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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2015 年度江苏

省工程建设标准和标准设计编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ìì (苏建科

[2015J 302 号)的要求，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共 8 章，主要内容包括: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本规定; 4 材料; 5 结构分析及极限状态计算; 6 构造规定;

7 抗震设计; 8 施工及质量验收;附录 A。

本规程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东南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地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政编码: 210096)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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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反馈至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站(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 287 号

银城广场 B座 4 楼;邮政编码: 210036) 。

本规程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人承诺在公平、合理、无

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应用本规程时实施其

知识产权。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江苏天舜金属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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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金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森林建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吕志涛冯健戴雅萍张敏侯善民

方平施明征张晋蔡建国陈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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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贯彻执行国家节能环保技术经济政策，在混凝土结

构中推广应用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做到安全、适用、经济，确

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 O. 2 本规程适用于配置 600MPa 级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泪

凝土结构房屋和一般构筑物的设计、施工和质量验收。

1. O. 3 采用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棍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除应

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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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热处理带肋钢筋 heat treatment ribbed bars 

按调质状态交货的带肋钢筋。其金相组织主要是铁素体加珠

光体，不得有影响使用性能的其他组织(如基圆上出现的回火马

氏体组织)存在。

2. 1. 2 热处理带肋钢筋牌号 designations of heat treatment 

ribbed bars 

由钢筋品种的英文字母的字头及其屈服强度标准值(特征

值)组成，用以标志热处理热轧带肋钢筋品牌的符号。

2 

2.2 符号

HTRB600-→一强度级别为 600MPa 的热处理带肋钢筋;

HTRB600E 强度级别为 600MPa 且有较高抗震性能的热

处理带肋钢筋;

fyk一一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即钢筋标准中的下

屈服强度特征值R川

fstk二一钢筋的极限强度标准值，即钢筋标准中的抗

拉强度特征值Rm;

fy一一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yv→一横向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ft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l ab 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



la一一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gt -钢筋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钢筋达到抗拉

强度时对应的受拉极限应变值，即钢筋标准

中的最大力下总伸长率Agt ;

Sa-锚固长度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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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各种受力钢筋，均可采用热处

理带肋高强钢筋。

3.0.2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钢筋混凝土构件、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应分别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或标准

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进行

验算:

SζC (3. O. 2) 

式中 S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C一一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所规定的变形、应力、

裂缝宽度和自振频率等的限值。

3.0.3 结构构件正截面的受力裂缝控制等级分为三级，等级划

分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为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

时，构件受拉边缘I昆凝土不应产生拉应力。

二级为一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

时，构件受拉边缘?昆凝土拉应力不应大于1昆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

准值。

兰级为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对钢筋混凝土构件，按荷载准

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时，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不应

超过《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第 3. 4. 5 条规定的最大

裂缝宽度限值。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并

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时，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不应超过《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第 3.4.5 条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

值;对二 a类环境的预应力提凝土构件，尚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

计算，且构件受拉边缘?昆凝土的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的抗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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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标准值。

3.0.4 结构构件应根据结构类型和环境类别，按表 3. O. 4 的规

定选用不同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表 3.0.4 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Wlim

钢筋混凝土构件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环境类别

裂缝控制等级 四lim (mm) 裂缝控制等级 Wlim (mm) 

0.30 (0.40) 0.20 
三级

一→ a O. 10 
三级

二 b 0.20 二级

三 a、 兰兰 b 一级

注: 1 对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 60%地区一类环境下的受弯构件，其最大裂缝宽

度限值可采用括号内的数值。对一类环境下的框架梁、连续梁的支座，如果

楼屋面有覆盖层防止在上部纵筋表面产生结露或水膜，该部位最大裂缝宽度

限值可采用括号内的数值。

2 在一类环境下，对钢筋混凝土屋架、托架及需做疲劳验算的吊车梁，其最大
裂缝宽度限值应取 0.20mm; 对钢筋混凝土屋面梁和托梁，其最大裂缝宽度

限值应取 0.30mmo

3 在一类环境下，对预应力混凝士屋架、托架及双向板体系，应按二级裂缝控
制等级进行验算;对一类环境下的预应力混凝土屋面梁、托梁、单向板，应

按表中二 a级环境的要求进行验算;在一类和工 a 类环境下需做疲劳验算的
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应按裂缝控制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构件进行验算。

4 表中规定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和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仅适用于
正截面的验算，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斜截面裂缝控制验算应符合《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第 7 章的相关规定。

5 对于烟囱、筒仓和处于液体压力下的结构，其裂缝控制要求应符合专门标准

的相关规定。

6 对于处于四、五类环境下的结构构件，其裂缝控制要求应符合专门标准的相

关规定。

7 表中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为用于验算荷载作用引起的最大裂缝宽度。

3.0.5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下，配置 600MPa 级热处理带肋钢筋

的钢筋泪凝土板类受弯构件，当其纵向受拉钢筋拉应力 σ川及其

相应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c s (按 mm 计)和直径 d (按 mm 计)

均不超过表 3. O. 5 的规定时，可不做最大裂缝宽度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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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5 σ川、 C ， 、 d 的规定限值

Wlim(mm) 0.4 0.3 0.2 

σ叫 (N/mm2 ) C, d C, d C, d 

300 25 20 20 16 20 8 

310 20 20 20 14 

320 25 18 15 14 25 6 

330 20 18 20 12 

340 20 6 

350 20 16 15 12 

360 20 10 

380 20 14 15 10 

400 20 12 20 8 

3.0.6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最大

挠度应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预应力1昆凝土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

应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并均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计算，

其计算值不应超过《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表 3.4.3

规定的挠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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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0.1 本规程的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应为强度级别为 600MPa

级的热处理带肋钢筋，其技术要求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4.0.2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

