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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材在高温和荷载作用下产生明显蠕变变形，影响火灾中结构的变形和受力性能。现有的

蠕变模型较多，但没有一个广泛适用的蠕变模型。不同的蠕变模型对钢结构抗火分析结果有很大

影响。为了量化蠕变模型对约束钢梁抗火性能分析的影响，对５种常用的蠕变模型进行了对比分

析。采用编写的约束钢梁计算程序，分别计算５种蠕变模型下约束钢梁的抗火性能并与试验数据

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采用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最好。最后对影响约束钢

梁抗火性能参数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Ｈａｒｍａｔｈｙ蠕变模型对约束梁抗火性能分析结果影响最大；

不同蠕变模型对不同荷载比、约束刚度下的约束钢梁抗火性能影响程度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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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ｒｅｅｐ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ｅａｍ；ｆｉ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在火灾作用下，钢材的高温蠕变会对钢结构的

抗火性能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已经有多位学者开展

了蠕变对钢梁抗火性能影响方面的研究，例如

Ｓｋｏｗｒｏｎｓｋｉ
［１］提出了一种考虑高温下钢材蠕变的新

模型，并进行了火灾下钢梁的变形研究；Ｋｏｄｕｒ等
［２］

采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建立约束钢梁分析模型，发现考

虑和不考虑蠕变对钢梁影响较大，忽略蠕变会低估

钢梁的挠度，将导致结构不安全；Ｔｏｒｉｃ等
［３］提出一

个考虑高温钢材蠕变的数值模型，该模型通过修正

静力下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来考虑蠕变，用该数值

模型模拟了３根简支梁，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Ｌｉ

等［４］建立了约束钢梁的分析方法，能较好地与试验

数据吻合，但是未能考虑蠕变对约束钢梁抗火性能

的影响。

钢材高温蠕变模型有很多，较早的有Ｄｏｒｎ
［５］蠕

变模 型，在 Ｄｏｒｎ 蠕 变 基 础 上 发 展 得 到 的

Ｈａｒｍａｔｈｙ
［６］蠕变模型，以及广泛应用的Ｆｉｅｌｄｓ

［７］蠕

变模型，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拟合得到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Ｌｅｉｒ
［８］模型，从黏弹性力学的概念出发得到的

Ｂｕｒｇｅｒ’ｓ
［９］模型，还有形式简单的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

等。各种蠕变模型考虑的蠕变阶段不尽相同，蠕变

方程形式差异很大，得到的蠕变应变也具有明显的

差异。蠕变模型参数的取值与蠕变试验所取的钢材

种类也有一定的关系，造成现有的蠕变模型差异很

大。为了研究不同蠕变模型对约束钢梁抗火性能分

析的影响。采用文献［４］中考虑蠕变的约束钢梁分

析方法，对采用不同蠕变模型的约束钢梁抗火性能

分析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Ｈａｒｍａｔｈｙ蠕变模型

对约束梁火灾反应影响最大，不同荷载比、约束刚度

下的蠕变影响程度不同。

１　蠕变模型介绍

钢材高温蠕变现象是指在高温和应力作用下，

钢材产生的永久变形随时间而增长的现象。钢材在

高温下的蠕变增量不仅与其所处的应力状态、温度

有关，而且还受应力过程及升温过程的影响。恒温

恒载条件下典型单轴蠕变曲线如图１所示
［８］。在外

力作用下，试件即产生瞬时应力和应变，瞬时应变包

含弹性应变ｅ和与时间无关的塑形应变ｐ构成。随

着时间的增长，钢材的蠕变应变ｃｒ开始逐渐发展。

大体上可以分为３个阶段：第１阶段（又称瞬时蠕变

阶段，对应图１中犃犅段）为蠕变的初期阶段，应变

增长速率随时间增长而减小；第２阶段（又称稳态蠕

变阶段，对应图１中犅犆段）的应变速率大致保持恒

定，蠕变速率最小；第３阶段（又称加速蠕变阶段，对

应图１中犆犇段）的蠕变增长速率急剧增大，直至构

件断裂。

图１　蠕变随时间变化曲线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狅犳犮狉犲犲狆狋犻犿犲犮狌狉狏犲

　

