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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钢筋机械连接

通用技术规程 的通知

建标 号

根据建设部 建标字第 号文的要求 由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主编的 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 业经审查 现批准

为行业标准 编号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归口管理并负责解释 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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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在混凝土结构中使用钢筋机械连接 做到技术先进 安

全适用 经济合理 确保质量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混凝土结构中受力钢筋

机械连接接头 简称接头 的设计 应用与验收 各类机械连接接头

均应遵守本规程的规定

用于机械连接的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筋混凝土用

热轧带肋钢筋 及 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

的要求 执行本规程时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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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和 符 号

术 语

钢筋机械连接

通过连接件的机械咬合作用或钢筋端面的承压作用 将一根

钢筋中的力传递至另一根钢筋的连接方法

接头抗拉强度

接头试件在拉伸试验过程中所达到的最大拉应力值

接头残余变形

接头试件按附录 加载制度加载后 在规定标距内所测得的

变形

接头极限应变

接头试件在规定标距内测得的最大拉应力下的应变值

主 要 符 号

主 要 符 号 表

编号 符 号 单位 含 义

钢筋弹性模量实测值

接头在 倍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下的割

线模量

接头在第 次加载至 倍钢筋屈服强度标

准值时的割线模量

受拉接头试件极限应变

钢筋在屈服强度标准值下的应变

接头单向拉伸的残余变形

接头反复拉压 次后的残余变形

机械连接接头的抗拉 抗压强度实测值

钢筋抗拉强度实测值

钢筋抗拉 抗压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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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的设计原则与性能等级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设计应满足接头强度 屈服强度及抗

拉强度 及变形性能的要求

钢筋机械连接件的屈服承载力和抗拉承载力的标准值不

应小于被连接钢筋的屈服承载力和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 倍

钢筋接头应根据接头的性能等级和应用场合 对静力单向

拉伸性能 高应力反复拉压 大变形反复拉压 抗疲劳 耐低温等各

项性能确定相应的检验项目

接头应根据静力单向拉伸性能以及高应力和大变形条件

下反复拉 压性能的差异 分下列三个性能等级

级 接头抗拉强度达到或超过母材抗拉强度标准值 并具

有高延性及反复拉压性能

级 接头抗拉强度达到或超过母材屈服强度标准值的

倍 具有一定的延性及反复拉压性能

级 接头仅能承受压力

级 级 级的接头性能应符合表 的规定

接头性能检验指标 表

等 级 级 级 级

单
向
拉
伸

强 度 单向受压

割线模量

且 且

极限应变

残余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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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 级 级 级 级

高应

力反

复拉

压

强 度

割线模量

残余变形

大变

形反

复拉

压

强 度

残余变形

且

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 其接头应满足设计要求的抗

疲劳性能

当无专门要求时 对连接 级钢筋的接头 其疲劳性能应能经

受应力幅为 上限应力为 的 万次循环

加载 对连接 级钢筋的接头 其疲劳性能应能经受应力幅为

上限应力为 的 万次循环加载

当混凝土结构中钢筋接头部位的温度低于 时 应进

行专门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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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的应用

接头性能等级的选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结构中要求充分发挥钢筋强度或对接头延性要求

较高的部位 应采用 级接头

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受力小或对接头延性要求不高的部位

可采用 级接头

非抗震设防和不承受动力荷载的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只承

受压力的部位 可采用 级接头

钢筋连接件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宜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中受力钢筋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的要求 且

不得小于 连接件之间的横向净距不宜小于

受力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位置应相互错开 在任一接头中

心至长度为钢筋直径 倍的区段范围内 有接头的受力钢筋截面

面积占受力钢筋总截面面积的百分率 应符合下列规定

受拉区的受力钢筋接头百分率不宜超过

在受拉区的钢筋受力小的部位 级接头百分率可不受

限制

接头宜避开有抗震设防要求的框架的梁端和柱端的箍

筋加密区 当无法避开时 接头应采用 级 且接头百分率不应超

过

受压区和装配式构件中钢筋受力较小部位 级和

级接头百分率可不受限制

当对具有钢筋接头的构件进行试验并取得可靠数据时 接

头的应用范围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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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的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确定接头性能等级时

材料 工艺 规格进行改动时

质量监督部门提出专门要求时

用于型式检验的钢筋母材的性能除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

定外 其屈服强度及抗拉强度实测值不宜大于相应屈服强度和抗

拉强度标准值的 倍 当大于 倍时 对 级接头 接头的

单向拉伸强度实测值尚应大于等于 倍钢筋实际抗拉强度

型式检验的接头试件尺寸 图 应符合表 的

要求

图 试件尺寸

型式检验接头试件尺寸 表

编号 符号 含 义 尺寸

接头试件连接件长度 实测

接头试件割线模量及残余变形的量测标距

接头试件极限应变的量测标距

钢筋直径 公称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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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种型式 级别 规格 材料 工艺的机械连接接头 型式

