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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4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3] 169 号）的要求，规程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

本规定； 4.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 5. 加劲钢板剪力墙； 6. 防屈曲

钢板剪力墙； 7. 钢板组合剪力墙； 8. 开缝钢板剪力墙； 9. 节点

设计与连接构造； 10. 防火与防腐； 11. 制作与安装； 12. 质量

验收。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哈

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 73

号哈工大 2619 信箱，邮政编码： 150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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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在钢板剪力墙的设计、制作安装及验收过程中做到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加劲钢板剪力墙、防

屈曲钢板剪力墙、钢板组合剪力墙、开缝钢板剪力墙的设计、制

作安装及验收。

1. o. 3 钢板剪力墙的设计、制作安装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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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1 钢板剪力墙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承受水平剪力为主的钢板墙体。

2. 1. 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 unstiffe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仅由内嵌铜板构成的钢板剪力墙。

2.1. 3 加劲钢板剪力墙 stiffe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在内嵌钢板上加设钢加劲肋以增加平面外刚度的钢板剪

力墙。

2.1. 4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 buckling-restrain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在内嵌钢板面外设置刚性约束构件以抑制平面外屈曲，使内

嵌钢板达到充分耗能的钢板剪力墙。

2.1.5 钢板组合剪力墙 composite steel plate and concrete 

shear walls 

由两侧外包钢板和中间内填混凝土组合而成并共同工作的钢

板剪力墙。

2.1. 6 开缝钢板剪力墙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with slits 

在内嵌钢板上开设具有一定间距缝隙的钢板剪力墙。

2.1. 7 四边连接 four-side connections 

钢板剪力墙四边与周边框架连接。

2.1. 8 两边连接 two-side connections 

钢板剪力墙上下两边仅与框架梁连接。

2.1. 9 鱼尾板 fish plates 

用于钢板墙与框架之间连接使用的连接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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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2.2.1 计算指标

E 钢材的弹性模量；

Ee 一－一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f一一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Jc 一二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sry 栓钉的抗拉屈服强度；

f v 一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fvy 一一钢材的抗剪屈服强度；

Ju ←→一钢板剪力墙所用钢材的极限抗拉强度最小值；

f y 钢材的屈服强度；

G一一钢材的剪变模量；

M→一剪力墙的弯矩设计值；

M州 钢板组合剪力墙在轴压力作用下的受弯承载力设

计值；

N一一剪力墙的轴压力设计值；

N， ←→单个高强度螺栓拉力设计值；

Nv 单个高强度螺栓剪力设计值；

P一一边缘柱轴力设计值；

Pi －一一边缘柱端组合的最不利轴力设计值；

q 拉力带拉力设计值沿边缘柱单位高度方向产生的竖向

分量；

飞一一单个栓钉或对拉螺栓的拉力设计值；

Tust 单个栓钉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v 钢板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yd 一一一开缝钢板剪力墙的弹性承载力设计值p

Yu ←→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v 板上倾覆力矩 M1 引起的螺栓竖向剪力，各螺栓分担

的剪力按线性分布；

3 



Eu！→一杆受拉达到极限抗拉强度时对应应变 p

£u2 杆受压达到极限抗压强度时对应应变；

Ey！→→杆受拉时的屈服应变；

£y2 二→←杆受压时的屈服应变；

ν÷→钢材的泊松比；

σul ←一杆受拉时的极限抗拉强度；

σu2 →－杆受压时的极限抗压强度；

σy 一→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杆屈服强度；

σyl 二二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杆受拉时屈服强度；

σy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杆受压时屈服强度；

[BP］－一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T→←→外荷载作用下钢板剪力墙产生的剪应力设计值；

Tcr ←一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crb 二一←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钢板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c出÷二未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r呻 钢板剪力墙小区格的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Tu →一钢板剪力墙极限抗剪强度设计值。

2.2.2 几何参数

A。一←单个高强度螺栓承担拉力带的截面面积；

A1 二←单向杆的截面面积；

A2 二→开缝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竖杆截面面积；

A3 －开缝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斜杆截面面积；

Ac →二剪力墙截面的1昆凝土面积；

Ace ←一受压混凝土面积；

A， ←一剪力墙截面的铜板总面积；

A,1c →二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面积；

A,1t 二一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面积；

A,, ←←栓钉钉杆截面面积；

Asw 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钢板面积；

Aswc ←一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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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wi 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面积；

b 开缝钢板剪力墙缝间小柱宽度；

b1 一－一加劲肋的宽度；

D一一单位宽度钢板剪力墙的弯曲刚度；

dee 一－受压混凝土的合力作用点到剪力墙截面形心的距离；

d,1c 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力

墙截面形心的距离；

dsft －→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力

墙截面形心的距离；

dswe 一一一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力

墙截面形心的距离；

dswt 二→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力

墙截面形心的距离；

EA 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截面轴压刚度；

EeAe 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混凝土部分的截面轴压刚度；

E,A挝 钢板组合剪力墙钢板部分的截面轴压刚度；

EI 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截面弯曲刚度；

EIS 一一一加劲肋弯曲刚度；

Eefe 钢板组合剪力墙混凝土部分的截面弯曲刚度；

E,Js 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钢板部分的截面弯曲刚度；

GA 一→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截面剪切刚度；

GeAe 钢板组合剪力墙混凝土部分的截面剪切刚度；

G,A， ←一钢板组合剪力墙钢板部分的截面剪切刚度；

H~一钢板剪力墙的高度；

He 柱高；

He 一→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h1 一一一钢板剪力墙区格高度；

h 边缘梁截面惯性矩；

Iba 

Ie →一边缘柱截面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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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min 一→一钢板剪力墙边缘柱截面最小惯性矩；

Jsx 一→水平方向加劲胁的截面惯’性矩；

lsy 竖直方向加劲肋的截面惯’性矩；

K一－钢板剪力墙的水平刚度；

Ko ←一钢板剪力墙初始剪切刚度；

L一→钢板剪力墙的宽度；

Lb－梁跨；

Le －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1一－等效支撑的长度；

li －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

limax 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 l1 与区格高度 h1 的较大值；

lmax →二钢板剪力墙长边长度；

lmin 一一钢板剪力墙短边长度；

le 二一单侧1昆凝土盖板厚度；

t1 一二加劲肋的厚度；

lsw 二一剪力墙墙体单片钢板的厚度；

lw 一－钢板剪力墙的厚度；

lwc 钢板剪力墙墙体的厚度；

Wew 二一缝间小柱的弹性截面弯曲模量；

Wpc 一－柱在剪力墙平面方向的塑性截面弯曲模量；

Wpw 二一缝间小柱的塑性截面弯曲模量；

A →←钢板剪力墙的相对高厚比；

An 一→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正则化高厚比；

μ 一一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正则化高厚比；

As →←加劲肋宽厚比；

Anh 一二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正则化高厚比。

2.2.3 计算系数及其他

Co 边缘柱刚度相关的折减系数；

C1 二一加劲肋折减系数；

Ki →一→柱上端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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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 →一柱下端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之比；

kr 二→一四边固接板的弹性抗剪屈曲系数；

是s 四边简支板的弹性抗剪屈曲系数；

ksb 二→一考虑肋板刚度比影响的弹性抗剪屈曲系数；

n 一一←轴压比；

n1 二一墙板上端或下端高强度螺栓个数；

nz 单向倾斜杆数量；

nb 二一区格间加劲肋段上的螺栓数目；

nh 一一墙板上侧或下侧与鱼尾板连接时设置的螺栓个数；

nv 二－墙板左侧或右侧与鱼尾板连接时设置的螺栓个数；

α1 、 α2 →一分别为十字加劲与交叉加劲情况下考虑屈曲后强度的

极限承载力系数；

αst －一连接件拉力系数；

卢一二杆拉压强度比；

εk ←一钢号修正系数；

γ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刚度折减系数；

ρ二→一考虑剪应力影响的钢板强度折减系数；

r; 肋板弯曲刚度比；

r;c －混凝土盖板的面外约束刚度比；

r;e 二一钢板剪力墙边缘柱的变轴力等效系数；

r;x 、 r;y 一二分别为水平、竖直方向加劲肋的刚度参数；

K二一剪切力分配系数；

伊s 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抗剪稳定系数；

如二一一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抗剪稳定系数；

¢－一加劲肋刚度比；

队 与螺栓数目相关的折减系数；

你t 二一考虑栓钉间距影响的调整系数；

<f;ym →二钢材超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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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 1 应根据使用条件、建筑功能以及技术经济性能要求确定

钢板剪力墙类型，可选用的类型包括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图

3. 1. la 、 b）、加劲钢板剪力墙（图 3. 1. le）、防屈曲钢板剪力墙

（图 3. 1. ld）、钢板组合剪力墙（图 3. 1. le）及开缝钢板剪力墙

（图 3. 1. lf）等。

8 

3 

4 

(a）螺栓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

4 

7 

(b）焊接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

(c）加劲钢板剪力墙 马JI (d）防屈曲钢板剪力墙

图 3. 1. 1 钢板剪力墙的类型示意（一）

l一鱼尾板； 2 边框梁； 3 边框柱； 4一内嵌钢板； 5 螺栓连接；

6一焊接连接； 7 加劲肋； 8一预制混凝土盖板； 9一垫片

3 

4 



IO 

(e）钢板组合剪力墙 (f) 开缝钢板剪力墙

图 3. 1. 1 钢板剪力墙的类型示意（二）

10一内填混凝土双侧外包钢板（内侧设置加劲肋和栓钉）；

11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 12－竖向切割缝

（激光或等离子切害。） ; 13一边缘加劲肋

3 

12 
13 

3.1. 2 铜板剪力墙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竖向宜连续布置，

承载力与刚度宜自下而上逐渐减小。同一楼层内同方向抗侧力构

件宜采用同类型钢板剪力墙。

3. 1. 3 钢板剪力墙宜按不承受竖向荷载设计计算，并应采用相

应的构造和施工措施来实现计算假定。当钢板剪力墙承受竖向荷

载时，应考虑竖向荷载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

3.1. 4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周边框架梁柱不应先于钢板剪力墙

破坏。

3. 1. 5 钢板剪力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板剪力墙的节点，不应先于钢板剪力墙和框架梁柱

破坏；

2 与钢板剪力墙相连周边框架梁柱腹板厚度不应小于钢板

剪力墙厚度；

3 钢板剪力墙上开设洞口时应按等效原则予以补强。

3. 1. 6 钢板剪力墙应根据主体结构类型与使用条件，采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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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腐与防火措施。钢板剪力墙防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的规定。

3.2 材料

3. 2.1 钢板剪力墙钢材牌号宜采用 Q235 钢和 Q345 钢，钢材质

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 GB/T 700 与《低合

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的规定。对考虑屈曲后强度的钢

板剪力墙宜采用 Q235GJ 钢和 Q345GJ 钢，钢材质量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9879 的规定。当有可靠依

据时，可选用低屈服强度钢。
3.2.2 钢板剪力墙钢材质量等级宜选用 B级及以上级别。焊接

结构不应选用 A级钢。当选用 Q235 钢材时，钢材材质应为镇静

钢。

3. 2.3 钢板剪力墙钢材性能应具有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抗

拉强度、冷弯试验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结构尚应具

有碳当量的合格保证。

3. 2. 4 钢材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抗拉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

大于 0.85 ；钢材应有明显的屈服台阶，且伸长率不应小于

20% 。

3.2.5 钢板剪力墙钢板厚度不小于 40mm 时，宜选用建筑结构

用 GJ 钢。

3.2.6 钢板剪力墙与框架梁柱相连接的鱼尾板的质量和性能要

求不应低于钢板剪力墙。

3.2.7 钢板剪力墙中所用焊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工焊接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细晶

粒钢焊条》 GB/T 5117 或《低合金钢焊条》 GB/T 5118 的规定，

焊条型号应与主体金属力学性能相适应；

2 自动焊或半自动焊用焊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熔化焊

用钢丝》 GB/T 14957、《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

丝》 GB/T 8110，以及《碳钢药芯焊丝》 GB/T 10045、《低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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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药芯焊丝》 GB/T 17493 的规定；

3 埋弧焊用焊丝和焊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埋弧焊用碳

素钢焊丝和焊剂》 GB/T 5293、《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GB/T 12470 的规定。

3.2.8 钢板剪力墙紧固件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板剪力墙连接用 4. 6 级与 4.8 级普通螺栓 cc 级螺栓）

及 5. 6 级与 8.8 级普通螺栓 CA 级或 B级螺栓）的质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098. 1 和《紧固件公差 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GB/T

3103. 1 的规定。 C级螺栓与 A 级、 B 级螺栓的规格和尺寸应分

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 C 级》 GB/T 5780 与《六角

头螺栓》 GB/T 5782 的规定。

2 圆柱头焊（栓）钉连接件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 GB/T 10433 的规定。

3 大六角高强度螺栓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GB/T 1228、《钢结构用高强度大

六角螺母》 GB/T 1229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GB/T 1230 、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1231 的规定。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GB/T 3632 的

规定。

3.2.9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o

3.2.10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钢筋宜采用 HRB400 、 HRBF400 、

HRB500 、 HRBF500 、 HPB300 、 HRB335 、 HRBF335 、 RRB400

钢筋。

3.3 设计指标

3. 3.1 钢板剪力墙中所用钢材的设计用强度指标，应根据钢材

牌号、厚度按表 3. 3. 1 选用。

11 



表 3.3.1 钢材的设计用强度指标 CN/mnl)

钢材厚度
强度设计值 钢材强度

钢材
或直径

抗拉、抗 端面承压 屈服 抗拉强度

牌号 压、抗弯
抗剪

（刨平顶紧） 强度 最小值
(mm) fv 

f f回 fy fu 
主二16 215 125 235 

碳素结
Q235 >16,<40 205 

构钢
120 320 225 370 

>40,<100 200 115 215 

主二16 300 175 345 

>16,<40 295 170 335 

Q345 >40,<63 290 165 400 325 470 

低合金 >63,<80 280 160 315 

高强度 >SO,<100 270 155 305 

结构钢 王三16 345 200 390 

>16,<40 330 190 370 
Q390 415 490 

>40,<63 310 180 350 

>63,<100 295 170 330 

注： 1. 直径指实芯棒材，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或钢管壁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

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2. 冷弯型材和冷弯钢管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

术规范》 GB 50018 执行。

3.3.2 建筑结构用钢板的设计用强度指标，可根据钢材牌号和

厚度按表 3. 3.2 采用。

表 3.3.2 建筑结构用铜板的设计用强度指标 CN/mm2)

钢材厚度
强度设计值 钢材强度

建筑结构
或直径

抗拉、抗压、 端面承压 屈服 抗拉强度

用钢板 抗弯
抗剪

（刨平顶紧） 强度 最小值(mm) fv 
f fee fy fu 

>16,<35 310 180 345 

Q345GJ >35,<50 290 170 415 335 490 

>50,<100 285 16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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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钢板剪力墙用焊缝的强度设计指标应按表 3.3.3 采

用。

表 3.3.3 焊缝强度设计指标 CN/mrn2)