保证率。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强度标准值(特征值)、极限强度标

准值、弹性模量和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限值应按表 4. o. 2 的规定
取用。

表 4.0.2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强度标准值、极限强度标准值、

弹性模量和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限值

钢筋牌号

HTRB600 

HTRB600E 

注: 1 符号下标带 "k" 者为强度的标准值(或特征值)。

2 带后缀 "E" 的牌号为抗震钢筋，除极限拉应变 Ògt要求较高外，其抗拉强度

实泪ú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和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

尚应符合本规程第 7.0.3 条的要求。

4.0.3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y、抗压强度设

计值 f~应按表 4. o. 3 采用。

表 4.0.3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钢筋牌号 fy (N/mm2 ) 儿 (N/mm2 )

HTRB600 

日TRB600E
520 520 

当构件中配有不同种类的钢筋时，每种钢筋应采用各自的强

度设计值。

对轴心受压构件，当采用 HTRB600 钢筋时，钢筋的抗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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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计值 f~应取 400N/mm2 。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yv应

按表中的数值 fy采用;但用作受剪、受扭、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其数值大于 360N/mm2时应取 360N/mm2 。

按《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 GB 50038 设计的人防地下

室结构，动力强度设计值可按本条规定的强度设计值乘以钢筋强

度综合调整系数1. 1 后取用。

结构抗倒塌设计中的受力钢筋强度设计值可按本规程表

4.0.2 中的钢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f抽取用。

4.0.4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公称直径为 6mm、 8mm、

10mm、 12mm、 14mm 、 16mm、 18mm、 20mm、 22mm、

25mm、 28mm 、 32mm 、 36mm、 40mm、 50mm，常用的公称直

径为 6mm、 8mm、 10mm、 12mm、 14mm、 16mm、 18mm、

20mm、 22mm、 25mm、 28mm。

4.0.5 应用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宜采用 C30 及

以上强度等级的泪凝土。

4.0.6 当进行钢筋代换时，除应符合设计要求的构件承载力、

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裂缝宽度验算及抗震规定外，尚应满足最

小配筋率、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接头面积百

分率及搭接长度等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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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及极限状态计算

5.0.1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按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结构效应分析，应符合

。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第 5 章的规定。

5.0.2 采用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

算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泪凝土连续梁和连续单向板，

可采用塑性内力重分布方法进行分析。

重力荷载作用下的框架、框架一剪力墙结构中的现浇梁及双

向板等，经弹性分析求得内力后，可对支座或节点弯矩进行适当

调幅，并确定相应的跨中弯矩。

2 按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设计的结构和构件，应

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要求且采用有效的构造措施。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构件，以及要求不出现裂缝或处于

兰 a、三 b 类环境情况下的结构，不应采用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

的分析方法。

3 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梁端边缘截面的负弯矩调幅幅度不

宜大于 20%; 弯矩调整后的梁端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不应超过

0.35 ，且不宜小于 0.10 0 钢筋混凝土板的负弯矩调幅幅度不宜

大于 20% 。

5.0.3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构件，其静力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抗震设防要求的承

载力计算，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第 6 、 11 章

的相关规定。

5.0.4 在矩形、 T 形、倒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受拉、

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及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受弯构件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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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缝宽度

可按下式计算:

Wmax αJ 导 (1. 9 C s + O. 08 生) (5. O. 4- 1) 
ιs 飞 pte I 

户1. 1 一 O. 65击;川 2)
予 !η d~

d ea = 二了 (5.0.4-3) 
>; ni νidi 

A 一← Aoρte 二」互二~ (5.0.4-4) 

式中 α盯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按表 5. O. 4-1 采用;

10 

￠一一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 <j; <0.2

时，取 <j; =0.2; 当 <j;>1. 0 时，取 <j;=1. 0; 对直

接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取 <j;=1. 0;

σs←-一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混凝土构件纵向受拉

普通钢筋应力或按标准组合计算的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纵向受拉钢筋等效应力 (N/mm2 ) ; 

E厂←钢筋的弹性模量 (N/mm2 ) ; 

C s一一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

(mm); 当 c s <20mm 时，取 c s =20mm; 当 c s>

65mm 时，取 C s 二 65mm;

d叫一一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 (mm); 对元粘结后

张构件，仅为受拉区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的等效

直径;

ρ但一一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配

筋率;对元粘结后张构件，仅取纵向受拉普通钢筋

计算配筋率;在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当 ρte<

0.01 时，取 ρte=O.Ol;



d i 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 Cmm); 对于

有粘结预应力钢绞线束的直径取为;n; d p1 ，其中

d p1为单根钢绞线的公称直径， η1 为单束钢绞线

根数;

η广一-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根数;对于有粘结预应力

钢绞线，取为钢绞线束数;

νz 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按表

5. O. 4-2 采用;

As-一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Cmm2 ) ; 

A p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Cmm2 ) ; 

A te -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 Cmm2 ) ;对轴心受拉构

件，取构件截面面积;对受弯、偏心受压和偏心

受拉构件，取 Ate =0. 5bh 十 Cb f - b) 扣，此处

b f 、 h f为受拉翼缘的宽度、高度。
注 : 1 对承受吊车荷载但不需做疲劳验算的受弯构件，可将计算求得的最大裂缝宽

度乘以系数 0.85 0

2 对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第 9.2.15 条配置表层钢筋网片的梁，

按本条式 (5. O. 4-1) 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可适当折减，折减系数可取 0.7 0

3 对 eo/ho'"二O. 55 的偏心受压构件，可不验算裂缝宽度。

4 对处于二 a类环境下的地下室底板，其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值可适当折减，折

减系数可取 0.7 0

表 5.0.4-1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

α" 
类型

钢筋混凝土构件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受弯、偏心受压 1. 9 1. 5 

偏心受拉 2.4 

轴心受拉 2.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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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O. 今2 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