检验试件不应少于 个 其中单向拉伸试件不应少于 个 高应

力反复拉压试件不应少于 个 大变形反复拉压试件不应少于

个 同时 尚应取 根同批 同规格钢筋试件做力学性能试验

型式检验的加载制度应按附录 的规定进行 其合格条

件为

强度检验 每个试件的实测值均应符合表 规定的相

应性能等级的检验指标

割线模量 极限应变 残余变形检验 每组试件的实测平均

值均应符合表 规定的相应性能等级的检验指标

型式检验应由国家 省部级主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进

行 并应按附录 的格式出具试验报告和评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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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的施工现场检验与验收

工程中应用钢筋机械连接时 应由该技术提供单位提交有

效的型式检验报告

钢筋连接工程开始前及施工过程中 应对每批进场钢筋进

行接头工艺检验 工艺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每种规格钢筋的接头试件不应少于 根

对接头试件的钢筋母材应进行抗拉强度试验

根接头试件的抗拉强度均应满足本规程表 的

强度要求 对于 级接头 试件抗拉强度尚应大于等于 倍钢

筋母材的实际抗拉强度 计算实际抗拉强度时 应采用钢筋的

实际横截面面积

现场检验应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和单向拉伸试验 对接头有

特殊要求的结构 应在设计图纸中另行注明相应的检验项目

接头的现场检验按验收批进行 同一施工条件下采用同一

批材料的同等级 同型式 同规格接头 以 个为一个验收批进

行检验与验收 不足 个也作为一个验收批

对接头的每一验收批 必须在工程结构中随机截取 个试

件作单向拉伸试验 按设计要求的接头性能等级进行检验与评定

并按附录 规定的格式记录

当 个试件单向拉伸试验结果均符合表 的强度要求

时 该验收批评为合格

如有 个试件的强度不符合要求 应再取 个试件进行复检

复检中如仍有 个试件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 则该验收批评为不

合格

在现场连续检验 个验收批 其全部单向拉伸试件一次

抽样均合格时 验收批接头数量可扩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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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质量检验的质量要求 抽样数量 检验方法及合格标

准由各类型接头的技术规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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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接头性能检验的加载制度

接头型式检验的试验方法应按表 及图

所示的加载制度进行

接头型式检验的加载制度 表

试验项目 加载制度

单向拉伸试验 破坏

高应力反复

拉压试验

破坏

反复 次

大变形反

复拉压试验

级
破坏

反复 次 反复 次

级
破坏

反复 次

图 单向拉伸试验 图 高应力反复拉压试验

接头现场单向拉伸试验可采用零到破坏的一次加载制

度



0.5fyk

f

-0.25fyk

-0.5fyk

1

2

2Eyk

3

4

5Eyk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图 大变形反复拉压试验

注 为 反复加载 次后 在加载应力水平为 及反向卸载应力水平

为 处作 平行线与横坐标交点之间的距离所代表的应变值

为 反复加载 次后 在卸载应力水平为 及反向加载应力水平为

处作 平行线与横坐标交点之间的距离所代表的应变值

为在 反复加载 次后 按与 相同方法所得的应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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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接头试件型式检验试验报告

接头试件型式检验试验报告应包括试件基本参数和试验

结果二部分 宜按表 的格式汇总试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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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试件型式检验试验报告 表

接头名称 送检验试件数量 送检日期

送检单位 设计接头等级 级 级

接
头
试
件
基
本
参
数

连接件示意图 连接件各部位尺寸

连接件原材料

连接工艺参数

钢筋母材编号

钢筋公称

直径

实际面积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弹性模量

试
验
结
果

试件编号

单
向
拉
伸

强度

割线模量

极限应变

残余变形

高应力反

复拉压

强度

割线模量

残余变形

大变形反

复拉压

强度

残余变形

评定结论

试验单位 负责人 试验员 校核

注 接头试件基本参数栏应详细记载 对套筒挤压接头 应包括套筒长度 外径 内径 挤压道次 挤压力 压痕处平均直径 或挤压

后套筒长度 压痕总宽度 对锥螺纹接头应包括连接套长度 外径 内径 锥度 牙形角平分线垂直于钢筋轴线 或垂直于锥面 扭紧

力矩值 可加页描述 盖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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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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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

符合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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