角焊缝强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强度设计值

度设计值 角焊缝

对接焊 抗拉、
焊接方 焊缝质量为

缝抗拉 抗压和
法和焊 下列等级时， 抗拉、抗

强度 抗剪厚度 抗压 抗拉 jγ 抗剪
压和抗剪条型号 牌号 fl 强度(mm) ft ft 

一级、
.ff ff, 

三级
二级

＝二16 215 215 185 125 

自动焊、

半自动 >16, 
205 175 120 205 

焊和 E43 Q235 ＝二40 160 415 240 

型焊条

手工焊 >40, 
200 200 170 115 

主二100

王三16 305 305 260 175 

>16, 
295 295 250 170 

运二40

自动焊、 Q345 
480 280 

半自动
>40, 

290 245 165 
(E50 ]

290 
CE50l 

焊和 E50、 ＝三63 200 

E55 型焊
540 315 

CE55) CE55) 
条手工焊 >63, 

280 240 160 280 
主ζ80

>SO, 
270 270 230 155 

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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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3. 3 

角焊缝强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强度设计值

度设计值 角焊缝

对接焊 抗拉、
焊接方 焊缝质量为

缝抗拉 抗压和
法和焊 下列等级时， 抗拉、抗 强度 抗剪厚度 抗压

抗拉 ft'
抗剪

压和抗剪条型号 牌号
ft 强度(mm) ft' f可

fγ 
一级、 ft 

三级
二级

< 16 345 345 295 200 

>16, 
330 330 280 190 

自动焊、 Q390 4二40
480 280 

半自动
200 CE50) CE50) CE50) 

焊和 E50 、 >40, 220 CE55) 540 315 310 310 265 180 E55 型焊
王三63 CE55) CE55) 

条手工焊

>63, 
295 295 250 170 

< 100

注： 1. 子工焊用焊条、自动焊和半自动焊所采用的焊丝和焊剂，应保证熔敷金属

的力学性能不低于母材的性能。

2. 焊缝质量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

焊缝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规定。厚度小于 6.0mm钢材的对接焊缝，不应采用超声波探伤确

定焊缝质量等级。

3. 对接焊缝在受压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介，在受拉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ft' 0 

4. 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截面中较厚

板件的厚度。

3.3.4 钢板剪力墙用螺栓连接的强度指标应按表 3. 3.4 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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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螺栓连接的强度指标 CN/mm2)

强度设计值
高强度螺栓

螺栓的性能
普通螺栓 承压型连接用 钢材的抗

等级、螺栓
C级螺栓 A级、 B级螺栓 高强度螺栓 拉强度

和构件钢

材的牌号 抗拉 抗剪 承压 抗拉 抗剪 承压 抗拉 抗剪 承压
最小值

ft f飞 ft ft f飞 ft ft f飞 ft Pu 

4.6 级、
170 140 

普通 4.8 级

螺栓 5.6 级 210 190 

8. 8 级 400 320 

承压型 8.8 级 400 250 830 
连接高

强度螺栓 10.9 级 500 310 1040 

Q235 305 405 470 
构件钢材

Q345 385 510 590 
牌号

Q390 400 530 615 

注： 1. A 级螺栓用于 d《24mm 和 L《lOd 或 L《150mm （按较小值）的螺栓； B

级螺栓用于 d>24mm 和 L>lOd 或 L>l50mm （按较小值）的螺栓； d 为

公称直径， L 为螺栓公称长度。

2. A、 B级螺栓孔的精度和孔壁表面粗糙度， C级螺栓孔的允许偏差和孔壁表

面粗糙度，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规定。

3.3.5 钢板剪力墙钢材的弹性模量和剪变模量应按表 3. 3. 5 

采用。

表 3.3.5 钢材弹性模量和剪变模量（×l05N/mm2)

| 弹性模量 E | 剪变模量G | 

3.3.6 混凝土和钢筋设计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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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变形限值

3. 4.1 在风荷载和多遇地震作用下，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加劲

钢板剪力墙、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和开缝钢板剪力墙弹性层间位移

角不宜大于 1/250；钢板组合剪力墙弹性层间位移角不宜大于

3. 4. 2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加劲钢板剪力

墙、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和开缝钢板剪力墙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不宜

大于 1/50；钢板组合剪力墙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不宜大于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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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

4. 1 一般规定

4. 1.1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可利用钢板屈曲后强度承担剪力。

4.1. 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宜在主体结构封顶后与周边框架进行

连接。

4.1. 3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与周边框架可采用四边连接或两边

连接。

4.1. 4 承受竖向荷载的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应考虑竖向荷载对

承载力的影响。

4.1. 5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简化分析模型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当有可靠依据时，也可采用其他分析模型。

4.1. 6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相对高厚比宜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Aζ600 

；＼＝互二
lw£k 

式中： A 钢板剪力墙的相对高厚比；

He 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tw 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k 钢号修正系数，取d写刀＇； ; 
fy －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2 ）。

4.2 四边连接钢板剪力墙

(4. 1. 6-1) 

(4. 1. 6-2) 

4. 2.1 四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

式规定：

Vζ Vu 

Vu = 0. 42JtwLe 

(4. 2. 1 1) 

(4.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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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二一钢板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N);

Vu →←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

f一一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CN/mm2);

L 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4.2.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边缘柱的截面惯性矩应符合下列公式

规定：

Ic 二三 (1-IC) • Icrrun 

I _ o. 00平t,.H~
一…cm in T 

Lb 

r i.o o，国《 o. 8) 

(4. 2. 2-1) 

(4. 2. 2-2) 

IC ＝~ 1- 0. 88 （λnO 一 0.8) (0.8 ＜～ ζ1. 2) 

l 0. 94/.l.~o （儿。＞ 1. 2) 

(4. 2. 2-3) 

Ano 1 (He) 1 
A 一一（→

山 37 ffr 飞 lw J εk 
(4. 2. 2-4) 

是r = 8. 98 + 5. 6(lmin/lmax)2 (4. 2. 2-5) 

式中： IC 边缘柱截面愤性矩（m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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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min 一二钢板剪力墙边缘柱截面最小惯性矩（mm4);

He →←柱高，按与钢板剪力墙相连上下框架梁的轴线距离

计算（mm);

Lb 二一梁跨，按与钢板剪力墙相连框架柱的轴线距离计算

(mm); 

lw －一一铜板剪力墙的厚度（mm);

k二一－剪切力分配系数；

Ano 一一一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正则化高厚比；

ι 一四边固接板的弹性抗剪屈曲系数；

lmin 一一－钢板剪力墙短边长度（mm);

lrrmx －一钢板剪力墙长边长度（mm);

也→二钢号修正系数，取5克刀；；

凡，←→－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2 ）。



4. 2. 3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边缘梁的截面惯性矩应符合下列公式

规定：

Ib 二三 Jbmin

I 0. 003ltwLt 
bmin He 

式中： Ib 一一边缘梁截面惯性矩（mm4);

( 4. 2. 3 1) 

(4. 2. 3-2) 

Jbmin 一→一钢板剪力墙边缘梁截面最小惯性矩（mm4 ）。

4.2.4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边缘柱的轴力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P=P1+r;eqHe (4.2.4) 

式中： P→一边缘柱轴力设计值 CN);

P1 一一边缘柱端组合的最不利轴力设计值 CN);

q一一拉力带拉力设计值沿边缘柱单位高度方向产生的竖

向分量 CN/mm);

Y/e 钢板剪力墙边缘柱的变轴力等效系数，按本规程附

录 B采用。

4.3 两边连接钢板剪力墙

4.3.1 两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

式规定：

当 0. 5< L0/He< 2. 0 时，

V < Vu (4. 3. 1-1) 

Vu ＝ τuLetw (4. 3. 1-2) 

τu = [O. 2lnCLe/He) 0. 05lnCU 十 O. 68] • fv 
(4. 3. 1-3) 

）.＝ 旦二 (4.3.14) 
twεk 

式中： Tu －一钢板剪力墙极限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f v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A →一钢板剪力墙的相对高厚比；

Ek 钢号修正系数，取!ill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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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两边连接钢板剪力墙宜在钢板两自由边设置加劲肋，加

劲肋厚度不宜小于剪力墙钢板厚度，加劲肋设计宜符合下列公式

规定：

ψ 二三 1

cf;= Clν2 )t1M 

t~Le 

仙，一川
一」7」一 ζl3ck

乙tc 、

式中：¢一－加劲肋刚度比；

ν←一钢材的泊松比；

b1~一加劲肋的宽度（mm);

t1 一一加劲肋的厚度（mm);

“一一钢号修正系数，取/235万：。

4.4 构造要求

(4. 3. 2-1) 

(4. 3. 2-2) 

(4. 3. 2 3) 

4.4.1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与框架梁、框架柱可采用鱼尾板过渡

连接方式（图 4. 4.1) 。鱼尾板与边缘构件宜采用焊接连接，鱼

尾板厚度应大于钢板厚度。

4.4.2 钢板与鱼尾板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单个高强度螺栓

承受的剪力设计值和拉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v 二 fuAo 

N, = 0. lft生。

墙板与框架梁相连鱼尾板连接时，

Ao = Letw/ (JZnh) 

墙板与框架柱相连鱼尾板连接时，

(4.4.21) 

(4.4.2-2) 

(4. 4. 2 3) 

Ao = Hetw/C/Znv) (4. 4. 2 4) 

式中： Nv 一一单个高强度螺栓剪力设计值 CN);

f u 钢板剪力墙所用钢材的极限抗拉强度最小值 CN/

mm2); 

N, 单个高强度螺栓拉力设计值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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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一一单个高强度螺栓承担拉力带的截面面积（mm2);

nh 二一墙板上侧或下侧与鱼尾板连接时设置的螺栓个数；

几 墙板左侧或右侧与鱼尾板连接时设置的螺栓个数。

3 

3 

(a）第→种构造措施

2 

。）第二种构造措施

图 4. 4.1 角部不同的构造措施

l一鱼尾板； 2一钢板， 3一框架柱；

4 框架梁； 5 详图； 6 详图

详图5

详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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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劲钢板剪力墙

5.1 一般规定

5.1. 1 加劲钢板剪力墙承载力计算时，可采用钢板剪力墙屈曲为

承载力极限状态或考虑屈由后强度。利用钢板剪力墙屈曲后强度

时，边缘柱的截面惯性矩应符合本规程公式（4. 2. 2 1) 的规定。

5.1. 2 加劲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可采用焊接或高强度螺栓连

接，剪力墙与边缘构件间宜采用鱼尾板过疲。

5. 1. 3 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加劲肋与内嵌钢板可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0

5.1. 4 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加劲肋可采用水平布置（图 5. 1. 4a ）、

竖向布置（图 5. 1. 4b）、水平与竖向混合布置（图 5. 1. 4c）以及

斜向交叉布置（图 5. 1. 4d）。

22 

＼一 l

＼一－ 3 2一－

'-4 

(a）加劲肋水平布置

"---3 4 

(b）加劲肋竖向布置

图 5. 1. 4 加劲肋的布置形式示意（一）

1 框架梁； 2 框架柱； 3 钢板； 4一加劲肋



L一－ I

＼」－ 4

＼一－ 3 2-

(c）加劲肋水平与竖向混合布置

(d）加劲肋斜向交叉布置

图 5. 1. 4 加劲肋的布置形式示意（二）

1－框架梁； 2一框架柱； 3 钢板； 4一加劲肋

直，

5.1. 5 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加劲肋宜采用单板、开口或闭口截面

形式的热轧型钢或冷弯薄壁型钢等加劲构件（图 5. 1. 5 1 、图

5. 1. 5-2），可单侧布置或双侧布置。

2 2 

(a）单板加劲肋 (b）热轧型铜加劲肋（角钢）

图 5. 1. 5 1 焊接加劲肋示意（→）

I→钢板； 2 加劲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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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热轧型钢加劲肋（T形截面） (d）焊接钢板闭口加劲肋

图 5. 1. 5-1 焊接加劲肋示意（二）

l一钢板； 2 加劲肋

2 

3 

2 

3 

(a）热轧型钢加劲肋 (b）冷弯薄壁型钢加劲肋

(c）冷弯薄壁型钢闭口加劲肋

图 5. 1. 5• 2 栓接加劲肋示意

1一钢板； 2 加劲肋； 3 高强螺栓

5.1. 6 当水平加劲肋与竖向加劲肋混合布置时，竖向加劲肋宜

通长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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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

5. 2.1 焊接加劲肋的最小弯曲刚度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1/x 二三 33 (5.2.11) 

EJsx 
1/x 二一→

Dh1 
(5. 2. 1~ 2) 

1jy 二三 50 (5.2.1-3) 

、 ＝ E一一I v 

Dl1 
(5.2.1-4) 

D= Et~v (5.2.15) 
12 Cl il) 

式中：予、 1jy 一－分别为水平、竖直方向加劲肋的刚度参数；
E 钢材的弹性模量 CN/mm2);

fsx 、 Isy 一二分别为水平、竖直方向加劲肋的截面惯性矩

(mm4 ），可考虑加劲肋与钢板剪力墙有效宽度

组合截面，单侧加劲时钢板剪力墙的有效宽度

可取 15 倍的钢板厚度；

D一一单位宽度钢板剪力墙的弯曲刚度 CN •mm); 

ν 一一钢材的泊松比；

h1 、 l1 一→分别为钢板剪力墙区格高度和宽度（mm）。

5.2.2 采用单板作为加劲肋时，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弹性剪切屈

曲临界应力 Tcr 可按本规程附录 C计算。采用其他形式加劲肋时，

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弹性剪切屈由临界应力可采用数值计算确定。

5.2.3 采用以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屈曲状态为承载力极限状态时，

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τ《伊sfv

<ps 三三 1. 0 

伊s ＝元7言＋ （，~n)6 

λn = J1I: 

(5. 2. 3-1) 

(5. 2. 3一2)

(5.2.33) 

(5.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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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 外荷载作用下钢板剪力墙产生的剪应力设计值 CN/

mm2); 

f v 一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fvy 钢材的抗剪屈服强度 CN/mm2);

伊s 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抗剪稳定系数；

An 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正则化高厚比；

r口 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CN/

mm2 ）。

5.2.4 考虑加劲钢板剪力墙屈曲后强度设计且加劲肋为钢板条

时，加劲肋宽厚比应符合下式规定：

6ζλs 《 12 (5. 2. 4) 

式中： As 加劲肋宽厚比，为加劲肋板件外伸宽度与厚度

之比。

5.2.5 考虑加劲钢板剪力墙屈曲后强度设计且加劲肋为钢板条

时，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十字加劲的钢板剪力墙，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τζCo ·αifv (5. 2. 5-1) 

r i o. 02 c灿一 0. 7) (A副主三 2. 1) 
~ - (5. 2. 5-2) 

α1 -1 1. 21/;t~；／9 (~> 2.1) 

2 对于交叉加劲钢板剪力墙，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r 三三 Co • C1 •adv (5. 2. 5-3) 

的＝ 1. 68 十 0. 0085 ( r; 30 )- 1. 15e一切 (5.2.54) 

C1 = 1. 21 一 0. 07(;\5 - 6) (5. 2. 5 5) 

EI 
r; ＝瓦主 (5.2.56) 

式中： τ一－外荷载作用下钢板剪力墙产生的剪应力设计值 CN/

mm2); 

f v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Co 边缘柱刚度相关的折减系数，取 0. 87; 

