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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钢管塔空间犓犓型管板连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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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间ＫＫ型管板连接节点作为输电钢管塔中最主要的节点型式，其安全性是整个塔架结构

安全的重要保证。相比较于平面Ｋ型节点，在考虑实际结构中节点空间效应后的ＫＫ型节点的受

力性能更为复杂。在平面Ｋ型管板节点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对两类空间ＫＫ型管板节点展开参数

化分析，重点讨论了节点几何尺寸参数和主管轴压应力比等因素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变化规

律。结合大量有限元参数分析所得计算结果，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提出

了空间ＫＫ型管板连接节点在主管管壁局部屈曲破坏模式下的极限承载力建议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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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的电网建设快速发展，输电线路

的输送容量和电压等级不断提高，杆塔承受的荷载

也越来越大，传统的角钢塔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

要。钢管塔因具有风压小、刚度大、结构简洁、传

力清晰等众多优点，在大跨越工程和特高压输电线

路中得到广泛应用。输电钢管塔属于高耸的空间

桁架结构，各钢管构件是由节点相互连接在一起

的，杆件的传力完全通过节点来实现。因此，节点

设计及其构造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钢管塔整

体受力性能。节点破坏后会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

导致从局部到整体的连续破坏，因此，安全可靠性

对整个塔架而言至关重要［１］。

目前，在输电钢管塔节点的构造连接方面普

遍采用管板连接方式，但对此类节点受力性能的

研究还很少，缺乏相应的设计理论用于指导工程

实践。更为重要的是，以往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是

针对平面 Ｋ型管板节点，对于空间 ＫＫ型节点的

研究非常少［２５］。因实际输电钢管塔结构中的该

类管板节点不是平面 Ｋ型，而是空间 ＫＫ型的，

在考虑实际节点的空间效应（包括：几何空间效

应和荷载空间效应）后，其受力情况和破坏模式

更为复杂［６］。通常情况下空间 ＫＫ型管板节点呈

现以下３种破坏模态：１）主管管壁钢材受力下局

部超出弹性阶段产生塑性变形而破坏；２）节点板

过早破坏导致节点丧失承载力的局部失效破坏；

３）上述两种情况并存下的破坏模式。但截止到

目前为止，相关规范［７９］还没有专门方法来计算

这类节点的承载力。本文依托实际工程，研究在

第一类破坏模式下输电塔空间 ＫＫ型节点的极限

承载力。

１　犓型管板连接节点承载力试验研究

１．１　试验样本

以现工程常见的 Ｋ型管板节点承载力试验

为基础展开后续讨论，试验如图１所示。主管和

支管的尺寸分别为２１９×６和１３３×６，Ｋ型节

点中承压支管和受拉支管与主管夹角分别为４５°

和５０°，主管长２ｍ，其中：在节点板与主管相交的

上下端部位置设置了１／４环形加强板。各节点试

件所用材料均为 Ｑ３４５钢，具体尺寸参数如表１

所示。

表１　试验样本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编号
节点板长

度／ｍｍ

节点板厚

度／ｍｍ

环板高

度／ｍｍ

环板厚

度／ｍｍ

Ｓ３ ４８６ １６ ５０．５ ８

Ｓ４ ５８６ １６ ８０．５ ８

１．２　试验装置和加载方案

试验装置如图１所示，应变片布置如图２所示。

主管底部与三角形钢支座铰接，主管上部及各支管

的端部用千斤顶连接。

图１　节点试验装置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狋犲狊狋犱犲狏犻犮犲狅犳狋犺犲犼狅犻狀狋

图２　关键测点应变片布置

犉犻犵．２　犛狋狉犪犻狀犵狌犪犵犲犪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犽犲狔犿犲犪狊狌狉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狊

　

