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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板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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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本章重点

1. 掌握整体式单向梁板结构的内力按弹性及考虑塑性

内力重分布的计算方法；建立折算荷载、塑性铰、

内力重分布、弯矩调幅等概念；掌握连续梁板截面

设计特点及配筋构造要求。

2. 掌握整体式双向梁板结构的内力按弹性及按极限平

衡法的设计方法；掌握其配筋构造要求。

3. 熟悉梁式楼梯和板式楼梯的受力特点、内力计算和

配筋构造要求。

4. 了解雨篷梁的设计计算方法，特别是对其整体倾覆

验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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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概述

建筑结构的组成如下：

楼盖是建筑结构中的水平结构体系，它与竖向

构件、抗侧力构件一起组成建筑结构的整体空间结

构体系。

它将楼面竖向荷载传递至竖向构件，并将水平

荷载(风力、地震力)传到抗侧力构件。根据不同的

分类方法，可将楼盖分为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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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概述

楼盖是建筑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混凝土楼盖

的造价占到整个土建总造价的近30％，其自重约

占到总重量的一半。选择合适的楼盖设计方案，

并采用正确的方法，合理地进行设计计算，对于

整个建筑结构都具有十分重要地作用。

混凝土楼盖设计对于建筑隔热、隔声和建筑效

果有直接的影响，对于保证建筑物的承载力、刚

度、耐久性以及抗风、抗震性能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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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式

结构组成：梁+板，可有板无梁。

应用形式：楼盖、屋盖、阳台、雨篷、楼梯、片筏基础等。

§1.1 概述概述

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钢筋混凝土肋梁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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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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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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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概述



混凝土结构设计 第1章

§1.1 概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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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施工方法分类

装配式：预制板+现浇（或预制）梁。

装配式楼盖由预制构件装配而成，便于机械化生产和

施工，可以缩短工期。但装配式楼盖结构的整体性较

差，防水性较差，不便于板上开洞。多用于结构简

单、规则的工业建筑。

装配整体式：预制楼面上做刚性面层。刚性面层：≥ 40 
mm混凝土层，内配钢筋网。

现浇式：板与梁钢筋交织，混凝土同时浇捣。这是本章学

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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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施工方法分类

装配式：预制板+现浇（或预制）梁。

装配式楼盖由预制构件装配而成，便于机械化生产和施

工，可以缩短工期。但装配式楼盖结构的整体性较差，

防水性较差，不便于板上开洞。多用于结构简单、规则

的工业建筑。

装配整体式：预制楼面上做刚性面层。刚性面层：≥ 40 
mm混凝土层，内配钢筋网。

装配整体式楼盖是由预制构件装配好后，现浇混凝土面
层或连接部位以构成整体而成。它兼具现浇楼盖和装配
式楼盖的部分优点，但施工较复杂。

现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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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施工方法分类

现浇式：板与梁钢筋交织，混凝土同时浇捣。

现浇楼盖整体性好，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并且结构布

置灵活，适应性强。但现场浇注和养护比较费工，工期

也相应加长。我国规范要求在高层建筑中宜采用现浇楼

盖。近年来由于商品混凝土、混凝土泵送和工具模板的

广泛应用，现浇楼盖的应用逐渐普遍。

这是本章学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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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式钢筋混凝土楼（屋）盖分类

⎧
⎪
⎨
⎪
⎩

有梁楼盖

现浇楼盖

无梁楼盖

⎧
⎪
⎨
⎪
⎩

单向板肋形楼盖

双向板肋形楼盖

井式楼盖与密肋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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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向板肋梁楼盖

由主梁、次梁、单向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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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向板肋梁楼盖

由支承梁和双向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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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采用方形或近似方形(也有采用三角形或六边形)
的板格，两个方向的梁的截面相同，不分主次梁。

其特点是跨度较大，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多用于公共

建筑的门厅或大厅。

井式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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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梁楼盖

不设梁，将板直接支撑在柱上，通常在柱顶设置柱帽以提

高柱顶处平板的冲切承载力及降低板中的弯矩。不设梁可以增

大建筑的净高，故多用于对空间利用率要求较高的冷库、藏书

库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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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梁楼盖 ：为了降低