C1 加劲肋折减系数，当加劲肋为平钢板时，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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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5 5）计算，当加劲肋为其他形式时取为 1. O; 

α1 、的一－分别为十字加劲与交叉加劲情况下考虑屈曲后强度

的极限承载力系数；

λ曲一二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正则化高厚比，按本规程公式

(4.2.2-4）计算；

？一二肋板弯曲刚度比；

EI，－加劲肋弯曲刚度 CN • mm2); 

l 1rnax 一一一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 l1 与区格高度仇的较大值

(mm）。

S.3 栓接加劲铜板剪力墙

5.3.1 螺栓连接的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 πzD 

τcrb = Rsb •一一一τ－－
u … l1h1tw 

(5. 3. 1-1) 

sb ＝也. Is. 34 _!l__ + 4. a 一_!J__ 向21
't'" L 1. 25 + r; 1. 25 十 η 飞 l1 I 」

(5. 3. 1-2) 

冉＝ 0. 8 + 0. 09ln(nb) (5. 3. 1 3) 

式中：是sb －一考虑肋板刚度比影响的弹性抗剪屈曲系数；

D 单位宽度钢板剪力墙的弯曲刚度 CN •mm），按公

式（5. 2. 1-5 ）计算；

l1 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mm);

h1 一一钢板剪力墙区格高度（mm);

tw 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q一一肋板弯曲刚度比，按公式（5. 2. 5-6）计算；

冉一一－与螺栓数目相关的折减系数；

nb 一二区格间加劲肋段上的螺栓数目。

s. 3. 2 螺栓连接的加劲钢板剪力墙且以加劲钢板剪力墙屈曲作

为承载力极限状态时，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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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三三 ψsbfv

伊sb 《 1. 0 

伊始＝元万言十 C\nb) 6 

An「 J三

(5. 3. 2-1) 

(5. 3. 2-2) 

(5. 3. 2-3) 

(5.3.24) 

式中： T 外荷载作用下钢板剪力墙产生的剪应力设计值 CN/

mm2); 

fvy 二一钢材的抗剪屈服强度 CN/mm2);

f v 一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N/mm2);

归一一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抗剪稳定系数；

Anb －一一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正则化高厚比；

τcrb 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钢板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CN/mm勺。

5.4 构造要求

5. 4.1 焊接或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纵横加劲肋划分的铜板区格

宽高比宜等于 1，区格宽厚比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对于开口加劲肋：

l咱 -1- 九
气了 ζmεk

对于闭口加劲肋：

l1 十 h1 --- ＂「〈
丁7 飞 L.;JVεk

式中： l1 一一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mm);

h1 钢板剪力墙区格高度（mm);

tw →一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εk －一钢号修正系数，取d瓦刀~；

fy －一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勺。

(5.4.11) 

(5. 4. 1-2) 

5.4.2 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型钢加劲肋与内嵌钢板可采用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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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螺栓连接，螺栓连接强度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

计规范》 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5.4.3 热轧型钢或冷弯薄壁型钢用作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加

劲肋时，双列螺栓连接时可考虑加劲肋扭转刚度对约束内嵌钢板

屈曲的贡献。

5.4.4 加劲肋与边缘构件不宜直接连接。加劲肋与边缘构件直

接焊接或采用其他方式直接连接时，宜考虑边缘构件对加劲肋的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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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

6.1 一般规定

6.1.1 防止钢板屈曲的构件可采用混凝土盖板，也可采用

型钢。

6.1. 2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设计中，不应考虑混凝土盖板或型钢

与钢板剪力墙的粘结作用，且不应考虑其对钢板抗侧刚度和承载

力的贡献。

6.1. 3 防止钢板屈曲的构件应能向钢板提供持续的面外约束。

6.1. 4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与周边框架可采用四边连接或两边

连接。

6.1. 5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的简化分析模型宜按本规程附录 D 的

规定采用；当有可靠依据时，可采用其他分析模型。

6.1. 6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的高厚比宜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100 《 Aζ600

，＼＝旦旦
twck 

式中： A 二一钢板剪力墙的相对高厚比；

He 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tw 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Ek 钢号修正系数，取1235刀＇； ; 
f y 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2 ）。

6.2 承载力计算

(6. 1. 6-1) 

(6. 1. 6-2) 

6. 2.1 四边连接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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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V0 (6. 2. 1-1) 

Vu = O. 53fLetw ( 6. 2. 1-2) 

式中： V一二钢板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CN);

Vu 一－－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N);

Le 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f一二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CN/mm2 ）。

6. 2. 2 两边连接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

规定：

V 三三 Vu

Vu ＝ τuLetw 

当 0. 5《 Le/He ζ1. O, 

( 6. 2. 2-1) 

(6.2.22) 

ru = [ O. 4叫主）＋ o. 叶 fv"Ek (6.2.23) 

当 1. O< Le/He 三三2.0,

τu = [ 0. 7仙（是）－ o. 叫是）＋ 1.咛 fv 0 Ek 

(6. 2. 2-4) 

式中： fv 二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εk 钢号修正系数，取1235刀7。

6. 3 构造要求

6.3.1 1昆凝土盖板与周边框架之间应预留间隙，每侧间隙 α 不

应小于预留间隙下限值 A。预留间隙下限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 = He[BP] (6. 3. 1) 

式中：［epJ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可取 1/50 。

6.3.2 内嵌钢板与两侧混凝土盖板可采用螺栓连接。内嵌钢板

的螺栓孔直径宜比连接螺栓直径大 2.0mm～2.5mm，混凝土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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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螺栓孔直径不应小于内嵌钢板的螺栓孔直径。相邻螺栓中心距

离与内嵌钢板厚度的比值不宜大于 100 。

6. 3. 3 约束钢板平面外屈曲的混凝土盖板按两面设置时，单侧

混凝土盖板的约束刚度比平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nu nu 
9
μ
 

>
、

A

A-m 十

E
U
F

气υ

-i4 144AU f
||
l

<
i
--

L
＼
乒

柯γ

Aζ zoo 

(6. 3. 3 1) 

1. 48ksEct~ 
T/c = JtwH~ (6. 3. 3-Z) 

当 He/Le 二三 1. 0' 

走s = 4. 0 十 5. 34CHe/Le)2 (6. 3. 3-3) 

当 He/Le< 1. O, 

是s = 5. 34 + 4. OCHe/Le)2 (6. 3. 3-4) 

式中： T/c 一一混凝土盖板的面外约束刚度比；

Ee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 执行 CN/mm2);

tc 单侧混凝土盖板厚度（mm);

是s 一一四边简支板的弹性抗剪屈曲系数。

6.3.4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中单侧？昆凝土盖板厚度不宜小于

lOOmm，且应双层双向配筋，每个方向的单侧配筋率均不应小

于 0. Z% ，且钢筋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ZOOmmo

6.3.5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应在混凝土盖板的双层双向钢筋网之

间设置连系钢筋，并应在板边缘处做加强处理。

6.3.6 混凝土盖板可分块设置，设计计算应考虑、由此产生的不

利影响。

6.3.7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宜采用鱼尾板过渡，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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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与边缘构件宜采用焊接连接；鱼尾板与钢板剪力墙可采用焊接

或高强度螺栓连接，混凝土盖板与钢板剪力墙可采用对拉螺栓连

接（图 6.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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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2 

F哥.－－.－亨－.－矿丐－亨亨可可－.：
φφφφφφφ ＠ φφφ6 

r …. < .• A <. 
- .钱，

二圈 7 •.• l!J ~. %串 2 e囹斗；

卢： .／·~ 飞二二圈·二？气
「川... 3 

6743 

2 

(a）螺栓连接方式

2 ，囹e A 囹 e …’囹布图‘嗖

电甲 . ·' •• .. 甲·＼：囱. ~ ' ·电二二
A d 3 

图 6.3. 7 防屈曲铜板剪力墙与周边框架的连接方式示意

1 钢梁； 2 预制混凝土盖板； 3 对拉螺栓； 4－内嵌钢板；

5←高强度螺栓； 6 鱼尾板； 7 焊缝

(b）焊接连接方式

6.3.8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安装完毕后，混凝土盖板与框架之间

的间隙宜采用隔声的弹性材料填充，并宜用轻型金属架及耐火板

材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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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板组合剪力墙

7.1 一般规定

7.1.1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墙体外包钢板和内填泪凝土之间的连

接构造（图 7. 1. 1) 可采用栓钉、 T 形加劲肋、缀板或对拉螺

栓，也可混合采用这四种连接方式。

(a）栓钉连接 (b) T形加劲肋连接

(c）缀板连接 (d）对拉螺栓连接

(e）混合连接

图 7. 1. 1 铜板组合剪力墙构造示意

l一外包钢板； 2 混凝土； 3一栓钉； 4-T形加劲肋；

5 缀板； 6 对拉螺栓

7.1. 2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墙体厚度与墙体钢板厚度的比值宜符

合下式规定：

25 < fwc/ fsw ζ100 (7. 1. 2) 

式中： fwc 一一钢板剪力墙墙体的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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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w 一一一剪力墙墙体单片钢板的厚度（mm）。

7.1. 3 墙体钢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lOmm。

7.1. 4 当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墙体连接构造采用栓钉或对拉螺栓

时，栓钉或对拉螺栓的间距与外包钢板厚度的比值应符合下式

规定：

5且／tsw 运 40ck

式中： Sst 一→墙体栓钉或对拉螺栓间距（mm);

εk 钢号修正系数，取d瓦刀~；

f y 一一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勺。

(7. 1. 4) 

7.1. 5 当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墙体连接构造采用 T 形加劲肋时，

加劲肋的间距与外包钢板厚度的比值应符合下式规定：

srJtsw < 60ck (7. 1. 5) 

式中： Sri 钢板组合剪力墙加劲肋的问距（mm);

εk 钢号修正系数，取/ill刀7 。
7.1. 6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墙体两端和洞口两侧应设置暗柱、端

柱或翼墙，暗柱、端柱宜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构件。

7.1. 7 结构内力和变形分析时，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刚度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EI = EJs + Ecic (7. 1. 7-1) 

EA= EsAs 十 EcAc (7. 1. 7 2) 

GA =GsA 十GcAc (7. 1. 7-3) 

式中： EI 一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截面弯曲刚度 CN • mm2); 

Z生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截面轴压刚度 CN);

GA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截面剪切刚度 CN);

EJs 钢板组合剪力墙钢板部分的截面弯曲刚度 CN • 

mm2); 

EsAs 钢板组合剪力墙钢板部分的截面轴压刚度 CN);

GsAs 一→钢板组合剪力墙钢板部分的截面剪切刚度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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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Jc 钢板组合剪力墙混凝土部分的截面弯曲刚度 CN • 
mm2); 

EcAc 一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混凝土部分的截面轴压刚度 CN);

GcAc 一→一钢板组合剪力墙混凝土部分的截面剪切刚度（N）。

7.2 承载力计算

7.2.1 考虑地震作用的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弯矩设计值、剪力设

计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

规定。

7.2.2 压弯作用下钢板组合剪力墙受弯承载力可采用全截面塑

性设计方法计算（图 7. 2. 2），且应考虑剪力对钢板轴向强度的

降低作用。钢板组合剪力墙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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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压弯荷载作用下的截面应力分布

1 塑性中和轴的高度可按下式确定：

N = fcAcc 十 fyA,fc 十ρifYA附－ J yAsft - pf yAswt 

(7. 2. 2-1) 



2 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u.N = JcAccdcc + J yAsfcdsfc +pf yA阳℃dswc

十 JyAsftdsft 十 pJyAswtdswt (7. 2. 2 2) 

(l CV/V" < 0. 5) 
~ ( 7. 2. 2 3) 

ρ － 1）一 （ 2V/V＂ 一 1)2 CV/Vu>0.5) 

3 截面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式规定：

MζMu,N (7. 2. 2-4) 

式中： N 剪力墙的轴压力设计值 CN);

M一←剪力墙的弯矩设计值（N •mm); 

V←一钢板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N);

Jc 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f y 一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2);

Mu,N 一→钢板组合剪力墙在轴压力作用下的受弯承载力设计

值 CN •mm); 

,'\ee →一受压1昆凝土面积（mm2);

Asfe 一一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面积（mm2);

As1t →一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面积（mm2);

Aswe －一一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面积（mm2);

Aswt 一一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面积（mm2);

dee 受压混凝土的合力作用点到剪力墙截面形心的距离

(mm); 

dsfe 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

力墙截面形心的距离（mm);

dsft 垂直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

力墙截面形心的距离（mm);

dswc 一一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压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

力墙截面形心的距离（mm);

dswt 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受拉钢板合力作用点到剪

力墙截面形心的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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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一－考虑剪应力影响的钢板强度折减系数；

V＂ →二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程第

7. 2. 3 条计算 CN）。

7.2.3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V三三 V" (7. 2. 3-1) 

Vu = 0. 6jyAsw (7. 2. 3-2) 

式中： V→一钢板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CN);

V＂ 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N);

Asw 一－平行于剪力墙受力平面的钢板面积（mm勺。

7.2.4 考虑地震作用的钢板组合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

下的轴压比不宜超过表 7.2.4 中的轴压比限值，轴压比应按下式

计算：

N n= 
!cA+JYA 

(7. 2. 4) 

式中： η 二→－轴压比；

N一－剪力墙的轴压力设计值 CN);

Jc 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2);

Ac 二一→剪力墙截面的混凝土面积（mm2);

f y 一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2);

As 剪力墙截面的钢板总面积（mm2 ）。

表 7.2.4 铜板组合剪力墙墙肢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

轴压比限值

一级（9 度） ｜一级（6 、 7 、 8 度）

o. 4 I o. 5 

二、三级

0. 6 

7.2.5 单个栓钉或对拉螺栓的拉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T、t 《 Tust (7. 2. 5-1) 

Ts，＝ αsttswSsthfy (7. 2. 5-2) 

式中：凡一二单个栓钉或对拉螺栓的拉力设计值（N);

38 

Tust 一一→单个栓钉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CN），对拉螺栓的

受拉承载力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的有关规定执行；

αst 一二一连接件拉力系数，可取为 0.03;

tsw 一←剪力墙墙体单片钢板的厚度（mm);

灿二一栓钉水平方向的间距（mm);

f y 一二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勺。

7.2.6 单个栓钉的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Tust < A"f,,y

Tust = 24如刀 5 h~； 5 

如＝ s~1/(9h~，） 

(7. 2. 6-1) 

(7. 2. 6-2) 

(7. 2. 6-3) 

式中： A，， 一一栓钉钉杆截面面积（mm2);

!sty 一二栓钉的抗拉屈服强度 CN/mm2);

r/lst 考虑栓钉间距影响的调整系数，当 s，， 不小于 3hst

时，如＝ l ；当 s，， 小于 3h，， 时，应按公式（7. 2. 6 

3）计算；

人t 墙体栓钉或对拉螺栓间距（mm);

h,, －一←栓钉钉杆的高度（mm）。

7.3 构造要求

7. 3.1 栓钉连接件的直径不宜大于钢板厚度的 1. 5 倍，栓钉的

长度宜大于 8 倍的栓钉直径。

7. 3. 2 采用 T 形加劲肋的连接构造时， ,.__lJ,_一

加劲肋的钢板厚度不应小于外包钢板厚度 I ’ 

