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受弯构件正截面
承载力计算

概要：本章介绍混凝土结构正截面受弯承载
力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受弯构件正截
面的试验研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简图的确定，承载能力基本计算公式的
建立，公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基本公
式的应用等。



第一节 受弯构件的截面形式和构造

第二节 受弯构件正截面的试验研究

第三节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原则

第四节 单筋矩形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第五节 双筋矩形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第六节 T形截面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
算



受弯构件的特点是在荷载作用下截面上承受
弯矩和剪力。梁、板是典型的受弯构件。

设计受弯构件时，应进行在弯矩作用下的正
截面（垂直截面）承载力计算及在弯矩与剪
力共同作用下的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图3-1  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工程应用
1-装配式混凝土楼盖；2-现浇混凝土楼盖；3-混凝土挡土墙；4-混凝土梁式桥



第一节 受弯构件的截面形式和构造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截面尺寸与受力钢筋

数量是由承载力计算决定的。但在构件设计

中，还需要满足许多构造上的要求，以照顾

到施工的便利以及混凝土收缩、徐变和温度

作用等一些在计算中难以确定的因素。



一、截面形式

梁截面最常用的是矩形和T形截面

图3-1 梁的截面形式
1-矩形梁；2-T形梁；3-倒L形梁；4-L形梁；5-工字形梁；6-花篮梁



板的截面形式



梁的配筋形式
单筋截面：仅在受拉区配置纵向受力钢筋的截面；

双筋截面：受拉区和受压区都配置纵向受力钢筋的截面。

图3-3梁的单筋及双筋截面
1-受拉钢筋；2-中和轴；3-受压钢筋



二、截面尺寸
现浇的矩形梁宽及T型梁肋宽取为150、180、200、220、
250mm,250mm以上者以50mm为模数递增。梁高常取为250、
300、350、400、…800mm，以50mm递增；800mm以上则以
100mm递增。
梁的高度通常可由跨度决定，梁高与跨度之比称为高跨比。肋形
楼盖的主梁高跨比一般为1/8~1/12，次梁为1/15~1/20，独立梁
不小于1/15（简支）和1/20（连续）。
梁的高度与宽度（T形梁为肋宽）之比，对矩形截面梁一般取
2~3.5，对T形截面梁取2.5~4.0。在预制的薄腹梁中，其高度与
肋宽之比有时可达6左右。
现浇板的厚度以10mm为模数递增。板的最小厚度对建筑屋面板
为60mm，民用楼板为60mm，工业楼板为70mm；对桥梁道碴
槽板为120mm，行车道板为80mm。
对预制构件，为了减轻自重，其截面尺寸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级差模数不受上列规定限制。



三、混凝土保护层及梁内钢筋净距
附表5-4



混凝土保护层有三个作用：

保护纵向钢筋不被锈蚀；

在火灾等情况下，使钢筋的温度上升缓慢；

使纵向钢筋与混凝土有较好的粘结。



四、梁内钢筋的直径
通常可选用10~28mm的钢筋。
同一梁中，截面一边的受力钢筋直径最好相同，为
了选配钢筋方便和节约钢材起见，也可用两种直
径，最好使两种直径相差2mm以上，以便于识别，
但也不宜超过4~6mm。
钢筋直径应选用常用直径，例如12、14、16、18、
20、22、25、28mm…，当然也需根据材料供应的
情况决定。

梁跨中截面受力钢筋的根数一般不宜少于2根。跨
度较大的梁，受力钢筋一般不少于3~4根。梁中钢
筋的根数也不宜太多，否则会增加浇灌混凝土的困
难。



五、板内钢筋的直径和间距

直径

板中受力钢筋直径常用6、8、10、12mm。同一板
中受力钢筋可以用两种不同直径，但两种直径宜相
差在2mm以上。
间距

为传力均匀及避免混凝土局部破坏，板中受力钢筋
的间距（中距）不能太稀，当板厚≤150mm时，不
宜大于200mm；当板厚>150mm时，不宜大于
1.5，且不宜大于250mm。为便于施工，板中钢筋
的间距也不要过密，最小间距为70mm，即每米板
宽中最多放14根钢筋。



当按单向板设计时，垂直于受力钢筋方向还要布置分布
钢筋。分布钢筋的作用是将板面荷载更均匀地传布给受
力钢筋，同时在施工中用以固定受力钢筋，并起抵抗混
凝土收缩和温度应力的作用。

