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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型钢混凝土

组合结构技术规程 的通知
建标 号

根据国家计委 关于发送 一九八八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

订 修订计划 的通知 计综 号 的要求 由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的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 经

审查 批准为行业标准 其中 为强

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该标准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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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院负责管理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解释 建设部标准

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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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经

广泛调查研究 通过大量系统的试验 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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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适用范围 结构体系 配筋形式

抗震及非抗震的型钢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设计方法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构造 连接节点 施工要求等

本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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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北三环东路 号 邮政编码

本规程参加单位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

勘察设计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是 孙慧中 姜维山 赵世春 王祖华

袁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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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总则

术语 符号

材料

型钢

钢筋

混凝土

设计基本规定

结构类型

设计计算原则

一般构造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

承载力计算

裂缝宽度验算

挠度验算

构造要求

型钢混凝土框架柱

承载力计算

构造要求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

承载力计算

构造要求

型钢混凝土剪力墙

承载力计算

构造要求

连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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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节点连接构造

柱与柱连接构造

梁与梁连接构造

梁与墙连接构造

柱脚构造

施工及质量要求

附录 配置十字形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柱正截

面承载力简化计算

本规程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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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在建筑工程中合理应用和发展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做到技术先进 安全可靠 经济合理 确保质量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非地震区和抗震设防烈度为 度至 度的

多 高层建筑和一般构筑物的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设计与施

工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应由混凝土 型钢 纵向钢筋和箍

筋组成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设计与施工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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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符号

术 语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混凝土内配置型钢 轧制或焊接成型 和钢筋的结构

符 号

材料性能

混凝土弹性模量

钢筋弹性模量

型钢弹性模量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设计值

钢筋抗拉 抗压强度设计值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钢筋抗拉 抗压强度标准值

型钢抗拉 抗压强度标准值

型钢抗拉 抗压强度标准值

作用和作用效应

轴向力设计值

弯矩设计值

剪力设计值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纵向钢筋的受拉 受压应力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型钢翼缘的受拉 受压应力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最大裂缝宽度

几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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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混凝

土截面近边的距离

型钢受拉翼缘截面重心 型钢受压翼缘截面重心至

混凝土截面近边的距离

混凝土截面宽度

混凝土截面高度

型钢受拉翼缘和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截面

受压边缘的距离

纵向受拉钢筋 型钢受拉翼缘截面重心到混凝土截

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型钢截面高度

型钢翼缘宽度

型钢翼缘厚度

型钢腹板高度

型钢腹板厚度

轴向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和型钢受拉翼缘合力

点之间的距离

初始偏心距

轴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附加偏心距

箍筋间距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分别为混凝土全截面 型钢全截

面 受拉钢筋总截面 受压钢筋

总截面 型钢受拉翼缘截面 型

钢受压翼缘截面 型钢腹板截面

的面积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截面短期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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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框架梁截面长期刚度

混凝土截面惯性矩

型钢截面惯性矩

计算系数及其他

偏心受压构件考虑挠曲影响的轴向力偏心距增大系

数

混凝土相对受压区高度

纵向受拉钢筋 受压钢筋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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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型 钢

型钢混凝土构件的型钢材料宜采用牌号 级

的碳素结构钢 以及牌号 级的低合金高强度结

构钢 其质量标准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

和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的规定

型钢可采用焊接型钢和轧制型钢 型钢钢材应根据结构

特点选择其牌号和材质 并应保证抗拉强度 伸长率 屈服点

冷弯试验 冲击韧性合格和硫 磷 碳含量符合使用要求 型钢

焊缝和坡口尺寸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

程 的有关规定 当焊接型钢的钢板厚度大于或等于

并承受沿板厚方向的拉力作用时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的规定 其附加板厚方向的断面

收缩率不得小于该标准 级规定的允许值 考虑地震作用的结

构用钢 其强屈比不应小于 且应有明显的屈服台阶和良好

的可焊性

型钢材料的强度指标 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型钢材料的强度设计值 强度标准值

强度极限值

钢材
牌号

钢材厚度
强度设计值

抗拉 抗压 抗弯 抗剪

强度标准值

抗拉 抗压 抗弯

强度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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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钢材
牌号

钢材厚度
强度设计值

抗拉 抗压 抗弯 抗剪

强度标准值

抗拉 抗压 抗弯

强度极限值

型钢材料的物理性能指标 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型钢材料的物理性能指标

弹性模量 剪变模量 线膨胀系数 质量密度

型钢的焊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手工焊接用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钢焊条

或 低合金钢焊条 的规定 选用的焊条型号应

与主体金属强度相适应

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采用的焊丝和焊剂 应与主体金

属强度相适应 焊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熔化焊用钢丝

的规定

焊缝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焊缝强度设计值

焊接方法
焊条型号

钢材
牌号

钢板厚度

对接焊缝强度设计值

抗压 抗拉 抗弯

一级 二级 三级

抗剪

角焊缝强度
设计值

抗拉 抗压

抗剪

自 动 焊
半自动焊和

型焊
条的手工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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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焊接方法
焊条型号