的 1/5，且不应小于 5mm。 T 形加劲肋腹

板高度 b1不应小于 10 倍的加劲肋钢板厚

度，端板宽度 b2不应小于 5 倍的加劲肋钢

板厚度（图 7. 3.2 ）。

7.3.3 钢板组合剪力墙厚度超过 800mm

时，内填混凝土内可配置水平和坚向分布

钢筋。分布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小于

图 7. 3. 2 T形加

劲肋构造示意

1 外包钢板；

2二T形加劲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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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 ，间距不宜大于 300mm，且栓钉连接件宜穿过钢筋网片。

7. 3. 4 钢板组合剪力墙厚度超过 800mm 时，墙体钢板之间宜

设缀板或对拉螺栓等对拉构造措施。

7. 3. 5 墙体钢板与边缘钢构件之间宜采用焊接连接。

40 



8 开缝钢板剪力墙

8.1 一般规定

8. 1.1 开缝钢板剪力墙宜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地区

的钢框架、钢管混凝土柱与钢梁或组合梁组成的框架中。

8.1. 2 因建筑布局或功能要求，采用其他抗侧力构件难以布置

时，可采用开缝钢板剪力墙。

8.1. 3 当开缝钢板剪力墙用于层数小于 18 层的建筑时，可不考

虑竖向荷载对剪力墙性能的不利影响。

8.1. 4 开缝钢板剪力墙结构布置时，应使同层中同方向的钢板

剪力墙极限承载力之和不大于框架柱的该方向塑性剪力之和。单

根框架柱的塑性剪力设计值 Vue 可按下式计算：

Vue ＝~更应fHe J y 
(8. 1. 4) 

式中： W严 柱在剪力墙平面方向的塑性截面弯曲模量

(mm3); 

He~一柱高，按与钢板剪力墙相连上下框架梁的轴线距

离计算（mm）。

8. 1. 5 与开缝钢板剪力墙相连的上下框架梁的受弯、受剪承载

力设计值应大于内力设计值的 1. 5 倍。

8.2 承载力与刚度计算

8. 2.1 开缝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V三三 vd (8. 2. 1-1) 

fj 

叽
丁

一
一

只 (8.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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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 = twb2 /6 (8. 2.1-3) 

式中： V→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N);

vd －一开缝钢板剪力墙的弹性承载力设计值（N);

Wcw 二→缝间小柱的弹性截面弯曲模量（mm3);

ηc →一柱状部条数；

b一一一开缝钢板剪力墙缝间小柱宽度（mm);

h －一一开缝钢板剪力墙缝高度（mm);

tw 一二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8.2.2 开缝钢板剪力墙的极限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甘 w
Vu ＝ 弘一万且fy 

Wpw = twb2 /4 

式中： Wpw 一－缝间小柱的塑性截面弯曲模量（mm3);

如一一钢材超强系数，取如＝1. 15; 

f y →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CN/mm勺。

(8. 2. 2-1) 

(8.2.2-2) 

8.2.3 开缝钢板剪力墙（图 8. 2. 3）的水平剪切刚度 K 可按下

式计算：

K= 
1.2CHe mh) 1.2h m I b \3 h3 

－一·一十 （ 1 十一）一一·－
GLetw Gbtw nc 飞 h J Etwb3 nc 

(8. 2. 3) 

式中： E二一－钢材的弹性模量（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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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钢材的剪变模量 CN/mm2);

He 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Le 二→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tw 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m 二→竖缝排数，一般为（2～3）道。



l L, l 

图 8. 2. 3 开缝钢板剪力墙墙板示意

He 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Le 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d 缝宽； b 开缝钢板剪力墙缝间小柱宽度； h 开缝钢板

剪力墙缝高度； hm一缝间小柱纵向净间距

8.3 构造要求

8. 3.1 开缝钢板剪力墙墙板应采用加劲措施约束墙板面外变形，

可在开缝钢板剪力墙墙板两侧设置加劲肋。加劲肋可采用矩形钢

管、工字型钢、槽钢或钢板（图 8. 3. 1）。加劲肋对 y 轴的惯性

矩应符合下式规定：

一·~ ＼兰－ .±.2 ±~. 

.£ t._2 (2 t 
图 8. 3. 1 设置加劲肋的剪力墙平面示意

1一剪力墙板； 2一加劲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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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L 
Lv 三三 w 气 (8. 3. 1) 
叮 0- 12(1-i/) 

式中： fsy 竖直方向加劲肋的截面惯性矩（mm4);

ν 钢材的泊松比，取 0. 3 。

8.3. 2 两侧加劲的开缝剪力墙墙板的设计参数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墙板的高宽比宜符合下式规定：

0. 9ζHe/Le 三三 1. 5 

2 墙板的宽厚比宜符合下式规定：

180 < He/tw < 290

3 柱状部的高宽比宜符合下式规定：

4 三三 h/b ζ7

4 柱状部的宽厚比宜符合下式规定：

6 < b/tw < 15

5 缝排数m 宜符合下式规定：

(8. 3. 2-1) 

(8. 3. 2-2) 

(8. 3. 2-3) 

(8.3.2-4) 

m = [2, 3] (8. 3. 2 5) 

8.3.3 层高为 2. 7m～4.0m 时，剪力墙钢板厚度宜为 8mm～

16mm，板宽宜为 1. 3m~ 2. 2m。

8.3.4 开缝钢板剪力墙宜采用 Q235 钢板，开缝宽度宜与钢板

墙厚度保持→致。

8.3. 5 开缝钢板剪力墙墙板与钢梁的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摩擦型连接的高强度螺栓与上下框架梁连接，墙

板一侧的螺栓孔宜为竖向长圆形孔，连接件应设面外加劲构造

（图 8. 3. 5); 

2 螺栓的终拧宜在结构体系及楼板安装完毕后进行；

3 高强度螺栓剪力计算时，应考虑螺栓水平剪力 VH 及板

上倾覆力矩 M1 引起的螺栓竖向剪力孔，并应按下列公式确定螺

栓的最大剪力 V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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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ηcWew { 

H hηI J 

(8. 3. 5 1) 

(8. 3. 5-2) 



M, ＝生生墅里iH
' 3 h 

( 8. 3. 5 3) 

式中： η1 墙板上端或下端高强度螺栓个数；

Yv 板上倾覆力矩 M1引起的螺栓竖向剪力，各螺栓分

担的剪力按线性分布 CN）。

II 2 I 

市
市

11 11 11 11 11 11 11 -

I 

li -- 

量
21 1 1 2-2 

图 8. 3. 5 开缝钢板剪力墙边缘加劲及与钢梁连接构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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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节点设计与连接构造

9.1 一般规定

9.1.1 节点及连接应便于安装及检验。

9.1. 2 钢板剪力墙承受竖向荷载时，节点及连接设计计算应考

虑竖向荷载的影响。

9.1.3 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的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钢板剪力墙承载力设计值；

2 抗震设计时，连接极限承载力应大于钢板剪力墙的屈服

承载力。

9.1. 4 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可直接连接或采用鱼尾板作为过

渡连接。当采用鱼尾板过渡连接时，鱼尾板与钢柱、钢梁应采用

熔透焊缝焊接，且鱼尾板厚度不应小于钢板剪力墙厚度。

9.1. 5 钢板剪力墙与鱼尾板可采用焊接连接或高强度螺栓连接，

当采用焊接连接时，钢板剪力墙与鱼尾板应等强连接；当采用高

强度螺栓连接时，端部连接应加强，螺栓不宜少于两排两列布置。

9.1. 6 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的连接时间应在设计文件中提出

明确要求。

9.2 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螺栓连接

9. 2.1 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的螺栓连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和《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

程》 JG] 82 的有关规定。

9.2.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应避免

螺栓受力集中而发生逐个失效。

9.2.3 钢板剪力墙通过鱼尾板与边缘构件螺栓连接时（图

9.2. 3），钢板剪力墙中螺栓连接计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4.4.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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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3. 5 条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的有

关规定。

一＼
2 

毛主一一

3 
f2 ；剖1

图 9. 2. 3 与边缘构件的螺栓连接示意

1 边缘构件； 2 钢板剪力墙钢板； 3 鱼尾板（过渡连接）

9. 3 铜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焊接连接

9.3.1 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直接焊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鱼尾板仅作为连接垫板使用，鱼尾板与钢板剪力墙的安装，

可采用水平或竖向槽孔，鱼尾板的厚度及宽度应满足安装要求；

2 钢板剪力墙与柱的焊接，采用对接焊缝，对接焊缝质量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鱼尾板尾部与钢板剪力墙采用角焊缝现场焊接；

3 钢板剪力墙钢板厚度不小于 22mm 时，钢板与钢梁连接

宜采用 K形熔透焊（图 9. 3. 1) 。

4 

2 

3 2 

t,>22 

图 9.3. 1 与边缘构件直接焊接连接

l一边缘构件； 2 钢板剪力墙钢板； 3 鱼尾板（垫板）；

4一安装螺栓（可开槽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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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2 钢板剪力墙与周边框架梁柱宜采用鱼尾板过渡连接（图

9. 3. 2），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鱼尾板与钢板剪力墙先采用安装螺栓固定，鱼尾板上可

开设水平或竖向槽孔，通过计算确定鱼尾板的厚度，且应考虑螺

栓开孔的削弱；

2 鱼尾板与钢板剪力墙采用角焊缝连接，通过计算确定焊

脚尺寸，且应满足内侧焊缝的施工可行性。

4 

2 

3 
12注t,

图9. 3. 2 与边缘构件用鱼尾极过渡的焊接连接示意

1 边缘构件； 2→钢板剪力墙钢板；

3→鱼尾板（过渡连接） ; 4一安装螺栓（可开槽型孔）

9. 3. 3 与钢板剪力墙相连的钢梁腹板厚度不应小于钢板剪力墙

厚度；当钢板剪力墙贯穿楼层时，钢梁翼缘可采用加劲肋代替，

加劲肋截面不应小于所需钢梁截面。加劲肋与柱子的焊缝质量等

级应与梁柱节点的焊缝质量等级一致。

9.3.4 加劲肋与钢板剪力墙的焊缝、横向加劲肋与柱的焊缝、

横向加劲肋与竖向加劲肋的焊缝，可根据加劲肋的厚度选择双面

角焊缝或坡口熔透焊缝，应达到与加劲肋等强，焊缝质量等级不

宜低于二级。

9.4 构造要求

9.4.1 钢板剪力墙上开洞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板剪力墙上开设洞口的边长或直径不宜大于 700mm 。

当钢板剪力墙上开设单独洞口的边长或直径不大于 300mm 时可

不做补强；当洞口的边长或直径大于 300mm 且不大于 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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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采取补强措施。

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上开设洞口时，应避开拉力带区域。

3 加劲钢板剪力墙上开设洞口时，洞口应避开加劲肋。

4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上开设洞口时，混凝土盖板应预留对

应洞口，且应对盖板进行强度、刚度复核。设备管线穿过洞口的

连接构造措施，应保证盖板与墙板自由滑动。

9.4.2 钢板剪力墙底脚构造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铜板剪力墙与基础的连接，可采用锚栓与分布式抗剪键

组合使用、二次灌浆调平的连接形式，锚栓应承担墙底拉力，抗

剪键应承担水平剪力，并应验算墙底及抗剪键连接处混凝土局部

承压能力；

2 钢板剪力墙的墙脚底板厚度应通过计算确定，且不宜小

于 20mm。

9. 4. 3 钢板剪力墙采用延迟安装方式时，现浇楼板处应预留钢

板剪力墙的安装空间。周边楼板应根据施工期间的实际支承方式

和荷载进行施工阶段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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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火与防腐

10.1 防火

10. 1. 1 钢板剪力墙的设计耐火极限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施》 GB 50016 的规定。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加劲

钢板剪力墙、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开缝钢板剪力墙的耐火极限可

按梁的耐火极限确定。钢板组合剪力墙的耐火极限宜按柱的耐火

极限确定。

10.1. 2 钢板剪力墙应进行防火保护设计，可采用喷涂防火涂

料、外包不燃材料等防火保护措施。

10.1. 3 设计文件中应注明钢板剪力墙的设计耐火等级、设计耐

火极限，以及防火保护措施及其防火保护材料的性能要求。

10.1. 4 采用防火涂料时，钢板剪力墙与周边构件连接节点处的

涂层厚度不应小于相邻构件的涂层厚度。

10.1. 5 采用厚涂型防火涂料时，宜在涂层内设置与钢板剪力墙

相连的钢丝网或采取其他措施。

10.1. 6 防火涂料施工前钢板表面的除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GB/T 8923 的规定。防火涂料涂装

应分层施工，应在前一道涂层干燥或固化后进行后一道涂层

施工。

10.1. 7 防火保护采用外包不燃材料时，应采取保证不燃材料与

钢板剪力墙牢固连接的措施。

10.2 防腐

10. 2.1 钢板剪力墙的防腐设计及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5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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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2 钢板表面原始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GB/T 8923 的规定。除锈前应将钢

板表面的焊渣、毛刺、块锈、油污等清除干净。表面采用喷射或

抛射除锈，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Sa2Yz级。局部难以进行喷射或抛

射除锈时，可采用于动或动力工具除锈，除锈等级应达到

St3 级。

10. 2.3 钢板表面除锈后，应及时涂刷底漆。表面除锈处理与涂

装的间隔时间不宜超过仙，在车间内作业或湿度较低的晴天不

应超过仙。不同涂层间的施工应有适当的重涂间隔时间，最大

及最小重涂间隔时间应符合涂料性能要求。

10. 2. 4 钢板剪力墙涂装时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涂料

产品性能要求。

10. 2. 5 钢板剪力墙防腐采用金属热喷涂时，喷涂方式及施工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55 的有关

规定。

10. 2. 6 工地焊接部位的焊缝两侧宜留出暂不涂装区，宽度可为

焊缝两侧各 lOOmm。焊缝两侧也可涂刷不影响焊接性能的车间

底漆。焊接完毕后，对焊缝热影响区应按原涂装要求重新进行表

面清理和涂装。

10. 2. 7 对长期有高温、高湿作用的局部环境，应采取隔护、通

风、排湿等措施。围护结构的设计构造应避免钢板表面因热桥影

响引起的结露或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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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制作与安装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钢板剪力墙的制作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

程施工规范》 GB 50755 的有关规定。

11. 1. 2 在钢板剪力墙工程施工前，应编制制作、安装工艺文件。

11. 2 制作

11. 2.1 开缝钢板剪力墙钢板上开缝宜采用激光或等离子切割，

切割起始位置应在缝高→半处，缝端部应圆弧过渡。

11. 2. 2 焊缝坡口切割宜整条一次性切割，中间有缺棱时，应采

用匹配的焊材补焊并打磨。

11. 2. 3 钢板剪力墙的工厂焊接，宜采用焊接变形和收缩量小且

焊接残余应力低的焊接工艺。

11. 2. 4 制作钢板剪力墙上螺栓孔时，宜与鱼尾板配合制孔或数

控钻孔。

11. 2. 5 鱼尾板与夹板采用螺栓连接时，夹板可分段，且应符合

设计要求。

11. 2. 6 钢板剪力墙单元组成部件宜分别组装、焊接，经检验合

格后，再进行单元总装焊接。

11. 2. 7 钢板剪力墙运输过程中，宜采用专用胎架。

11. 2. 8 装卸车及吊装时，应采用牢固的绑扎方式，吊点设置宜

选择保证钢板剪力墙变形最小的位置。

11. 2. 9 钢板剪力墙角部宜切割成圆角或倒角形式（图

11. 2. 9），圆切角半径或直角切角边长不应小子 35mm 和墙板厚

度的较大值；鱼尾板与钢板剪力墙采用夹板连接时，连接夹板的

拼接点应远离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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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图 11. 2. 9 铜板剪力墙角部切割圆角或倒角形式示意