单位长度上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宜小于单位宽度上受
力钢筋截面面积的15%，且不宜小于该方向板截面面积
的0.15%；
分布钢筋的直径在一般厚度的板中不宜小于6mm，多
用6~8mm，间距不宜大于250mm。对集中荷载较大的
情况，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应适当增加，其间距不宜大
于200mm。由于分布钢筋主要起构造作用，所以可采
用光面钢筋，并布置在受力钢筋的内侧。



第二节 受弯构件正截面试验研究
3.2.1 梁的试验和应力-应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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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受力阶段（Ⅰ阶段）:混凝土开裂前的未裂阶段

从开始加荷到受拉区混凝土开裂，梁的整个截面均参加

受力，由于弯矩很小，沿梁高量测到的梁截面上各个纤维应

变也小，且应变沿梁截面高度为直线变化。虽然受拉区混凝

土在开裂以前有一定的塑性变形，但整个截面的受力基本接
近线弹性，荷载-挠度曲线或弯矩-曲率曲线基本接近直线。
截面抗弯刚度较大，挠度和截面曲率很小，钢筋的应力也很

小，且都与弯矩近似成正比。

在弯矩增加到Mcr时，受拉区边缘纤维的应变值即将到达混凝

土受弯时的极限拉应变实验值εtu
0，截面遂处于即将开裂状

态，称为第I阶段末，用Ia表示。



带裂缝工作阶段（Ⅱ阶段）：混凝土开裂后至钢筋
屈服前的裂缝阶段

在开裂瞬间，开裂截面受拉区混凝土退出工作，其开裂

前承担的拉力将转移给钢筋承担，导致钢筋应力有一突然增

加（应力重分布），这使中和轴比开裂前有较大上移。

M0=Mcr
0时，在纯弯段抗拉能力最薄弱的某一截面处，

当受拉区边缘纤维的拉应变值到达混凝土极限拉应变实验
值εtu

0时，将首先出现第一条裂缝，一旦开裂，梁即由第I
阶段转入为第Ⅱ阶段工作。

随着弯矩继续增大，受压区混凝土压应变与受拉钢筋的
拉应变的实测值都不断增长，当应变的量测标距较大，跨越
几条裂缝时，测得的应变沿截面高度的变化规律仍能符合平
截面假定，



弯矩再增大，截面曲率加大，同时主裂缝开展越来越
宽。由于受压区混凝土应变不断增大，受压区混凝土应变
增长速度比应力增长速度快，塑性性质表现得越来越明
显，受压区应力图形呈曲线变化。当弯矩继续增大到受拉
钢筋应力即将到达屈服强度fy

0时，称为第Ⅱ阶段末，用Ⅱa
表示。

第Ⅱ阶段是截面混凝土裂缝发生、开展的阶段，在此
阶段中梁是带裂缝工作的。其受力特点是：1)在裂缝截面
处，受拉区大部分混凝土退出工作，拉力主要由纵向受拉
钢筋承担，但钢筋没有屈服；2)受压区混凝土已有塑性变
形，但不充分，压应力图形为只有上升段的曲线；3)弯矩
与截面曲率是曲线关系，截面曲率与挠度的增长加快了。



屈服阶段（Ⅲ阶段）：钢筋开始屈服至截面破坏的
破坏阶段

纵向受力钢筋屈服后，正截面就进入第Ⅲ阶段工作。

钢筋屈服。截面曲率和梁的挠度也突然增大，裂缝宽
度随之扩展并沿梁高向上延伸，中和轴继续上移，受压区
高度进一步减小。弯矩再增大直至极限弯矩实验值Mu

0

时，称为第Ⅲ阶段末，用Ⅲa表示。

在第Ⅲ阶段整个过程中，钢筋所承受的总拉力大致保持
不变，但由于中和轴逐步上移，内力臂z略有增加，故截面
极限弯矩Mu

0略大于屈服弯矩My
0可见第Ⅲ阶段是截面的破

坏阶段，破坏始于纵向受拉钢筋屈服，终结于受压区混凝土
压碎。



其特点是：1)纵向受拉钢筋屈服，拉力保持为常值；
裂缝截面处，受拉区大部分混凝土已退出工作，受压区混
凝土压应力曲线图形比较丰满，有上升段曲线，也有下降
段曲线；2)弯矩还略有增加；3)受压区边缘混凝土压应变
达到其极限压应变实验值εcu时，混凝土被压碎，截面破
坏；4)弯矩—曲率关系为接近水平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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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