钢材
牌号

钢板厚度

对接焊缝强度设计值

抗压 抗拉 抗弯

一级 二级 三级

抗剪

角焊缝强度
设计值

抗拉 抗压

抗剪

自 动 焊
半自动焊和

型焊
条的手工焊

注 表中所列一级 二级 三级指焊缝质量等级

构件中设置的栓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圆柱头焊钉

的规定 栓钉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栓钉力学性能

钢 号 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型钢使用的螺栓 锚栓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六角头螺栓 和 级

和 六角头螺栓 级 的规定

锚栓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 规定的

钢或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规定的 钢

高强度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高强度大六角

头螺栓 大六角螺母 垫圈与技术条件 或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的规

定

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 高强度螺栓的设计预拉力值

以及高强度螺栓连接的钢材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值 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采用

钢 筋

纵向钢筋宜采用 级 级热轧钢筋 箍筋宜采用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级 级热轧钢筋 其强度指标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钢筋强度标准值 设计值

种 类 或

热轧钢筋

级

级

级

注 热轧钢筋应符合国家标准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的规

定

钢筋弹性模量 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钢筋弹性模量

种 类

级钢筋

级钢筋

级钢筋

混 凝 土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混凝土的强度指标应按表 表 的规定采用

表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

强度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轴心抗压

轴心抗压

表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

强度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轴心抗压

轴心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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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弹性模量 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混凝土弹性模量

强度等级

弹性模量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混凝土最大骨料直径宜小于型钢

外侧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 且不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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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本规定

结构类型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分为全部结构构件采用型钢混凝土

的结构和部分结构构件采用型钢混凝土的结构 此两类结构宜用

于框架结构 框架一剪力墙结构 底部大空间剪力墙结构 框架

一核心筒结构 筒中筒结构等结构体系 但对各类结构体系的框

架柱 当房屋的设防烈度为 度 且抗震等级为一级时 框架柱

的全部结构构件应采用型钢混凝土结构

型钢混凝土框架柱的型钢 宜采用实腹式宽翼缘的 形

轧制型钢和各种截面型式的焊接型钢 非地震区或设防烈度为

度地区的多 高层建筑 可采用带斜腹杆的格构式焊接型钢 图

图 型钢混凝土柱的型钢截面配筋形式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中的型钢 宜采用充满型实腹型钢

充满型实腹型钢的一侧翼缘宜位于受压区 另一侧翼缘位于受拉

区 图 当梁截面高度较高时 可采用桁架式型钢混凝

土梁

型钢混凝土剪力墙 宜在剪力墙的边缘构件中配置实腹

型钢 当受力需要增强剪力墙抗侧力时 也可在剪力墙腹板内加

设斜向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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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型钢混凝土梁的

型钢截面配筋形式

设计计算原则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多 高层建筑的平面和竖向布

置 地震作用或风荷载作用组合下的内力和位移计算等 应遵守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以及行业标准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高层民

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的有关规定

在进行结构内力和变形计算时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

件的刚度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型钢混凝土梁 柱构件的截面的抗弯刚度 轴向刚度和

抗剪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型钢混凝土构件截面抗弯刚度 轴向刚

度 抗剪刚度

钢筋混凝土部分的截面抗弯刚度 轴向

刚度 抗剪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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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部分的截面抗弯刚度 轴向刚度

抗剪刚度

端部配置型钢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其截面刚度可近似

按相同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计算截面抗弯刚度 轴向刚度

抗剪刚度 端部有型钢混凝土边框柱的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其

截面刚度可按边框柱中的型钢折算为等效混凝土面积 以此作为

有翼缘截面的翼缘面积 计算其抗弯刚度 轴向刚度 对于墙的

抗剪刚度只考虑边框柱中的型钢腹板的折算等效混凝土面积

采用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时 房屋最大适用高度可比行

业标准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所规定的房屋最大适用高度适当提高 当全部结构构件均采用型

钢混凝土结构 包括型钢混凝土框架和钢筋混凝土筒体组成的混

合结构 除设防烈度为 度外 房屋最大适用高度可相应提高

其结构阻尼比宜取

型钢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 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型钢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 应采用下列极限状

态设计表达式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式中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设计值 应按国家标准 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的规定进行计算

结构构件的重要性系数 安全等级为一级 二级

三级的结构构件 其 应分别取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其值应按表 的规定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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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构件类型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连 接

梁 柱 剪力墙 支撑 各类构件及框架节点 焊接及螺栓

注 轴压比小于 的偏心受压柱 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梁取用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 应根据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按表 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 并应符合

相应的计算和抗震构造要求

表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抗震等级

结构体系与类型
设 防 烈 度

框架
结构

房屋高度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框架
剪力墙
结构

房屋高度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剪力墙 三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剪力
墙结构

