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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统的墙体材料，在我国的各类建筑中仍占80%以上的比

例。近些年来，随着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新型墙体材料也不

断涌现，如从欧美引进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就是其中的一

种。另外,结合就地取材的原则生产的各种地方性砌体材料,如

蒸压类和烧结类的非粘土多孔砖和实心砖.这都为砌体结构的

应用扩大了领域和范围。 关键词：砌体抗震 一、引言 砌体的

结构是一种传统的墙体材料，在我国的各类建筑中仍占80%

以上的比例。近些年来，随着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新型墙体

材料也不断涌现，如从欧美引进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就是

其中的一种。另外,结合就地取材的原则生产的各种地方性砌

体材料,如蒸压类和烧结类的非粘土多孔砖和实心砖.这都为砌

体结构的应用扩大了领域和范围。 现代砌体结构已与传统的

砌体有许多区别。按照砌体中的配筋率大小可将其分为无筋

砌体结构、约束砌体和配筋砌体三类，它们的界限定义为：

仅有少量的拉结钢筋，含筋量在0.07%以下时为无筋砌体；约

束砌体适用于地震设防地区的砌体结构，如在墙段边缘设置

边缘构件（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同时墙段上下设置有圈梁

，此类砌体结构的特点是在砌体周边均有钢筋混凝土约束构

件，砌体配筋量在0.07%-0.17%左右；配筋砌体适用于10层以

上的中高层建筑，如配筋混凝土空心砌块，其实就是一种砌

筑成型的剪力墙结构，其配筋率也接近于现浇钢筋混凝土剪

力墙结构，即在0.2%左右。 1966年的邢台地震和1976年的唐



山地震等数十次破坏性大地震，以及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等，几乎无一例外的表明无筋砌体结构不能承受大地震的考

验。因此目前国外抗震规范一般只允许建造3层及三层以下的

砌体结构。 尽管砌体结构的抗震性能如此之差，然而在城镇

建设中，由于我国人口集中，土地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把

砌体结构限制过严，而是要适应发展的需要，在研究和总结

震害的基础上，改进砌体的抗震性能，提高它的建造层数和

高度，满足业主需要。 二、约束砌体 砌体结构的脆性性质可

以通过配筋或加强边缘约束来改善。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

总结地震中八栋裂而不倒的砌体房屋的经验，提出了在承重

墙体中设置边缘约束构件的规定。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考验

证明，设有构造柱的砌体房屋，在经受九度地震后未发现有

倒塌的实例，此种做法是安全的。但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约束墙体的构造柱截面不宜过大，配筋不宜过多。且必须是

先于墙后浇构造柱混凝土，使柱与墙体能够紧密结合，共同

工作。此类构造柱在墙体受水平地震作用初期应力极小,刚度

也不大。但当墙体开裂后柱内应力逐步增大,直到裂缝贯通墙

体,构造柱才明显受力直到钢筋屈服。此时的墙体已破碎,构造

柱的约束使得墙体破碎而不至于倒塌,从而达到“裂而不到”