注:对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其相对粘结特性系数应按表中系数的 80%取用。

5.0.5 计算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钢筋氓凝土受弯构件最

大裂缝宽度时，在准永久值组合下框架梁端截面处的计算弯矩、

板支座截面处的计算弯矩可取梁、柱交接处及梁、板交接处的计

算弯矩;现浇梁板可考虑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的板及与梁同方

向的板筋参与梁支座截面的裂缝宽度计算。

5.0.6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第 7.2 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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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造规定

6.1 钢筋的锚固

6. 1. 1 配置于混凝土结构中的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当计算中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受拉钢筋的锚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式中

1 基本锚固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lab =0 叶d (6. 1. 1-1) 

l ab 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 (mm);

fy 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f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按《泪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相关规定采用;当

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60 时，按 C60 取值;

d→←一锚固钢筋的直径 (mm) 。

2 受拉钢筋的锚国长度应根据锚固条件按下式计算，且不

应小于 200mm:

人 =Salab (6. 1. 1-2) 

式中人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mm);

Sa 锚固长度修正系数，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第 8.3.2 条的规定取用，当多于一项时，

可按连乘计算，但不应小于 O. 6 。

梁柱节点中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要求应按《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 GB 50010 第 9. 3 节 (n) 的规定执行。

3 当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大于 5d 时，锚固长度范围内

应配置横向构造钢筋，其直径不应小于 d/4。对梁、柱、斜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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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5d; 对板、墙等平面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10d ， 且均不应大于 100mm。此处 d 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6. 1. 2 混凝土结构中的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当采用钢筋锚固板

锚固时，锚固区的设计及钢筋锚固板的安装应符合《钢筋锚固板

应用技术规程>> JGJ 256 的规定。

6.2 钢筋的连接

6.2.1 钢筋的连接可采用绑扎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

绑扎搭接连接宜用于直径不大于 20mm 的纵向受拉钢筋以及

直径不大于 22mm 的纵向受压钢筋的连接，轴向受拉及小偏心受

拉杆件的纵向受力钢筋不得采用绑扎搭接。

机械连接宜用于直径不小于 14mm 的受力钢筋的连接，机械

连接类型及质量要求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的规定。

当采用焊接连接时，在钢筋工程焊接开工之前，参与该工程

施焊的焊工必须进行现场条件下的焊接工艺试验，并经试验合格

后方准于焊接生产。各类焊接方法的具体要求和适用范围应按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中 HRB500 级钢筋的相关规定

执行。

6.3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6.3.1 钢筋混凝土构件一侧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为

45f，/儿，且不应小于 0.20 ， f，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 fy 

为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板类受弯构件(不包括悬臂板)的受拉钢筋，当采用强度等

级 600MPa 的钢筋时，其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允许采用 O. 1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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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f,/ fy中的较大值。
6.3.2 直径为 6mm 的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可用于钢筋泪凝土板

的板面、板底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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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抗震设计

7.0.1 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撑构件中的纵

向受力钢筋，应采用牌号为 HTRB600E 的热处理带肋钢筋。

7.0.2 抗震设计所采用的钢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应符合本规程第 4.0.2 、 4. O. 3 条相应的规定。

7.0.3 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

于1. 25 ，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不应

大于1. 30 ，钢筋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实测值不应小于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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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及质量验收

8.1 施工措施

8.1.1 采用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规定。

8. 1. 2 钢筋的强度级别或规格应按设计文件的规定采用。当需

用热处理带胁高强钢筋代换其他强度等级的钢筋时，应符合本规

程第 4. o. 6 条的规定，经设计单位同意，并办理设计变更文件。
8.1.3 盘卷钢筋应采用无延伸功能的机械设备调直，不应采用

冷拉调直方法。

8. 1. 4 当纵向受拉普通钢筋末端采用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时，

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第 8.3.3 条的规定。

8.1.5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接头宜设置在受力较小处，接头未端至

钢筋弯起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10d (d 为钢筋的公称直径)。

同一跨度或同一节间内的同一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设置两个或

两个以上接头。

有抗震要求的框架柱、梁，不宜在端部的箍筋加密区内设置

纵向钢筋接头。

8.1.6 受力钢筋的机械连接应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的规定进行钢筋连接施工。采用钢筋锚固板锚固时，应按

《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 JGJ 256的规定施工。

8. 1. 7 焊接参数应经现场试验确定。焊接过程中，如果钢筋牌

号、直径发生变更，应再次进行焊接工艺试验。工艺试验使用的

材料、设备、辅料及作业条件均应与实施施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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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质量验收

8.2.1 采用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质

量验收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ìì GB 50204 

的规定。

8.2.2 钢筋应有出厂质量证明书或检验报告单，钢筋表面或每

捆(盘)钢筋均应有标志，并确认为订货钢筋的牌号。

8.2.3 钢筋进场时，应按规定抽取试件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伸长率、弯曲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

8.2.4 对带后缀 "E" 的抗震钢筋，除应按本规程第 8. 2. 3 条的

要求进行分批进场检验外，尚应满足本规程第 7.0.3 条的要求。

8.2.5 成型钢筋进场时，应抽取试件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伸长率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定。当有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的代表驻厂监督生产过程并提供原

材钢筋力学性能第三方检验报告时，可仅进行重量偏差检验。

8.2.6 钢筋机械连接及钢筋锚固板施工前，应提供型式检验报

告，并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ìì JGJ 107、《钢筋锚固板应用

技术规程ìì JGJ 256 的要求进行施工现场抽样检验，合格后方可

用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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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混凝土结构用热处理带肋钢筋技术条件

A.l 钢筋的主要技术要求

A. 1. 1 钢筋的牌号和化学成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钢的牌号、化学成分和碳当量(熔炼分析)应符合表

A. 1. 1 的规定。根据需要，钢中还可加入 V、 Nb 等元素。

牌号

HTRB600 
HTRB600E 

表 A. 1. 1 钢筋牌号的构成及其含义

2 碳当量 C呵(百分比)值可按下式计算:

C呵

O. 58 

Mn含量 Cr 含量+v含量十Mo 含量
碳当量 C明二C含量十一 6 一十

Cu 含量+Ni 含量
(A. 1. 1) 

3 钢中铜的各残余含量不应大于 0.30% ，且总量不应大于

0.60%。经需方同意，铜的残余含量可不大于 0.35% 。

4 钢的氮含量不应大于 0.012%。供方若能保证，可不做

分析。钢中若有足够数量的氮结合元素，含氮量的限制可适当

放宽。

5 钢筋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钢的化学成分允许偏

差 ìì GB/T 222 的规定。碳当量 C吨的允许偏差为+0.03% 。

A. 1. 2 钢筋的力学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交货状态的力学性能特征值应符合表A. 1.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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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2 交货状态的力学性能特征值

R eL (MPa) I Rm (MPa) I A (%) I Agt (%) 
牌号

不小于

HTRB600 
600 750 15 

7.5 
HTRB600E 9.0 

2 有较高要求的抗震结构，适用牌号为在本规程表A. 1. 2 

中已有牌号后加 "E" (HTRB600E) 的钢筋。该类钢筋除应满

足下列要求外，其他要求与相应牌号钢筋相同:

1)钢筋实测抗拉强度与实测屈服强度之比 R~/R~L不小

于1. 25; 

2) 钢筋实测屈服强度与本规程表A. 1. 2 规定的屈服强度

特征值之比 R~L/ReL不大于1. 30; 

3) 钢筋的最大力下总伸长率Agt不小于 9% 。

注: R\h为钢筋实测抗拉强度; R~L为钢筋实测屈服强度;A 为钢筋标准中热处理钢

筋的断后伸长率，即钢筋拉断后在拼接断口两旁 5 倍直径的长度范围内量测所得

的伸长率。

3 对于没有明显屈服强度的钢筋，其屈服强度特征值 ReL

应采用规定非比例伸长应力 Rμ 。
A. 1. 3 工艺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弯曲性能应符合表A. 1. 3 的规定。按表A. 1. 3 规定的弯

芯直径弯曲 180。后，钢筋受弯曲部位表面不得产生裂纹。

表 A. 1. 3 弯曲性能

牌号 公称直径 d (mm) 弯芯直径 (mm)

HTRB600 6~25 5d 

HTRB600E 28~50 6d 

2 反向弯曲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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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需方要求，钢筋可进行反向弯曲性能试验;

2) 反向弯曲试验的弯芯直径比弯曲试验相应增加 1 个钢

筋直径;

3) 反向弯曲试验为先正向弯曲 900 ，再反向弯曲 200。经

反向弯曲试验后，钢筋受弯曲部位表面不得产生裂纹。
A. 1. 4 钢筋机械连接的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行业相关标准的
规定。

A. 1. 5 钢筋的尺寸、外形、重量、允许偏差及表面质量应符合

《钢筋泪凝土用钢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 2 的规定。

A.2 检验项目

A.2.1 每批钢筋的检验项目、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A. 2. 1 的规定。

表 A.2.1 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化学成分
l GB/T 20066 

GB/T 223 
(熔炼分析) GB/T 4336 

拉伸 2 任选两根钢筋切取 GB/T 228、本规程第A. 3. 1 条

弯曲、
2 任选两根钢筋切取 YB/T 5126、本规程第A. 3. 1 条

反向弯曲

金相组织 2 不同根(盘)钢筋切取 GB/T 13298 、 GB/T 13299 

疲劳试验 供需双方协议

连接性能 本规程第A. 1. 4 条

尺寸 逐支 本规程第A. 1. 5 条

表面 逐支 目视

重量偏差 本规程第 A. 3. 3 条 本规程第A. 3. 3 条

注:疲劳性能、晶粒度、金相组织、连接性能仅在原料、生产工艺、设备有重大变化

及新产品生产时需进行型式试验。热处理带肋钢筋初次使用应提供金相组织与连
接性能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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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试验方法

A.3.1 拉伸、弯曲、反向弯曲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拉伸、弯曲、反向弯曲试验试样不允许进行车削加工。

2 计算钢筋强度用截面面积采用公称横截面面积。

3 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 Agt 的检验，按本规程表 A. 2. 1 的

规定采用《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ì GB/T 228 的相关试

验方法。

4 反向弯曲试验时，经正向弯曲后的试样，应在 100 0C温

度下保温不少于 30mi口，经自然冷却后再反向弯曲。当供方能保

证钢筋经人工时效后的反向弯曲性能时，正向弯曲后的试样亦可

在室温下直接进行反向弯曲。

A. 3. 2 尺寸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带肋钢筋内径的测量应精确到 O.lmm。

2 带肋钢筋纵肋、横肋高度的测量采用测量同一截面两侧

纵肋、横肋中心高度平均值的方法，即测取钢筋最大外径，减去

该处内径，所得数值的一半为该处肋高，应精确到 O.lmm。

3 带肋钢筋横肋间距采用测量平均肋距的方法进行测量，

即测取钢筋一面上第 1 个与第 11 个横肋的中心距离，该数值除

以 10 即为横肋间距，应精确到 O.lmm 。

A. 3. 3 重量偏差的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测量钢筋重量偏差时，试样应从不同根钢筋上随机截取，

试样数量不少于 5 支，每支试样长度不小于 500mm。长度应逐

支测量，应精确到 1mm。测量试样总重量时，应精确到不大于

总重量的 1% 。

2 钢筋实际重量与公称重量的偏差 c%)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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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实际总重量一(试样总长度×公称重量)
重量偏差- ""''''11 _""I'....".，_:~_~'" I .... '=J.I.":，.:;~-::.'~ __.. 1'....-=..=./ X 100 