房屋高度

一般剪力墙 四 三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框支落地剪力
墙底部加强部位

三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框支层框架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不应采用

筒体
结构

框架
核心筒体

筒中筒

框架 三 二 一

核心筒体 二 二 一

框架外筒 三 二 一

内筒 三 二 一

一

一

三

注 框架 剪力墙结构中 当剪力墙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不大于结构总地震
倾覆力矩的 时 其框架部分应按框架结构的抗震等级采用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当采用型钢混凝土结构时 对 度设防烈度 其房屋
高度不应超过
有框支层的剪力墙结构 除落地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外 均按一般剪力墙
结构的抗震等级取用
设防烈度为 度的丙类建筑 且房屋高度不超过 的规则的一般民用框
架结构 体育馆和影剧院等除外 和类似的工业框架结构 抗震等级采用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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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 按风荷载

或地震作用组合 以弹性方法计算的楼层层间位移与层高之比值

顶点位移与总高度之比值 的限值 以及型钢混凝土

组合结构的薄弱层层间弹塑性位移 应符合行业标准 钢筋

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所规定的限值

要求

型钢混凝土梁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的短期效应组合并考

虑长期效应组合影响进行计算 其计算值不应大于表 规定

的最大挠度限值

表 型钢混凝土梁的挠度限值

跨 度 挠度限值 以计算跨度 计算

注 构件制作时预先起拱 且使用上也允许 验算挠度时 可将计算所得挠

度值减去起拱值

表中括号中的数值适用于使用上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不应大于表

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表 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构件工作条件 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室内正常环境

露天或室内高湿度环境

一 般 构 造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中 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

于 纵筋与型钢的净间距不宜小于 其纵向受力钢筋

的最小锚固长度 搭接长度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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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的要求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 宜采用

封闭箍筋 其末端应有 弯钩 弯钩端头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倍箍筋直径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

层最小厚度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 型钢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 对梁不宜小于

且梁内型钢翼缘离两侧距离之和 不宜小于截面宽度

的 对柱不宜小于 图

图 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中的型钢钢板厚度不宜小于

其钢板宽厚比应符合表 的规定 图 当满足

宽厚比限值时 可不进行局部稳定验算

表 型钢钢板宽厚比限值

钢 号
梁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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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型钢钢板宽厚比

在需要设置栓钉的部位 可按弹性方法计算型钢翼缘外

表面处的剪应力 相应于该剪应力的剪力由栓钉承担 栓钉承载

力应按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计算 型

钢上设置的抗剪栓钉的直径规格宜选用 和 其长度

不宜小于 倍栓钉直径 栓钉间距不宜小于 倍栓钉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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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框架梁

承 载 力 计 算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 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基本

假定进行计算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不考虑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受压边缘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取 相应的最大压

应力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受压区应力图形简化为等

效的矩形应力图 其高度取按平截面假定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

以系数 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取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

值

型钢腹板的应力图形为拉 压梯形应力图形 设计计算

时 简化为等效矩形应力图形

钢筋应力取等于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 但不大

于其强度设计值 受拉钢筋和型钢受拉翼缘的极限拉应变 取

型钢截面为充满型实腹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框架梁 其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非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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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计

当 时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尚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式中 相对受压区高度

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界限受压区高度

型钢腹板承受的轴向合力对型钢受拉翼缘和纵向受

拉钢筋合力点的力矩

型钢腹板承受的轴向合力

型钢腹板上端至截面上边距离与 的比值

型钢腹板下端至截面上边距离与 的比值

型钢腹板厚度

型钢翼缘厚度

型钢腹板高度

型钢受拉翼缘和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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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距离

图 框架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考虑抗震等级的剪力设计值 应按下

列规定计算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三级抗震等级

式中 框架梁左 右端采用实配钢筋和实配型钢

强度标准值 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梁左 右端弯

矩设计值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可按简支梁计算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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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净跨

在公式 中 和 之和 以

及 和 之和 应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进行组合 并

取其较大值 每端的 可按本规程第 条中有关公式计

算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型钢为充满型实腹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框架梁 其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梁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非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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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计

式中 箍筋强度设计值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沿构件长度方向上箍筋的间距

计算截面剪跨比 可取 为计算

截面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的距离 计算截面

取集中荷载作用点处的截面 当 时

取 当 时 取

配置桁架式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梁 其受弯承载力可按国

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公式计算 计

算中可将上 下弦型钢考虑为纵向钢筋 斜腹杆承载力的竖向分

力可作为受剪箍筋考虑

裂缝宽度验算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应验算裂缝宽度 最大裂缝宽度应按

荷载的短期效应组合并考虑长期效应组合的影响进行计算

考虑裂缝宽度分布的不均匀性和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影响

的最大裂缝宽度 按 计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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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框架梁最大裂缝宽度计算