构件的高度，增加建筑的

净高或提高建筑的空间利

用率，将楼板的水平支承

梁做成宽扁梁。

密肋楼盖 ：又分为单向

和双向密肋楼盖。密肋楼盖可

视为在实心板中挖凹槽，省去

了受拉区混凝土，没有挖空部

分就是小梁（或称为肋），而

柱顶区域一般保持为实心，起

到柱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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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单向板肋形楼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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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板与双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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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方向单位宽度的板带，
不考虑板带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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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荷载传力方式： 次梁 主梁

墙、柱 基础

除与边长比有关外，还与支承梁的线刚度比有关。

l2 / l1 ≥ 3时按单向板设计

单向板肋形楼盖

l2 / l1 ＜ 3时按双向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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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定：混凝土板应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

1．两对边支承的板和单边嵌固的悬臂板，应按单向

板计算；

2．四边支承的板（或邻边支承或三边支承）应按下

列规定计算：

（1）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大于或等于3时，可按沿

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

（2）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小于或等于2时，应按双

向板计算；

（3）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介于2和3之间时，宜按双

向板计算；当按沿短边方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时，

应沿长边方向布置足够数量的构造钢筋。

单向板与双向板的计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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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与次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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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荷载传力方式： 两个方向梁 墙、柱

基础

亦可按短边方向的单向板计算，但长边方向应布置

足够的构造钢筋，只配分布钢筋不够。

双向板肋形楼盖

梁无主次之分，荷载两向传递。

2 / 3l l< <2 1 时宜按双向板设计

l2 / l1 ≤ 2时按双向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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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式

井式楼盖与密肋楼盖

可无柱，使用方便，但梁跨度

大。楼面刚度弱，变形大。

梁高h ≥ 。
0

1
18

l

密肋

肋距≤ 1.5 m，楼面刚度比井

式大，变形比井式小。

传力方式：

板 梁 基础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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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梁楼盖

传力方式： 板 柱 基础

板不宜薄，h≥150mm。柱距不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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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盖结构体系的选择

建筑物的用途和要求，结构的平面尺寸(柱
网布置)是确定楼盖结构体系的主要依据。

一般来说，常规建筑多选用板肋梁楼盖结

构体系；对空间利用率要求较高的建筑，可采

用无梁楼盖结构体系；大空间建筑，可选用井

字楼盖、密肋楼盖、预应力楼盖等。



混凝土结构设计 第1章

§1.2 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

结构布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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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

单向板肋梁楼盖结构平面布置通常有以下三种方案：

主梁沿横向布置 主梁沿纵向布置 有中间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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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

1.2.1结构布置方法

（1）柱网梁格划分

尽可能规整；

（2）梁板结构尽可

能划分为等跨，以便于
设计和施工；(跨度相
差10％以内)

（3）主梁跨度范围

内次梁根数宜为偶数，
以使主梁受力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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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现浇单向板肋形楼（屋）盖

1.2.1结构布置方法

板跨 1 2.0 ~ 3.0ml＝

次梁 2 4 ~ 6ml ＝

2~h l=(1/12 1/18)

~b h=(1/2 1/3)

主梁 3 5 ~ 8ml ＝

3~h l=(1/8 1/14)

~b h=(1/2 1/3)

（4）梁板结构尺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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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板有足够的刚度，

板厚尚应满足：

连续板

简支板

1
40

l

悬臂板

1
35

l

1
12

l

板厚

工业楼面：h≥70 mm

民用楼面：h≥60 mm

屋 面：h≥70 mm

h≥

h≥

h≥

1.2.1结构布置方法

（4）梁板结构尺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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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板内力计算方法

按弹性理论计算——按结构力学方法计算。

下例情况下按弹性理论方法计算：

(1)直接承受动力荷载和疲劳荷载作用的楼盖；

(2)在使用阶段不允许出现裂缝或对裂缝开展有较高

要求的楼盖；

(3)处于侵蚀性环境及负温下的楼盖。

按塑性理论计算方法——常用方法：调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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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单向板肋形楼盖按线弹性的计算

结构上的荷载

（1）永久荷载

结构自重、地面及天棚抹灰、隔墙及永久性设备等；

（2）可变荷载

人群、货物及雪荷载、屋面积灰荷载和施工或荷载等。

荷载取值

（1）永久荷载标准值：由构件尺寸及构造层作法按材料

自重计算；

（2）可变荷载标准值：查《荷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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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计算

