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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A7_E5_BF_83_E5_c58_574441.htm 剪力墙结构是由一系

列纵向、横向剪力墙及楼盖所组成的空间结构，承受竖向荷

载和水平荷载，是高层建筑中常用的结构形式。由于纵、横

向剪力墙在其自身平面内的刚度都很大，在水平荷载作用下

，侧移较小，因此这种结构抗震及抗风性能都较强，承载力

要求也比较容易满足，适宜于建造层数较多的高层建筑。 剪

力墙主要承受两类荷载：一类是楼板传来的竖向荷载，在地

震区还应包括竖向地震作用的影响；另一类是水平荷载，包

括水平风荷载和水平地震作用。剪力墙的内力分析包括竖向

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分析和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分析。在竖

向荷载作用下，各片剪力墙所受的内力比较简单，可按照材

料力学原理进行。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剪力墙的内力和位移计

算都比较复杂，因此本节着重讨论剪力墙在水平荷载作用下

的内力及位移计算。 剪力墙的分类及受力特点 为满足使用要

求，剪力墙常开有门窗洞口。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表明，剪

力墙的受力特性与变形状态主要取决于剪力墙上的开洞情况

。洞口是否存在，洞口的大小、形状及位置的不同都将影响

剪力墙的受力性能。剪力墙按受力特性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整

体剪力墙、小开口整体剪力墙、双肢墙（多肢墙）和壁式框

架等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剪力墙，其相应的受力特点、计

算简图和计算方法也不相同，计算其内力和位移时则需采用

相应的计算方法。 1．整体剪力墙 无洞口的剪力墙或剪力墙

上开有一定数量的洞口，但洞口的面积不超过墙体面积



的15%，且洞口至墙边的净距及洞口之间的净距大于洞孔长

边尺寸时，可以忽略洞口对墙体的影响，这种墙体称为整体

剪力墙（或称为悬臂剪力墙）。整体剪力墙的受力状态如同

竖向悬臂梁，截面变形后仍符合平面假定，因而截面应力可

按材料力学公式计算。 2．小开口整体剪力墙 当剪力墙上所

开洞口面积稍大且超过墙体面积的15%时，通过洞口的正应

力分布已不再成一直线，而是在洞口两侧的部分横截面上，

其正应力分布各成一直线。这说明除了整个墙截面产生整体

弯矩外，每个墙肢还出现局部弯矩，因为实际正应力分布，

相当于在沿整个截面直线分布的应力之上叠加局部弯矩应力

。但由于洞口还不很大，局部弯矩不超过水平荷载的悬臂弯

矩的15％。因此，可以认为剪力墙截面变形大体上仍符合平

面假定，且大部分楼层上墙肢没有反弯点。内力和变形仍按

材料力学计算，然后适当修正。 在水平荷载作用下，这类剪

力墙截面上的正应力分布略偏离了直线分布的规律，变成了

相当于在整体墙弯曲时的直线分布应力之上叠加了墙肢局部

弯曲应力，当墙肢中的局部弯矩不超过墙体整体弯矩的15%

时，其截面变形仍接近于整体截面剪力墙，这种剪力墙称之

为小开口整体剪力墙。 3．联肢剪力墙 洞口开得比较大，截

面的整体性已经破坏，横截面上正应力的分布远不是遵循沿

一根直线的规律。但墙肢的线刚度比同列两孔间所形成的连

梁的线刚度大得多，每根连梁中部有反弯点，各墙肢单独弯

曲作用较为显著，但仅在个别或少数层内，墙肢出现反弯点

。这种剪力墙可视为由连梁把墙肢联结起来的结构体系，故

称为联肢剪力墙。其中，仅由一列连梁把两个墙肢联结起来

的称为双肢剪力墙；由两列以上的连梁把三个以上的墙肢联



结起来的称为多肢剪力墙。 当剪力墙沿竖向开有一列或多列

较大的洞口时，由于洞口较大，剪力墙截面的整体性已被破

坏，剪力墙的截面变形已不再符合平截面假设。这时剪力墙

成为由一系列连梁约束的墙肢所组成的联肢墙。开有一列洞

口的联肢墙称为双肢墙，当开有多列洞口时称之为多肢墙。

4．壁式框架 洞口开得比联肢剪力墙更宽，墙肢宽度较小，

墙肢与连梁刚度接近时，墙肢明显出现局部弯矩，在许多楼

层内有反弯点。剪力墙的内力分布接近框架，故称壁式框架

。壁式框架实质是介于剪力墙和框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它的变形已很接近剪切型。只不过壁柱和壁梁都较宽，因而

在梁柱交接区形成不产生变形的刚域。 当剪力墙的洞口尺寸

较大，墙肢宽度较小，连梁的线刚度接近于墙肢的线刚度时

，剪力墙的受力性能已接近于框架，这种剪力墙称为壁式框

架。 （1）基本假定 a）将每一楼层处的连系梁简化为均匀连

续分布的连杆； b）忽略连系梁的轴向变形，即假定两墙肢

在同一标高处的水平位移相等； c）假定两墙肢在同一标高处

的转角和曲率相等，即变形曲线相同； d）假定各连系梁的

反弯点在该连系梁的中点； f）认为双肢墙的层高h、惯性矩

、；截面积、；连系梁的截面积和惯性矩等参数，沿墙高度

方向均为常数。 根据以上假定，可得双肢墙的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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