增加墙肢截面两端的翼缘能显著提高

墙的延性；因此在矩形墙两端设约束边缘构件不但能较显著

地提高墙体的延性，还能防止剪力墙发生水平剪切滑动提高

抗剪能力。从89规范开始在剪力墙中提出了暗柱、端柱、翼

墙（柱）、转角墙（柱），也就是目前规范中的约束边缘构

件或构造边缘构件的抗震措施。 2．对规范的不同理解往往



产生了五花八门的设计。有人将每一轴线的墙理解为一片墙

仅在端墙设暗柱，有人将凡是拐角或洞口边都设暗柱，而即

使是公开发表出版的权威参考书或设计手册对暗柱（翼墙柱

）的截面取值也出现了以下三种不同尺寸，因此造成配筋的

差别很大，甚至相同的资料由于出版的时间不同，对规范的

理解也有所不同。 3．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建筑结构规范，根

据结构类型及受力状况，对剪力墙两端及洞口两侧的加强边

缘，按墙肢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肢轴压比的界线及加

强部位要求分为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两类。 “抗规

”GB50011-2001规定抗震墙结构、部分框支抗震墙中落地剪

力墙当一、二级抗震时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的上一层均应按

要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但对于一般抗震墙结构（除部分框

支墙外）当满足墙肢轴压比限值界线值时可按规定设置构造

边缘构件。“抗规”未明确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墙需设

置约束边缘构件时抗震墙的抗震等级和轴压比界限值；但根

据混凝土规范11.7.14条笔者理解框架-剪力墙不受一、二抗震

等级限制，凡底部加强区及其上一层当不满足轴压比限界时

则均应设约束边缘构件。综合分析“抗规”、“砼规”和“

高规”设计约束边缘构件时，框剪结构、框支结构 三．剪力

墙结构的厚度和配筋问题 1． 根据抗震规范6.1.2条规定，8度

地震区剪力墙结构的抗震等级至少应为二级；按6.4.1条要求

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墙厚一、二级抗震等级时不宜小

于200mm，且不小于层高的1/16，其他部位不小于160mm，

当墙端头无翼墙或暗柱时不应小于层高的1/12。以上规定目

的是为防止因墙体平面外刚度过小，稳定性差，容易在偏心

荷载作用下压屈失稳，但这些规定对于八度地震区的多层及



低高层剪力墙结构显得不够合理。例如5~15层的剪力墙结构

，一般墙肢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轴压比都小于0.2，电算

结果墙体往往只需要构造配筋，但只因底部功能要求3.9m层

高，墙厚就得240mm,若业主要求室内视野开阔，不设外纵墙

，横墙朝外端头不允许带翼墙或端柱时，当层高3>5~4.2m时

，则墙厚需要320~350mm,显然不合理。所以像这样的特殊情

况的低多层建筑不应要求死扣规范，而通过采用概念设计分

析，控制墙肢轴压比，进行墙体截面条件、强度和稳定性验

算并在构造上适当加强暗柱或配筋，保证其整体性连接等措

施，是可以使墙厚减小的。 2． 墙体的配筋率，目前在“砼

规”11.7.11条文强制规定在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

中，竖向和水平分布筋的最小配筋率均不应小于0.25%.部分

框支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配筋率不应小于0.3%.这配筋率比

其在80年代前的配筋率).07~0.1%要大多了，和国外的配筋

率0.1~0.25%的高者基本接轨，这在高层或者较长的剪力墙结

构中应该是合理的，但对于低矮、短小的剪力墙值得探讨。 

墙的水平分布筋是为横向抗剪以防止墙体在斜裂缝出现后发

生脆性剪切破坏，同时起到抵抗温度应力防止砼出现裂缝，

设计中当建筑物较高较长或框剪结构时配筋宜适当增加，特

别在连梁部位或温度、刚度变化等敏感部位宜适当增加。但

对于矮、短的房屋，其水平筋的配筋率是否适当减小值得探

讨。 墙的竖向钢筋主要起抗弯作用，目前在一些多层低高层

剪力墙中电算结果多为构造配筋；但配筋时所取的配筋率有

人往往扣除了约束边缘构件或构造边缘构件中的钢筋，笔者

认为竖向最小配筋率应该包括边缘构件中的钢筋，墙肢的竖

向配筋原则也应该尽量将钢筋布置在墙端部边缘区并保证钢



筋间距300mm，也应该注意防止竖筋过多使墙的抗弯强度大

于抗剪强度，对抗震不利。 四．剪力墙结构的超长问题 1. 混

凝土规范9.1.1条规定现浇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温度伸缩缝最

大间距当在室内或土中时为45m，露天时为30m.而现浇框架

剪力墙或框架核心筒结构的伸缩缝间距可取45~55m.规范的这

一规定显然与现今建筑的体量越来越大但功能又要求不设缝

发生矛盾；因此目前许多工程中的伸缩缝间距都突破了规范

的规定，也造成了设计人员在设计中遇到超长结构时的胆量

越来越大。笔者认为今后当剪力墙结构超长时，应该慎重处

理为好，过长时应该尽量设置温度伸缩缝，宜较严格遵守规

范规定的限值，理由如下： ①． 剪力墙结构刚度大，受温差

影响大，混凝土的收缩、徐变产生的变形大，墙体对楼面、

屋面产生的约束也大；当结构发生收缩变形时比其他结构易

出现裂缝。一些未超长的剪力墙结构产生墙体或楼面裂缝，

其主要原因就在此。 ②． 剪力墙结构多用于商品住房和公寓

，使用状况复杂，一旦私人购买的房子出现裂缝，虽然没有

安全问题，但处理起来问题多，难度大，社会影响大。 ③． 

混凝土结构受温度或收缩徐变的影响与众多因素有关；而体

型庞大的剪力墙房屋往往形状复杂，混凝土收缩大，约束应

力积聚也大，施工工艺及管理也难控制，环境影响使用变化

难于判断，因此更难于解决混凝土收缩变形时，在受约束条

件下引起拉应力而保证不出现裂缝。 ④． 目前混凝土的收缩

量不断增大，已由80年代的一般收缩量300με上升到400μ

ε以上，因此使混凝土用量大的剪力墙产生裂缝的因素在增

大。 ⑤． 目前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大部分工程要赶工加班

，质量难保证，为赶工混凝土中水泥用量普遍增大，使混凝



土收缩量增大，加上由于混凝土强度的提高，使弹性模量增

加将引起更大的约束拉应力产生，使结构出现裂缝的因素增

多。 ⑥． 普遍使用商品混凝土泵送施工，为了泵送，增大水

泥用量，减少了中粗骨料含量和骨料粒径，加上泵送混凝土

配合比和施工送料时的不良因素影响等都加大了结构收缩量

，增加产生裂缝的因素。 综上所述，今后在处理超长结构时

，特别是处理超长的剪力墙结构时要特别慎重；当发生实在

由于建筑使用功能要求不允许超长建筑设永久缝时，建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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