１１　犎犪狉犿犪狋犺狔蠕变模型

Ｈａｒｍａｔｈｙ是最早研究钢结构高温蠕变模型的

研究者之一。Ｈａｒｍａｔｈｙ在 Ｄｏｒｎ理论基础上进行

了修正，提出了可以对变应力下的蠕变应变进行计

算的Ｈａｒｍａｔｈｙ模型
［６］，该模型能考虑蠕变的前两

个阶段。其核心是把温度和时间这两个变量合成一

个变量———温度补偿时间θ来表示。Ｈａｒｍａｔｈｙ模

型主要用于常应力下的计算，对变应力下的蠕变计

算可能不够准确［１０］。Ｈａｒｍａｔｈｙ给出了多个表达

式［６］。其中一个常用的 Ｈａｒｍａｔｈｙ蠕变模型的表达

式为

εｃｒ≈ （３犣ε
２
ｃｒ，０）

１／３
θ
１／３
＋犣θ （１）

θ＝∫
狋

０
ｅ－Δ犎

／犚犜ｄ狋 （２）

式中：犣、Δ犎、ｃｒ０是与材料有关的参数；犚为气体常

数；狋为时间。

文献［６］给出了Ａ３６钢（屈服强度约２４８ＭＰａ）

的参数取值为

犣＝
６．２５×１０

６
σ
４．７ｍｉｎ－１　　（σ≤１０３ＭＰａ）

２．０５×１０
１４ｅ０．０４３５σｍｉｎ－１ （σ＞１０３ＭＰａ

烅
烄

烆
）

（３）

εｃｒ，０ ＝１．０３×１０
－６
σ
１．７５ （４）

Δ犎／犚＝３８８９０ （５）

　　该组参数中应力σ的单位为 ＭＰａ；时间狋的单

位为ｍｉｎ；温度犜的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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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犉犻犲犾犱狊牔犉犻犲犾犱狊蠕变模型

Ｆｉｅｌｄｓ等
［７］蠕变模型形式简单，不仅能表示蠕

变的初始阶段，并且能较好地表示蠕变的稳态阶段，

表达式为

εｃｒ＝犪狋
犫
σ
犮 （６）

式中：犪、犫、犮是与温度有关的参数，取值与钢材的材

性有关。文献［７］给出Ａ３６钢的参数取值为

犪＝
１０－

（６．１０＋０．００５７３犜）
　３５０℃ ＜犜＜５００℃

１０－
（１３．２５－０．００８５１犜）

　５００℃ ＜犜＜
烅
烄

烆 ６５０℃
（７）

犫＝－１．１＋０．００３５犜 （８）

犮＝２．１＋０．００６４犜 （９）

　　该组参数中应力σ的单位为ｋｓｉ（１ｋｓｉ＝６．８９５

ＭＰａ）；时间狋的单位为ｍｉｎ；温度犜的单位为℃。

１３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犔犲犻狉蠕变模型

研究中发现，在恒定应力和温度下，蠕变应变的

对数ｌｇεｃｒ与时间的对数ｌｇ狋大致成线性关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ｅｉｒ
［８］利用该关系，通过对试验数据的分

析提出了蠕变计算经验公式

ｌｇεｃｒ＝
ｌｇ狋－犜（犪１＋犪４σ）－犪３σ－犪８
犪２＋σ（犪６＋犪７犜）＋犪５犜

（１０）

式中：犪１～犪８是与钢材型号有关的参数。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ｅｉｒ
［８］给出了７种钢材的参数。对于

