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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现行可靠度统一标准给出的
T3

偏压构件抗力统计参数较为粗糙!对其随偏心距值的变化

考虑不够充分%针对此不足!采用
R%09:31/&%

抽样方法并结合已有的各种抗力因素的概率模型!

得到了不同偏心距和配筋率下的改进抗力概率模型%结果表明采用正态分布变量来拟合
T3

偏压

构件抗力的分布具有较好的精度%在此基础上!对此改进模型应用于随机偏心距下
T3

偏压构件

可靠度计算的适用性进行了实例分析%结果证实!当偏心距设计值接近或者大于界限偏心距值时!

采用现行标准中的抗力概率模型来计算可靠度均会产生较大的误差!而采用文中建议的抗力概率

模型则具有较高的精度#且现行可靠度统一标准因对抗力随偏心距值增大而减小的效应考虑不够

而使得
T3

大偏压构件的设计偏于不安全%

关键词!抗力概率模型#

T3

偏压构件#偏心距#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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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标准*

+

+在校核
T3

偏压构件截面的可

靠度时&是按固定偏心距的思路来分析的&即按某一

固定偏心距值来选择对应的抗力统计参数(这是一

种不考虑偏压破坏模式随机不确定性的思路&因而

当偏压破坏模式会随机变化时&按这种思路得到的

可靠度校核结果将会有一定的误差(

贡金鑫等*

)

+的研究表明&即使不考虑偏心距的

随机变异性&设计为大偏压的构件仍会有发生小偏

压破坏的可能%而设计为小偏压的构件也会有发生

大偏压破坏的可能&即偏压破坏模式的随机可变性

是较为常见的(实际结构中由于荷载的非完全相关

性*

!D#

+

&构件截面上的弯矩和轴压力亦是非完全相关

的&即偏心距具有较强的随机变异特性&显然此时这

种偏压破坏模式的随机可变性将会增强(而现行标

准*

+

+中的可靠度分析方法因对此考虑不够充分将会

高估大偏压构件的设计可靠指标*

@DC

+

&使得设计偏于

不安全(研究表明
T3

大偏压柱设计偏于不安全的

问题亦存在于多个国家的结构设计规范中(例如

R4&0:/

等*

,

+的分析表明轴压力与弯矩的随机相关性

#即偏心距的随机特性$对
T3

柱可靠度的影响较

大&当轴压力低于界限轴压力时#即大偏压情形$&按

美国
63YD!+,

规范设计的
T3

柱会偏于不安全(另

外&

Z%0

>

等*

F

+分析了按加拿大规范设计的
T3

柱可

靠度&结果表明不考虑偏心距的随机特性会使
T3

大偏压柱的设计可靠度偏低目标可靠度较多(由于

极限状态时&

T3

偏压构件截面能承受的轴压力和弯

矩是一条复杂的相关曲线&因此相关研究多采用数

值积分方法*

,DF

+或
R%09:31/&%

方法*

+*D++

+等来计算

可靠度(事实上若能获得一个随偏心距值连续变化

的抗力概率模型&则在偏心距和荷载效应的随机概

率分布已知的情形下&可采用成熟的
-3

算法来求得

不同偏心距值下的条件失效概率&然后由全概率原

理便能较为精确地求得失效概率值(因此在这种思

路下&如何获得随偏心距值连续变化的抗力概率模

型便较为关键(

R4/X1

等*

+)

+采用
R%09:31/&%

方法

分析了美国
63Y

规范中
T3

偏压构件在不同偏心距

和配筋率下的抗力概率模型&然后应用这些概率模

型&基于可靠度校准得到了美国规范用抗力分项系

数值(对比之下&中国现行标准*

+

+中偏压构件抗力

统计参数却较为粗糙&仅以两种偏压#大小偏压$状

态之分来给出相应的抗力统计参数&因而当偏心距

值变化)配筋率变化时&标准*

+

+中的抗力统计参数将

较难精确地反映这种变化(这给
T3

偏压构件的可

靠度分析与设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精确性(

本文研究了不同偏心距和配筋率下
T3

偏压构

件的抗力统计参数(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随机

偏心距下不同
T3

偏压构件抗力概率模型的适用

性&供相关人员参考(

=

!

R!

偏压构件抗力模型的分析方法

=>=

!