加载采用分级加载，每级加载后停顿１ｍｉｎ，再

继续加载。具体加载方式为：与主管上端连接的２＃

千斤顶施加轴压力，与上支管端部连接的３＃千斤

顶施加轴压力，与下支管端部连接的１＃千斤顶施

加轴拉力，主管与支管同步加载，当主管轴压力达到

０．２犘ｖ，ｙ时，停止对主管加载，此时支管仍继续加载，

直至发生破坏。

１．３　试验结果

通过试验观察到，各节点试件在达到其极限承

载力的时候，其破坏模式主要表现为：在主管与节点

板以及上、下环板相交处的局部区域发生了屈服，具

体的破坏现象如图３所示。其荷载 应变曲线与荷

载 位移曲线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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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节点试件破坏情况

犉犻犵．３　犜犺犲犳犪犻犾狌狉犲犿狅犱犲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犼狅犻狀狋狊

图４　试件犛３和犛４荷载 变形曲线

犉犻犵．４　犜犺犲犾狅犪犱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狉犲狊狆狅狀狊犲

犮狌狉狊犲狊狅犳狋犲狊狋犼狅犻狀狋犛３犪狀犱犛４

　

　　应变的变化随荷载逐渐增大呈现先直线后曲线

的趋势，非线性变化是判断屈服的标准。当荷载继

续增加，节点的塑性区进一步扩展，最终在主管与环

板附近的塑性区域形成贯通，节点达到极限承载力

状态。随着主管与支管上所施加荷载的不断增加，

下端环板附近的主管区域首先进入屈服阶段。荷载

继续增大，此区域发生塑性变形后内力重新分布，且

扩大影响范围至节点局部明显变形而破坏。在整个

加载过程中，环板、节点板、支管和插板等均未达到

其极限承载力，没有发生破坏。

从节点试件的破坏变形图中可以看出，节点试

件的主管均在其管壁上的１号关键点处出现了局部

凹陷，在２号关键点处出现了局部凸起，且２号点处

的变形量较１号点处明显。但由于环板的加强作

用，这两点处的变形量均较小；当节点达到极限承载

力时，在受拉支管一侧的主管管壁与环板的相交处

甚至出现了拉裂现象。

２　管板连接节点有限元分析模型验证

采用 ＡＮＳＹＳ中的ＳＨＥＬＬ１８１单元建立节点

有限元模型，模型的材料属性、边界条件和加载方式

等均与试验相同。

选取主管上关键点处的试验结果与有限元计算

分析结果的荷载 位移曲线进行比较，对比结果如图

５所示。总体而言，本文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能够

较好地模拟该类节点的整个受力过程。

图５　节点荷载 位移曲线

犉犻犵．５　犜犺犲犾狅犪犱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犮狌狉狊犲狊狅犳狋犺犲犼狅犻狀狋狊

　

３　空间犓犓型管板节点极限承载力参

数分析

　　对于空间 ＫＫ型管板节点，其几何参数如图６

所示，按有无偏心分别对以下两类节点的极限承载

力展开有限元参数分析：无偏心全环板节点和负偏

心全环板节点。节点极限承载力主要受主管直径犇

和管壁厚度狋、节点板高度犅和环板高度犚、环板厚

度狋ｒ和节点板之间的夹角β，支管偏心大小犲／犇 等

影响。主管与环板为 Ｑ３４５钢，屈服强度犳ｙ＝３４５

ＭＰａ，弹性模量犈ｓ＝２．０６×１０
５Ｎ／ｍｍ２，泊松比μ＝

０．３。ＡＮＳＹＳ中采用 ＶｏｎＭｉｓｅｓ屈服准则定义材

料弹塑性的发展，基于等向强化理论的流动法则定

义单元刚度。

４７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第３８卷



图６　犓犓型节点几何参数示意图

犉犻犵．６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

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３．１　无偏心全环板犓犓型节点

针对带全环板的空间ＫＫ型管板节点
［１０１５］的极

限承载力展开研究分析，节点有限元模型网格划分

如图７所示。

图７　全环板犓犓型节点计算模型

犉犻犵．７　犉犻狀犻狋犲犲犾犲犿犲狀狋犿狅犱犲犾狅犳

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对于无偏心全环板空间ＫＫ型管板连接节点各

影响参数的取值如表２所示，并根据这些计算参数，

设计了多组节点，进行有限元参数分析。

表２　无偏心全环板犓犓型节点计算参数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

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犇／ｍｍ 狋／ｍｍ 犚／ｍｍ 狋ｒ／ｍｍ 犅／犇 β／（°） η