式中 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考虑型钢翼缘作用的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当

时 取 当 时 取

型钢腹板影响系数 其值取梁受拉侧 梁高范

围中腹板高度与整个腹板高度的比值

考虑型钢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有效

直径 有效配筋率

考虑型钢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及受拉钢筋的钢筋

应力值

混凝土截面的抗裂弯矩

纵向受力钢筋 型钢受拉翼缘面积

型钢腹板面积 高度

纵向受拉钢筋 型钢受拉翼缘 截面重心至

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纵向受拉钢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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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受拉钢筋和型钢受拉翼缘与部分腹板周长之

和

挠 度 验 算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 可根

据构件的刚度用结构力学的方法计算

在等截面构件中 可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 并

取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度

受弯构件的挠度应按荷载短期效应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效应

组合影响的长期刚度 进行计算 所求得的挠度计算值不应大

于本规程表 规定的限值

当型钢混凝土框架梁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为

范围时 其荷载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组合作用下的短期刚

度 和长期刚度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混凝土弹性模量

型钢弹性模量

按截面尺寸计算的混凝土截面惯性矩

型钢的截面惯性矩

按荷载短期效应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按荷载长期效应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考虑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

按本规程第 条规定采用

考虑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 可按下

列规定采用

当 时

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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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为中间数值时 按直线内插法取用

此处 分别为纵向受拉钢筋和纵向受压钢筋配筋率

构 造 要 求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的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截面的

高度和宽度的比值不宜大于

梁中纵向受拉钢筋不宜超过二排 其配筋率宜大于

直径宜取 净距不宜小于 和 为

钢筋的最大直径 梁的上部和下部纵向钢筋伸入节点的锚固构

造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

定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的截面高度大于或等于 时 在

梁的两侧沿高度方向每隔 应设置一根纵向腰筋 且腰筋

与型钢间宜配置拉结钢筋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在支座处和上翼缘受有较大固定集中

荷载处 应在型钢腹板两侧对称设置支承加劲肋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中箍筋的配置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型

钢混凝土框架梁 梁端应设置箍筋加密区 其加密区长度 箍筋

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应满足表 要求

表 梁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抗震等级 箍筋加密区长度 箍前最大间距 箍筋最小直径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注 表中 为型钢混凝土梁的梁高

在箍筋加密区长度内 箍筋宜配置复合箍筋 其箍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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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可按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适

当放松

梁端箍筋设置 其第一个箍筋应设置在距节点边缘不大

于 处 非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箍筋间距

的 倍 沿梁全长箍筋的配筋率 应符合下列规定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三 四级抗震等级

对于转换层大梁或托柱梁等主要承受竖向重力荷载的梁

梁端型钢上翼缘宜增设栓钉

配置桁架式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框架梁 其压杆的长细比

宜小于

开孔型钢混凝土梁的孔位宜设置在剪力较小截面附近

且宜采用圆形孔 当孔洞位于离支座 跨度以外时 圆形孔的

直径不宜大于 倍梁高 且不宜大于型钢截面高度的 倍

当孔洞位于离支座 跨度以内时 圆孔的直径不宜大于 倍

梁高 且不宜大于型钢截面高度的 倍 孔洞周边宜设置钢套

管 管壁厚度不宜小于梁型钢腹板厚度 套管与梁型钢腹板连接

的角焊缝高度宜取 倍腹板厚度 腹板孔周围二侧宜各焊上厚

度稍小于腹板厚度的环形补强板 其环板宽度应取

且孔边应加设构造箍筋和水平筋 图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的圆孔孔洞截面处 应进行受弯承载

力和受剪承载力计算 圆形孔受弯承载力计算应按本规程第

条计算 但计算中应扣除孔洞面积 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非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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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形孔孔口加强措施

抗震设计

式中 孔边条件系数 孔边设置钢套管时取 孔边不

设钢套管时取

圆孔洞直径

加强箍筋的受剪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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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框架柱

承 载 力 计 算

型钢混凝土框架柱 其正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计算的基

本假定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型钢截面为充满型实腹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框架柱 其偏

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图 偏心受压框架柱的承载力计算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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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时

当 时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钢筋应力 和型钢翼缘应力 可按

下列条件计算

当 时 为大偏心受压构件 取

当 时 为小偏心受压构件 及 分别按公式

及 计算

式中 轴向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和型钢受拉翼缘的合

力点之间的距离

轴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矩 取

考虑荷载位置不定性 材料不均匀 施工偏差等引

起的附加偏心距 按本规程 条规定计算

偏心受压构件考虑挠曲影响的轴向力偏心距增大系

数 按本规程 条规定计算 当长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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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小于或等于 时 可取

注 配置十字形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柱 当截面尺寸 型钢及钢筋配置

符合附录 时 其正截面承载力简化计算可按附录 进行

型钢混凝土框架柱 其正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计算 应

考虑构件在弯矩作用平面内挠曲对轴向力偏心距的影响 应将轴

向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矩 乘以偏心距增大系数 其值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构件计算长度