不同偏心距下抗力的计算

考虑柱截面为对称配筋的情形&依据现行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

+

&当柱截面在偏心距
@

下达到极

限状态时&相应的承载力计算式为

9@

!

1

A

H

BA

B

#

C

*

"

DA

B

$

$+

+17

E)

#

C

*

"

)

)

$

"

9

#

C

)

"

D

B

$ #

+

$

)

!

#

9

"

1

A

H

BA

B

$"

B

B

B

$"#

+

+17

E

$ #

)

$

式中!

1

A

H

为钢筋抗压强度%

BA

B

为受压钢筋面积%

17

为混凝土抗压强度%

+

+

为等效矩形受压区的应力换

算系数#

3@*

以下取为
+O*

$%

)

为等效矩形受压区的

高度%

C

和
C

*

分别为截面的几何高度和有效高度%

E

为截面宽度%

DA

B

和
D

B

分别为两侧钢筋重心至相应

边缘的距离%

"

B

和
B

B

分别为远离轴向压力一侧的钢

筋应力和面积(

对于大偏压破坏的情形&远离轴向压力一侧的

钢筋受拉能够屈服&即
"

B

!

1

H

&这样可求得此时柱

截面所能承受的轴向压力值
9

F

&其计算式为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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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对于小偏压破坏的情形&远离轴向压力一侧

的钢筋受拉不能屈服&

"

B

可按式#

#

$计算(

"

B

!

1

H

#

%

"

$

+

$"#

%

E

"

$

+

$ #

#

$

式中!

%

为相对受压区高度%

%

E

为相对界限受压区高

度&取为
*O@@

%

$

+

为等效矩形应力图形中引入的高

度系数&取为
*O,

(设此时柱截面所能承受的轴向

压力值为
9

.

&其计算式为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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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

)

D

+

和
D

)

均为引入的系数&其计算式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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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

+

"

%

E

&

$

!

!

#

1

A

H

BA

B

$"#

+

+17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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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行规范抗力概率模型的说明

现行标准*

+

+中偏压构件抗力模型中的统计参数

如表
+

所示&其中
,

表示平均值与标准值之比值&

#

为变异系数(由于轴心受压构件与受弯构件可视为

偏压构件中偏心距
@[*

和
@[

h

的特例&因此表
+

同时列出了这两类构件的统计参数(

表
=

!

各种构件的抗力统计参数

构件名称
, #

轴心受压短柱
+O!! *O+C

小偏心受压短柱
+O!* *O+@

大偏心受压短柱
+O+" *O+!

受弯构件
+O+! *O+*

从表
+

可知&小偏压构件抗力模型中
,

与
#

值均

较大%而大偏压构件抗力模型中
,

与
#

值均较小%且

表
+

中不同偏心受力情形下
,

与
#

值的变化程度较

大&例如当
@

!

*

变化至
@

! h

时&

,

值下降了
+@]

&

#

值下降了
#+]

(这说明现行标准中偏压构件抗力

统计参数较为粗糙&没有给出不同偏心距值下的抗

力统计参数&因此需加以完善(

=>@

!

不同偏心距下抗力概率模型的分析方法

由于抗力不确定的因素主要有材料强度的不确

定性)截面几何参数的不确定性和计算模式的不确

定性(对于
T3

偏压构件&参考文献*

+#

+&各种不确

定变量的统计参数如表
)

所示(

表
?

!

各种抗力因素的统计参数

变量名称 分布类型
, #

3!*

混凝土强度 正态
+O#+ *O+F

ZTK!!@

级钢筋强度 正态
+O+# *O*C

计算模式不定性 正态
+O** *O*@

截面几何参数不确定性 正态
+O** *O*@

由式#

!

$)式#

@

$可知偏压构件的抗力是混凝土

强度)钢筋强度和截面几何参数的复杂函数&再考虑

计算模式不确定性后此函数式将更为复杂&因此应

用解析方法来推导其统计参数较为困难&为此采用

R%09:31/&%

方法来进行分析(定义归一化的抗力

变量
GA

&其计算式为

GA

!

&

9

.

#

@

&

17

&

1

A

H

&

E

&1$

9

.

#

@

&

17H

&

1

A

H

P

&

E

P

&1$

#

F

$

式中
-

为计算模式不定性变量&下标
P

表示标准

值(相应的计算流程如图
+

所示(

R4/X1

等*

+)

+亦采

用相同的思路对美国
63Y

规范中
T3

偏压构件的抗

力概率模型进行了分析(可见&这种获得抗力概率

模型的分析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精度(

图
=

!

