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1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Vol.34    No.1
2017 年 03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Mar.2017

框架摇摆墙结构受力性能研究
沈金生，余丁浩，杨树标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以某六层框架结构作为分析对象，设置不同刚度的摇摆墙，研究加入摇摆墙前后以及摇摆

墙刚度大小对结构内力分布及变化规律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当框架结构层间刚度不均匀时，

对摇摆墙的内力分布和结构受力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摇摆墙的剪力、弯矩均随地震强度和刚度比

的增加而增加，摇摆墙的加入减小了框架部分的地震作用，达到防止出现薄弱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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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frame-rocking wall structure  

SHEN Jinsheng,YU Dinghao,YANG Shu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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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ix story frame structure adding different stiffness wall as the analysis object.

The effects of adding the rocking wall and the wall stiffness variation on the structure internal force 

distribution and the changing rule are studied.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is concluded that: when the 

interlayer stiffness of the framework is uneven, it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l force distribution of 

rocking wall and the force of the structure. The shear force and the bending moment of the rocking wall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earthquake intensity and stiffness ratio.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rocking wall, 

the seismic effect of the frame part decreas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ak layer is prev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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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震害实例表明，框架结构很难实现“强柱

弱梁”，柱端出铰的现象十分普遍，由此引起了大

量框架结构出现层屈服破坏现象，此时结构的损伤

集中于某一层，结构整体的耗能能力很低。框架剪

力墙结构虽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剪力墙的墙脚

处弯矩值和剪力值均较大，容易引起墙脚的破坏和

设计困难 [1-2]。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框架摇摆墙结构

体系 [3-7]，即放松剪力墙墙脚的转动约束，将其由固

结变为铰接。将墙体不作为承重构件，只是改变原

框架结构变形模式，其作用是控制结构的薄弱层、

平均各层的层间位移，且摇摆墙的剪力峰值和弯矩

峰值不在同一个截面，避免了截面设计的困难。文

献 [8] 中介绍了一种简化计算方法，该方法有利于从

概念上认识框架摇摆墙的一些基本的受力特征，但

在计算过程中对结构模型进行了较多的简化且仅限

于弹性阶段，与实际结构相差较大，且无法计算在

框架进入非线性后的受力特征，因此本文以一个实

际钢筋混凝土框架工程为研究对象，由于其 4 层框

架柱截面尺寸的改变，层间刚度变化较大，建立框

架摇摆墙结构的有限元分析模型，采用不同摇摆墙

与框架的刚度比，进行动力弹塑性分析，研究框架

摇摆墙结构的受力特征和规律。

1 数值模型

模型结构的设防烈度为 7 度（0.15 g），场地类

别为Ⅲ类，场地特征周期为 0.45 s，抗震等级为三级。

1~3 层框架柱为 650 mm×650 mm，4~6 层框架柱为

550 mm×550 mm。框架结构混凝土为 C30，摇摆墙

的混凝土为 C40，截面高度为 2 m。通过厚度改变摇

摆墙的刚度，参数及模型见表 1、图 1。

文章编号：1673-9469（2017）01-0038-05 doi：10.3969/j.issn.1673-9469.2017.01.009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42 2017 年

2）摇摆墙的剪力、弯矩均随地震强度和刚度比

的增加而增加。

3）摇摆墙的加入增加了框架部分顶点的地震作

用，减小了其他层的地震作用，从而达到控制结构

变形模式、防止薄弱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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