常用的 Ａ１４９钢材（屈服强度２４５ＭＰａ），参数分别

为：犪１＝－１．９５８×１０
－２；犪２＝９．５２８×１０

－２；犪３＝

５．００９×１０－５；犪４＝－１．７１９×１０
－７；犪５＝－９．７３２×

１０－５；犪６＝－２．６０１×１０
－７；犪７＝１．４３×１０

－７；犪８＝

１６．５３。该组参数中应力σ的单位为ｐｓｉ（１ｐｓｉ＝

６．８９５ｋＰａ）；时间狋的单位为 ｍｉｎ；温度 犜 的单

位为℃。

１４　犃犖犛犢犛犆狉犲犲狆１１蠕变模型

有限元软件 ＡＮＳＹＳ提供了１３种隐式蠕变模

型，第１１种蠕变模型是基于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等
［１１］的塑

性和蠕变应变统一理论提出的，该模型能准确模拟

蠕变的前２个阶段，称为Ｃｒｅｅｐ１１蠕变模型。其表

达式如式（１１）所示。Ｋｏｄｕｒ等
［２］根据ＳＭ５０Ａ钢（屈

服强度约３４５ＭＰａ）以及Ａ３６钢材（屈服强度约２４８

ＭＰａ）的高温蠕变试验数据，给出了参数犮１～犮７的

值。该模型计算得到的蠕变应变与常应力和变应力

下的试验数据吻合都较好。

εｃｒ＝
犮１σ

犮
２狋犮３＋１ｅ－犮４

／犜

犮３＋１
＋犮５狋σ

犮
６ｅ－犮７

／犜 （１１）

式中：犮１ ＝６×１０
－６；犮２ ＝６．９５；犮３ ＝ －０．４；犮４ ＝

１６５００；犮５＝６×１０
－６；犮６＝６×１０

－５；犮７＝５×１０
－３。

该组参数中应力σ的单位为 ＭＰａ；时间狋的单

位为ｍｉｎ；温度犜的单位为℃。

１５　犃犖犛犢犛犖狅狉狋狅狀蠕变模型

ＡＮＳＹＳ第１０种蠕变模型为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

该模型只考虑蠕变的第２个阶段，方程中仅有３个

参数，蠕变速率与时间无关。该蠕变模型其实是

Ｃｒｅｅｐ１１模型的一部分，即蠕变的第２阶段。闫守

海［１２］对Ｑ３４５和Ｑ４６０两种钢材进行了大量的蠕变

试验，利用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进行了参数拟合，得到

了犱１到犱３的值（称为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其蠕变速

率表达式为

ε
·

ｃｒ＝犱１σ
犱
２ｅ－犱３／犜 （１２）

　　对于 Ｑ３４５钢材，式中：犱１＝４．０９０２×１０
－１７；

犱２＝２．１；犱３＝１０６６０。该组参数中应力σ的单位为

Ｐａ；时间狋的单位为ｓ；温度犜的单位为Ｋ。

２　蠕变模型对比

为了对比上文介绍的蠕变模型的差异，分别计

算了不同温度下，蠕变应变达到２％需要的时间。

以及不同应力下，蠕变应变达到２％需要的时间。

在应力为１００ＭＰａ下蠕变应变达到２％需要的时间

狋与所处温度犜 的关系如图２（ａ）所示。纵坐标对时

间狋取以１０为底的对数。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不

同蠕变模型的差异较大，在温度低于６００ ℃时，

Ｎｏｒｔｏｎ模型在蠕变应变达到２％需要的时间最短，

即在相同时间下，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的蠕变应变最

大。当温度大于６３０℃时，Ｎｏｒｔｏｎ模型达到２％需

要的时间最长，即在相同时间的蠕变应变最小。总

体上，Ｈａｒｍａｔｈｙ蠕变模型、Ｆｉｅｌｄｓ等蠕变模型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ｅｉｒ蠕变模型差异较小。在５４０～６３０℃

之间，Ｃｒｅｅｐ１１模型在蠕变应变达到２％需要的时间

最长，即在相同时间的蠕变最小。除了Ｆｉｅｌｄｓ等和

Ｃｒｅｅｐ１１模型外，其他模型的高温温度与蠕变应变

达到２％所需时间的对数都近似是直线关系。但在

一定程度上，５种蠕变模型的高温温度与蠕变应变

达到２％需要的时间的对数都近似是直线关系。

在温度为６００℃时，蠕变应变达到２％需要的

时间与应力的关系如图２（ｂ）所示。从图２（ｂ）中可

以看出，５种模型的应力与蠕变应变达到２％需要的

时间的对数均近似为直线关系。在应力小于１１０

ＭＰａ时，Ｃｒｅｅｐ１１达到２％的蠕变应变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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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即在相同时间的蠕变应变最小。Ｎｏｒｔｏｎ蠕