⑴、沿截面高度测得的各纤维层的平均应变值从开始加荷
到接近破坏，基本上是按直线分布的，即可以认为始终符合
平截面假定。

截面应变



梁的应力—应变阶段

⑵、随着荷载的增加，受拉区裂缝向上延伸，中和轴不断上移，
受压区高度逐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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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受力阶段

Ⅰa状态：计算Mcr的依据

Ⅱ阶段：计算裂缝、刚度的依据

Ⅲa状态：计算Mu的依据



适筋梁正截面受弯三个受力阶段的主要特点
受力阶段
主要特点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第Ⅲ阶段

习 称 未裂阶段 带裂缝工作阶段 破坏阶段

外观特征 没有裂缝，挠度很小 有裂缝，挠度还
不明显

钢筋屈服，裂缝宽，挠
度大

弯矩—截面曲率 大致成直线 曲线 接近水平的曲线

混
凝
土
应
力
图
形

受压区 直线

受 压 区 高 度 减
小，混凝土压应
力图形为上升段
的曲线，应力峰
值在受压区边缘

受压区高度进一步减
小，混凝土压应力图形
为较丰满的曲线；后期
为有上升段与下降段的
曲线，应力峰值不在受
压区边缘而在边缘内侧

受拉区
前期为直线，后期为
有上升段的曲线，应
力峰值不在受拉区边
缘

大部分退出工作 绝大部分退出工作

纵向受拉钢筋应力 σs≤20～30kN/mm2
20～
30kN/mm2<σs<fy

0
σs＝fy

0

与设计计算的联系

Ia阶段用于抗裂验算 用于裂缝宽度及
变形验算

Ⅲa阶段用于正截面受
弯承载力计算



3.2.2 钢筋混凝土梁正截面破坏特征
试验指出，对同一截面尺寸和混凝土强度等级的受弯构件，

其正截面的破坏特征主要与钢筋数量有关，可分三种情况：

(a)、适筋破坏

(b)、超筋破坏

(c)、少筋破坏



（a)、适筋破坏
配筋量适中的
截面；

受拉钢筋的应
力先到达屈服
强度；

最后混凝土边
缘应变达到极
限压应变，混
凝土被压坏；

变形明显，挠
度大。



(b)、超筋破坏
钢筋用量过
多；

受压混凝土先
达到极限压应
变而被压坏，
受拉钢筋应力
尚未达到屈服
强度；

整个构件突然
破坏



(c)、少筋破坏配筋量过少；

受拉区混凝土一旦出
现裂缝，裂缝截面的
钢筋应力很快达到屈
服强度，并可能经过
流幅段而进入强化阶
段，裂缝开展较宽，
挠度也增长较大，实
用上已不能使用；

开裂弯矩就是它的破
坏弯距；

少筋构件的破坏属于
脆性破坏，而且构件
的承载力又很低，所
以在设计中也应避免
采用。



3.3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原则
3.3.1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

平截面假定；

不考虑受拉区混凝土的工作；

纵向钢筋的应力—应变关系简化为理想的弹塑性模
型：

混凝土受压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方程按规范规定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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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u,k ≤C50 C60 C70 C80 
n 2 1.83 1.67 1.5 
ε0 0.002 0.00205 0.0021 0.00215 
εu 0.0033 0.0032 0.0031 0.003 

 



3.3.2  压区混凝土等效矩形应力图形

受压混凝土的曲线应力分布图形可用等效矩形应力图形代

替，即可得到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计算应力图形如图所示。

等效原则：合力大小不变；力的作用点不变。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超过C50时，α1取为
1.0，β1取为0.8；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α1取为0.94，
β1取为0.74，其间按
线性内插法确定。



3.3.3      适筋与超筋破坏的界限条件

图3-16 适筋、超筋、界限破坏时的截面平均应变图
1-适筋破坏 2-界限破坏 3-超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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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限破坏时，将实际的曲线应力图形简化为矩形应力图形

之后，等效矩形截面的受压区高度与截面有效高度的比值，称

为界限受压区相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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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bξ

614.0=bξHPB235级钢筋

HRB335级钢筋 550.0=bξ

HRB400、
RRB400级钢筋 518.0=bξ



3.3.4      适筋梁与少筋梁的界限及最小配筋率 minρ

少筋破坏的特点是一裂就坏，所以从理论上讲，纵
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应是这样确定的：按Ⅲa阶
段计算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与按Ia阶