２７３ ６ ４０ ６ ２．６ ０ ０

７ ６０ ７ ２．８ ３０ ±０．１

８ ８０ ８ ３．０ ６０ ±０．２

９ ９ ３．２ ９０ ±０．３

１０ １０ １２０ ±０．４

１２ １５０ ±０．５

１４ １８０ ±０．６

１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３．１．１　夹角β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选取主

管直径犇＝２７３ｍｍ，节点板高度犅＝７０９．８ｍｍ（其

他尺寸根据表２进行无量纲化组合）的全环板空间

ＫＫ型管板节点，讨论夹角β对承载力的影响，结果

如图８所示。

图８　夹角β对全环板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８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β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狅犳

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环板高度较小，犚＝４０ｍｍ

时，夹角β的变化对节点承载力的影响较明显，这

时节点的破坏主要是由环板的局部屈服控制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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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与环板联合控制。当环板高度增加，犚＝６０ｍｍ

时，夹角β的变化对节点承载力的影响开始表现

得不再明显，此时除β＝３０°时的节点承载力稍小

外，β在６０°～１８０°之间变化时，节点的承载力基

本保持不变。当环板高度较高，犚＝８０ｍｍ时，与

犚＝６０ｍｍ的情况基本相同，节点的破坏由主管

控制，不同夹角β情况下各节点的极限承载力基

本相同。

３．１．２　主管径厚比犇／狋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

响　选取主管直径犇＝２７３ｍｍ，节点板高度犅＝

７０９．８ｍｍ，环板高度犚＝６０ｍｍ，主管管壁厚度狋＝

６ｍｍ，环板厚度狋ｒ＝６ｍｍ的全环板空间 ＫＫ型管

板节点，讨论犇／狋对承载力的影响，计算结果如图

９所示。

图９　犇／狋对全环板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９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犇／狋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

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结果表明，节点极限承载力犘ｕ值与犇／狋呈现指

数规律的逆相关，随犇／狋的增大而减小。

３．１．３　节点板高度与主管直径比犅／犇 对极限承载

力的影响　主管直径犇＝２７３ｍｍ，主管管壁厚度

狋＝６ｍｍ，环板厚度狋ｒ＝６ｍｍ的全环板空间ＫＫ型

管板节点，分别讨论在不同的犚和夹角β情况下，节

点的极限承载力随节点板高度与主管直径之比犅／犇

的变化规律，计算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对于全环板ＫＫ型节点，节

点板高度的增加对节点承载力的提高作用很小，这

是因为在增加全环板后，节点的承载力不再由节点

板与主管相交处主管管壁局部塑性变形控制，而由

节点板、下端全环板在主管管壁上相交区域的塑性

变形控制，与节点板高度关系不大，过高的节点板不

能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工程设计中节点板高度按构

造取值即可。

图１０　犅／犇对全环板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１０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犅／犇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３．１．４　节点主管直径与环板高度比犇／犚对极限承

载力的影响　选取主管直径犇＝２７３ｍｍ，管壁厚度

狋＝８ｍｍ，环板厚度狋ｒ＝６ｍｍ的全环板空间ＫＫ型

管板节点，讨论节点的极限承载力随犇／犚的变化规

律，计算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环板高度的增加对节点承载

力的提高作用存在一个有效范围，当犚从４０ｍｍ

增加到６０ｍｍ时，对节点承载力的提高作用较为

明显，而当犚从６０ｍｍ增加到８０ｍｍ时，节点承

载力增幅很小。这是因为犚较小时，节点的破坏

模式由环板控制，节点达到极限承载力时，环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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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犇／犚对全环板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１１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犇／犚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于主管发生破坏；而犚较大时，节点的破坏模式由