偏心受压构件的截面曲率修正系数 当 时

取

考虑构件长细比对截面曲率的影响系数 当

时 取

型钢混凝土框架柱受拉或受压较小边的纵向钢筋应力和

型钢翼缘的应力 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在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 应考虑轴向压

力在偏心方向存在的附加偏心距 其值取 和偏心方向截

面尺寸的 两者中的较大值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的节点上 下端的内力设计

值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节点上 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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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对三级抗震等级 取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弯矩设计值

式中 节点上 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之和 节点上柱

端和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 一般可按上 下柱

端弹性分析所得的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比

进行分配

同一节点左 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组

合 采用实配钢筋和实配型钢 材料强度标准

值 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和的较大值 每端

值按本规程第 条规定计算

同一节点左 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考

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

一 二 三级抗震等级的节点上 下柱端的轴向压力设

计值 取地震作用组合下各自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按一 二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结构底层柱根和框支层

柱两端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和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 框支层柱的剪力设计值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三级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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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框架柱下 下端采用实配钢筋和实配型

钢 材料强度标准值 且考虑承载力抗震

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对应的弯矩

值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上 下端弯矩

设计值

柱的净高

在公式 中 与 之和 应分别按顺时针和

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 并取其较大值 每端的 值 可按本

规程公式 确定 此时 应将不等式改为

等式 对于对称配筋截面柱 将 以 代替

其中 将 以 代替

将 以实配的截面面积代替

在公式 中 与 之和 应分别

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 并取其较大值 与 的

取值 应按本规程 条确定

框架柱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框架柱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非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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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计

式中 框架柱的计算剪跨比 其值取上 下端较大弯矩设

计值 与对应的剪力设计值 和柱截面有效高度

的比值 即 当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柱的反

弯点在柱层高范围内时 柱剪跨比也可采用 柱

净高与柱截面有效高度 的比值 当 小于 时

取 当 大于 时 取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当

时 取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 其轴压比 不宜大

于表 规定的限值

表 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值

结构类型 箍筋型式
抗 震 等 级

一 级 二级 三 级

框架结构 复合箍筋

框架 剪力墙结构

框架 筒体结构
复合箍筋

框支结构 复合箍筋

注 剪跨比不大于 的框架柱 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 中数值减小

构 造 要 求

型钢混凝土框架柱中箍筋的配置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型

钢混凝土框架柱 柱端箍筋加密区长度 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

径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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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框架柱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抗震等级 箍筋加密区长度 箍筋最大间距 箍筋最小直径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取矩形截面长边尺寸

或圆形截面直径 层

间 柱 净 高 的 和

三者中的最大值

取纵向钢筋直径的

倍 二者中的较

小值

取纵向钢筋直径的

倍 二者中的较

小值

取纵向钢筋直径的

倍 者中的较小

值

注 对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柱 当箍筋最小直径不小于 时 其箍筋最大间

距可取

剪跨比不大于 的框架柱 框支柱和一级抗震等级角柱应沿全长加密箍筋

箍筋间距均不应大于

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体积配筋百分率应符合表

的要求

表 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体积配筋百分率

抗震等级 箍筋形式
轴 压 比

一 级 复合箍筋

二 级 复合箍筋

三 级 复合箍筋

注 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或需要提高柱变形能力或 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

建筑 柱中箍筋的最小体积配筋百分率应取表中相应项的较大值

当配置螺旋箍筋时 体积配筋率可减少 但不应小于

对一 二级抗震等级且剪跨比不大于 的框架柱 其箍筋体积配筋率不应

小于

当采用 级钢筋作箍筋 表中数值可乘以折减系数 但不应小于

在箍筋加密区长度以外 箍筋的体积配筋率不宜小于加

密区配筋率的一半 且对一 二级抗震等级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对三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为纵向钢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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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框架柱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小于

受力型钢的含钢率不宜小于 且不宜大于

框架柱内纵向钢筋的净距不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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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

承 载 力 计 算

型钢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考虑抗震等级的剪力设计值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型钢混凝土柱与型钢混凝土梁或钢筋混凝土梁连接的梁

柱节点

一级抗震等级

顶层中间节点

其他层的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二级抗震等级

顶层中间节点

其他层的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式中 框架节点左 右两侧型钢混凝土梁或钢

筋混凝土梁的梁端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对应的弯矩值

其值应按本规程第 条和第 条

计算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节点左 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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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为型钢混凝土梁或钢筋混凝土梁的梁端