段计算的素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两者相
等。但是，考虑到混凝土抗拉强度的离散性，以及收缩
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实用上，最小配筋率 往往是根
据传统经验得出的。为了防止梁“一裂即坏”，适筋梁的
配筋率应大于 。minρ

minρ

minρ

我国《混凝土设计规范》规定：

(1)受弯构件、偏心受拉、轴心受拉构件，其一侧纵向受
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0．2％和45ft/fy中的较大值；

(2)卧置于地基上的混凝土板，板的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
率可适当降低，但不应小于0.15％。



3.4  单筋矩形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3.4.1  基本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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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采用参数计算的公式

0bh
As=ρ

0/hx=ξ

00 bhf
Af

h
x

c

sy

α
ξ ==

c

y

f
f

1α
ρ=

0 0( ) ( )
2 2

c y s

u c y s

f bx f A
x xM M f bx h f A h

α

α

=

≤ = − = −



0 0( ) ( )
2 2

c y s

u c y s

f bx f A
x xM M f bx h f A h

α

α

=

≤ = − = −0/hx=ξ

)5.01()
2

( 2
0101 ξξαα −=−= bhfxhbxfM cc

)5.01()
2

( 00 ξ−=−= hAfxhAfM sysy

)5.01( ξξ −=sa 截面抵抗矩系数令

sαξ 211 −−=
ξγ 5.01−=s 内力臂系数

0hAfM ssy γ=2
01 bhfM csαα=则 或

Ss Ax →→→ ξα Sss A→→→ γξα或一般的计算步骤：



c

y

f
f

1α
ρξ =

3.4.3  适用条件
基本计算公式是基于适筋梁提出的

0hx bξ≤bξξ ≤避免超筋破坏

P59，图3-16
或

ycb ff /1max αξρρ =≤相当于：

)5.01(max bbs ξξα −= 2
01maxmax bhfM csu αα=令 则

P62，表3-1
避免少筋破坏

minρρ ≥
P405，附表5-6

0minmin, bhAs ρ=相当于：



3.4.4    截面设计
3.4.4.1   截面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经济配筋率
截面设计是在结构形式、结构布置确定之后，要求确定构件

的截面形式、尺寸，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的品种和数量，

以及钢筋在截面中的相对位置。

在进行截面设计时，需先拟定构件的截面尺寸和材料强度等

级，再进行配筋计算。

配筋率除了应不小于最小配筋率外，宜符合下列经济配筋率

的要求：

实心板：0.4%~0.8%              
矩形梁：0.6%~1.5%          
T形梁： 0.9%~1.8%



如果在计算过程中，不符合基本公式的适用

条件或配筋率不在经济范围内，一般需要调

整截面尺寸、材料强度等设计参数，使之合

适为止。

普通钢筋宜采用HRB400级和HRB335级钢
筋，也可采用HPB235级和RRB400级钢筋。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3.4.4.2    正截面抗弯配筋的设计步骤
计算简图和跨度见P63

内力计算见P47

配筋计算

1）选定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钢筋级别

2）确定截面尺寸

直接假定b、h；

或先假定b、ρ，
bfa

Mh
cs 1

0 α
=→→→ sαξρ

ahh += 0



syc Afbxf =1α

)
2

( 01
xhbxfM cu −= α

3）配筋计算

直接解方程法：

由（2）式直接求出х，验算：

bh
x ξξ ≤=
0

如果不满足，调整截面
尺寸或配筋方式

将х代入（1）式求出As

y

c
s f

bxfA 1α
= minρ≥

bh
As验算：



syc Afhbf =01 ξα
2
01 bhfM csαα=3）配筋计算

参数求解法：

由（2）式求出αs
sa211 −−=ξ

bξξ ≤验算： 如果不满足，调整截面
尺寸或配筋方式

将ξ代入（1）式求出As

minρ≥
bh
As

y

c
s f

hbfA 01 ξα
= 验算：



4）进行截面配筋
选择合适的钢筋直径及根数，并绘制截面配筋

图，配筋图上应表示截面尺寸和配筋情况，注意按

适当比例正规绘制。实际采用的钢筋面积一般宜等

于或大于计算所需的钢筋面积，其差值宜控制在5%
以内。应注意满足有关构造要求，特别是钢筋的间

距。

P401，附录4

例题3-1、3-2



2
010 )