主管控制。在工程设计中，对于全环板高度的取值

应根据主管直径犇和壁厚狋来确定，同时考虑节点

设计的相关构造要求，将犚控制在一个有效合理

的范围内。

３．１．５　主管管壁厚度与环板厚度之比狋／狋ｒ对节点

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选取主管直径犇＝２７３ｍｍ，节

点板高度犅＝７０９．８ｍｍ，主管管壁厚度狋＝６ｍｍ的

全环板ＫＫ型节点，讨论在不同的犚和夹角β情况

下节点的极限承载力随狋／狋ｒ的变化规律，计算结果

如图１２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狋／狋ｒ对节点承载力

的影响与环板高度犚 取值有较大关系。当环板高

度较小，犚＝４０ｍｍ时，节点承载力由环板控制，狋／狋ｒ

的变化对节点的承载力存在较大影响，节点的承载

力与狋／狋ｒ变化规律呈现逆相关。随着环板高度的增

加，当犚＝６０或８０ｍｍ时，节点的破坏模式转变为

由主管控制，此时环板厚度的增加对节点极限承载

力的提高作用很小。

３．１．６　主管的轴向应力比η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

影响　选取犇＝２７３ｍｍ、狋＝８ｍｍ、犅＝７１０ｍｍ、

犚＝６０ｍｍ、狋ｒ＝８ｍｍ的管板节点，讨论平面Ｋ型节

点和空间ＫＫ型节点（β＝９０°）分别在主管受轴拉或

轴压作用时，节点承载力的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如图

１３所示。

从图１３可以看出，主管受压时，η绝对值越大，

Ｋ型节点和ＫＫ型节点承载力越小。主管受拉时，

随着η的增大，节点的承载力有一定程度提高，但拉

力过大时，节点的承载力出现下降。主管轴向拉应

力比η从０增加到０．９，Ｋ型节点的极限承载力的

最大增幅仅为２．７２％，基本可忽略不计。但 ＫＫ

图１２　狋／狋狉对全环板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１２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狋／狋狉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图１３　η对全环板犓型与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１３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η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狅犳犓犼狅犻狀狋犪狀犱犓犓犼狅犻狀狋犫狅狋犺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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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节点的极限承载力则有明显增加，增幅达到

３８．１％，这是因为空间 ＫＫ型节点在增加全环板

后，节点的主管、节点板和全环板共同形成了一个

紧密的空间受力整体，在主管受轴向拉力时，不仅

有主管参与，而且节点板和全环板也参与了受力，

所以，全环板空间 ＫＫ型节点在主管受轴拉作用

时，节点承载力的提高较明显。下面着重讨论在不

同的犇／狋、犅／犇、狋／狋ｒ、犚 和夹角β情况下主管受压

时，其轴压应力比η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计

算结果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η对全环板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１４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η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从图１４可以看出，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当主管

轴压应力比η从０增加到０．９的过程中，全环板ＫＫ

型节点的承载力均出现了明显下降，在输电塔设计

中必须考虑主管轴向压力对承载力的影响。

３．２　负偏心全环板犓犓型节点

前面对无偏心全环板ＫＫ型节点的承载力进行

了研究。相较于这类节点，负偏心全环板 ＫＫ型节

点的受力性能更为复杂，其极限承载力与无偏心全

环板ＫＫ型节点存在较大差别。本节将针对负偏心

全环板ＫＫ型节点的承载力展开讨论。对于负偏心

全环板空间ＫＫ型管板连接节点各几何参数的取值

如下表３所示，并根据这些计算参数，设计了多组节

点，进行有限元参数分析。

表３　负偏心全环板犓犓型节点计算参数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

狑犻狋犺犲犮犮犲狀狋狉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犇／ｍｍ 狋／ｍｍ 犚／ｍｍ 狋ｒ／ｍｍ 犅／犇 β／（°） 犲／犇