1一钢板剪力墙； 2 鱼尾板（垫板） ; 3 边缘构件

11. 3 安装

2 

3 

11. 3. 1 当钢板剪力墙主要承受水平剪力、不承担竖向压力时，

宜采用后固定法施工；当钢板剪力墙既承受水平剪力，又承担竖

向压力时，可与结构框架同步施工。

11. 3. 2 钢板剪力墙进场后，宜集中堆放，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钢板剪力墙安装进度计划编制零部件进场计划；

2 剪力墙单元进场后应及时清理内部积水、污物；

3 零部件应按安装逆顺序堆放，中间加垫木，并交错堆放；

4 零部件堆放时，编号、标识应外露。

11. 3. 3 钢板剪力墙宜对称安装。

11. 3. 4 钢板剪力墙单元吊装就位后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11. 3. 5 钢板剪力墙施工过程中，应监测与钢板剪力墙相连框架

梁的水平度和框架柱的垂直度。

11. 3. 6 同层内钢板剪力墙同时采用高强度螺栓和焊接连接时，

应先进行高强度螺栓施工，再进行焊接施工。

11. 3. 7 钢板剪力墙的现场焊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整体焊接时，竖向应自下而上焊接，平面上应以中心单

元为基点，向两侧逐块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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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个单元的焊接时，应先焊接立焊缝再焊接横焊缝；

3 钢板厚度大于 30mm 时，宜采用双面坡口焊缝，且横焊

缝宜采用 K形坡口焊缝，立焊缝宜采用 X形坡口焊缝。

11. 3. 8 钢板剪力墙的焊缝变形控制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控制焊接线能量输人和焊接坡口间隙；

2 宜采用分段焊或间断焊工艺；

3 可采用刚性固定法或增加约束度，也可采取反变形措施。

11. 3. 9 钢板剪力墙焊缝的端部、角部以及间距较小的焊缝和加

劲肋焊缝，施焊时宜留应力释放孔。

11. 3.10 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验算钢板组合剪力墙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的承载力、

变形和稳定性。

2 通气孔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元要求时，宜在距离

剪力墙上边缘 200mm 区域内，设置直径不小于 150mm 的通

气孔。

3 观察口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元要求时，宜在剪

力墙上部两角区域内，设置直径不小于 lOOmm 的观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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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量验收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钢板剪力墙工程可按钢结构制作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原

则，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12. 1. 2 钢板剪力墙制作和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规定，并应按本规程附录 E

的规定记录。

12.2 主控项目

12. 2.1 钢板剪力墙构件加工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2. 2. 1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钢尺、直角尺、塞尺、拉线等检查。

表 12. 2.1 铜板剪力墙构件外形尺寸主控项目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mm)

钢板剪力墙高度、宽度 土4.0

钢板剪力墙平面内对角线 ±4.0 

钢板剪力墙纵向、横向最外侧安装孔距离 ±3. 0 

截面几何尺寸 土3.0

铜板剪力墙连接处 螺栓连接 士1. 0 
平面度差

其他连接 土3.0

钢板剪力墙弯曲矢高 受压 h/1000，且不应大于 10.0

注： h 为单层墙的垂直高度。

12.2.2 钢板剪力墙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2. 2. 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板墙数量抽查 10%，且不应少于 3 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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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用全站仪或激光经纬仪和钢尺检查。

表 12. 2. 2 铜板剪力墙安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mm)

定位轴线 1. 0 

单层垂直度 h/250，且不应大于 15.0

单层上端水平度 (L/1000) +3，且不应大于 10.0

平面弯曲 L (h) /1000，且不应大于 10.0

注：平面弯曲水平方向取钢板剪力墙的宽度 L，竖直方向取钢板剪力墙的垂直高

度 h。

12.3 一般项目

12.3.1 钢板剪力墙钢板拼接长度不应小于 lOOOmm，宽度不应

小于 500mm，且单块钢板只允许一条拼接缝。钢板表面不得有

凹凸不平、划痕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检查。

12. 3. 2 钢板剪力墙构件外形尺寸一般项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2. 3. 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 10%，且不应少于 3 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直角尺、塞尺、拉线等检查。

表 12.3.2 构件外形尺寸一般项目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图 例

扭曲
tw/250 拉线、吊线和

且不应大于 5. 0 钢尺检查

tw<SOO，士2;
组合截 500<tw< 1000,

截面
面形式 ±3; 

用钢尺和
tw>lOOO，士4

··霄‘ 哥·4、．． tr. ~－ 高度
钢板厚度及允许

拉线检查

钢板
形式

偏差应符合产品
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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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构｛牛截面连接

处对角线差

板件斜切

局部

平整度

力H劲肋定位｜

狭缝

相邻缝间距

狭缝定位

续表 12.3.2

允许偏差（mm) I 检验方法

3.0 

不应大于宽度

的 1%，且不应

大于 5.0

以

士5.0

±3.0 

±3.0 

用拉线、吊线

和钢尺检查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用塞尺和

钢尺检查

用塞尺和

钢尺检查

和钢尺检查 l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图例

2 

~t= 

3 

或磊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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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ρ

－

L

一
法

乙
一
方

表
－
M叫

续
一m m 差偏许允 图例

栓钉定位 土5.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注： fw一构件截面高度； Li, L2一构件截面连接处对角线； 1→斜切； 2－直尺

（线） ; 3 侧边； t、w 剪力墙墙体单片钢板的厚度； ~I 增量； L3 子板宽

度； L1一子板高度； Ls一相邻缝间距； L6 相邻缝纵向净间距；箭头方向为

轧制方向

58 



附录 A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简化分析模型

A.1 四边连接非加劲铜板剪力墙简化分析模型

A.1.1 在结构整体分析中，四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可简化

为混合杆系模型（图 A. 1. 1) ，采用一系列倾斜、正交杆代替非

加劲钢板剪力墙，杆件分为只拉杆和拉压杆，杆件与竖直方向夹
角取 45。，单向倾斜杆数量不应少于 10 。

L, 

口i

－－－－－拉压杆 ，－－－一－－只拉杆

图 A. 1. 1 i昆合杆系模型

H.－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Le－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A.1. 2 混合杆系模型中各杆件截面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γ L; +H; 
A1 = ·v ~ , 'e COS〔45。一 tan 1 (He/Le)] (A. 1. 2) 

fl2 

式中： fw 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He－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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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nz一一一单向倾斜杆数量。

A.1. 3 混合杆系模型中只拉杆、拉压杆的弹性模量取钢材的弹

性模量 E，只拉杆屈服强度取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拉压杆屈

服强度取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拉压杆和只拉杆数量的比值宜

为 2 ! 80 

A.2 两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简化分析模型

A.2.1 在结构整体分析中，两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可简化

为交叉杆模型（图 A. 2. 1) ，模型中杆件为拉压杆，拉压杆的倾

角 α 应按下式计算 t

α ＝ tan-I CHe/Le) 

式中： Le→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He 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 L, L 

v l l 

::ti" 

图 A. 2. 1 两边连接铜板剪力墙交叉杆模型

H，－－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L，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g

α→拉压杆的倾角； l－拉压杆的长度

CA. 2. 1) 

A.2.2 两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水平剪切刚度K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K= rKo CA.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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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_ E • tw 
O - 1/(Le/He)3 十 2. 4 • (1 十 ν）／（Le/He)

(A. 2. 2-2) 

Y = 0. 014ln(Le/He)-0.118ln(),) + 1. 24 (A. 2. 2-3) 

式中： γ－一钢板剪力墙的刚度折减系数；

Ko→一一钢板剪力墙初始剪切刚度（N/mm);

E 钢材的弹性模量（N/mm2);

L厂→钢材的泊松比，通常取 0. 3 。

A.2.3 交叉杆模型中拉压杆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图 A. 2. 3)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 = K •Le• β 
' (1 十卢） • E • cos3α 

(A. 2. 3-1) 

v . E. cos2a 
~~ u (A. 2. 3-2) 

的1 - K •Le 

Vy= [O. 18ln(Le/He ）一 0. 065lnCl) 十 0. 77JJvtwLe 

σvi 

即＝~

σ ＿ Vu • E • cos2α 
ul - K •Le 

σul 
σd 二 7

!:::,., • cos2α 
E:y] ＝句＝一←7一一一一

~e 

/:::,." • cos2α 
E:u] ＝ εu2 ＝一~一一一一

~e 

t::,,y = Vy/K 

t::,," = Vy/K 十（Vu -Vy)/0. lK 

卢＝ (0. 03A -2. 28) • L/H十 0. 70 

E,1 =E 

E.2 = E,1 ／卢

(A. 2. 3-3) 

CA. 2. 3 4) 

CA. 2. 3 5) 

CA. 2. 3 6) 

(A. 2. 3-7) 

CA. 2. 3 8) 

CA. 2. 3 9) 

(A. 2. 3 10) 

CA. 2. 3 11) 

CA. 2. 3-12) 

CA. 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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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旦L二血 CA. 2. 3-14) 
εul 一一 εyl

E,z ＝号 CA. 2.山
式中： Ai－单向杆的截面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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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yl二一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杆受拉时屈服强度

CN/mm2); 

σy2→一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杆受压时屈服强度

CN/mm2); 

σul一一杆受拉时的极限抗拉强度 CN/mm2);

O"uz 杆受压时的极限抗压强度 CN/mm2);

Eyl一二杆受拉时的屈服应变；

εy2－一杆受压时的屈服应变；

εul－→杆受拉达到极限抗拉强度时对应应变；

Euz 杆受压达到极限抗压强度时对应应变；

卢一→杆拉压强度比，计算时不考虑拉压强度的正负号。

σ 

e 

图 A.2.3 拉压杆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附录 B 钢板剪力墙边缘柱的变轴力等效系数平

B.0.1 钢板剪力墙边缘柱的变轴力等效系数旱，按表 B. 0. 1 

采用。

表 B.0.1 钢板剪力墙边缘柱的变轴力等效系数很

IX 。 0.05 0.2 0. 5 1 3 5 8 

。 0. 598 0. 768 0. 777 0. 794 0.818 0.878 0.904 0. 918 

0.05 0.597 0. 767 o. 776 o. 792 0.816 0.876 0.902 0. 916 

0.2 0.595 o. 762 0. 771 0. 787 0. 811 0.87 0.896 o. 91 

0.5 0.591 0. 753 0. 762 0. 778 0.8 0.858 0.884 0.898 

1 0.584 0. 738 0. 746 0. 761 0. 783 0.839 0.864 0.877 

3 0.557 0.676 0. 683 0.695 0. 714 0. 761 o. 784 0. 796 

5 0. 53 0.615 o. 62 0.63 0. 644 o. 683 0. 703 0. 715 

8 0.488 0.523 0. 526 0.531 0. 54 0.567 0.582 0.593 

注10 0.461 0.461 0.463 0.466 0.47 0.489 0. 502 0. 512 

注：表中系数平e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柱底刚接时 z

可e = 0. 461 CK1 = 0) 

市， = 2. 71K~· 03 - 2. 04K~· 02 0. 21 

CO<K1 王三 1)

可e 二 1. OlK1°·04 - 2. 04K1°· 但十 1. 7Kj0·02 0. 21K]°· 1 

二主10

0.92 

0.918 

0.912 

0.9 

0.879 

o. 799 

0. 718 

o. 598 

0. 517 

CB. o. 1-1) 

CB. o. 1-2) 

Cl<K1 < 10) CB. o. 1-3) 

柱底较接时：

市， = O. 598 CK1 = 0) CB. 0.1-4) 

T/e = 0. 038e---O.ZSK1 -0.18 × 0. 69Kl 十 0. 9J7 （几乎 0) CB. 0. 1-5) 

式中： e 自然常数；

K1 柱上端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之比；

B.0.2 柱端横梁线刚度之和与柱线刚度之比的计算应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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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当 K1 、 Kz 大于 10 时，取 K1 、 Kz 等于 10 进行计算。当

横梁远端镜接时，应将横梁线刚度乘以 1. 5 ；当横梁远端嵌固

时，应将横梁线刚度乘以 2。

2 当横梁与柱伎接时，应取横梁线刚度为 0。

3 当与柱刚性连接的横梁所受轴压力 Nb 较大时，横梁线

刚度应乘以折减系数句’折J戚系数 αN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横梁远端与柱刚接和横梁远端钱接时：

αN = 1-Nb/NEb 

当横梁远端嵌固时：

αN = 1 Nb/(2NEb) 

NEb ＝ π2 EI b/L~ 

式中： h－一－边缘梁截面惯性矩（mm4);

Lb －一梁跨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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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设置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弹性

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C.1 仅设置竖向加劲铜板剪力墙

C.1.1 参数 r;y 、如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EI'" 
轧二万7

？τth= 6平k(7卢－ 5）二三 10

cc. 1. 1-1) 

cc. 1. 1 2) 

. 58 Y/k = 0. 42 ＋勺 cc. 1. 1 一 3)
[l 十 5. 42, T 

0. 8 ~/3 ＝于 ζ5 cc. 1. 1 4) 

式中： E 钢材的弹性模量 CN/mm2);

Isy 竖直方向加劲肋的截面惯性矩（mm4 ），可考虑加

劲肋与钢板剪力墙有效宽度组合截面，单侧钢板剪

力墙的有效宽度取 15 倍的钢板厚度；

D－一单位宽度钢板剪力墙的弯曲刚度 CN •mm），按本

规程式（ 5. 2. 1 5 ）计算；

l1 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mm);

He－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J sy 竖向加劲肋自由扭转常数。

C.1. 2 当 Yjy 二三可τth 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L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甲
ω－
队

rp 
＝
走

一
一

τ
P
 

τ
 

cc. 1. 2-1) 

cc. 1. 2-2) 

当于注 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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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γ15.34＋~「1
λL (He/ l1 y 」

当导＜ l 时：

CC.1.2 3) 

k, ＝ γ「4十」~丁 cc. 1. 2 4) 
λL Cl1/He)2 」

式中：句一一钢板剪力墙小区格的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CN/
m m 

tw 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χ 一一采用闭口加劲肋时取 1. 23 ，开口加劲肋时取 1. 0 。

C.1. 3 当如〈？τth 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rcr 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 πZD 
τu ←一－

er 川SS lf tw 

kss 二～（tf 十［是τp ～（tf ］（元） 0. 6 

当全注 1 时：

走飞咱二 6.5 十一_J2一一τ
;<) L口 e/Le) 2 

当 r<l 时：
6. 5 

～＝ 5 十一一一－寸如（Le/He)2

式中： Le 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C.2 仅设置水平加劲钢板剪力墙

c. 2.1 参数弘、平τ川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EL 
ηx 二百－：：

比，h 二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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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l. 3-1) 

cc. 1. 3 2) 

cc. 1. 3-3) 