(1) 恒载：自重、抹灰重等。

恒载标准值＝体积×材料自重

常用的材料和构件自重见教材附录2。

(2) 活荷载：人群、家具等。

民用建筑楼面活载标准值见教材附录3。
板和次梁一般以均布荷载为主。

承载力计算：荷载用设计值，要将荷载标准值乘以
荷载分项系数γG 或γ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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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单向板肋形楼盖按线弹性的计算

计算单元的确定

将实际的建筑结构抽象为可以进行分析计

算的力学模型，是结构设计的重要任务。好的

力学计算模型应该是在反映实际结构的主要受

力特点前提下，尽可能的简单。

计算模型： 计
算
单
元

计
算
简
图

荷载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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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分配时不考虑结构的连续性计算单元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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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简图

墙支承

梁支承

支座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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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简图

板、次梁：当板的支座是次梁，次梁的支座是

主梁，则次梁对板，主梁对次梁将有一定的嵌

固作用，为简化计算通常亦假定为铰支座，由

此引起的误差将在内力计算时加以调整。

主梁：若主梁的支座是柱，其计算简图应根据梁

柱抗弯刚度比而定，如果梁的抗弯刚度比柱的抗

弯刚度大很多时(通常认为主梁与柱的线刚度比大

于3～4)，可将主梁视为铰支于柱上的连续梁进行

计算，否则应按框架梁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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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两跨跨长相差≤10％时，按等跨计算。

五跨以上按五跨计算。

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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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跨度

0 cl l=

0 n (l l h= + 板）

0 n1.025l l≤ （梁）

中
间
跨

对多跨连续梁板

0 n 2 2
a bl l= + + ，且

0 n (
2 2
h bl l≤ + + 板）

0 n1.025
2
bl l≤ + （梁）

边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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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折算恒载与折算活载

主梁上的荷载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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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折算恒载与折算活载

考虑主梁对次梁、次梁对板的约束影响。

板

次梁

' '1 1
2 2

g g q q q= + =

' '1 3
4 4

g g q q q= + =

当梁板直接搁置在砖墙或钢梁上时，按实际恒载和
实际活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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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力计算及组合

• 内力按结构力学方法计算。

• 2～5跨等跨梁板内力见教材附录7。

恒载一次布置，活载分跨布置再组合

• 内力要根据荷载最不利布置组合计算。

在均布及三角形荷载作用下：

2
2

2
1 qlkglkM +=

qlkglkV 43 +=

在集中荷载作用下： QlkGlkM 65 +=

QkGkV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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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荷载的最不利布置及荷载的
最不利组合

连续梁活荷载最不利布置
的原则：

（1）求某跨跨内最大正弯矩
时，应在本跨布置活荷载，然
后隔跨布置; 

（2）求某跨跨内最大负弯矩

时，本跨不布置活荷载，而在其
左右邻跨布置，然后隔跨布置;

（3）求某支座最大负弯矩或
支座左、 右截面最大剪力
时，应在该支座 左右两跨布
置活荷载，然后隔跨 布置。



混凝土结构设计 第1章

活荷载最不利布置

荷载的最不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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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力包络图

将同一结构在各种荷载的最不利组合作用下的内力图

(弯矩图或剪力图)叠画在同一张图上（内力叠合图），

其外包线所形成的图形称为内力包络图。

绘制方法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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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计算

配筋计算方法按《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有关章节。

配筋时支座截面内力设计值的修正：

02
bM M V边 中＝ －

( )
2
bV V g q+边 中＝ －

集中荷载:
中边 VV =

均布荷载:

弯矩设计值：

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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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弹性理论方法计算单向板肋形楼盖的主要步骤

①确定计算简图（包括荷载的计算）；

②求出恒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和最不利活荷载作

用下的内力，并分别进行组合；

③作出内力包络图；

④对整浇支座截面的弯矩和剪力进行调整；

⑤进行配筋计算；

⑥按弯矩包络图确定弯起钢筋和纵向钢筋截断

位置，按剪力包络图确定腹筋。

思考：提出塑性内力重分布设计方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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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弹性理论方法计算存在的问题