２７３ ６ ４０ ６ ２．６ ０ ０

８ ６０ ８ ３０ －０．１２５

１０ ８０ １０ ６０ －０．２５

９０ －０．３７５

１２０ －０．５

１５０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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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平面Ｋ型节点与空间ＫＫ型节点极限承载

力对比　选取主管直径犇＝２７３ｍｍ，节点板高度

犅＝７０９．８ｍｍ，主管管壁厚度狋＝６ｍｍ，环板厚度

狋ｒ＝６ｍｍ的管板节点，讨论负偏心全环板空间 ＫＫ

型节点（β＝９０°）与负偏心全环板平面Ｋ型节点极限

承载力的差异，计算结果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负偏心全环板犓型与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对比

犉犻犵．１５　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犫犲狋狑犲犲狀犓犼狅犻狀狋狊犪狀犱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犲犮犮犲狀狋狉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从图１５可以看出，对于负偏心情况下带全环板

的Ｋ型节点与 ＫＫ型节点之间的承载力存在较大

差异。平面Ｋ型节点的承载力随犲／犇的增加，先增

大后逐渐降低；而负偏心全环板 ＫＫ型节点的承载

力，在犲＝０增加到犲＝－犇／２的整个过程中，节点的

极限承载力一直呈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对于带全

环板的空间ＫＫ型管板节点，支管的负偏心连接并

不一定是有利的。

３．２．２　支管偏心大小犲／犇对节点的极限承载力的影

响　本节研究不同犇／狋、犚和夹角β下，支管的偏心大

小犲／犇对全环板空间ＫＫ型节点的极限承载力的影

响，其中犇狏为２７３ｍｍ，计算结果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犲／犇对全环板犓犓型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１６　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犲／犇狅狀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狀狌犾犪狉狉犻犫犫犲犱狆犾犪狋犲
　

　　从图１６可以看出，随着犲／犇 的增大，各节点承

载力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环板高度较小，犚＝

４０ｍｍ时，在偏心距由０增加到－１／８犇 的过程中，

节点的承载力存在一个小幅上升，犲继续增加，节点

的承载力又开始出现下降或基本保持不变。当环板

高度较大，犚＝６０、８０ｍｍ 时，在犲＝０增加到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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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犇的过程中，节点的承载力一直下降。

４　犓犓型管板连接节点极限承载力计

算方法

４．１　犓犓型管板节点等效受力模型

输电塔ＫＫ型管板节点受力模型如图１７所示。

各支管轴力拉压力成对出现且大小相近，近似认为

犘１＝犘２＝犘３＝犘４。此外，各支管轴线与主管轴线的

夹角θ１、θ２、θ３、θ４ 一般也较为接近。

图１７　犓犓型节点受力示意图

犉犻犵．１７　犜犺犲狊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狌狀犱犲狉狊狋狉犲狊狊

　

对ＫＫ型管板节点的受力特点分析发现：支管

对主管的轴力作用可以简化为剪力犙 和等效弯矩

犕，犕 又可以等效垂直主管的力犘ｅ，节点等效受力

模型如图１８所示。等效弯矩 犕、剪力犙 以及等效

横向力犘ｅ与支管轴力犘１、犘２ 的计算关系为

犕无偏心 ＝ （犘１ｃｏｓθ１＋犘２ｃｏｓθ２）·
犇
２

（１）

犘ｅ＝
犕
犅

（２）

犙＝犘１ｃｏｓθ１＋犘２ｃｏｓθ２ （３）

图１８　犓犓型节点等效计算模型

犉犻犵．１８　犜犺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

　