弯矩设计值

节点上柱和下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

梁端上部和下部钢筋合力点或梁上部钢筋

加型钢上翼缘和梁下部钢筋加型钢下翼缘

合力点 或型钢上 下翼缘合力点之间的

距离

梁截面高度 当节点两侧梁高不相同时

梁截面高度 应取其平均值

型钢混凝土柱与钢梁连接的梁柱节点

一级抗震等级

顶层中间节点

其他层的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二级抗震等级

顶层中间节点

其他层的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式中 框架节点左 右两侧钢梁的正截面受弯承

载力对应的弯矩值 其值应按实际型钢面

积和材料标准值计算

框架节点左 右两侧钢梁的梁端弯矩设计

值

型钢截面高度 当节点两侧梁高不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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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截面高度 应取其平均值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 其框架节点受剪的水平截面

应符合下列条件

式中 框架节点水平截面的高度 可取 为框

架柱的截面高度

框架节点水平截面的宽度 当 为不小于

时 可取 当 小于 时 可取

和 二者的较小值 此处 为梁的截面

宽度 为柱的截面宽度

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 对两个正交方向有梁约

束的中间节点 当梁的截面宽度均大于柱截面宽度

的 且框架次梁的截面高度不小于主梁截面高

度的 时 可取 其他情况的节点 可

取

注 当梁柱轴线有偏心距 时 不宜大于柱截面宽度 此时

节点宽度应取 和 三者中的

最小值

一 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的受剪承载力 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型钢混凝土柱与型钢混凝土梁连接的梁柱节点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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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柱与钢筋混凝土梁连接的梁柱节点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型钢混凝土柱与钢梁连接的梁柱节点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式中 节点位置影响系数 对中柱中间节点取

边柱节点及顶层中间节点取 顶层边节点

取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节点上柱底部的轴向压力设计

值 当 时 取

柱型钢腹板厚度

柱型钢腹板高度

配置在框架节点宽度 范围内同一截面内箍筋各

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型钢混凝土梁柱节点的梁端 柱端型钢和钢筋混凝土各

自承担的受弯承载力之和 宜分别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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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节点上 下柱端型钢受弯承载力之和

节点左 右梁端型钢受弯承载力之和

节点上 下柱端钢筋混凝土截面受弯承载力之

和

节点左 右梁端钢筋混凝土截面受弯承载力之

和

构 造 要 求

型钢混凝土框架节点核心区的箍筋最大间距 最小直径

宜按本规程表 采用 对一 二 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

核心区 其箍筋最小体积配筋率分别不宜小于

且柱纵向受力钢筋不应在中间各层节点中切断

框架梁和框架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在框架节点区的锚固和

搭接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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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混凝土剪力墙

承 载 力 计 算

两端配有型钢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其正截面偏心受压

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图 剪力墙正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计算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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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剪力墙受拉端 受压端配置的型钢全部截面

面积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总面积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强度设计值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所承担的轴向力 当

时 取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的合力对型钢截面重心

的力矩 当 时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配置高度 与截面有效

高度 的比值

剪力墙厚度

型钢受拉翼缘和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混凝

土受压边缘的距离

轴向力作用点到型钢受拉翼缘和纵向受拉钢

筋合力点的距离

一 二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应按下列规

定计算

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设计值

一级抗震等级

二级抗震等级

三级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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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剪力墙采用实配钢筋和实配型钢 强度标准值

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所对应的弯矩值

剪力墙计算部位的弯矩设计值

剪力墙计算部位的剪力设计值

对其他部位的剪力设计值应取

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两端配有型钢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

面受剪承载力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图 两端配有型钢的钢筋混凝土

剪力墙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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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 当 时 取

当 时 取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墙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当

时 取

剪力墙的截面面积 当有翼缘时 翼缘有效面积可

按本规程 条取用

形 工形截面剪力墙腹板的截面面积 对矩形截

面剪力墙 取

配置在同一水平截面内的水平分布钢筋的全部截面

面积

剪力墙一端暗柱中型钢截面面积

水平分布钢筋的竖向间距

在承载力计算中 剪力墙的翼缘计算宽度可取剪力墙厚

度加两侧各 倍翼缘墙的厚度 墙间距的一半和剪力墙肢总高度

的 中的最小值

在框架 剪力墙结构中 周边有型钢混凝土柱和钢筋混凝

土梁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当剪力墙与梁柱有可靠连接时

其正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应按本规程第 条计算 正截面偏

心受压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非抗震设计

图 周边有型钢柱的剪力墙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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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计

式中 周边柱对混凝土墙体的约束系数 其值取

构 造 要 求

端部配有型钢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厚度 水平和竖向

分布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宜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和行业标准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

工规程 的规定 剪力墙端部型钢周围应配置纵向钢

筋和箍筋 以形成暗柱 其箍筋配置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端部配置的型钢 其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宜大于 水平分布钢筋应绕过或穿过墙端型钢 且应满