试样总长度×公称重量

(A. 3. 3) 

A.3.4 检验结果的数值修约与判定应符合《冶金技术标准的数值

修约与检测数值的判定原则)) YB/T 081 的要求。

A.4 检验规则

A.4.1 钢筋的检验分为特征值检验和交货检验。

A.4.2 特征值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特征值检验适用于下列情况:

1)供方对产品质量控制的检验;

2) 需方提出要求，经供需双方协议一致的检验;

3) 第三方产品认证及仲裁检验。

2 特征值检验应按《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 GB 1499.2 的规定进行。

A.4.3 交货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交货检验适用于钢筋验收批的检验。

2 组批规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1)钢筋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

炉罐号、同一规格的钢筋组成;每批重量不大于 60t;

超过 60t 的部分，每增加 40t (或不足 40t 的余数) ，增

加一个拉伸试验试样和一个弯曲试验试样;

2) 允许由同一牌号、同一冶炼方法、同一浇注方法的不

同炉罐号组成混合批，但各炉罐号含碳量之差不大于

0.02% ，含锺量之差不大于 0.15%; 混合批的重量不

大于 60t 。

3 钢筋检验项目和取样数量应符合本规程表A. 2.1 和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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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第 1 项的规定。

4 各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应符合本规程第A. 1 节的有关

规定。

5 钢筋的复验与判定应符合《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

求)) GB/T 17505 的规定。

6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交货状态，其金相组织主要是铁

素体加珠光体，不得有影响使用性能的其他组织，钢筋上除纵向

肋以外，横向基圆上不得出现回火马氏体组织等。

A.5 订货内容

A.5.1 按本附录订货的合同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本附录编号。

2 产品名称。

3 钢筋牌号。

4 钢筋公称直径、长度(或盘径)及重量(或数量、

盘重)。

5 特殊要求。

A.6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A.6.1 带肋钢筋的表面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肋钢筋应在其表面轧上牌号标志，还可依次轧上经注

册的厂名(或商标)和公称直径毫米数字。

2 钢筋牌号以阿拉伯数字加英文字母表示. HTRB600 以

"H6" 表示，如图A. 6. 1 (a) 所示. HTRB600E 以 "H6E" 表

示，如图A. 6. 1 (b) 所示。厂名以汉语拼音字头表示。公称直

径毫米数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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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F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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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高强钢筋的推广应用不但可以减少钢筋消耗量，节省资

源和能源，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建筑安全储备能力。高强

钢筋与高强混凝土配合使用，还可以减轻结构自重，降低运输费

用，避免钢筋的密集配置，方便施工，保证工程质量。编制本规

程是为了落实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推广应用高强钢筋。

1. O. 2 本规程的应用范围为采用 600MPa 级热处理带肋高强钢

筋 HTRB600 的混凝土结构，规程内容包括设计、施工及验收等

方面的技术要求。

1. O. 3 在应用高强钢筋时，除应满足本规程的要求外，尚应符

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ìì GB 50009 、 <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ìì GB 50011、《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ìì GB 50204、《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

热轧带肋钢筋 ìì GB 1499. 2 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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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适用范围与一般钢筋相同，且可

与其他类型的钢筋搭配使用。推荐优先用于混凝土梁、板中的纵

向受拉钢筋。对仅做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

件中的受力钢筋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非预应力受力钢

筋，宜采用 600MPa 级热处理带肋钢筋。对于由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控制配筋的抗爆设计人防结构和抗倒塌设计结构，以及预应力

1昆凝土结构构件中的非预应力受力钢筋，推荐优先采用 600MPa

级热处理带肋钢筋，以达到节省钢材用量的目的。

3.0.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基本表达形式，与《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完全一致。

3. O. 3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将裂缝控制等级划分

为三级，等级是对裂缝控制严格程度而言的，设计人员需根据具

体情况选用不同的等级。关于构件裂缝控制等级的划分，国际上

一般都根据结构的功能要求、环境条件对钢筋的腐蚀影响、钢筋

种类对腐蚀的敏感性和荷载作用的时间等因素来考虑。 n昆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在裂缝控制等级的划分上也考虑了以

上因素。

在具体划分裂缝控制等级和确定有关限值时， U昆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 主要参考了下列资料:历次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修订的有关规定及历史背景、工程实践经验及调查统计国

内常用构件的设计状况及实际效果、耐久性专题研究对典型地区

实际工程的调查以及长期暴露试验与快速试验的结果、国外规范

的有关规定。

3.0.4 室内正常环境(一类环境)条件下钢筋混凝土构件最大

裂缝剖形观察结果表明，不论裂缝宽度大小、使用时间长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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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湿度高低，凡钢筋上不出现结露或水膜，则其裂缝处钢筋基本