抗力抽样计算流程图

?

!

抗力概率模型的参数分析

?>=

!

偏心距和配筋率的影响分析

由式#

+

$)#

)

$可求得
T3

偏压构件界限破坏状

态时&对应的偏心距值
@

E

为

@

E

!

1

A

H

BA

B

#

C

*

"

DA

B

$

+

+17

E

%

E

C

*

$

C

*

#

+

"

*O@

%

E

$

"

#

*O@C

"

D

B

$

#

+*

$

当截面对称配筋时有
.

B

[BA

B

"

EC

*

(近似假定

C

*

[*OFC

和
DA

B

[*O+C

&则当
.

B

在
*O@]

#

)O*]

内

取值时&可求得
@

E

的取值范围为
*O!CC

至
*OC#C

#钢筋和混凝土强度暂按标准值考虑$(

在各种抗力因素的统计参数给定时&由式#

!

$)

#

@

$可知偏压构件抗力模型中的
,

与
#

值还与偏心距

@

)配筋率
.

B

有关(考虑偏心距在
*O*@

/

@C

范围内

变化&配筋率在
*O@]

#

)O*]

范围内变化&此时不

同偏心距与配筋率下偏压构件抗力模型中的
,

与
#

值分别如图
)

)图
!

所示(

图
?

!,

值随偏心距与配筋率的变化曲线

图
@

!#

值随偏心距与配筋率的变化曲线

C+

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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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表明&当偏心距较小#

@

&

*O)@C

$时&随配

筋率的增大&

,

与
#

值均减小(当
@

!

*O*@C

时&不

同配筋率下
,

值的变化范围为
+O!+

#

+O!,

&

#

值的

变化范围为
*O+@

#

*O+,@

&这些数值与表
+

中轴心

受压构件的抗力统计参数较为接近(而当偏心距较

大#

@

(

*O@C

$时&配筋率的变化对
,

与
#

值的影响

开始减小&尤其是当
@

(

)O*C

时&

,

值已较为稳定&

约为
+O+#

%

#

值亦较为稳定&约为
*O+*

&这些数值与

表
+

中受弯构件的抗力统计参数非常接近(

这说明采用
R%09:31/&%

方法计算得到的抗力

统计参数在偏压构件接近轴心受压或受弯状态时与

现行标准给出的抗力统计参数是一致的&同时也说

明计算方法具有较好的精度(

?>?

!

抗力的概率分布模型

结构可靠度分析时&抗力一般假定服从正态或

对数正态分布(当
.

B

为
+O*]

时&典型情形下的抗

力概率分布见图
#

(

图
A

!

不同抗力概率分布模型的对比

从图
#

中可看出&对于大偏压构件&正态或对数

正态分布均具有较好的拟合精度%但对于小偏压构

件&正态分布的拟合精度要优于对数正态分布的拟

合精度(当配筋率和偏心距值取其他参数时&仍有

此结论(因此综合考虑&可认为
T3

偏压构件的抗

力服从正态分布(

对多种情形下的抗力统计参数进行数值分析可

知&不同偏心距和配筋率下
,

与
#

值均可用式#

++

$所

示的函数模型来拟合(

*

#

@

"

C

$

!

>+

#

@

"

C

$

)

$

>)

#

@

"

C

$

$

>!

#

@

"

C

$

)

$

>#

#

@

"

C

$

$

>@

#

++

$

式中
>+

)

>)

)

>!

)

>#

和
>@

均为与配筋率有关的拟合

参数(其中
>+

表示
@

"

C

为
h

#受弯$时的
,

或
#

值&

>!

"

>@

表示
@

"

C

为
*

#轴心受压$时的
,

或
#

值&其余

拟合参数为反映
,

或
#

随
@

"

C

变化曲线特征的参

数(当偏心距在
*O*@

#

)O*C

内取值时&不同配筋

率下的拟合参数值见表
!

)表
#

(

表
@

!

不同配筋率下与
,

值有关的拟合参数值

.

B >+ >) >! ># >@

*O**@ +O+C) *̂OCC+ *O### *̂O@F) *O!)#

*O*+* +O+C@ *̂O,FC *O"!, *̂O",F *O#C@

*O*+@ +O+F+ +̂O),@ *OF!" *̂OFF* *OC*,

*O*)* +O)*! +̂O@CF +O)FC +̂O)++ *OFF+

表
A

!

