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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对框架抗震性能的影响研究

申彦利，彭倩倩

(河北丁程大学土木1二程学院，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为了研究剪力墙对框架抗震性能的影响，采用PKPM软件中的PMCAD模块分别建立框

架剪力墙模型、常规框架模型，在PKPM中的SATWE等模块中对结构进行分析，通过比较分析

模块所提供的数据，探讨剪力墙对于结构“强柱弱梁”实现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同一地震

波作用下，框架剪力墙结构的层间最大位移角小于常规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对于结构

“强柱弱梁”的实现效果好于常规框架结构，表现出较好的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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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hear wall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frame structure

SHEN Yan—li，PENG Qian—qian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ebei 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hear walt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frame structure，using

PKPM software in PMCAD module frame shear wall model，the general framework model is set up re—

spectively，SATWE，etc in the module in the PKPM analysis of structure，module by means of com-

pafison and analysis of data provided，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shear wall for“strong column weak

beam”implementation effect．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ame seismic waves，frame shear wall

structure of interlayer displacement Angle is less than the largest conventional flame structure；Struc—

ture of flame shear structur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strong column weak beam”effect is good in

flame structure，showed good seis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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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害现象表明¨j：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S0011—2001)’21所进行的设计，并不能使框

架结构出现所预计的“强柱弱梁”屈服机制。有很

多因素会影响“强柱弱梁”的实现，国内外很多的

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3‘5J。管民

生，杜宏彪’61利用Pushover分析方法，对具有不同

梁柱抗弯强度比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抗震性

能进行了建模分析；张海燕"o分别从结构体系和

构件的层次出发，分析了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和梁

在不同抗震等级下的抗震可靠度情况，同时对一

个五层框架结构发生“层间破坏机制”和“整体破

坏机制”的几率分别进行了分析。本文从“强柱弱

梁”实现的因素出发，针对剪力墙对于柱铰屈服机

制的影响，采用PKPM软件对框架剪力墙结构和

框架结构进行SATWE分析和弹塑性动力时程

分析。

1框架性能抗震分析

1．1框架模型的选取与设计

建立统一尺寸的常规框架模型、框剪模型(图

1)。以常规框架模型为原型，框剪模型在原框架

模型的基础上仅在结构的外边缘添加少量的剪力

墙。以某超市为设计原型，丙类建筑，抗震设防烈

度为8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二类场地，特

征周期为t=0．45 s，场地基本风压为0．35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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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地面粗糙度为B类。总层数为3层，底层计算

高度为4．8 m，其余层计算高度为3．9 m，总高度

为12．6 m(二级框架)；横向为5跨，纵向为6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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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框架模型平面示意图

Fig．1 Plane schematic framework model

框剪模型在四角以及外边的柱边添加少量剪

力墙，角部墙肢长度为：纵向2 350 mm，横向为2

300 mm，中部墙肢长度统一为1 600 mm。

柱截面统一采用650 mm×650 mm，现浇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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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mm。板、梁、柱的混凝土等级均为C30，梁柱纵

筋采用HRB400，箍筋采用HRB400，板的钢筋采用

HRB400；梁柱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为30 mm，板

的保护层厚度为15 mm。

结构的楼面恒荷载取为4．25 kN／m2，楼面活

荷载取为2．0 kN／m2，屋面恒荷载取为4．75 kN／

m2，屋面活荷载取为2．0 kN／m2；结构的外圈框架

梁上均布置有100 mm厚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填充

墙，经计算外围梁上填充墙线荷载为5．0 kN／rn，

屋面外围一圈框架梁上的女儿墙线荷载为2．0

kN／m。

1．2 SATWE分析结果

经过SATWE分析可知在地震作用下，常规框

架模型x向最大层间位移角为1／551，Y向最大层

间位移角为1／587；框剪模型X向最大层间位移角

为1／1 103，Y向最大层间位移角为1／1 018。具体

最大层间位移角曲线见下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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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常规框架模型最大层间位移角图

Fig．2 Conventional frame model maximum inter—story displaeement angl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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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框剪模型最大层间位移角图

Fi g．3 Frame shear wal l model maximum inter—story di splacement angl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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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柱弱粱”的实现效果最好，抗震效果较优。

图7框剪模型梁端塑性铰图

Fig．7 frame shear wal 1 model beam plastic

hinge

图8框剪模型柱端塑性铰图

Fig．8 Frame shear model colamn plastic hinge

2结论

1)与普通框架结构相比，框架剪力墙结构的

层间位移角有所减小，说明框架剪力墙结构抵抗

水平地震作用能力有所提高，表现出较好的抗震

性能。

2)在选定的地震波(RHlTCAM5)的作用下，

框剪模型对于实现结构“强柱弱梁”的效果较好，

抗震效果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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