上未发现明显的锈蚀现象;国外的一些工程调查结果也表明了同

样的观点。因此，对于采用普通钢筋配筋的棍凝土结构构件的裂

缝宽度限值，考虑了现行国内外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参考了耐久

性专题研究组对裂缝的调查结果，规定了裂缝宽度的限值。而对

钢筋混凝土屋架、托架、主要屋面承重结构等构件，根据以往的

工程经验，裂缝宽度限值宜从严控制;对吊车梁的裂缝宽度限

值，也适当从严控制，分别在表注中作出了具体规定。

对处于露天或室内潮温环境(二类环境)条件下的钢筋混凝

土构件，剖形观察结果表明，裂缝处钢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面锈

蚀，而当裂缝宽度小于或等于 0.2mm 时，裂缝处钢筋上只有轻

微的表面锈蚀。根据上述情况，并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规定最

大裂缝宽度限值采用 0.20mm 。

对使用除冰盐等的三类环境，锈蚀试验及工程实践表明，钢

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受力裂缝宽度对耐久性影响不是太大，故仍

允许存在受力裂缝。参考国内外有关规范，规定最大裂缝宽度限

值为 0.20mm 。

对采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及预应力螺纹钢筋的预应力?昆凝

土构件，考虑到钢丝直径较小等原因，一旦出现裂缝会影响结构

耐久性，故适当加严。本条规定在室内正常环境下控制裂缝宽度

采用 0.20mm，在露天环境(二 a类)下控制裂缝宽度 0.10mm。

需要指出的是，当混凝土保护层较大时，虽然受力裂缝宽度

计算值也较大，但较大的氓凝土保护层厚度对防止裂缝锈蚀是有

利的。因此，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的构件，当在外观的要求

上允许时，可根据实践经验，对本规程表 3.0.4 中规范的裂缝宽

度限值作适当放大。

主编单位在国家建筑钢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所做的检验报告

表明，该种热处理带肋钢筋耐腐蚀性能优于普通热轧钢筋，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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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耐久性角度考虑，可适当利用其优点。

对处于一类环境下的采用该种热处理带肋钢筋的框架梁、连

续梁支座截面，如果楼屋面有找平层、水磨石地面等可靠的防止

钢筋出现结露或水膜的覆盖层，在外观的要求上允许时，梁支座

截面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可采用括号内的数值。

3.0.5 钢筋1昆凝土板类受弯构件按混凝士受拉区面积计算的配

筋率 ρte 通常不会超过《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的

0.01 ，于是在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的 ρte 均可直接取用 0.01 进行

计算，按本规程式 (5. O. 4-1) ~式 (5. O. 4-4) 并在取 W[im -

Wmax 的条件下，可直接给出在荷载准永久组合下的纵向受拉钢筋

拉应力 σ川的计算公式:

σ川 EsW[m 十 59. 1f tk (1) 
1. 1α 口(1. 9c s 十 8d)

本规程表 3.0.5 就是按上式计算而给出。为了对钢筋拉应力

σ川的取整，在表中给出的数值会有+5%左右的误差。

钢筋拉应力 σ川可由下式作出近似估计:

σ叫 = fy/Kq =520/K q (2) 

γGGk 十 γQQk
-'~-~ .':.~~ (3) 

q Gk +队Qk

式中 Gk 一一永久作用的标准值 (N. mm); 

Qk 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N. mm); 

γG 一一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YQ 一一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如一一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分析表明，通常 Kq 值大致在 1. 3~ 1. 8 之间，故本规程表

3.0.5 仅给出 σ川在 300~400N/mm2 范围内相应的 C s 、 d 值，

当超越上述范围时，可按式 (1)具体计算。

3.0.6 构件变形挠度的限值应以不影响结构使用功能、外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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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构件的连接等要求为目的。

悬臂构件是工程实践中容易发生事故的构件， ((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 表 3.4.3 注 1 中规定设计时对其挠度的控

制要求;表注 4 中参照欧洲标准 EN 1992 的规定，提出了起拱、

反拱的限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起拱、反拱过大引起的不良影响。

当构件的挠度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表 3.4.3

的要求，但相对使用要求仍然过大时，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提

出比表括号中的限值更加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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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0.1 本规程采用的热处理带肋钢筋是指强度级别为 600MPa

的热处理带肋钢筋。钢筋的各项性能应符合规定，具体技术要求

见本规程附录 A。

4.0.2 根据《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要求钢

筋标准强度的保证率不应小于 95% 。

本条给出了 600MPa 级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特征值)、

抗拉强度标准值(特征值)、钢筋延性(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

特征值，以及弹性模量等设计参数。

4. O. 3 600MPa 级钢筋材料分项系数取为1. 15，强度设计值

取 520N/mm2 。计算受剪、受扭、受冲切承载力时 ， f yv 取为
360 N/mm2 ; 根据《高强箍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CECS 356: 

2013 的规定，用作围箍约束混凝土的间接钢筋时，其强度设计

值不受此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于 2015 年局部修订，规

定普通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y 可取与抗拉强度相同。对轴向受

压构件，当采用 500MPa 级钢筋时，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f'y

应取 400 N/mm2 o 

东南大学 2012 年完成的 11 根偏心受压柱承载力试验及钢筋

压缩试验表明， 600MPa 级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可取与抗拉强

度相同。在偏心受压状态下，混凝土所能达到的压应变可以保证

600MPa 级钢筋的抗压强度达到与抗拉强度相同的值，但在大偏

心受压、受弯承载力计算时，应注意混凝土受压区高度过小时受

压钢筋达不到屈服强度;对轴心受压构件，由于混凝土压应力达

到 fc 时混凝土压应变为 0.002，当采用 600MPa 级钢筋时，其钢

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取为 400N/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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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TRB600 热处理带肋钢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尚未进行系

统研究，应根据专门试验确定，本规程未作规定。

根据。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提出了结

构抗倒塌设计的强度设计值，对高强钢筋的强度可充分利用。

根据总参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研究所出具的报告， 600MPa 

级钢筋材料综合调整系数取1. 1 。

4.0.4 常用公称直径的钢筋为钢铁生产企业的推荐钢筋规格，

设计中宜优先选用。

4.0.5 适应高强度钢筋的要求，对混凝土强度等级作了适当

提高。

4.0.6 钢筋代换除应满足等强代换的原则外，尚应综合考虑不

同钢筋牌号的性能差异对裂缝宽度验算、最小配筋率、抗震构造

要求等的影响，并应满足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锚固长度、搭

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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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分析及极限状态计算

5.0.1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作受力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在

规定的荷载组合下的结构效应分析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完全相同。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作受力钢筋的混凝土受弯构件的设