不同配筋率下与
#

值有关的拟合参数值

.

B >+ >) >! ># >@

*O**@ *O++) *̂O*F" *O*#! *̂O"+! *O)!F

*O*+* *O++, *̂O+!! *O*C! *̂O,+) *O#!C

*O*+@ *O++C *̂O+@@ *O*F# +̂O**, *O"**

*O*)* *O+)) *̂O)** *O+#C +̂O),@ *OF,,

依据表
!

)表
#

中拟合参数计算得到统计参数

值与直接采用
R%09:31/&%

方法得到的数值非常接

近&最大误差不超过
#]

(当配筋率取其他中间值

时&抗力模型的
,

和
#

值可近似由表
!

)表
#

插值得

到(而当偏心距
@

(

)O*C

时&由
)O+

节知&

,

值可直

接取为
+O+#

&

#

值可取为
*O+*

(

@

!

随机偏心距下的适用性分析

@>=

!

随机偏心距下抗力的换算

根据式#

F

$计算的抗力统计参数是在给定偏心

距值下抗力变量按其概率模型随机抽样来得到的&

这与随机偏心距下的实际设计情形有一定出入(实

际设计时一般仅用偏心距设计值
@

?

下的抗力统计

参数来衡量&并不用其他随机偏心距值所对应的抗

力统计参数(为此引入一换算系数
&

&其计算式为

&!

9

.

#

@

&

17

&

1

A

H

&

E

&1$

9

.

#

@

?

&

17

&

1

A

H

&

E

&1$

#

+)

$

式#

+)

$中
@

的取值范围可考虑为
*OC@@

?

#

+OC@@

?

&因为在此范围内偏心距随机取值对可靠度

有较大影响(当各抗力变量随机变化时&

&

值也会

随机波动(由于抗力函数较为复杂&此处仍采用

R%09:31/&%

方法来获得
&

的统计特性(

计算表明&当配筋率在
*O@]

#

)O*]

内变化

时&

@

?

在
*O*@

#

#O*C

内变化时&

&

的变异系数值较

小&多数情形下不超过
*O*#

&因此为简化分析&可将

&

按一确定的变量考虑&用其均值来代表(而在同

样的参数变化范围内&

&

均值变化较大&例如当配筋

率为
+O*]

时&

&

均值如表
@

所示&其他配筋率下
&

均值与此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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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配筋率为
=>IS

时
&

的均值

@

@

?

*O*@C *O+C *O)@C *O@C +O*C )O*C #O*C

*OC@@

?

+O*! +O*F +O+# +O), +O@# +O#" +O!F

+O**@

?

+O** +O** +O** +O** +O** +O** +O**

+O)@@

?

*OFC *OF) *O,, *OC" *OC) *OC" *OC,

+O@*@

?

*OF@ *O,@ *OC, *O@F *O@" *O"+ *O"#

+OC@@

?

*OF) *OCF *OC* *O#C *O#@ *O@+ *O@#

当偏心距存在随机变异性时&可将偏心距的概

率分布曲线离散成
-

个区段&设
0

为离散步长&取每

个区段的中点值
@

'

作为该区段偏心距的代表值&因

此由全概率计算公式可求得失效概率为

I

2

!

'

-

'

!

+

I

#

G

%

9 @

!

@

'

$

I

#

"

*O@

0

%

@

"

@

'

%

*O@

0

$ #

+!

$

式中右边第一项表示给定偏心距值
@

'

时的条件失效

概率%第二项表示偏心距在 *

@

'

"

*O@

0

&

@

'

$

*O@

0

+内

的分布概率(将
&

代入式#

+!

$中右边第一项&可得

到对应的极限状态方程

&

#

@

'

$

9

.

#

@

?

&

17

&

1

A

H

&

E

&1$

"

9 @

!

@

'

!

*

#

+#

$

式中
9

.

#

@

?

&

17

&

1

A

H

&

E

&1$的概率模型参见
)O)

节%

而
9 @

!

@

'

概率模型的求解&可参照文献*

+@

+中给

出的方法确定(这样当各概率模型已知时&便可采

用较为成熟的
-3

算法来计算其失效概率(

@>?

!