　　当支管采用负偏心连接时，各支管上的轴力仍

可等效为弯矩犕 和竖向合力，节点等效受力模型如

图１８所示，此时等效弯矩犕 的计算公式为

犕负偏心 ＝ （犘１ｃｏｓθ１＋犘２ｃｏｓθ２）·（犇／２＋犲）

（４）

　　从式（４）中可看出，当节点采用负偏心连接时，

主管管壁所受到的弯矩作用变小，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负偏心节点的承载力将得到提高。但若

负偏心距较大，如图１８所示，犲＝－犇／２时，犕＝０，

此时各支管轴力通过节点板的传递所引起的主管管

壁上的竖向剪力犙 将对节点的极限承载力起控制

作用，由于主管管壁所受剪力过大，造成节点过早出

现局部屈曲破坏，节点承载力下降。

４．２　犓犓 型管板连接节点极限承载力建议计算

方法

４．２．１　无偏心全环板ＫＫ型节点承载力计算方法

　在大量有限元参数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无偏

心全环板空间ＫＫ型节点在第一类破坏模式下的极

限承载力的建议计算公式为

犘ｅ＝ ０．７２
犇
（ ）狋

０．８

－２．９８
犅
犇
＋５．［ ］５８６狋２犳ｙ

（５）

　　当主管受压时，η对节点承载力有较大影响，并

且主管轴力犘ｖ与等效横向力犘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

关关系，得到犘ｖ与犘ｅ存在如下关系：

犘ｖ
犘ｖ，（ ）ｙ

２

＋１．９９
犘ｖ
犘ｖ，（ ）ｙ

犘ｅ，ｖ
犘（ ）ｅ

＋
犘ｅ，ｖ
犘（ ）ｅ

２

＝１

（６）

式中：犘ｖ为主管轴力；犘ｖ，ｙ为主管达到屈服时的轴力

值；犘ｅ为主管无轴力作用时的等效横向力；犘ｅ，ｖ为主

管有轴力作用时的等效横向力。

图１９　犓犓型节点主管轴力犘狏与等效横向力犘犲关系曲线

犉犻犵．１９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犘狏犪狀犱犘犲

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犿犪犻狀狋狌犫狌犾犪狉
　

图２０给出了ＡＩＪ、ＣＩＤＥＣＴ、ＣＩＳＣ、ＪＳＳＣ和Ｋｉｍ

的Ｋ型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值。该计算方法考虑

了主管轴力、支管轴力和负偏心距的相互影响。通

过式（５）可以得到节点主管无轴力作用时的等效横

向荷载犘ｆ，再通过式（２）得到主管管壁弯矩。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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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式（１），便得到支管轴力。式（６）中犘ｖ，ｙ＝犳ｙ．犃。

犘ｅ可以通过式（５）求出。这样式（６）为犘ｖ 和犘ｅ，ｖ的

关系式。只要确定了两者中一个参数，另一个参数

值就求出来了。

图２０　节点极限承载力计算公式值与有限元值对比

犉犻犵．２０　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犼狅犻狀狋狊′狌犾狋犻犿犪狋犲

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犫犲狋狑犲犲狀犳狅狉犿狌犾犪犪狀犱犉犈犕

　