①钢筋混凝土是由两种材料所组成，混凝土是一种弹塑

性材料，钢筋在达到屈服强度后也表现出塑性特点，它不是

均质弹性体；按弹性理论方法计算不能反映结构内材料的实

际工作状况。

②按弹性理论方法计算连续梁，根据内力包络图进行配

筋时，由于没有考虑包络图中各种最不利荷载组合，并布同

时出现的特点，致使部分截面配筋量过大，钢筋不能充分发

挥作用。

③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支座弯矩一般大于跨中弯矩，配筋

计算结果是支座钢筋用量较多，不便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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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塑性理论计算方法的提出

为解决上述问题，充分考虑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塑性性

能，挖掘结构潜在的承载力，达到节省材料和改善配筋

的目的，提出按塑性内力重分布的计算方法，

1.2.3  单向板肋形楼盖按塑性内力重分布方法设计

计算单元及荷载

(1) 计算单元：与弹性方法相同。

(2)荷载：用实际恒载与实际活载。

按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在确定内力系数时已考

虑折算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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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单向板肋形楼盖按塑性内力重分布方法设计

计算跨度

中间跨 0l l= （梁）

边跨

0

0

0

2

(
2

1.025

al l

hl l

l l

⎧ = +⎪
⎪
⎪ ≤ +⎨
⎪
⎪ ≤
⎪
⎩

，且

板）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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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铰的概念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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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筋屈服截面，从钢筋屈服到达到极限承载力，

截面在外弯矩增加很小的情况下产生较大幅度的转动，

表现得犹如一个能够转动的“铰链”，转动是材料塑性变

形及混凝土裂缝开展的表现，故称为“塑性铰”。

塑性铰的概念及特点

混凝土开裂后，截面的应力分布发生了变化，称应力

发生了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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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铰可分为拉铰（受拉钢筋屈服）和压铰（受拉

钢筋不屈服），拉铰转动量大于压铰。

塑性铰与普通铰的区别是：

(a) 塑性铰是单向铰，只能沿Mu方向转动；

(b) 塑性铰可以传递弯矩, M≤Mu ；

(c) 塑性铰的转动是有限的：

p u y p( )lθ ϕ ϕ= −

式中， 为极限曲率； 为屈服曲率；lp为塑性铰的等效长度。uϕ yϕ

理想铰集中于一点，塑性铰则有一定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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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静定结构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按弹性理论方法：

1. 截面间内力的分布规律是不变的；

2. 任一截面内力达到其内力设计值时，认为整个结构

达到其承载能力。

实际上：

1. 截面间内力的分布规律是变化的。

2. 任一截面内力达到其内力设计值时，只是该截面达

到其承载能力，出现了塑性铰。只要整个结构还是几何不

变的，结构还能继续承受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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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静定结构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超静定结构中，某一截面由于裂缝出现、钢筋与混凝土

粘结破坏、钢筋屈服等原因，使截面内力分布与按弹性

理论分析时有所不同的现象，称为出现了内力重分布。

超静定结构才有内力重分布,静定结构只有应力重分布

静定结构中，某一截面出现了塑性铰，结构变为几何

可变体系，即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

N次超静定结构中，出现一个塑性铰即减少一次超静定

次数，直到出现N＋1个塑性铰，结构才变为几何可变体

系，即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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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内力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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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跨连续梁在集中荷载作用下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0.141 3
0.188 4

=
30.156 0.117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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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跨连续梁在集中荷载作用下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支座B截面配筋减小，连续

梁的承载力仍然为F。

0 0 0 0 0
1 30.117 ( ) 0.117 0.0625 0.1795
4 4

Fl F F l Fl Fl F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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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跨连续梁在集中荷载作用下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按弹性计算配筋

按弹性计算该梁
所能承受的最大
集中荷载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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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跨连续梁

配筋不变

按塑性计算该梁
所能承受的最大
集中荷载为4/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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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跨连续梁

调整配筋

按塑性计算该梁
所能承受的最大
集中荷载为4/3P

内力重分布的

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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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按弹性理论设计认为当结构任一截面的内力达到极限弯

矩时，整个结构即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这一概念对于脆性材

料或静定结构来说是基本符合的。但对于由弹塑性材料制成的

超静定结构，当考虑内力重分布进行设计时，达到承载力极限

状态的标志不是某一个截面的屈服，而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截

面出现塑性铰后，随着荷载增加，在其他截面亦陆续出现塑性

铰，直到结构的整体或局部形成几何可变体系为止。

（2）上述例题，按弹性理论计算，结构极限荷载为备3/4 
F ；而按塑性理论计算，结构极限荷载为 F ，这是由于结构

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标准不同。显然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