不同抗力概率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从表
@

中可知&若偏心距设计值较大#

@

(

*O@C

$时&则偏心距取某一大于偏心距设计值的随机

值时&

&

值会小于
+O*

较多&这显然会增大式#

+#

$失效

的可能(这表明当偏心距设计值较大时&对失效概率

贡献较大的是偏心距取值大于偏心距设计值的情形(

而现行设计方法在校核偏压构件可靠度时是按固定

偏心距思路来确定抗力代表值&进而选定其抗力概率

模型(显然这种思路对抗力随偏心距值增大而减小

的效应考虑不够充分&因此偏于不安全(

另外当偏心距设计值取为界限偏心距附近的数

值时&将会导致设计为小偏压状态&却出现大偏压失

效占较大可能的情形(此时由于现行标准中大小偏

压状态对应的抗力统计参数有较大的差异&因而按

现行标准中相应的抗力统计参数来计算可靠度将会

有较大的误差(

而本文建议的抗力概率模型由于考虑了随偏心

距的变化&因而能更好地适用于随机偏心距的情形&

文后的算例分析会证明这点(此外该抗力概率模型

还考虑了随配筋率的变化&因而其适用性较现行标

准中的抗力概率模型会更好一些(

A

!

算例验证

A>=

!

算例
=

"大偏压构件的可靠度分析#

设一
T3

偏压构件&其轴压力设计值
9

?

为

@!)V(

&偏心距设计值
@

?

[*O!*,=

(假定偏心距的

概率分布值)不同偏心距下的轴压力统计参数如表
"

所示&其中偏心距概率分布曲线的离散长度为
*O+@

?

&

每个区段的代表值为中点值
@

'

&

J

#

@

'

$表示偏心距在

*

@

'

"

*O*@@

?

&

@

'

$

*O*@@

?

+内的分布概率值(

若该构件采用
!**==i#**==

矩形对称配

筋截面&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3!*

&单侧配有截面积为

F#)==

) 的
ZTK!!@

级别钢筋(按现行规范验算&

该构件为大偏压构件&且恰能满足设计要求(

表
C

!

算例
=

中偏心距与轴压力的统计参数

@

'

"

@

?

J

#

@

'

$

1

(

"

(

+O* *O*F) #@"OC )CO#"

+O+ *O*#" #@!O! )CO@#

+O) *O*)) #@*OC )CO@C

+O! *O*+* ##,O# )CO@!

+O# *O**@ ##"O! )CO#C

+O@ *O**) ###O! )CO!,

+O" *O**+ ##)O! )CO),

!!

注!其他偏心距值
@

'

对应的数据对可靠度计算结果的影响很小&

可不列出&下同(

若不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按式#

!

$可求得抗力

标准值为
"!*V(

(假定抗力和轴压力均服从正态

分布&参见表
+

中大偏压构件的抗力统计参数及表

"

中
@

'

!

@

?

时的荷载统计参数可求得可靠指标为

)OCC

(

若考虑偏心距的随机特性&则在关注的
@

'

区域

内&按式#

++

$可计算出不同偏心距值下抗力模型中的

,

与
#

值&再由
R%09:31/&%

方法统计得到
&

值&最终根

据全概率公式#

+!

$来计算总的失效概率(具体计算

过程见表
C

&可求得失效概率为
*O**F#

&对应可靠指

标为
)O!@

(由表
C

可知&对失效概率贡献较大的是偏

心距随机取 *

+O)@@

?

&

+O@@@

?

+区间内值时的条件失效

概率&此区间中点值对应的
&

值平均约为
*O@F#

&抗力

下降程度较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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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按建议抗力概率模型计算得到的失效概率

@

'

J

#

@

'

$

, # &

S

2

#

@

'

$

J

#

@

'

$

,

S

2

#

@

'

$

+O+@

?

*O*#"+ +O+,+ *O*FC *O,") *O**)F *O***+!

+O)@

?

*O*))+ +O+C+ *O*F@ *OC@) *O*!FC *O***,,

+O!@

?

*O*+*# +O+"! *O*F# *O""@ *O)!#" *O**)#!

+O#@

?

*O**#, +O+@C *O*F! *O@F# *O"*F, *O**)F#

+O@@

?

*O**)) +O+@) *O*F! *O@!@ *O,,FF *O**+FF

+O"@

?