变模型在温度（应力）较低的时候，相同条件下的蠕

变应变最大，在温度（应力）较高的时候，相同条件下

的蠕变应变最小。

图２　蠕变模型的对比

犉犻犵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狉犲犲狆犿狅犱犲犾狊

　

３　模型试验对比

在文献［４］约束钢梁抗火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该

方法引入蠕变模型和参数，通过对截面的力学应变

进行修正，提出了一种考虑蠕变效应的约束钢梁分

析方法。高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采用 Ｐｏｈ 模

型［１３］。Ｌｉｕ等
［１４］完成了钢材型号为ｓ２７５（屈服强度

２７５ＭＰａ）的约束钢梁抗火试验。上述５种蠕变模

型的参数是根据不同的钢材的蠕变试验得到的。为

了适应计算约束梁钢材的蠕变特性，文献［１５］提出

在计算蠕变时，对应力进行调整，应力的调整系数为

该蠕变模型采用钢材的屈服强度与蠕变计算时的钢

材屈服强度的比值。经过此应力调整，相同应力下，

屈服强度越高的钢材，在相同条件下的蠕变应变越

小；反之亦然。

Ｃｒｅｅｐ１１蠕变模型的参数是 Ｋｏｄｕｒ等
［２］根据

ＳＭ５０Ａ钢（屈服强度约３４５ＭＰａ）以及 Ａ３６钢材

（屈服强度约２４８ＭＰａ）的高温蠕变试验数据得到

的。其模型能较好地与这２种不同屈服强度的钢材

的蠕变试验数据吻合。因此，在计算屈服强度介于

这２种钢材之间的约束钢梁的蠕变应变时，不对其

应力进行调整。

根据该分析方法，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写计算程

序。分别采用上述 ５ 种蠕变模型进行计算，与

Ｌｉｕ
［１４］试件ＦＵＲ１３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试件ＦＵＲ１３

的详细信息可参考文献［１４］。与试件ＦＵＲ１３的对

比结果如图３所示。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不考虑蠕

变计算的挠度偏小，轴力偏大，考虑蠕变后挠度增

大，轴力偏向于受拉。不同蠕变模型的影响程度不

同。由图２（ａ）可知，Ｈａｒｍａｔｈｙ模型、Ｆｉｅｌｄｓ等模型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ｅｉｒ模型在温度大于６００℃以后的蠕

变应变较大。采用 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计算蠕变应变

时，需要对应力进行调整，由于 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参

数是根据屈服强度为 Ｑ３４５钢材得到的，该约束钢

梁的钢材为ｓ２７５，故调整后，计算的蠕变应变增大。

而Ｃｒｅｅｐ１１蠕变模型没有调整，根据图２（ａ）和

图２（ｂ），该蠕变模型的蠕变应变都比较小。所以，

采用Ｃｒｅｅｐ１１蠕变模型对该约束钢梁影响较小。

图３　采用不同蠕变模型分析结果与试验的对比

犉犻犵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犮狉犲犲狆犿狅犱犲犾狊犪狀犱狋犲狊狋犱犪狋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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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在温度较低时蠕变较大。从与试