CC.1.3 4) 

cc. 2. 1 1) 

cc. 2. 1-2) 



？τth,h = 6r;h ( 7后的 cc. 2. 1-3) 

0. 58 
轧＝ 0.42+ 7 CC.2.1-4) 

[1 十 5. 42 (}5jJsx)2·6 ］。

0. 8ζ品 ζ5 cc. 2. 1-5) 

/]h ＝七 cc. 2. 1 6) 

式中： Jsx 水平方向加劲肋的截面惯性矩，可考虑加劲肋与

钢板剪力墙有效宽度组合截面，单侧钢板剪力墙

的有效宽度取 15 倍的钢板厚度（mm4);

hl 一一钢板剪力墙区格高度（mm);

J sx →→水平加劲肋自由扭转常数。

C.2.2 当可x 二三轧th,h 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er 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τerτcrp 

, rr2 D 
τ =R －－一一一－呻叫P L; tw 

当 t 注 1 日才：

二 γI 5. 34 十一」一－ 1
λL Ch1/Le)2 」

当 t<l 时：

cc. 2. 2-1) 

cc. 2. 2-2) 

cc. 2. 2-3) 

厂 5. 34 l 
ι ＝ χl 4 十百万；予J cc. 2. 2-4) 

c. 2. 3 当弘〈可讯h 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τer 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 rr2 D 
τer Rss L;tw 

kss = kssO + [kτP - kss0J ( _$__) 0.6 
飞？τth,h I 

cc. 2. 3-1) 

cc. 2. 3-2) 

式中：式到 参数，按式 cc. 1. 3-3 ）、式 cc. 1. 3-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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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同时设置水平和坚向加劲钢板剪力墙

C.3.1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钢板剪力墙（图 c. 3. 1) ，当加

劲刚度不满足本规程第 5. 2. 1 条的要求时，弹性剪切屈曲临界应

力 τer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τer 《 τ呻

τer = Tera 十（τ叩一阳）（去）°＇ 7 

cc. 3.1-1) 

cc. 3. 1-2) 

Elsx EI r;av ＝气； o. 66 一－一一旦 cc. 3. 1-3) 
八V Dl1 Dh1 

式中：弘一一未加劲钢板剪力墙的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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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2 ）。

4ξ 

~－ 

图 c. 3. 1 同时设置水平和竖向加劲铜板剪力墙

He一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L.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hi－钢板剪力墙区格高度； l1－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



附录 D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简化分析模型

D.0.1 在结构整体分析中，四边连接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可简化

为1昆合杆系模型（图 D. O. 1 ），用一系列倾斜、正交杆代替防屈

曲钢板剪力墙，杆条与竖直方向夹角取 45。，单向倾斜的杆条数

目不应小于 10 条，杆条中拉压杆和只拉杆数目比例应为 4 : 60 

L呈

出

－－一－－拉压杆 －一一一一只拉杆

图 D.O.l 1昆合杆系模型

He一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L.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D.0.2 只拉杆和拉压杆的弹性模量应取钢材的弹性模量，只拉

杆强度应取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拉压杆强度应取钢材抗剪强

度设计值。

D.0.3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各杆条对应的截面面积应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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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十四·儿 。A1 二、马 A ～ cos[45 → tan 1 (He/Le)] (D. 0. 3) 
η2 

式中： tw←一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He→←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Le二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1l2 单向倾斜杆数量。

D.0.4 在结构整体分析中，两边连接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可简化

为等效交叉杆模型（图 D. 0. 4），模型中杆件为拉压杆，拉压杆

的倾角 α 应按下式计算：

α ＝ tan 1 CHe/L) 

式中： L「一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mm);

He~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mm）。
L 

v 

~ 

图 D. 0. 4 两边连接防屈曲铜板剪力墙交叉杆模型

H, 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L，二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α 拉压杆的倾角； J 拉压杆的长度

CD. 0. 4) 

D.0.5 等效交叉杆模型拉压杆应力应变关系见图 D.O. 5 ，拉压

杆截面面积 A1与屈服强度 σy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人飞二 Ko• Le 
二

ZE • cos3a 
(D.0.5-1) 

V" • E • cos2α 
σY Ko·L史

CD. o.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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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l ＝ 一－

cosα 

式中： E一－钢材的弹性模量 CN/mm2);

A1→－单向杆的截面面积（mm2);

CD. 0. 5-3) 

σy－一←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简化模型中杆屈服强度 CN/

mm2); 

1→←等效拉压杆的长度（mm);

Yu－一一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N);

Ko 钢板剪力墙初始剪切刚度 CN/mm），按第 A. 2. 2 

条公式计算。

σ 

ε 

图 D. o. 5 等效交叉杆模型拉压杆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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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验收表格

E.0.1 钢板剪力墙加工制作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 E. 0.1 进行

记录，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规定。

表 E.O. 1 铜板剪力墙加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依据标准 分包单位负责人

主控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 监理（建设）单位

备注
（按本规程） 评定记录或结果 验收记录或结果

材料进场 第 12. 1. 2 条
2 钢材复验 第 12. 1. 2 条
3 切面质量 第 12. 1. 2 条
4 钢板对接 第 12. 1. 2 条
5 矫正和成型 第 12. 1. 2 条
6 边缘加工 第 12. 1. 2 条
7 jfftj孔 第 12. 1. 2 条

一般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 监理（建设）单位

备注
（按本规程） 评定记录或结果 验收记录或结果

1 材料规格尺寸
第 12. 1. 2 条
第 12. 3. 1 条

2 钢材表面质量
第 12. 1. 2 条
第 12.3. 1 条

3 切割精度 第 12. 1. 2 条
4 矫正质量 第 12. 1. 2 条
5 边缘加工精度 第 12. 1. 2 条
6 制孔精度 第 12. 1. 2 条

施工单位检验
班组长 质检员

评定结果
或专业工长 或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月 日 年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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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 钢板剪力墙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 E. 0. 2 

记录。

表 E.0.2 铜板剪力墙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依据标准 分包单位负责人

主控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 监理（建设）单位

备注
（按本规程） 评定记录或结果 验收记录或结果

1 外形尺寸 第 12. 2. 1 条

一般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 监理（建设）单位

备i主
（按本规程） 评定记录或结果 验收记录或结果

1 焊接组装精度 第 12. 1. 2 条

2 轴线交点错位 第 12. 1. 2 条

3 焊缝坡口精度 第 12. 1. 2 条

4 外形尺寸 第 12.3.2 条

班组长 质检员

施工单位检验
或专业工长 或项目技术负责人

评定结果

年月 日 年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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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 钢板剪力墙安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 E. 0. 3 

记录。

表 E.0.3 铜板剪力墙安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依据标准 分包单位负责人

主控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 监理（建设）单位

备注
（按本规程） 评定记录或结果 验收记录或结果

1 基础验收 第 12. 1. 2 条

2 构件验收 第 12. 1. 2 条

3 钢柱安装精度 第 12. 1. 2 条

4 垂直度和侧弯曲 第 12. 2. 2 条

5 主体结构尺寸 第 12. 2. 1 条

一般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 监理（建设）单位

备注
（按本规程） 评定记录或结果 验收记录或结果

1 地脚螺栓精度 第 12. 1. 2 条

2 标记 第 12. 1. 2 条

3 构件安装精度 第 12. 1. 2 条

4 主体结构高度 第 12. 1. 2 条

5 现场组对精度 第 12. 1. 2 条

6 结构表面 第 12. 3. 2 条

施工单位检验
班组长 质检员

评定结果
或专业工长 或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月 日 年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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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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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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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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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75 



76 

引用标准名录

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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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4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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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钢板剪力墙技术规程

JGJ/T 380- 2015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钢板剪力墙技术规程》 JGJ/T 38。一 2015 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以第 947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制订过程中，编制组对我国钢板剪力墙结构近年来的

发展、技术进步和工程应用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国内外钢板剪力墙工程建设成熟的实践经验，并进行了多项试验

研究；同时参考了国外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并广泛征求了

意见。

为了便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科研和学校的相关人员在使用

本技术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钢板剪力墙技术规

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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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本条是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制作安装及验收过程中必

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 0. 2 本条明确指出本规程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和一般构筑

物中钢板剪力墙结构设计、制作安装及验收，本规程中的各类钢

板剪力墙适用于纯钢结构及组合结构。

1. 0. 3 钢板剪力墙加工制作企业制定的企业验收标准不能低于

本规程及现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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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 2 工程实例统计显示，在一个高层钢结构框架结构的抗侧

力体系中，有采用不同种类的钢结构抗侧力构件（例如钢支撑、

钢板剪力墙），也有钢板剪力墙在不同楼层采用不同类型的钢板

剪力墙，同一层宜采用同类钢板剪力墙。

3.1. 3 钢板剪力墙属于新型抗侧力构件，试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是多基于钢板剪力墙承受水平荷载的基础上获得的。欧美日等国

的抗震设计规范中，对钢板剪力墙的要求是不承担竖向荷载。建

议整个结构按钢板剪力墙不承受竖向荷载进行设计分析，并采取

连接构造和施工措施予以实现。

3.1. 4 按性能化设计时，若结构在设防地震作用下进入塑性，

则周边框架梁柱不应先于钢板剪力墙破坏。

3.2 材料

3. 2.1 根据钢板剪力墙的性能和工程实例，本条给出了 Q235

钢和 Q345 钢。对性能要求更高的，可以采用综合性能良好的建

筑结构用钢板 CGJ 钢）。当有可靠依据时，也可以采用低屈服强

度钢，钢材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低屈服强度钢板》

GB/T 28905 的规定。低屈服强度钢是一种低强度高延性钢材，

适用于防屈曲支撑等高延性构件，近年来国内有多项工程应用

实例。

3.3 设计指标

根据工程实例中用到的 Q235 钢、 Q345 钢和 Q390 钢的三种

牌号钢材，提供钢材材料和所对应焊接材料的设计指标，以及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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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连接强度指标。

3.4 变形限值

编制组通过 77 个试件的试验研究分析，分别对非加劲钢板

剪力墙 (12 个试件）、加劲钢板剪力墙 (11 个试件）、防屈曲钢

板剪力墙 (13 个试件）、钢板组合剪力墙（35 个试件）、开缝钢

板剪力墙（6 个试件）试验构件，考虑试件屈服位移角、峰值位

移角、延性系数等因素，得到了层间位移角限值。在此基础上，

综合试验研究和实际工程经验，分别对不同的钢板剪力墙类型给

出了两个层间位移角限值。

根据国内外的试验结果，以外层钢板屈服时的位移角作为钢

板组合剪力墙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以极限位移角作为弹塑性

层间位移角限值。钢板组合剪力墙的变形能力介于钢筋混凝土剪

力墙与钢板剪力墙之间，且与外包钢板对内填混凝土提供的约束

效应密切相关。根据已有的试验，在工程应用范围的轴压比限值

内，钢板组合剪力墙的极限位移角小于纯钢板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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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

4.1 一般规定

4.1. 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使用过程中，钢板不宜承担竖向荷载。

实际工程中可通过主体结构封顶或大部分竖向荷载施加完毕后，

再完成墙板与周边框架的连接，而在此之前仅作临时固定。

4.1. 3 四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是指墙板四周均与周边框架

梁、柱相连的钢板剪力墙；两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是指仅与

框架梁相连的钢板剪力墙；两边连接钢板剪力墙的承载力和刚度

均低于四边连接钢板剪力墙，但两边连接钢板剪力墙可以在一跨

分段布置，便于刚度调整，同时有利于门窗、洞口的开设。

4.1. 4 当钢板剪力墙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宜考虑后期施工对

钢板剪力墙受力性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可在结构计算中将墙板厚

度 tw折减为 <f;tw 来考虑、二者同步施工的影响。折减系数¢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 l-x 0) 

χ ＝ 100!::./H (2) 

式中： χ一一主体结构在钢板剪力墙所在楼层的层间竖向压缩变

形平均值 A 与层高 H 比值的 100 倍。

上述计算公式依据不同厚度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数值分析结

果拟合得到（图 1) 。对于高层混凝土结构与钢结构，宜符合下

式规定：

t:./H ζ0. 2% (3) 

4.1. 6 利用屈曲后强度的非加劲钢板剪力墙，钢板高厚比越大

相对越经济，但钢板过薄易产生较大的平面外初始几何缺陷，综

合构件加工、制作及施工等因素确定钢板的最大相对高厚比

为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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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体结构楼层压缩量对钢板剪力墙厚度的折减系数

4. 2 四边连接铜板剪力墙

4. 2.1 四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依靠周边框架梁、柱的锚固

作用使钢板产生很高的屈曲后强度，由于框架梁、柱的锚固作用

远大于钢梁中翼缘和加劲肋对梁腹板的锚固作用，因此利用屈由

后强度的钢板剪力墙受剪承载力远高于利用屈曲后强度梁腹板的

受剪承载力。当不考虑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屈曲后强度时，相关设

计方法可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

99 执行。

高厚比是影响非加劲钢板剪力墙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随着

高厚比的增加，非加劲钢板剪力墙逐渐由平面内受剪转变为拉力

带承载的方式，若将钢板剪力墙简化为一系列倾斜的只拉杆，且

拉杆截面应力达到钢材屈服强度，可从理论上推导出钢板剪力墙

的受剪承载力为 0. 5JLetw。考虑到实际应用中拉力带不能充分

开展，并参考美国和加拿大规范关于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设计方

法，偏于安全地考虑 1. 2 的安全系数，即承载力取为0. 42JLetw 。

对通用高厚比小于 200 的钢板剪力墙，当有可靠依据时可考虑受

剪承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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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系分析时，四边连接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可简化为附录

A 中的混合杆系模型，钢板剪力墙跨高比影响简化分析模型中

杆条的倾角，关于杆条与竖直方向夹角 α 的取值，可参考美国规

范《NEHRP Recommended Provisions for Seismic Regulations 

for New Buildings and Other Structures> FEMA 450 和加拿大

规范《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CSA S16 按下式计算：

1 十ι立
, 2A 

tan＇α ＝ tl H3 \ 
l+twHI 一＋一一－ l

\Ab 360IcLJ 

(4) 

式中： α一一钢板剪力墙的拉力带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H 与钢板剪力墙相连框架梁的形心距离（mm);

L 与钢板剪力墙相邻框架柱形心的距离（mm);

Ab一－与钢板剪力墙相连框架梁的截面积（mm2);

Ac 与钢板剪力墙相连框架柱的截面积（mm2);

Ic 框架柱在钢板剪力墙平面内的抵抗矩（mm4 ）。

当边缘框架构件的抵抗矩满足本规程第 4. 2.2 条和第 4. 2. 3 

条规定，且钢板剪力墙的跨高比大于 1 时，按照上式确定杆条倾

角基本在 38。～45。之间，棍合杆系模型对上述范围内的 α 值并不

敏感，在模型中将杆的倾角近似取 45° 。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对于钢板剪力墙的简化分析模型