的目标。如果构造柱截面和配筋过大，由于混凝土刚度远大

于砌体墙体，所以构造柱会吸收大多数的地震力，结果构造

柱先于墙体破坏，起不到约束墙体的作用。 2、构造柱的设

置不能改变砌体刚性的性质。墙体在竖向和水平地震作用下

首先沿45°主拉应力的轨迹开裂，并逐步延伸，形成对角的

“x”形裂缝；如果墙段的高宽比较大，则在墙体中段会出现

水平裂缝段。因此构造柱的间距不能过大，否则将会消弱对



墙段砌体的约束作用，基本上是纵墙内每开间均设，横墙内

间距不大于层高的两倍。 3、构造柱必须依靠楼层上下楼盖

圈梁的拉结。构造柱作为一种竖向构件，一般沿墙截面不变

，配筋也少有变化。因此，在各楼层柱高处必须有圈梁作为

锚固点，以形成上下和左右墙段的约束作用。 4、楼盖圈梁

在多层结构中很难准确计算，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如增强

拉接，提高结构的整体性，抵御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加强楼

板与墙体的连接等。而构造柱的作用也是如此，它在加强墙

体之间的连接方面是明显的，但它的约束作用一般要在墙体

开裂以后才能发挥，这是构造柱的特点之一。 5、设置构造

柱之后，墙体的抗剪能力一般提高20%左右，因此应当认为

提高砌体抗剪强度不是在墙两端设置构造柱的主要目的，构

造柱的主要作用在于较大幅度的增大墙体的变形能力，特别

是对墙段塑性变形后的约束作用。墙段两端的构造柱既不能

阻止墙体裂缝的出现，也不能大幅度的提高墙段的抗剪能力

，但它使墙段和房屋取得了较大的延性，从而减小了突然发

生倒塌的危险性。 6、构造柱间距应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

。一种是单一作为约束边缘构件的构造柱，此类构造柱的设

置主要考虑约束墙段的长度需要，以往抗震规范中尚不明确

，无论在砌体横墙或纵墙中均为提出间距的要求。事实证明

构造柱的约束作用是有限的。例如在以往的纵墙中设置构造

柱时只要求在两端设构造柱，数十米长的构造柱难以约束墙

段的破坏此时构造柱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横墙中的构

造柱间距一般可能达到11~12米，构造柱作用也难以完全发挥

。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和有关试验研究资料分析结果，新规范

对此做了补充和完善： a)当层数和房屋高度接近或者达到砌



体结构限定高度时横墙内的构造柱间距不宜大于层高的2倍，

即一般不宜超过5.4米；纵墙内的构造柱一般不超过3.9米（外

纵墙）和4.2米（内纵墙），即大致每开间均应设置一根构造

柱。如此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实验证明墙段的宽高比超过2时

，构造柱的约束作用降低。 b)在开间较大、横墙较少的多层

住宅中，当层数和房屋高度接近和达到砌体高度限定高度时

对构造柱的设置间距要求更高。在横墙内的柱间距不宜大于

层高，在纵墙内的柱间距不宜大于4.2米；同时在所有纵横墙

交接处及横墙的中部也均应设有构造柱以约束相应墙段的砌

体。 通过上面规定可以看出构造柱作为一种约束边缘构件限

定其最大间距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新规范完善了对多层砌体结构构造柱设置的规定，在一定

程度上也提高了砌体结构的抗震安全性，有效的保证了大震

不倒的抗震设防的总目标的实现。 7、构造柱的计算 按照提

高墙段的抗剪强度要求，设置构造柱是对构造柱作用的一种

新发展。设置构造柱的目的不同因此设置部位也不同，此类

构造柱一般均布置在墙段中段。当房屋的设防烈度要求较高

或横墙较少，墙段不能承受所承担的地震作用时可采用增设

构造柱的做法来提高墙段的抗剪强度，满足抗震设防地区对

多层砌体结构的抗剪要求，因此中段构造柱的作用不同与设

置在墙段边缘的约束构造柱，两者从概念上不能混为一谈。 

三、对于配筋砌体，主要是对于当房屋层数比较高时应用，

对于大量的民用建筑中，应用还不是很广泛，在此我们就不

多谈了。但对于青岛地区而言，气候潮湿、抗震设防六度，

住宅建设中的通常做法是在地面设架空层或半地下室，坡屋

顶，实际层数达到8层，已超出规范限值。规范中的用词为“



不宜”超过7层，也就是说只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还是可

以实现的。具体做法是： （1）楼层圈梁层层设置，截面适

当加大； （2）墙体交接处均设置构造柱； （3）构造柱间距

不大于4米； （4）大于米的洞口两侧设构造柱； 这样处理的

中心意思就是按组合砌体来考虑这类情况。但这样处理后，

因为现在的住宅设计要求较高，平面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复杂

，纵墙很少有连通的，所以墙体内的构造柱数量较大，对砌

体本身而言是不利的，所以构造柱的截面不能过大，否则达

不到我们要求的结果。 四、由于我国现在正处在墙体材料改

革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会有一些适合本地材料，但我们的

总体思想“小震无碍，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是不变的，无

论哪种材料，都要采取相应的抗震构造措施来保证工程的安

全性，保证国家、人民的财产不受到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