分析方法更接近混凝土超静定结构的实际工作状态。这说明

弹塑性材料的超静定结构从出现塑性铰至形成破坏机构之

间，其承载力还有相当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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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3）弹塑性混凝土材料的超静定结构出现塑性铰以前，结构

内力与荷载近似为线性关系。当超静定结构“相继”出现塑性铰

后，结构内力与荷载为非线性关系，按弹性和塑性两种理论计

算的内力分布规律是显著不同的，即产生塑性内力重分布。

（4）塑性铰出现的位置、次序及内力重分布程度可以根据

需要人为地控制。在第二例中，如荷载不变，但将支座截面
配筋减少为(2/3)As。极限弯矩降为Mu＝0.22Pl，则经过塑

性内力重分布后，跨中1截面总弯矩为M1＝0.37Pl。如跨中

配筋能满足M1的要求，则梁同样可以承受4/3P的集中荷

载，只是内力重分布程度较大而已。通过这个数例可知当支
座截面的极限弯矩Mu低于按弹性理论计算的弯矩MB越多，

则其塑性内力重分布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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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5）要实现所期望的内力重分布，必须保证塑性铰具有足够

的转动能力。从而使结构各截面中能先后出现足够数目的塑

性铰，最后形成破坏机构，即实现内力的完全重分布。若最

初形成的塑性铰转动能力不足，在其塑性铰尚未全部形成之

前，已因某些截面受压区混凝土过早被压坏而导致构件破

坏，则使其不能达到完全内力重分布的目的，在设计中应予

避免。

塑性铰的转动能力，主要取决于纵筋的配筋率ρ (或以截

面的相对受压区高度ξ表示)，其次是钢筋的种类及混凝土的

极限压应变。随ξ的增大，塑性铰的转动能力急剧降低， ξ

较低时主要取决于钢筋的流幅， ξ较高时，主要取决于混凝

土的极限压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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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6）按弹性理论计算，其内力分布不但符合平衡条件，

而且符合变形协调条件。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计算，虽然

仍符合平衡条件，但不再符合变形协调条件，在塑性铰截

面处，梁的变形曲线不再连续。因此，梁在产生塑性内力

重分布以后，由于塑性铰截面转动，梁的变形及塑性铰区

各截面的裂缝开展都较大，所以要控制内力重分布的程

度，决不应使梁在使用荷载作用下发生塑性内力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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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内力重分布的限制条件

（1）为了保证塑性铰具有足够的转动能力，截面的相对受

压区高度ξ应满足0.1≤ξ≤0.35；受力钢筋宜采用

HPB235、 HRB400级、HRB335级热轧钢筋，混凝土强度

等级宜在C20~C45范围；

（2）调幅系数β不宜超过0.2（当q/g≤1/3时， β不得超过

0.15）；以保证结构在正常使用荷载作用下不出现塑性铰；

（3）为使配筋合理，且满足静力平衡条件，应保证：

调幅后跨中截面弯矩M’1： 01 02.1'
2

''
MM

MM CB ≥+
+

调幅后支座、跨中截面弯矩： 2)(
24
1' lqgM +≥

（4）采用按弹性和塑性理论计算剪力中的较大值进行抗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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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不宜采用塑性内力重分布的计算方法

（1）在使用阶段不允许出现裂缝或对裂缝开展控制

较严的混凝土结构；

（2）处于严重侵蚀性环境中的混凝土结构；

（3）直接承受动力和重复荷载的混凝土结构

（4）要求有较高承载力储备的混凝土结构；

（5）配置延性较差的受力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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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力重分布使弹性计算中弯矩最大截面内力减少，

弯矩较小截面的内力增大，相当于弯矩调幅。由于塑

性铰的转动是有限的，因此调幅量也有限。

弯矩调幅法

《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
框架考虑内力重分布设
计规程》(CECS51:93)
规定：调幅系数一般为
0.2，且不宜超过0.25。

β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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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荷载最不利布置，根据调整后的支座弯矩用静