计方法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因此设计可利用符

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软件，

但钢筋的计算参数需作调整。钢筋代换后应复核裂缝宽度、最小

配筋率等。注意尽量选用直径较细的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降低

裂缝宽度不满足要求的可能。

5.0.2 超静定混凝土结构在出现塑性钱的情况下，会发生内力

重分布。可利用这一特点进行构件截面之间的内力调幅，以达到

简化构造、节约配筋的目的。本条规定给出了可以采用塑性调幅

设计的构件或结构类型。

本条提出了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设计的条件。按考

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计算方法进行构件或结构的设计时，由于塑

性钦的出现，构件的变形和抗弯能力调小部位的裂缝宽度均较

大。故进一步明确允许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构件的使用环境，并

强调应进行构件变形和裂缝宽度验算，以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的要求。

采用基于弹性分析的塑性内力重分布方法进行弯矩调幅时，

弯矩调整的幅度及受压区的高度均应满足本条的规定，以保证构

件出现塑性饺的位置有足够的转动能力并限制裂缝宽度。

由于本规程所指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屈服强度较高，相应

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较小，因此，在设计时应注意其带来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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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4 构件最大裂缝宽度的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Wmax - τiτs W m 

式中 W m 平均裂缝宽度，按下式计算:

-σsk , 
Wm -αcψ 瓦 ιcr

(4) 

(5) 

根据对各类受力构件的平均裂缝间距的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当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 C s不大于

65mm 时，对配置带肋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平均裂缝间距 l cr 仍按

2002 年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计算公式:

1. ~ ,_ _~ d \ 
l cr 二卢(1. 9c + O. 08 :v ) (6) 

、 pte'

此处，对轴心受拉构件，取卢= 1. 1; 对其他受力构件，均取卢

=1. 0 。

当配置不同钢种、不同直径的钢筋时，式 (6) 中 d 应改为

等效直径 d呵，可按本规程式 (5. O. 4-3) 进行计算确定，其中考

虑了钢筋泪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配置不同的钢种、钢筋表面

形状以及预应力钢筋采用先张法或后张法(灌浆)等不同的施工

工艺，它们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性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将通过

等效直径予以反映。为此，对钢筋混凝土用钢筋，根据国内有关

试验资料;对预应力钢筋，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 第 2 部分:

混凝土桥梁 ìì ENV 1992-2: 1996 的规定，给出了本规程表

5. O. 4-2 的钢筋相对粘结特性系数。对有粘结的预应力筋 di 的取

值，可按照 d i =4Ap/u p求得，其中的本应取为预应力筋与混凝

土的实际接触周长;分析表明，按照上述方法求得的 di 值与按

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进行计算，两者较为接近。为简化起见，对

d i统一取用公称直径。对环氧树脂涂层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

是根据试验结果确定的。

根据试验研究结果，受弯钢筋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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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系数的基本公式可表述为:

￠俨=wω冲l
式 (7η) 可作为规范简化公式的基础，并扩展应用到其他构

件。式中系数 ω1 与钢筋和混凝土的握裹力有一定关系，对光圆

钢筋， ω1 则较接近1. 1。根据偏拉、偏压构件的试验资料，以及

为了与轴心受拉构件的计算公式相协调，将 ω1 统一为1. 1。同

时，为了简化计算，并便于与偏心受力构件的计算相协调，将上

式展开并作一定的简化，就可得到以钢筋应力 σs为主要参数的本

规程式 (5.0.4-2) 。

αc 为反映裂缝问:昆凝土伸长对裂缝宽度影响的系数。根据试

验资料综合分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对受弯、偏

心受压构件统一取 αc =0. 77 ，其他构件取 αc =0. 85 。

短期裂缝宽度的扩大系数 τ5 ，根据试验数据分析，对受弯

构件和偏心受压构件，取 τs = 1. 66; 对偏心受拉和轴心受拉构

件，取 τ5= 1. 9 0 扩大系数口的取值保证率约为 95% 。

根据试验结果，给出了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扩大系数 τl

=1. 5 。

试验表明，对偏心受压构件，当 eo/ho~O. 55 时，裂缝宽度

较小，均能符合要求，故规定不必验算。

在计算平均裂缝间距 l cr 和功时引进了按有效受拉混凝土面

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配筋率如，其有效受拉混凝土面积取 A'e 工

0.5bh+ (bf-b) 扣，由此可实现￠计算公式的简化，并能适用

于受弯、偏心受拉和偏心受压构件。经试验结果校准，尚能符合

各类受力情况。

鉴于对配筋率较小情况下的构件裂缝宽度等的试验资料较

少，采取当 ρ，e<O.Ol 时取 ρ'e=O.Ol 的办法，限制计算最大裂缝

宽度的使用范围，以减少对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值偏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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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时，虽然裂缝宽度计算值也较大，

但较大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对防止钢筋锈蚀是有利的。因此，对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的构件，当在外观的要求上允许时，可根

据实际经验，对《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表 3.4.5 中所

规定的裂缝宽度允许值作适当放大。

考虑到本条钢筋应力计算对钢筋棍凝土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分别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和标准组合，符号取民。对沿截

面上下或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构件裂缝宽度计算，研究尚不

充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未作明确规定。在荷载

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下，这类构件的受拉钢筋应力可能很

高，甚至可能超过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为此，当按本规程式

(5. o. 4-1)计算时，关于钢筋应力 σs 及 A te 的取用原则等应按更

合理的方法计算。

对1昆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的梁，国内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表层

钢筋网片有利于减少裂缝宽度。本条建议可对配置表层钢筋网片

梁的裂缝计算结果乘以折减系数，并根据试验研究结果提出折减
系数可取 0.7 0

东南大学 2011 年完成的 19 根梁的受弯性能试验表明，采用

热处理带胁高强钢筋的梁的平均裂缝宽度试验值与《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的计算方法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该

