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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7_BB_93_E6_c58_90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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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筒结

构的要求应严于一般剪力墙结构，因此规范要求的条件也就

多了一些，设计中应引起注意。由于各规范标准的的编写出

版、发布、实施的时间不同，加上编写人认识上的差别，各

规范在一些条文内容上还存在不协调和不一致的地方。在此

必须指出设计中不但要复核短墙 肢轴压比，也要复核长墙肢

的轴压比：抗震墙结构中，当层数在15层以内时其墙肢轴压

比一般都小于0.2，所以一般除9度地震区外，都可以不设约束



边缘构件（高层底部加强区除外），只需设计构造边缘构件

，不少设计都忽视了这点，造成浪费。 4． 规范标准之间矛

盾问题举例 ①.GB50011-2001第6.4.7条规定暗柱截面长度仅需

满足bw及≥400mm，不要求满足lc/2,在翼墙（柱）中只要求

满足壁柱≥300mm，不受墙厚bw的限制，而与“砼规”的要

求矛盾。笔者认为“抗规”GN50011的规定比较合理；实际

工程中按现行规范要求需要设暗柱之处绝大部位为对门窗洞

口边缘的加强，其墙肢属于联肢墙，非一字型矩形墙体，联

肢墙连梁起耗散地震能量作用，受力状况和延性较好，在整

体受力时当洞口较小时，往往墙体显槽形截面，因此在剪力

墙结构中除设置角窗处外，暗柱截面尺寸不必过大；而翼墙

（柱）处实际上只是建筑横墙肢的端边缘，不属纵墙肢的端

边缘，在纵向水平力作用下，纵向墙法向应力呈线性分布，

纵墙肢受力似同偏压柱；横纵交点处刚度，约束性能好，因

此对于翼墙（柱）的截面取值也没必要过大；截面过大的暗

柱和翼柱往往还容易形成连在一起，造成纵墙竖向配筋增加

过多。但转角墙（柱）则是剪力墙很重要的部位，必 须严格

遵守规范的规定。 ②.构造边缘构件虽然“抗规”、“砼规”

和“高规”都规定了配筋要求，但比较三本标准所给出的配

筋要求的表格中的内容则是矛盾的，是不协调的；笔者认为

“砼规”GB50010-2002表11.7.16的要求比较合理。而“ 抗规

”和“高规”表中的配筋要求是不够合理或是不够严密的。

还应指出三本规范中所给出的纵向构造筋的数量4根或6根是

不实际的；例如对于转角墙（柱）的纵向筋数量，由于墙纵

向筋的间距不宜大于300，又受墙厚限 制，角柱的最小的纵向

筋应为8根，当墙厚≥300时则最少需要12根，不会出现4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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