2
( bhfxhAfM cssyu αα=−=syc Afbxf =1α

3.4.5   承载力复核
承载力复核，是对已设计或施工好的混凝土构

件截面的承载力进行复核，核算作用于截面的弯矩

是否超过截面受弯极限承载力。

bf
Af

x
c

sy

1α
=

0hx bξ≤ )
2

( 0
xhAfM syu −=

0hx bξ> 2
01max bhfM csu αα=

⇒

uMM ≤验算
例题3-3



作业题，P79

习题2（2）

习题3

（永久荷载=板重+面层重）

习题6 



As

受拉钢筋

受压钢筋

bξξ >若

且截面尺寸调整受限

双筋截面



3.5  双筋矩形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一般来说在正截面受弯中，采用纵向受压钢筋协助混凝土

承受压力是不经济的，工程中从承载力计算角度出发通常仅在
以下情况下采用：

◆◆弯矩很大，按单筋矩形截面计算所得的ξ大于ξb，而梁

截面尺寸受到限制，混凝土强度等级又不能提高时；即在受压

区配置钢筋以补充混凝土受压能力的不足。

◆◆在不同荷载组合情况下，其中在某一组合情况下截面承

受正弯矩，另一种组合情况下承受负弯矩，即梁截面承受异号

弯矩，这时也出现双筋截面。

◆◆此外，由于受压钢筋可以提高截面的延性，因此，在抗

震结构中要求框架梁必须配置一定比例的受压钢筋。



5.1  计算应力图形和基本公式

''
sys AfD =

sy AfT =

εcu

>εy

sε　

h0

a

as'
A s

'

A s

M
x bxfD cc 1α=

''
1 sycsy AfbxfAf +=α

)()
2

( '
0

''
01 ahAfxhbxfMM sycu −+−=≤ α



◆ 适用条件
防止超筋脆性破坏

max,1
2
0max,1

max
0

1

0

      

    

sscs

y

c
b

s

bb

bhfM

f
f

bh
A
hx

αααα

αξρρ

ξξξ

≤⋅≤

=≤=

≤≤

或

或

保证受压钢筋强度充分利用

0 02   sx a h h aγ′ ′≥ ≤ −或  

注意：双筋截面一般不会出现少筋破坏情况，故可不必

验算最小配筋率。



'2ax =

图3-21

)( '
0 ahAfMM syu −=≤

如计算中不考虑受压钢筋的受压作用，则不需要满足

的条件，按单筋矩形截面计算
'2ax ≥

时

在计算中若考虑受压钢筋的作用时，应按规范规定，配置

封闭式箍筋，将受压钢筋箍住，且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5d（受
压钢筋的最小直径），同时不应大于400mm。



3.5.2    截面设计

ma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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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s bhf
M α

α
α <=

否

min( )s sA A′+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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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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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单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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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max,1 bhfM cs αα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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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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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双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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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ycsy AfbxfAf +=α

)()()
2

( '
0

''
1

'
0

''
01 ahAfMahAfxhbxfMM sysycu −+=−+−=≤ α

x

1）已知：弯矩设计值M，截面b、h、a和a ′，材料强度
fy、 fy ′、 fc 。 求：截面配筋 sA '

sA

sA '
sA未知数： x

例题3-4



2）已知：弯矩设计值M，截面b、h、a和a ′，材料强度
fy、 fy ′、 fc，受压钢筋面积 。

求：截面配筋 sA

'
sA

''
1 sycsy AfbxfAf +=α )()

2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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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hAfxhbxfMM sycu −+−=≤ α

)( '
0

''2
01 ahAfbhfM sycsu −+= αα

0
'2 hxa bξ≤≤

y

syc
s f

Afbhf
A

''
01 +

=
ξα

0hx bξ>

0

2
01

'
0

''

211

)(

hx
a

bhf
ahAfM

a

s

c

sy
s

ξ
ξ

α

=

−−=

−−
=

按情况1）重新计算
'2ax <

)( '
0 ahf
MA

y
s −

=
例题3-5、3-6



3.5.3    截面复核
hb×

',, yyc fff
sA '

sA

M

已知截面尺寸（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和钢筋的级别（

），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截面面积（ ），截面

。复核截面是否安全。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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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ycsy AfbxfAf +=α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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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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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hAfxhbxfMM sycu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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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A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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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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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hAfxhbxfM sycu −+−= α

uMM ≤

)(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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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3-7