验数据的吻合来看，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与试验数据吻

合最好。挠度达到ｌ／２０时的时间相差约３０ｓ，误差

仅为２．４％。最大轴向压力相差为２．３ｋＮ，误差为

３．６％，是５种蠕变模型计算结果中与试验数据吻合

最好的。

４　蠕变模型的影响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对选用不同蠕变模型对约束钢

梁抗火性能计算结果的影响。设计了４个约束钢梁

算例，约束钢梁截面为Ｈ４００"２００"８"１３，跨度犾为

５ｍ，钢梁为Ｑ３４５钢，屈服强度为３４５ＭＰａ，高温下

的应力应变关系采用 Ｐｏｈ模型
［１３］。作用均布荷

载，空气温度均按ＩＳＯ８３４标准升温曲线控制，并考

虑截面的不均匀温度分布，计算蠕变应变时考虑了

应力调整。４个算例主要考虑不同的轴向约束刚度

比（轴向约束刚度和钢梁抗拉刚度的比值）、不同的

转动约束刚度比（转动约束刚度和钢梁抗弯刚度的

比值）和不同的荷载比（为实际作用荷载与相同简支

梁在常温下屈服荷载的比值）。其取值如表１所示。

约束梁编号采用Ｂ序号荷载比轴向约束刚度比转

动约束刚度比的形式。

表１　参数取值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

编号 荷载比
轴向约束刚

度比犈犃／犔

转动约束刚

度比犈犐／犔

Ｂ１０．３０．１１．０ ０．３ ０．１ １．０

Ｂ２０．８０．１１．０ ０．８ ０．１ １．０

Ｂ３０．３０．３１．０ ０．３ ０．３ １．０

Ｂ４０．３０．１０．１ ０．３ ０．１ ０．１

梁Ｂ１０．３０．１１．０与其他３根梁的比较如图４

～图６所示。分别比较挠度达到犾／２０＝０．２５ｍ经

历的时间和达到的最大轴向压力。从图中可以看

出，蠕变对约束钢梁抗火性能影响很大。对于４种

不同的约束钢梁，总体上，与不考虑蠕变相比，

Ｈａｒｍａｔｈｙ蠕变的影响最大。其他４种蠕变模型的

对不同条件的约束梁影响不同。

图４是不同荷载比下的计算结果。荷载比为

０．３的梁Ｂ１０．３０．１１．０考虑与不考虑蠕变时的挠

度达到犾／２０＝０．２５ｍ的时间最大相差为１５０ｓ。最

大轴向压力相差约５０ｋＮ。从荷载比为０．８的梁

Ｂ２０．８０．１１．０可以看出，时间最大相差仅为４０ｓ，

最大轴向压力相差也仅为２７ｋＮ。小于荷载比为

０．３时蠕变对其的影响。因此，荷载比越小，受火时

间越长，能达到的临界温度越高，蠕变对约束钢梁结

构反应影响也越大。

图４　不同荷载比下蠕变对约束梁抗火性能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狉犲犲狆狅狀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狉犲狊狋狉犪犻狀犲犱

犫犲犪犿狊狊狌犫犼犲犮狋犲犱狋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狅犪犱狉犪狋犻狅

　

图５是不同轴向约束刚度下的计算结果。梁

Ｂ３０．３０．３１．０中考虑与不考虑蠕变挠度达到

０．２５ｍ的时间最大相差仅为６０ｓ。最大轴向压力相

差２５ｋＮ。小于梁Ｂ１０．３０．１１．０的计算值，说明

轴向约束刚度越大，蠕变对结构反应影响越小。轴

向约束刚度越大，梁越早进入屈服，但此时温度不

高，蠕变影响较小。随后轴力较小，应力减小，蠕变

应变也较小。

图６是不同转动约束刚度下的计算结果。梁

Ｂ４０．３０．１０．１中考虑与不考虑蠕变挠度达到

０．２５ｍ的时间最大相差为２００ｓ，最大轴向压力相差

７２ｋＮ，大于梁Ｂ１０．３０．１１．０的计算值，转动约束

刚度越小，蠕变对结构反应影响越大，转动约束刚度

越大，蠕变对结构反应影响越小。转动约束越大，梁

跨中应力越小，产生的蠕变应变就越小，所以蠕变对

抗火性能影响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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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轴向约束下蠕变对约束梁抗火性能影响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狉犲犲狆狅狀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狉犲狊狋狉犪犻狀犲犱犫犲犪犿狊

狊狌犫犼犲犮狋犲犱狋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狓犻犪犾狉犲狊狋狉犪犻狀狋狊

　

图６　不同转动约束下蠕变对约束梁抗火性能影响

犉犻犵６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狉犲犲狆狅狀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狉犲狊狋狉犪犻狀犲犱犫犲犪犿狊狊狌犫犼犲犮狋犲犱狋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狊狋狉犪犻狀狋狊

　

５　结　论

通过对蠕变模型的对比和采用不同的蠕变模型

对约束钢梁进行抗火性能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１）温度高于６００ ℃时，Ｈａｒｍａｔｈｙ蠕变模型、