力平衡条件计算；也可近似取用考虑荷载最不利布

置按弹性方法算得的剪力值。

弯矩调幅法计算步骤

(1) 按弹性分析方法计算内力，按活载最不利分布

进行内力组合得出最不利弯矩图；

(2) 按CECS51:93要求对支座弯矩调幅；

(3) 计算支座弯矩调幅后相应的跨中弯矩值，且此

弯矩值不得小于弹性弯矩值。

连续梁各控制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混凝土结构设计 第1章

等跨连续梁板按内力系数法计算

(1) 等跨连续梁

式中， 、 分别为等跨连续梁的弯矩系数和

剪力系数，见表1.1和表1.2。

2
m 0( )M g q lα= + …1.2.3

v n( )V g q lα= + …1.2.4

vαmα

(2) 等跨连续板

式中， 为等跨连续板的弯矩系数，见表1.1。

2
m 0( )M g q lα= + …1.2.3

m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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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连续梁和连续单向板的弯矩计算系数

截面位置

端

支座

边跨

跨中
距端第二支座

距端第二

跨跨中

中间
支座

中间跨

跨中

A Ⅰ B Ⅱ C Ⅲ

1/16

梁、板搁置

在墙上
0 1/11

板 -1/16
与梁整
浇连接梁 -1/24

1/14

梁与柱整浇
连接

-1/16 1/14

2跨连续：

-1/10
3跨以上连续：

-1/11

1/16 -1/14

支承情况

m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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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连续梁的剪力计算系数

截面位置

距端第二支座 中间支座

外侧Bex 内侧Bn 外侧Cex 内侧Cin

搁置

在墙上
0.45 0.60 

与梁或柱
整浇连接

0.50 0.55 
0.55 0.55 0.55

端支座内
侧Ain

支承情况

v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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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4章所介绍的方法计算

受力纵筋，受力纵筋沿短跨方向布置。

一般不验算斜截面承载力。

四周与梁整体连接的单向板，由于拱效应使板中

各计算截面弯矩减少，中间跨的跨中截面和中间支

座计算弯矩都按减少20％计算，其他截面不减少。

(1) 配筋计算特点

1. 板

1.2.4  配筋计算与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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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造要求

板厚宜尽量薄一些，但不得小于最小厚度。

板的支承长度应满足受力钢筋在支座内的锚固要

求，且一般不小于板厚及120 mm。

受力钢筋一般用HPB235级钢筋和LL550级冷轧带

肋钢筋，直径常用8 mm、10 mm、12 mm ，70 mm ≤间
距≤200 mm。

受力钢筋可用弯起式或分离式，钢筋的弯起、切断

见教材第29页图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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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弯起式

两端弯起式

分离式

当q / g≤3时，a=ln /4 
当q / g＞3时，a=l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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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筋与受力筋方向垂直，每米不小于4根，直径常为
8 mm，且截面面积不小于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15％。

嵌入墙内的板，其板面应配附加钢筋。

垂直于主梁的板面应设附加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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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构造钢筋

分布筋

沿墙边的板
面构造钢筋

墙角的板面构造
钢筋（双向）

垂直于主梁的板
面构造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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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梁

(1) 配筋计算特点

跨中按T形截面计算，支座按矩形截面计算。

正截面按《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4章计算，斜截面
按该书第5章计算。

(2) 构造要求

受力钢筋的弯起和切断原则上应按弯矩包络图确定。

对于跨度相差不超过20％、承受均布荷载的次梁，当q/g 
≤ 3时，可按本教材中图1.2.16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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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梁

设弯起钢筋

无弯起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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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梁

(1) 计算特点

主梁以承受次梁传来的集中荷载为主，为简化计
算，可将自重也折算成集中荷载计算。

跨中按T形截面计算，支座按矩形截面计算。

主梁支座处截面有效高度按下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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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造要求

主梁受力钢筋的切断位置要按弯矩包络图确定。

次梁与主梁相交处应设附加钢箍或吊筋。

主梁支座处截面有效高度按下图确定。

单排钢筋时：
h0= h－(50～60)mm
双排钢筋时 ：
h0＝h－(70～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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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hbs +=

附加箍筋和吊筋的总截面面积按下式计算：

布置范围：

1sin2 svyvsby AfnmAfF ××+≤ α

h1——主次梁的高差。

附加横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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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箍筋：

yv 1sv

Fm
nf A

≥

式中，F 为次梁传递给主梁的集中荷载设计值；

fyv、 fy为附加箍筋、吊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为附加吊筋与梁轴线的夹角；

m、n为附加箍筋的排数和肢数。

α

附加吊筋：

s
y2 sin
FA

f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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