批试验未对短期裂缝宽度的扩大系数 τs、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

扩大系数 τl 进行研究，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取用)。

《高层建筑结构概念设计)) (高立人、方鄂华、钱家茹编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5) 一书收集了国内外多个工程实测资料，

显示测得的筷(或底)板钢筋应力一般都在 20~30N/mm2 ，个

别内力较大的工程也几乎没有超过 70N/mm2 。

对处于二 a类环境下的地下室底板，迎水面混凝土保护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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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对裂缝控制可略为放松，这里通过裂缝宽度计算作适当

折减。可从两个方面考虑裂缝宽度计算值的折减:考虑薄膜或拱

作用，在计算裂缝宽度时降低支座及跨中弯矩(可根据不同情况

取1. O~O. 8); 基础底板钢筋混凝土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引起

的裂缝宽度计算值可适当折减。综合考虑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建

议折减系数可取 O. 7 。

5. O. 5 裂缝宽度限制是影响高强钢筋使用的主要问题，本条提
出了几种符合实际受力状况的可以较为合理地计算裂缝宽度的建

议，设计人员可以结合具体情况采用。梁的有效翼缘宽度按《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确定。

5.0.6 配置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作受力钢筋的泪凝土受弯构件

的挠度验算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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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造规定

6. 1 钢筋的锚固

6. 1. 1 我国钢筋强度不断提高，结构形式的多样性也使锚固条

件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近年来系统试验研究及可靠度分析的结

果并参考国外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给出了以

简单计算确定受拉钢筋锚固长度的方法。其中基本锚固长度 1 ab 

取决于钢筋强度 fy 及混凝土抗拉强度元，并与锚固钢筋的直径

及外形有关。

热处理高强钢筋外形与普通热轧带肋钢筋相同，基本锚固长

度 lab 、锚固长度 la 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的规定。

6. 1. 2 采用钢筋锚固板可节约钢材，方便施工。

6.2 钢筋的连接

6.2.1 钢筋连接的形式有各自的使用范围，应符合相关标准的

要求。

经过大量的试验和验证，热处理高强钢筋可以满足《钢筋焊

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规定的焊接要求。当采用电弧焊接时，应

使用 E50 系列电焊条，焊接操作时焊条起弧和收弧点必须紧靠两

根连接钢筋的端部，在距离 10d 或 5d 处的另一根钢筋的起弧和

收弧点的焊接熔池不得破坏钢筋基圆，并控制焊接熔池稳定性。

钢筋连接接头百分率应符合。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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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6.3. 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对受拉钢筋最小配筋

百分率的规定属强制性条文，本规程遵照执行。

6.3.2 试验表明，直径 6mm 的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经模拟施工

现场的踩踏后不会屈服、恢复性良好，因此可以用于钢筋混凝土

板的板面、板底钢筋。《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控制标准)) DGJ32/J 

16 中对采用 HTRB600 钢筋的直径要求不应小于 6mm。采用

6mm 的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用于板面钢筋时，钢筋间隔件的间

距应满足《混凝土结构用钢筋间隔件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19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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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抗震设计

本章对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各类框架构件(包括

斜撑构件) ，要求纵向受力钢筋检验所得的抗拉强度实测值(即

实测强度最大值)与受拉屈服强度的比值(强屈比)不小于

1. 25 ，目的是使结构某部位出现较大塑性变形或塑性镜后，钢筋

在大变形条件下具有必要的强度潜力，保证构件的基本抗震承载

力;要求钢筋受拉屈服强度实测值与钢筋的受拉强度标准值的比

值(屈强比)不应大于1. 3，主要是为了保证"强柱弱梁"、"强

剪弱弯"设计要求的效果不致因钢筋屈服强度离散性过大而受到

干扰;钢筋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不应小于 9%，主要为了保证在

抗震大变形条件下，钢筋具有足够的塑性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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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及质量验收

8.1 施工措施

8. 1. 1 采用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棍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应按

《棍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相关规定执行。

8. 1. 2 钢筋代换不是简单的"强度等效"，高强钢筋的代换应符

合本规程第 4. O. 6 条的规定，并获得设计许可，且作设计变更0

8. 1. 3 为避免通过钢筋冷拉提高强度或增加长度以达到盈利目

的的错误做法，防止冷拉变脆，保证钢筋应有的延性，规定钢筋

调直应采用机械方法，不得采用冷拉调直方法。

8. 1. 4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和技术要

求应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相关规定。

8. 1. 5 接头连接会削弱钢筋传力和构件的结构性能。抗震柱、

梁端部加密区、弯起点附近等部位，不宜设置连接接头。

8. 1. 6 受力钢筋的机械连接、钢筋锚固板必须按要求施工，并

应加强对机械连接、钢筋锚固板施工的管理和质量控制。

8. 1. 7 焊接参数应经现场试验确定。焊接过程中，如果钢筋牌

号、直径发生变更，应再次进行焊接工艺试验。工艺试验使用的

材料、设备、辅料及作业条件均应与实施施工一致。

8.2 质量验收

8.2.1 采用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质

量验收应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市>> GB 50204 的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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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确认钢筋的牌号，防止供货时混料错批或混人其他品种

钢筋。

8.2.3 为保证工程质量，钢筋的力学性能应满足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同时应满足国家、地方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为积极、

稳妥地推进高强钢筋的使用，当该材料应用出现质量异议时，可

报该项目所在地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或上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总)站，按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进行现场封样检查，并进行金

相组织、连接性能等指标检测及其型式试验检查等。

8.2.4 按《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2 的规定，提出"抗震钢筋"延性的检验要求，具体反映

为本规程第 7.0.3 条中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

值、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和极限拉应变的

要求。

8.2.5 本条规定了成型钢筋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的检验要求。

8.2.6 对钢筋机械连接的检验要求，强调应在检验合格的条件

下方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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