足钢筋锚固长度要求

周边有型钢混凝土柱和梁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 剪

力墙的水平分布钢筋应绕过或穿过周边柱型钢 且应满足钢筋锚

固长度要求 当采用间隔穿过时 宜另加补强钢筋 周边柱的型

钢 纵向钢筋 箍筋配置应符合型钢混凝土柱的设计要求 周边

梁可采用型钢混凝土梁或钢筋混凝土梁 当不设周边梁时 应设

置钢筋混凝土暗梁 暗梁的高度可取 倍墙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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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接 构 造

梁柱节点连接构造

框架梁柱节点的连接构造应做到构造简单 传力明确

便于混凝土浇捣和配筋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梁柱连接可采用下列几种形式

型钢混凝土柱与型钢混凝土梁的连接

型钢混凝土柱与钢筋混凝土梁的连接

型钢混凝土柱与钢梁的连接

型钢混凝土柱与型钢混凝土梁

钢筋混凝土梁 钢梁的连接 柱内型钢

宜采用贯通型 柱内型钢的拼接构造应

满足钢结构的连接要求 型钢柱沿高度

方向 在对应于型钢梁的上 下翼缘处

或钢筋混凝土梁的上下边缘处 应设置

水平加劲肋 加劲肋型式宜便于混凝土

浇筑 水平加劲肋应与梁端型钢翼缘等

厚 且 厚 度 不 宜 小 于 图
图 型钢混凝土

内型钢梁柱节点

及水平加劲肋

型钢混凝土柱与钢筋混凝土梁或型钢混凝土梁的梁柱节

点应采用刚性连接 梁的纵向钢筋应伸入柱节点 且应满足钢筋

锚固要求 柱内型钢的截面型式和纵向钢筋的配置 宜便于梁纵

向钢筋的贯穿 设计上应减少梁纵向钢筋穿过柱内型钢柱的数

量 且不宜穿过型钢翼缘 也不应与柱内型钢直接焊接连接 图

当必须在柱内型钢腹板上预留贯穿孔时 型钢腹板截面

损失率宜小于腹板面积 当必须在柱内型钢翼缘上预留贯

穿孔时 宜按柱端最不利组合的 验算预留孔截面的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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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不满足承载力要求时 应进行补强

图 型钢混凝土

梁柱节点穿筋构造

梁柱连接也可在柱型钢上设

置工字钢牛腿 钢牛腿的高度不

宜小于 倍梁高 梁纵向钢筋

中一部分钢筋可与钢牛腿焊接或

搭接 其长度应满足钢筋内力传

递要求 当采用搭接时 钢牛腿

上 下翼缘应设置二排栓钉 其

间距不应小于 从梁端至

牛腿端部以外 倍梁高范围内

箍筋应满足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梁端箍

筋加密区的要求

型钢混凝土柱与型钢混凝土梁或钢梁连接时 其柱内型

钢与梁内型钢或钢梁的连接应采用刚性连接 且梁内型钢翼缘与

柱内型钢翼缘应采用全熔透焊缝连接 梁腹板与柱宜采用摩擦型

高强度螺栓连接 悬臂梁段与柱应采用全焊接连接 具体连接构

造应符合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以及行业标准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的要求 图

图 型钢混凝土内型钢梁与柱连接构造

在跨度较大的框架结构中 当采用型钢混凝土梁和钢筋

混凝土柱时 梁内的型钢应伸入柱内 且应采取可靠的支承和锚

固措施 保证型钢混凝土梁端承受的内力向柱中传递 其连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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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宜经专门试验确定

柱与柱连接构造

在各种结构体系中 当结构下部采用型钢混凝土柱 上

部采用钢筋混凝土柱时 在此两种结构类型间 应设置结构过渡

层 过渡层应满足下列要求

从设计计算上确定某层柱可由型钢混凝土柱改为钢筋混

凝土柱时 下部型钢混凝土柱中的型钢应向上延伸一层或二层作

为过渡层 过渡层柱中的型钢截面尺寸可根据梁的具体配筋情况

适当变化 过渡层柱的纵向钢筋配置应按钢筋混凝土柱计算 且

箍筋应沿柱全高加密

结构过渡层内的型钢应设置栓钉 栓钉的直径不应小于

栓钉的水平及竖向间距不宜大于 栓钉至型钢钢板

边缘距离不宜小于

在各种结构体系中 当结构下部采用型钢混凝土柱 上

部采用钢结构柱时 在此两种结构类型间应设置结构过渡层 过

渡层应满足下列要求 图

图 型钢混凝土柱与钢结构柱连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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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计算上确定某层柱可由型钢混凝土柱改为钢柱时