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钢板剪力墙高厚比逐渐增加

过程中，拉压杆数量逐渐减少，只拉杆数量逐渐增多，是一个逐

渐变化的过程。为简化分析，同时方便设计，拉压杆和只拉杆的

数量比值建议取 2:8 。

4.2.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拉力场的发挥与边缘梁柱构件的抗弯

刚度密切相关。当柱抗弯刚度不足时，在拉力场作用下将发生

“沙漏”现象，拉力场的锚固朝梁上转移，不能形成“充分拉力

场”。为接近“充分拉力场”，边缘构件应满足一定的锚固刚度要

求。对上、下两侧都设有墙板的框架梁而言，由于上、下两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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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场坚向分量可基本抵消，则对框架梁锚固刚度可不作规定。而

对于仅在单侧存在拉力场的边柱，美国规范《Seismic Prov臼ion

for Structural steel Buildings> ANSI/AISC341 及加拿大国家标

准 CAN/CSA Sl6 均要求边柱的截面惯性矩符合下式要求：

0. 00307twH4 
(5) 

c ::::--- L 

研究发现，上式只适用于极薄的墙板。当墙板稍厚时，经式

(5）确定的边柱截面往往过大。为确定能适用到各类厚度非加劲

肋的边柱刚度取值，依据墙板拉力场作用与剪切作用的定量比例

关系，对上式进行修正，利用剪切力分配系数 κ 对公式进行修

正，使之适用于不同厚度的钢板剪力墙。

4.2.3 仅一侧与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相连的框架梁，框架梁要有

足够的刚度保证钢板剪力墙拉力带的充分开展，美国规范 AISC

341 及加拿大国家标准 CAN/CSA Sl6 均给出了边梁的最小截面

惯性短取值，此处参考了美国和加拿大相关规范的规定。

4.2.4 系数乐的作用是将柱中力等效到柱顶，将变轴力问题转

化为常轴力问题，此时边缘柱的计算长度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元侧移框架柱计算长度系数表查

得，不考虑变轴力作用的影响。边缘柱的稳定校核按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执行。拉力场在边缘柱上产生

的竖向分量 q按式（6）计算，其中 α 为钢板剪力墙拉力带与竖

直方向的夹角，按照本规程条文 4. 2. 1 的条文说明计算。

q= ftwsin2α （ 6) 

式中： q二一拉力带拉力设计值沿边缘柱单位高度方向产生的竖

向分量 CN/mm);

f－一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CN/mm2);

tw→←钢板剪力墙的厚度（mm）。

4.3 两边连接铜板剪力墙

4.3.l 考虑实际工程应用中两边连接钢板剪力墙尺寸要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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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了钢板跨高比和相对高厚比变化对剪力墙滞回性能的影

响，跨高比的变化范围为 0. 5～2.0，相对高厚比的变化范围为

100～600，通过对大量分析结果的拟合，提出钢板剪力墙的受剪

承载力计算公式。当钢板剪力墙的跨高比和高厚比超过上述限值

时，两边连接钢板剪力墙的承载力需做专门研究确定。

4. 3. 2 两边连接钢板剪力墙的两侧自由边在受力过程中易过早

出现平面屈曲变形，宜在墙板两自由边设置加劲肋。基于弹性屈

曲理论，设置加劲肋受剪板的弹性屈曲承载力应与侧边约束受剪

板的弹性屈曲承载力相等为原则（即限制自由边平面外变形时钢

板的屈曲系数和设置加劲肋后钢板的屈曲系数相等），提出了加

劲肋的最小刚度限值；同时加劲肋的截面高宽比不能太大，防止

在受力过程中出现局部屈曲。

4.4 构造要求

4. 4.1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的连接，可采用鱼尾板过

渡的连接方式。设计实践证明，钢板剪力墙与鱼尾板的连接采用

栓接方式时，由于螺栓孔的加工偏差以及主体结构的变形均可能

造成钢板剪力墙的安装困难，故对螺栓孔的加工精度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而且在拉力场作用下，螺栓需要布置得较密才能满足强

度要求，同时螺栓滑移而产生很大的噪声，舒适度差，故还应严

格控制螺栓连接在风荷载及小震作用下所发生的滑移量。一般认

为焊接具有较大的残余应力，且延性欠佳，不适用于钢板剪力墙

的连接，但国内外针对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诸多试验结果均表

明，采用焊接连接方式的墙板具有良好的延性，且高于一般延性

钢框架，因而本条规定非加劲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的连接宜采

用焊接方式。

4.4.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后期靠形成拉力带继续承载，拉力带

内的应变较大，应力超过屈服强度，为避免螺栓连接时墙板与鱼

尾板出现滑动，在设计中高强度螺栓所能够承担的最大剪力应能

使其分担的钢板条带（图 2 所示阴影部分）达到极限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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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式（7）。同时，对栓接节点的研究表明，钢板屈曲后对螺栓的

面外作用力能够达到其屈服强度的 10% ，若不考虑该力的影响，

螺栓处的钢板将容易发生滑移现象，因此在设计时每个螺栓所承

受的拉力 N，按式（8）计算，拉力 N，垂直于钢板。设置单排螺

栓难于满足上述要求时，可考虑设置多排螺栓，且在施工过程中

应保证对螺栓施加足够的预紧力。

Nv = fuAo (7) 

N, = 0. lf,生。（8)

式中： Nv 一一单个高强度螺栓剪力设计值 CN);

N， →一单个高强度螺栓拉力设计值 CN);

‘八一→钢板剪力墙所用钢材的极限抗拉强度最小值 CN/

mm2); 

A。一一单个高强度螺栓承担拉力带的截面面积（mm2 ）。

图 2 螺栓受力简图

N，←单个高强度螺栓拉力； Nv 单个高强度螺栓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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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劲钢板剪力墙

5.1 一般规定

5.1. 4 工程中应用的加劲钢板剪力墙，加劲肋的布置形式主要

取决于荷载作用形式，加劲肋的布置形式主要有图 5. 1. 4 中的

几种。

5.1. 6 当有多道竖向加劲肋时，考虑到竖向加劲肋需要为拉力

带提供锚固刚度，故以通长布置为好。

5.2 焊接加劲钢板剪力墙

5. 2.1~ 5.2.3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中的相关规定。

5.2.S 研究表明，即使对于框架柱弯曲刚度足够大的厚钢板剪

力墙，由于残余应力与面外初始缺陷的影响，其受剪承载力同样

无法达到儿，折减系数 G按式（ 9）计算，边柱与钢板剪力墙

刚度比品不应大于 1. 0，由于本规程 5. 1. 1 要求框架柱截面惯性

矩在｜明值以上，故此处刚度比品应取为 1. 0，计算值为 0. 87 0 

Co = 0. 67 十 0. 2品（9)

式中： Co －一边缘柱刚度相关的折减系数；

卢。 边柱与钢板剪力墙刚度比。

考虑到平钢板作为加劲肋时容易发生局部屈曲进而丧失对钢

板剪力墙的面外约束能力，引人折减系数 C1 。

5.3 栓接加劲钢板剪力墙

5. 3.1 研究表明，同时考虑加劲肋的弯曲刚度和扭转刚度时，

区格内子板的弹性抗剪屈曲系数可表示为式 (10）。一般单排螺

栓连接的加劲钢板剪力墙并不考虑扭转刚度的作用，因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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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一般 5取 0。

77 1+1. 68~2 币 1 + l. 4 2 ( h1 \ 2 k,o = 5. 34 一一一←→ 十 4.0 一一一一 υ」二二L l 二 l
即 1. 25 十平 l 十俨 1. 25 十 77 1 十 F \ l1 ! 

(10) 

式中： b 考虑肋板抗弯及抗扭刚度比影响的弹性抗剪屈曲

系数；

l1 钢板剪力墙区格宽度（mm);

h1 一二钢板剪力墙区格高度（mm);

g一一一肋板扭转刚度比；

？一一肋板弯曲刚度比。

5.3.2 研究表明，栓接钢板剪力墙抗剪稳定系数与正则化高厚

比之间的表达式机 λnb可偏于安全地采用公式（ 5. 2. 3 3）给出

的表达式弘 λno

5. 4 构造要求

5.4.4 设置加劲肋主要是帮助内嵌钢板延迟钢板剪力墙屈曲或

防止钢板剪力墙屈曲，故加劲肋与边缘构件不宜直接连接，以避

免加劲肋直接承受边缘构件的不利作用。否则要考虑边缘构件对

加劲肋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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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屈由钢板剪力墙

6.1 一般规定

6.1. 6 当钢板剪力墙的相对高厚比小于 100 时，钢板主要以平

面内受剪来抵抗水平剪力，此时设置混凝土盖板来限制钢板的平

面外屈曲，对提高钢板剪力墙的承载力和耗能能力的作用不大，

实际应用时防屈曲钢板剪力墙中的钢板高厚比大于 200 时更为

经济。

6.2 承载力计算

6. 2.1 四边连接防屈曲钢板剪力墙中剪力应全部由钢板承担。

为精确模拟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的研

究工作给出了一种适用于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的混合杆系模型。与

非加劲四边连接钢板剪力墙类似，混合杆系模型中分为拉压杆和

只拉杆，杆条均匀分布于框架中，杆条与竖直方向夹角近似取为

45。，可参照附录 D。参数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防屈曲钢板剪力

墙，当？昆凝土盖板厚度达到一定幅值后，拉压杆和只拉杆数目比

值保持为 4: 6 ，采用与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相同的计算方法，得

到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

6. 3 构造要求

6.3.1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的设计原则是小震作用下混凝土盖板

不参与受力，仅作为钢板的面外约束而存在；在大震作用下，预

制混凝土盖板可参与受力，预制1昆凝土盖板先在角部与周边框架

接触，随后接触面不断增大，混凝土盖板开始与钢板共同承担水

平荷载，此时混凝土盖板的加入，可以补偿因部分钢板发生局部

屈曲而造成的刚度损失。每侧间隙的大小可依据大震下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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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确定，见图 3 。

间隙 α 的上限值由约束构件和边框梁之间边距内的钢板屈曲

控制。相关试验和有限元研究表明，间隙 α 范围内的板承担的两

短边的压应力，且压应力分布较为均匀，板件在受压作用下屈

曲。将间隙 α 范围内的板看作为一长边夹支，另外三边可以考虑

框架嵌固作用的均匀受压板。通过上述简化，获得了高为 α 的均

匀受压窄板。受压窄板屈曲应不先于板的屈服，就可以有效控制

间隙 α 范围内板的屈曲，并要求板段满足也不小于儿，间隙 α

的上限值可取为 l7tw • Ek 。

咕
呻
州
州
，
尸
｜
L

~· 

图 3 混凝土盖板与框架缝隙

H, 钢板剪力墙的净高度； lip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A 混凝土盖板与周边框架之间应预留间隙下限值

6.3.2 在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的设计中，连接螺栓的最大间距以

及混凝土盖板最小厚度是两个重要参数。这两个参数相互影响，

共同决定防屈曲钢板剪力墙的承载性能。本条取 100 作为螺栓中

心间距与钢板厚度比值的限值，主要依据清华大学的研究及美国

规范 AISC 341 有关工字形钢梁腹板在剪切荷载作用下防止产生

局部屈曲的限值。

6.3.3 对混凝土盖板的厚度要求是通过对约束刚度比予进行限

制来实现的，该参数的物理意义是混凝土盖板的剪切屈曲荷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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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钢板剪切屈服荷载的比值。清华大学的分析表明：在螺栓最

大间距满足本条规定的情况下，混凝土盖板的最小厚度主要由内

嵌钢板的高厚比决定，据此给出了混凝土盖板临界约束刚度的计

算公式。只有螺栓间距与混凝土盖板厚度同时满足要求，混凝土

盖板才能有效限制钢板的平面外屈由变形，从而提高钢板剪力墙

的耗能能力。

6.3.5 防屈曲钢板剪力墙应在板边缘处做加强处理，通常可采

用在泪凝土盖板四周设置直径不应小于 lOmm 的 2 根周边钢筋等

措施。

6.3.6 考虑到在实际应用中，尺寸较大（大于 2m× 2m）的混

凝土盖板不便运输与施工，故本条允许对混凝土盖板进行分块，

但应考虑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刚度、强度等。

96 



7 钢板组合剪力墙

7. 1 一般规定

7.1. 2 对应的墙体含钢率为 2%～8%。日本规范规定的 twc/ tsw 

范围为 30～200 。

7.1. 3 限制最小厚度是为了保证施工过程中钢板的稳定性能及

栓钉的可焊性。限制最大厚度是为了保证钢板的焊接性能及塑性

变形能力。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规定的最小厚度为 lOmm，最大厚度为墙厚的 1/15。美国规范

AISC 341 规定的最小厚度为 9.5mm。此处不规定最大厚度，最

大厚度可参考本规程第 7. l. 2 条。

7.1. 4 日本规范中关于连接件间距与外包钢板厚度的比值（距

厚比）的限值约为 39。清华大学完成的试验中，距厚比为 25 、

33 、 50 的试件发生钢板局部屈曲时的位移角范围分别为 1/94～

1/82 、 1/86～1／町、 1/121～ 1/1040 为满足位移角 1/80 时（与

大震位移角一致）墙体钢板不发生局部屈曲的目标，可将距厚比

限值取为 40 。

7.1. 5 当 T形加劲肋具有足够刚度时，相邻加劲肋之间钢板的

约束条件与矩形钢管混凝土中单片钢板的约束条件相似，因此加

劲肋的间距与外包钢板厚度比值的限值可参照矩形钢管混凝土的

宽厚比限值。

7.1. 6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宜

设端柱或与另一侧墙相连。

7.1. 7 本条均采用弹性刚度。国外规范多采用考虑一定非线性

的有效刚度，如增加 0. 85 的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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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承载力计算

7. 2. 2 美国规范《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Steel Buildings>

ANSI/ AISC360 在计算组合构件的压弯承载力时，给出了两种

计算方法，一种是全截面塑性方法，另一种是应变协调法（类似

于现行国家标准《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钢筋混凝

土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欧洲规范《Eurocode 4: De

sign of Composite Steel and Concrete Structures-Part 1-1 : Gen 

eral Rules and Rules for Buildings> BS EN 1994-1日1: 2004 在计

算组合构件的压弯承载力时，采用的都是全截面塑性方法。这里

不采用应变协调法的原因有下列几点：①用应变协调法很难给出

显式计算公式，计算非常复杂；②由于钢板对混凝土的约束作

用，？昆凝土的变形能力远高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程》 GB 50010 规定的极限压应变 0.0038；③钢板对组合剪力墙

的承载力贡献很大，如果采用混凝土的极限应变来控制截面的受

弯承载力，过于保守。

本条文没有给出一个显式的计算公式，原因是塑性中和轴的

位置有多种情况：①在墙体内；②在端柱内；③在端柱内侧的钢

翼缘内。而对于一个确定截面的计算，根据平衡方法可试算出中

和轴的位置，公式（ 7. 2. 2-1) 相当于给出了一个计算塑性中和

轴高度的方法。

式中 ρ考虑了钢腹板的弯剪辑合作用，计算公式参照欧洲规

范 Eurocode 4 第 6. 2. 2.4 条的规定。

7.2.3 目前对钢管混凝土构件中混凝土对抗剪贡献的研究还不

充分，因此保守取钢腹板的抗剪贡献。

7.2. 4 轴压比的限值和抗震等级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 GB 50011 ，但这里轴压比的计算中包含了钢板的贡献，