*O**+* +O+#F *O*F! *O#,C *OF,)# *O**+*)

若在表
C

中&不同
@

'

值下均采用表
+

中大偏压

构件的
,

和
#

值&计算得到的可靠指标值为
)O)"

(

而若采用
R%09:31/&%

方法直接进行抽样&得到的

失效概率值分别为
*O**F

&对应可靠指标
)O!C

(对

于此算例&各种情形下可靠指标的对比见表
,

(

表
E

!

不同计算模式下大偏压构件可靠指标

计算模式说明 可靠指标

现行标准中抗力模型
\

不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
)OCC

现行标准中抗力模型
\

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
)O)"

本文建议的抗力模型
\

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
)O!@

R%09:31/&%

方法直接抽样
)O!C

可见&不考虑偏心距的随机特性&按现行标准中

大偏压构件抗力模型进行计算将会高估其可靠度较

多&偏于不安全(而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后&按现行

标准中大偏压构件抗力模型得到的可靠度又会偏低

#对应失效概率偏高
!#]

$(相比之下&建议的抗力

概率模型的计算精度要更好一些(

A>?

!

算例
?

"临近界限时偏压构件的可靠度分析#

在算例
+

中&若设计轴压力
9

?

为
,C!V(

#界限

轴压力为
,#FV(

$&偏心距设计值为
@

?

[*O)=

&偏

心距的概率分布值)不同偏心距下的轴压力统计参

数如表
F

所示&且假定仍采用相同的配筋截面&可知

按小偏压构件验算也恰能满足要求(

表
J

!

算例
?

中偏心距与轴压力的统计参数

@

'

"

@

?

J

#

@

'

$

1

(

"

9

+O* *O*F) C#"O# ##O,,

+O+ *O*#" C#*OF #@O*)

+O) *O*)) C!"O@ #@O*@

+O! *O*+* C!)O, #@O**

+O# *O**@ C)FO! ##O,F

+O@ *O**) C)"O+ ##OC@

+O" *O**+ C))OF ##O@F

若不考虑偏心距的随机特性&按式#

@

$可求得抗

力标准值为
++*#V(

&这样参见表
+

中小偏压构件

的抗力统计参数及表
F

中
@

'

[@

?

时的荷载统计参

数可求得可靠指标为
!O+!

(

算例采用
R%09:31/&%

方法直接进行抽样得到

的可靠指标为
)OC,

&且抽样结果表明大部分失效样

本点发生的并不是设计时的小偏压破坏情形&而是

大偏压破坏情形(考虑偏心距的随机特性后&采用

本文建议的抗力概率模型&可求得可靠指标为

)OCC

%而不同
@

'

值下若均采用表
+

中大偏压构件的

抗力统计参数可求得可靠指标为
)O@!

(各种情形

下可靠指标的对比见表
+*

(

表
=I

!

不同计算模式下临近界限偏压构件可靠指标

计算模式说明 可靠指标

现行标准中抗力模型
\

不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
!O+!

现行标准中抗力模型
\

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
)O@!

本文建议的抗力模型
\

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
)OCC

R%09:31/&%

方法直接抽样
)OC,

可见&不考虑偏心距随机特性时&按现行标准中

小偏压构件抗力概率模型计算得到可靠指标偏高

*O!@

#对应失效概率偏低
",]

$%而考虑偏心距的随

机特性后&按现行标准中大偏压构件抗力概率模型

来计算得到的可靠度则又偏低#对应失效概率偏高

++*]

$(因此&无论采用现行标准中的何种抗力概

率模型&可靠度计算结果均有较大的误差(而本文

建议的抗力概率模型仍然具有较好的精度(

B

!

结
!

论

采用
R%09:31/&%

方法研究了不同偏心距和配

筋率下
T3

偏压构件的抗力概率模型&改进了现有

抗力概率模型较为粗糙)且在随机偏心距情形下适

用性较差的不足(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

$当偏心距具有随机变异性时&现行大偏压构

件设计方法偏于不安全的原因主要是对抗力随偏心

距值增大而减小的效应考虑不够充分(

)

$对于
T3

大偏压或小偏压构件&采用正态分

布变量来拟合其抗力的概率分布具有较好的精度&

优于对数正态分布变量的拟合精度(

!

$当偏心距设计值接近或者大于界限偏心距值

时&无论采用现行标准中的何种抗力概率模型来计

算可靠度均会有较大的误差&而采用文中建议的抗

力概率模型则具有较高的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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