下部型钢混凝土柱应向上延伸一层作为过渡层 过渡层中的型钢

应按上部钢结构设计要求的截面配置 且向下一层延伸至梁下部

至 倍柱型钢截面高度为止

结构过渡层至过渡层以下 倍柱型钢截面高度范围内

应设置栓钉 栓钉的水平及竖向间距不宜大于 栓钉至型

钢钢板边缘距离宜大于 箍筋沿柱应全高加密

十字形柱与箱形柱相连处 十字形柱腹板宜伸入箱形柱

内 其伸入长度不宜小于柱型钢截面高度

型钢混凝土柱中的型钢柱需改变截面时 宜保持型钢截

面高度不变 可改变翼缘的宽度 厚度或腹板厚度 当需要改变

柱截面高度时 截面高度宜逐步过渡 且在变截面的上 下端应

设置加劲肋 当变截面段位于梁柱接头时 变截面位置宜设置在

两端距梁翼缘不小于 位置处 图

图 型钢变截面构造

梁与梁连接构造

当框架柱一侧为型钢混凝土梁 另一侧为钢筋混凝土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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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型钢混凝土梁中的型钢 宜延伸至钢筋混凝土梁 跨度

处 且在伸长段型钢上 下翼缘设置栓钉 栓钉直径不宜小于

间距不宜大于 且在梁端至伸长段外 倍梁高范

围内 箍筋应加密

钢筋混凝土次梁与型钢混凝土主梁连接 其次梁中的钢

筋应穿过或绕过型钢混凝土梁的型钢

梁与墙连接构造

型钢混凝土梁或钢梁垂直于钢筋混凝土墙的连接 可做

成铰接或刚接 铰接连接可在钢筋混凝土墙中设置预埋件 预埋

件上应焊连接板 连接板与型钢梁腹板用高强螺栓连接 图

也可在预埋件上焊接支承钢梁的钢牛腿来连接型钢梁

型钢混凝土梁中的纵向受力钢筋应锚入墙中 锚固长度以及箍筋

配置应符合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

规定 当型钢混凝土梁与墙需要刚接时 可采用在钢筋混凝土墙

中设置型钢柱 型钢梁与墙中型钢柱形成刚性连接 其纵向钢筋

应伸入墙中 且满足锚固要求

图 梁与墙的连接构造

柱 脚 构 造

型钢混凝土柱的柱脚宜采用埋入式柱脚

埋入式柱脚的埋置深度不应小于 倍型钢柱截面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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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柱脚部位 和柱脚向上一层的范围内 型钢翼缘外侧

宜设置栓钉 栓钉直径不宜小于 间距不宜大于 且

栓钉至型钢钢板边缘距离宜大于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施工及质量要求

型钢混凝土结构中型钢的制作必须采用机械加工 并宜

由钢结构制作厂承担 制作者应根据设计和施工详图 编制制作

工艺书 型钢的切割 焊接 运输 吊装 探伤检验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的规定

结构用钢应有质量证明书 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 高强度低合金结构钢 的规

定 焊接材料 高强度螺栓 普通螺栓应具有质量证明书 且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钢焊条 低合金钢焊条

熔化焊用钢丝 钢结构高强度六角头

螺栓 大六角头螺母 垫圈的技术条件 的规

定

型钢拼接前应将构件焊接面的油 锈清除 承担焊接工

作的焊工 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钢结构焊按规程 规

定 持证上岗

钢结构的安装应严格按图纸规定的轴线方向和位置定

位 受力和孔位应正确 吊装过程中应使用经纬仪严格校准垂直

度 并及时定位 安装的垂直度 现场吊装误差范围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的规定

施工中应确保现场型钢柱拼接和梁柱节点连接的焊接质

量 其焊缝质量应满足一级焊缝质量等级要求

对一般部位的焊缝 应进行外观质量检查 并应达到二

级焊缝质量等级要求

工字形和十字形型钢柱的腹板与翼缘 水平加劲肋与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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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焊接应采用坡口熔透焊缝 水平加劲肋与腹板连接可采用角

焊缝

箱形柱隔板与柱的焊接宜采用坡口熔透焊缝

焊缝的坡口形式和尺寸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手工电

弧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和尺寸 和 埋弧焊焊缝坡口

的基本形式和尺寸 的规定

型钢钢板制孔 应采用工厂车床制孔 严禁现场用氧

气切割开孔

栓钉焊接前 应将构件焊接面的油 锈清除 焊接后

检查栓钉高度的允许偏差应在 以内 同时 按有关规定

抽样检查其焊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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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配置十字形型钢的型钢混凝土柱

正截面承载力简化计算

型钢混凝土柱配置 号型钢及 级热轧钢筋的正截

面承载力 不分大小偏心受压 可按下列公式和表 表

核算

式中 设计弯矩 计算时应考虑偏心矩增大系

数

设计轴向压力

柱截面宽度

柱截面有效高度

混凝土轴心受压强度设计值

型钢和纵向钢筋总配筋率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计算系数 应按表 表

采用

在给出的 系数的计算 可以在

的范围内应用 其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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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配置十字形型钢周边均匀布置纵向钢筋的构件

编号 钢筋
混凝土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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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配置十字形型钢角部布置纵向钢筋的构件

编号 钢筋
混凝土
等级

注 指国际规定的型钢截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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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型钢截面柱截面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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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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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这样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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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二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 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