Ｆｉｅｌｄｓ等蠕变模型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Ｌｅｉｒ蠕变模型的蠕

变应变较大，Ｃｒｅｅｐ１１模型蠕变较小。

２）温度低于６００℃时，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的蠕变

应变比其他蠕变模型大，但此温度下的蠕变应变很

小。在温度高于６００℃时，Ｎｏｒｔｏｎ蠕变模型的蠕变

应变最小。

３）计算蠕变应变时，对应力调整后，与不考虑蠕

变相比，采用 Ｈａｒｍａｔｈｙ蠕变模型对约束钢梁抗火

分析结果影响最大。

４）荷载比和约束刚度越大的钢梁，蠕变的影响

越小。

参考文献：

［１］ＳｋｏｗｒｏｎｓｋｉＷ．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ｅｌｂｅａ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ｆｉｒｅ［Ｊ］．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８８，２３

（２）：１５９１６７．

［２］Ｋｏｄｕｒ Ｖ Ｋ Ｒ，Ｄｗａｉｋａｔ Ｍ Ｍ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ｒｅｅｐ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ｔｅｅｌｂｅａｍｓ［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０，６３：

１３２７１３４１．

［３］ＴｏｒｉｃＮ，ＨａｒａｐｉｎＡ，Ｂｏｋｏ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ｎｅｗ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ｃｒｅｅｐ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ｔｅ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ｆｉｒｅ［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３，５７：１１６１２４．

［４］ＬｉＧＱ，ＧｕｏＳ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ｓｔｅｅｌｂｅａｍ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ａｒｔ１：Ｔｈｅｏｒｙ［Ｊ］．

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８，８（１）：１１８．

［５］ＤｏｒｎＪＥ． Ｓｏｍ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ｈｉｇｈ

６４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第３７卷



 http://qks.cqu.edu.cn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ｒｅｅ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１９５５，３（２）：８５１１６．

［６］ＨａｒｍａｔｈｙＴＺ．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ｒｅｅｐｍｏｄ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ｓ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６７，８９（３）：４９６５０２．

［７］Ｆｉｅｌｄｓ Ｂ Ａ，Ｆｉｅｌｄｓ Ｒ Ｊ．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ｅｌ ［Ｒ］． Ｇａｉｔｈｅｒｓｂｕｒｇ，

Ｍ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

［８］ＷｉｌｌａｍｓＬｅｉｒ Ｇ． Ｃｒｅｅｐ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ｅｌｉｎｆｉｒ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Ｊ］．Ｆｉｒｅ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９８３，７

（２）：７３７８．

［９］ＦｉｎｄｌｅｙＷＮ，ＬａｉＪＳ，ＯｎａｒａｎＫ．Ｃｒｅｅｐａｎｄ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９．

［１０］ＴａｎＫＨ，ＴｉｎｇＳＫ，ＨｕａｎｇＺＦ．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ｆｒａｍｅｓｉｎｆｉｒ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１２８（１）：１０５１１４．

［１１］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 Ｏ Ｃ，ＣｏｒｍｅａｕＩ Ｃ． Ｖｉｓｃ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ｅｅｐ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ｏｌｉｄｓ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７４，８（４）：

８２１８４５．

［１２］闫守海． 钢材高温蠕变性能试验研究［Ｄ］． 重庆：重庆

大学，２０１５．

ＹａｎＳ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ｒｅｅ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ｓｔｅｅｌ

ａｔ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Ｐｏｈ Ｋ Ｗ．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ｅｌ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１，１３：３７１３７９．

［１４］ＬｉｕＴＣ Ｈ，ＦａｈａｄＭ Ｋ，ＤａｖｉｅｓＪ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ｘｉａｌｌｙ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ｓｔｅｅｌ

ｂｅａｍｓｉｎｆｉｒ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５８（９）：１２１１１２３０．

［１５］ＬｕｅｃｋｅＷ Ｅ，ＭｃＣｏｌｓｋｅｙＪＤ，ＭｃＣｏｗａｎＣＮ，ｅｔ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ｒｅ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ｅｅｌｓ． ＮＩＳＴ ＮＣＳＴＡＲ １３Ｄ ［Ｒ］．

Ｇａｉｔｈｅｒｓｂｕｒｇ，Ｍ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

（编辑　胡英奎）

７４第５期　　　　　　　　　　　　王卫永，等：蠕变模型对约束钢梁抗火性能分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