因此相比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轴压比限值放松了。

7.2.5 栓钉或对拉螺栓的作用是使外包钢板和内填混凝土形成

整体，防止两者相互分离。在压应力作用下，钢板具有向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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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屈曲的趋势，从而使栓钉和对拉螺栓承担拉力，该拉力与栓

钉作用范围内钢板的压应力的合力呈正相关。日本规范中系数

α目的范围为 0.02～0.03，本条为简化计算将该系数定为 0.030

7.2.6 栓钉受拉承载力计算参考美国规范《Brilding Code Re 

quirements for Structural Concrete and Commentary》 ACI318 。

7.3 构造要求

7.3.1 栓钉的直径与钢板厚度的比值过大，栓钉焊接会影响钢

板性能。栓钉应具有足够的长度，以防止栓钉被拔出而影响防止

钢板屈曲的能力。

7.3.2 为防止钢板的局部屈曲，加劲肋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锚

固深度。

7.3.3 本条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关于一、二、三级抗震的分布钢筋要求。由于外侧钢板对

内填混凝土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当墙体厚度较小时，可以不设钢

筋网片。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对内置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规定为：分布钢筋的配筋率不宜

小于 0. 4%，间距不宜大于 200mm，且应与钢板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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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开缝钢板剪力墙

8.1 一般规定

8.1.1 通过对竖缝的合理设计，在常遇地震及风荷载作用时，

开缝钢板剪力墙可为结构提供部分抗侧刚度；而在结构遭遇罕遇

地震作用时，墙肢缝端部分会形成塑性饺来耗能，缝端进入塑性

也使墙板的抗侧刚度逐渐降低，从而减弱地震对建筑物的进一步

破坏作用。因此开缝钢板剪力墙适宜用于中、高烈度区的

建筑。

竖缝的开设对钢板剪力墙的刚度削弱较大，因此从经济角度

出发，建议使用在己具有较高刚度的钢框架或组合框架中，不仅

可补充框架结构刚度的不足，而且还可大大增强结构的延性和耗

能能力。

8.1. 2 开缝钢板剪力墙的布置比较灵活，仅与框架梁连接，沿

竖向可不连续或者错位布置，有利于建筑中门窗洞口的开设，可

满足丰富建筑立面的需要。

8.1. 3 →方面，开缝钢板剪力墙不与框架柱而仅与框架梁通过

螺栓连接，螺栓一般在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后再予拧紧，从而使钢

板剪力墙在实际使用中仅承受少量装修荷载和活荷载；另一方

面，根据宝钢与同济大学的试验研究，开缝钢板剪力墙具有较大

的竖向荷载承受能力，完全可以承受 18 层建筑所累积的装修荷

载和活荷载。

8.1. 4 本条从钢板剪力墙布置数量方面出发，保证带竖缝钢板

剪力墙的塑性发展先于框架柱，从而起到耗能构件的作用。

8.1. 5 本条为防止与剪力墙相连的梁因剪力墙倾覆力矩传递的

局部横向力导致强度不足。由于结构设计中开缝钢板剪力墙用简

化模型替代，因此所获得的与钢板剪力墙相连框架梁的内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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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未考虑开缝钢板剪力墙倾覆力矩的影响，故本条对钢梁内力

设计值予以放大，还应考虑框架柱的刚度与框架梁相匹配，以保

证实现“强柱弱梁”。

8.2 承载力与刚度计算

8.2.1 开缝钢板剪力墙柱状部包括缝间小柱和墙板两侧边缘处

小柱。

8.2.3 本条系在日本学者所建议的刚度公式基础上，经宝钢和

同济大学合作研究的试验数据和有限元分析检验后提出的。

8.3 构造要求

8. 3. 5 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便于作为耗能构件的带竖缝钢板

剪力墙在大地震后更换。但是必须有效防止螺栓在风荷载和小震

作用下发生滑移，产生噪声。本条根据同济大学和宝钢合作进行

的足尺试验结果提出了对高强度螺栓配置的计算要求，其中 Vv

为板上倾覆力矩 M1所引起的螺栓竖向剪力，各螺栓分担的剪力

与螺栓群形心距离成正比，如图 4所示为高强度螺栓单排布置时

的竖向剪力分布图，其中 Vv可按式 (11) 计算。墙板一边螺栓

孔采取竖向长圆孔，主要是为了消除加工和安装带来的误差，并

且在终拧前消化竖向荷载引起的钢板剪力墙竖向位移。

V M1y,, (11) 

2 • 2= y~ 
F二 1

式中： Vv一一一板上倾覆力矩 M1所引起的螺栓竖向剪力（N);

y; 第 i 列螺栓离中和轴的距离（mm），中和轴即为螺

栓群形心轴；

y,, 第 η 列螺栓离中和轴的距离（mm);

η 中和轴一侧螺栓的排数。

101 



102 

行汁干干.....，＿＿＿，

l j~~川
~ 

图4 板上倾覆力矩 M1所引起的螺栓竖向剪力分布

M1一倾覆力矩； Vv→倾覆力矩 M1所引起的螺栓竖向剪

力； y1－第 1 列螺栓离中和轴的距离； Yi一一第 i 列螺栓

离中和轴的距离； y，， 第 n 列螺栓离中和轴的距离；

L, 钢板剪力墙的净跨度



9 节点设计与连接构造

9.1 一般规定

9.1. 2 在能否承受竖向荷载及比例上，各类钢板剪力墙有所不

同，在连接及节点设计时需特别注意。

9. 1. 4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中的相

关规定，鱼尾板连接工程实践中应用较多。当采用双鱼尾板时，

鱼尾板总厚度应大于钢板厚度。

9.1. 6 不同形式的钢板剪力墙，承受竖向荷载的比例不同，对

连接时间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需在设计文件中明确。如安装单位

拟调整时，必须征得设计单位同意。

9.2 钢板剪力墙与边缘构件螺栓连接

9. 2. 2 采用非加劲薄钢板剪力墙，通常利用钢板屈由后强度，

在钢板剪力墙内形成拉力带，采用螺栓连接时易逐个失效。

9.4 构造要求

9. 4.1 对洞口的设置，作如下说明：

1 设计中需要根据洞口的数量、分布、洞口尺寸对墙整体

刚度的影响，考虑是否需要在整体计算中予以反映。当洞口大于

700mm 时，对钢板剪力墙的整体刚度影响宜在计算中予以反映。

洞口补强可采用洞边设加劲肋、贴焊钢板或其他措施。当出

现多个不大于 300mm 的密集洞口时，宜采取补强措施。

2 非加劲钢板剪力墙的拉力带形成是发挥屈曲后承载力的关键。

9.4.2 条文中建议的底脚方式可用于钢板剪力墙受压或受较小

拉力时。当钢板剪力墙设计工况出现很大拉力时，需专门设计抗

拉的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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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火与防腐

10.1 防火

10.1.1 根据钢板剪力墙的受力特性，规定了不同类型的钢板剪

力墙耐火极限要求。钢板剪力墙主要作用是抗侧力，当不承受竖

向荷载时，耐火极限可按梁的要求。当设计中钢板剪力墙承受了

竖向荷载，耐火极限要求可按柱的要求。

10. 1. 2 外包不燃材料防火保护措施主要有：浇筑泪凝土或砌筑

砌体、采用轻质防火厚板包敷、复合保护（在紧贴钢板用防火涂

料或柔性毡状材料，用钢丝网将其固定于钢板表面，外面用防火

薄板封闭）等。

10.1. 3 防火保护材料的性能要求主要为：防火保护材料的等效

热传导系数或防火保护层的等效热阻、防火保护层的厚度、防火

保护的构造、防火保护材料的使用年限等。当工程实际使用的防

火保护方法或保护材料与设计文件不一致时，应由设计单位确认

并出具修改文件。

10. 1. 7 支撑构件应为不燃体，在高温下应仍能保持一定的强

度，保证防火结构的稳定和完整。

10.2 防腐

10.2.2 表面处理质量对涂层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是涂层过早破

坏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金属热喷涂层和其他防腐蚀覆盖层与基体

的结合力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规定在涂装之前应进行表

面处理。粗糙度的增加可加大金属表面积，提高涂膜的附着力，

但如果过大，当涂料厚度不足时，轮廓峰顶处常会成为早期腐蚀

的起点。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55 中规

定了各底涂层对应的表面粗糙度：热喷钵／铝为 60µm～lOO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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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机富捍为 50µm～80µm，环氧富锋为 30µm～75µm，不便喷砂

部位为 30µm～75µm。

10.2.5 金属热喷涂主要有喷锋和喷铝两种，作为钢板的底层，

具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在大气环境中喷铝层和喷钵层是最长效的

保护系统的首要选择。

10.2.6 焊缝及焊接热影响区是防腐蚀保护的薄弱环节之一，为

保证防腐的质量，在焊缝两侧先预留出一定宽度，在工厂制作时

暂不涂装或涂刷不影响焊接性能的车间底漆。

10.2.7 钢板的锈蚀与所处环境关联较大，潮湿环境会极大地促

使锈蚀的发生，尤其是湿度反复变化的条件下影响更大。宜采用

通风、降湿等措施，保持使用环境常态为温度较小状态，以减少

钢板的锈蚀。防腐蚀设计年限通常低于建筑物设计年限，对于维

修较困难的部位，也应加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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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制作与安装

11.1 一般规定

11.1. 2 工艺文件编制的依据主要有：工程设计图纸及根据设计

图纸而绘制的施工详图；图纸设计总说明和相关技术文件；图纸

和合同中规定的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相关技术条件。

11. 2 制 f乍

11. 2.1 竖缝切割易引起应力集中、初始缺陷等不利影响，尤其

是在小柱的端头部位。故本条要求切割起始位置位于缝高一半

处，且缝端部应圆弧过渡。

11. 2. 6 分段后的钢板剪力墙墙单元一般设有暗柱、暗梁，各组

成部分需进行组装焊接。

1 组装前应对钢板剪力墙墙身布置的栓钉、钢筋连接器进

行划线，栓钉、钢筋连接器划线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记号笔、

钢印号表达清楚。钢板剪力墙单元组装的尺寸偏差，应控制在工

艺文件和本规程第 12 章所要求的组装偏差允许范围内。

2 组装用的平台和胎架应符合构件装配的精度要求，具有

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3 组装焊接钢板剪力墙应预放焊接收缩量，并对各部件进

行合理的焊接收缩分配，宜进行工艺性试验确定焊接收缩量。组

装焊接应在钢构件拼装检验合格后进行。

4 将钢板剪力墙单元细分为钢板、暗柱、钢筋连接板等分

别组装、焊接、矫正合格后，进行总装焊接。

11. 2. 9 在水平推力作用下，钢板剪力墙的薄弱部位出现在角

部，试验表明，角部连接处会出现撕裂，角部破坏会影响钢板剪

力墙的整体承载力。为了克服角部应力集中，防止角部撕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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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钢板角部设置成圆角或倒角的构造措施。

11. 3 安装

11. 3.1 钢板剪力墙主要为抗侧向力构件，竖向承载力较小，安

装时间和顺序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本规程第 4～8 章分别对

各种类型钢板剪力墙的受力情况进行了规定。对于仅承担水平剪

力，不承担竖向压力的钢板剪力墙，常用的施工方法是待主体结

构封顶或大部分竖向荷载施加完毕后，再固定钢板剪力墙。如果

钢板剪力墙与主体结构同步安装，则必须考虑后期施工对钢板剪

力墙受力性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本规程采用钢板剪力墙与主体结

构后固定法施工，即先作临时固定，对高强度螺栓和不影响竖向

荷载的焊缝进行施工、焊接，待主体结构封顶或大部分竖向荷载

施加完毕后，再进行钢板剪力墙的最后固定焊接工作。对于既承

担水平剪力又承担竖向压力的钢板剪力墙，可与主体结构同时

施工。

11. 3. 2 对加劲钢板剪力墙和钢板组合剪力墙，在组装成剪力墙

单元时，易形成封闭或半封闭腔体，在剪力墙单元进场后，为避

免内部锈蚀，应及时清理内部积水和污物。

11.3. 3 钢板剪力墙安装时应考虑对称性，合理划分施工区域，

平面吊装顺序按中心单元向四周单元的顺序进行，控制安装尺

寸，防止安装误差积累，同时保证钢板剪力墙的整体稳定性。

11. 3. 4 首单元钢板剪力墙安装时，可拉设双向缆风绳进行临时

固定，缆风绳沿墙体方向成对布设，缆风绳上端直接与剪力墙吊

装耳板连接，下端可设置倒链与预埋地锚相连。

为保证就位的钢板剪力墙的稳定性，在各单元之间拉设临时

支撑；板间临时支撑分为角撑和对撑。支撑加设主要综合考虑钢

板剪力墙受力特点、结构形式及与土建施工的位置关系等因素灵

活布置。

为了减小钢板剪力墙在焊接过程中的收缩变形，钢板剪力墙

在焊接前需要在焊缝两侧设置临时连接板固定，待焊接完成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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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冷却至环境温度后将连接板割除。安装临时连接板根据现场

焊接形式与临时连接位置灵活布置，但要确保临时连接的可靠

性。横焊缝临时连接板宜布设在钢板剪力墙暗柱处，每片钢板剪

力墙至少布置两道。立焊缝临时连接板宜布设在铜板剪力墙上下

两端，并留出足够的操作空间。

11. 3. 6 对栓焊连接的钢板剪力墙，当高强度螺栓紧固完成后，

对该片剪力墙进行测量，根据测量的偏差值大小及偏差方向，进

行局部尺寸调整，再确定焊接顺序及焊接方向。

11. 3. 7 焊接顺序遵循以下要求：先焊接收缩量大的焊缝；同类

焊缝对称、同时、同向焊接；为减少焊接变形，原则上单块剪力

墙相邻两个接头不要同时开焊，先焊接－端焊缝，同时对另一端

焊缝临时固定，待焊缝冷却到常温后，再进行另二端的焊接；先

焊钢板之间的纵向焊缝，再焊与钢柱连接的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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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量验收

12.2 主控项目

12. 2.1 根据项目实施的工程经验，综合考虑含钢板剪力墙项目

实施中钢板剪力墙构件外形尺寸的质量指标对工程质量的影响程

度，将钢板剪力墙构件整体尺寸控制设定为主控项目。

12.2.2 钢板剪力墙在安装过程中，应控制单层剪力墙的垂直

度、轴线偏差及上下两层钢板剪力墙同轴线位置的垂直度。

12.3 一般项目

12.3.1 由于钢板剪力墙尺寸较大，容易超出钢板的轧制宽度，

因此增加了钢板拼接的要求，如表 1 所示。

表 1 钢板剪力墙拼接允许偏差

项目
对接允许偏差

(mm) 
图 例

L 拼接缝宽度
b二，，，500，士3. 0 

·~ b 
钢

一←三二－T板
『

形 拼接缝长度
1注1000，士3.0 v 式

·、

注： 1 拼接缝； L 钢板剪力墙长度； B 钢板剪力墙宽度； t一拼接长度；←拼

接宽度。

12.3.2 根据项目实施的工程经验，综合考虑含钢板剪力墙项目

实施中板件的局部尺寸的偏差和构件外形尺寸对工程质量的影响

程度小的偏差，设定为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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