作 业

（P81)

习题12、14、17



3.6  T 形截面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

受弯构件在破坏时，大部分受拉区混凝土早已退出工

作，故将受拉区混凝土的一部分去掉。只要把原有的纵向
受拉钢筋集中布置在梁肋中，截面的承载力计算值与原有
矩形截面完全相同，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约混凝土且可减轻
自重。剩下的梁就成为由梁肋(       )及挑出翼缘 ，
两部分所组成的T形截面。

hb× ( ) ''f hbb ×−

挖去

中和轴



图3-27  工形、冂形、空心形截面



图3-28  T形梁受压区实际应力和计算应力图



图3-29   T形、倒L形截面梁翼缘计算宽度

P73，表3-2



计算简图和基本公式

第一类T形截面 第二类T形截面界限情况

◆ 分类

fhx ′= fhx ′>fh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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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fcf

syf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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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式
第一类T形截面

计算公式与宽度等于bf
'的矩形截面相同：

)
2

( 0
xhxbfM

Afxbf

fc

syfc

−′≤

=′

◆◆为防止超筋脆性破坏，相对受压区高度应满足ξ ≤ξb。

对第一类T形截面，该适用条件一般能满足。

◆◆为防止少筋脆性破坏，受拉钢筋面积应满足

As≥ρminbh，b为T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对工形和倒T形截面，受拉钢筋应满足：

As≥ρmin[bh + (bf - b)hf]



第二类T形截面

ffccsy hbbfbxfAf ''
11 )( −+= α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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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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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c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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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超筋脆性破坏，单筋部分应满足：

ma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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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少筋脆性破坏，截面配筋面积应满足：

As≥ρminbh。

对于第二类T形截面，该条件一般能满足。



三、截面设计

)
2

(
'

0
''

1
f

ffc
hhhbfM −≤ α

(1)判别 T形截面类别

则为第一类T形截面；

反之,则为第二类T形截面。

syfc Afxbf ='
1α

)
2

( 0
'

1
xhxbfMM fcu −=≤ α

。

hbf ×'
sA的单筋矩形截面梁计算（2）如为第一类T形截面，应按截面尺寸为

SA

bhAs minρ≥
后需要验算求出

例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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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ccsy hbbfbxfAf ''
11 )( −+= αα

（3）如为第二类T形截面 例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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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式得

bξξ >如

说明梁的截面尺寸不够，应加大截面尺寸，或改用双筋T形截面。

（4）选择钢筋直径和根数。



ffcsy hbfAf ''
1α≤

承载力复核
',, yyc fff

sA M
承载力复核时，已知截面尺寸，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和钢筋的级别（

），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截面弯矩设计值

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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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 f ×'
uM为第一类T型截面，按截面尺寸为 的矩形截面受弯构件计算

ffcsy hbf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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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二类T型截面，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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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

0hx bξ> 0hx bξ=取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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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hxbfM fcu −= α第一类T型截面

第二类T型截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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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0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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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bbfxhbxfM −−+−= αα0hx b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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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hx bξ> 0hx bξ=取

（3）比较 uM M和

大小，即可判别正截面承载力能否满足要求。

例题3-10



思考题
3-1适筋梁从开始加载到破坏,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
阶段截面上的应变和应力分布、裂缝开展、中和轴
位置以及梁的跨中挠度的变化情况怎样?各阶段分
别是什么极限状态计算的基础?
3-2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是什么?为什么做
出这些假定?
3-3适筋梁的破坏特征是什么？对于给定截面尺寸的
适筋梁，其承载力主要取决于什么？

3-4超筋梁的破坏特征是什么？对于给定截面尺寸的
超筋梁，其承载力主要取决于什么？

3-5钢筋混凝土梁的最小配筋率是如何确定的？



3-6当受拉钢筋及受压钢筋面积均未知时，为什么令
可使双筋梁的总用钢量最少？

3-7试分析在双筋矩形截面梁中受压钢筋对受拉钢筋
的影响。

3-8根据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分析提高
截面抗弯承载力的主要措施有哪些？哪种措施最有

效？

3-9两类T形截面的判别式是根据什么条件定出的？
怎样应用？

3-10验算T形截面的最小配筋率时，b应取什么宽
度？为什么？

0hx b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