从图２０可知，各国规范中的平面 Ｋ型管板节

点承载力计算公式值均大幅低于本文全环板平面Ｋ

型节点有限元值，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低于本文全环

板空间ＫＫ型节点有限元值。这是因为各国规范所

提出的计算公式是针对无环板情况下管板节点的承

载力，无法反映全环形板对节点承载力的提高作用。

４．２．２　负偏心全环板ＫＫ型节点承载力计算方法

　主管轴力犘ｖ与主管管壁剪力犙在负偏心距为犲＝

－犇／２时，参数分析拟合结果为

犘ｖ
犘ｖ，ｙ

＋
犙ｕ，ｖ
犙ｕ

＝１ （７）

犙ｕ＝ ［０．１０７
犅
（ ）犇 －０．２３３

犅
（ ）犇

０．５

－

０．００１
犇
２（ ）狋 ＋１．４３］犇狋犳ｙ （８）

式中：犘ｖ为主管轴力；犘ｖ，ｙ为主管达到屈服时的轴力

值；犙ｕ为主管在无轴力作用时的主管管壁剪力；犙ｕ，ｖ

为主管在有轴力时的主管管壁上剪力。

在全环板ＫＫ型管板节点偏心距从犲＝０增加

到犲＝－犇／２的整个过程中，主管管壁的等效弯矩

犕 和剪力犙 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曲线，如图２１

所示。

当节点采用负偏心连接时，设主管管壁等效弯

矩比率犿＝犕ｐ，ｖ／犕ｕ，ｖ与剪力比率狀＝犙ｐ，ｖ／犙ｕ，ｖ之间

的关系等式为

犿４＋０．６０８８犿
３狀－１．１３犿

２狀２－

０．２９５犿狀３＋狀
４
＝１ （９）

图２１　犓犓型节点主管管壁剪力犙与

主管管壁弯矩犕 关系曲线图

犉犻犵．２１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犙

犪狀犱犕狅犳犓犓犼狅犻狀狋狊’犿犪犻狀狋狌犫狌犾犪狉
　

式中：犕ｐ，ｖ为主管受轴力，且节点存在负偏心时的主

管管壁等效弯矩；犕ｕ，ｖ为主管受轴力，且节点偏心距

犲＝０时的主管管壁等效弯矩；犙ｐ，ｖ为主管受轴力，且

节点存在负偏心时的主管管壁剪力；犙ｕ，ｖ为主管受

轴力，且节点负偏心距犲＝－犇／２时，其主管管壁上

的剪力。公式（９）实际反映了负偏心作用下主管管

壁剪力犙 与等效弯矩犕 及主管轴力犘狏 三者的关

系。在实际的工程设计中，由 ＫＫ型管板节点的各

几何尺寸参数，通过式（８）可以得到主管无轴力作用

的情况下节点在偏心距犲＝－犇／２时主管管壁上的

剪力犙ｕ，将犙ｕ代入式（７）即可得到主管有轴力时的

犙ｕ，ｖ。

在节点采用负偏心连接，且偏心距为犲时，等效

弯矩犕 与剪力犙 之间存在关系

犕
犙
＝
犇
２
＋犲 （１０）

　　结合式（９），即可得到不同偏心节点在主管有轴

力作用时，其主管管壁上的弯矩犕 和剪力犙。

５　结论

对两类空间ＫＫ型管板节点进行了研究，通过

有限元参数分析探讨了几何无量纲参数、主管应力

水平等对节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变化规律：

１）对于无偏心全环板ＫＫ型节点，全环板使得

主管径向刚度得到增强，节点承载力显著提高。相

比无环板节点，全环板ＫＫ型节点与对应Ｋ型节点

承载力的降幅进一步增大。β变化对节点承载力影

响很小；当犇／狋减小时节点承载力大幅提升；犅／犇

增加对节点承载力提高作用很小；犚较小时，犚增加

对节点承载力有明显提高，但超过一定值后，犚继续

增加带来的提高作用很小；狋ｒ增加仅在犚较小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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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承载力有明显提升；主管受压时，随着η增大，

节点承载力直线下降。

２）对于负偏心全环板ＫＫ型节点，采用负偏心

连接基本不能提高节点承载力，相反会产生不利作

用，在该类节点的设计中不建议使用负偏心的连接

方式。

３）结合大量有限元参数分析，针对无偏心全环

板ＫＫ型节点，提出了基于主管控制的节点承载力

计算公式；针对负偏心全环板ＫＫ型节点，在节点发

生局部屈曲破坏模式下，提出了考虑负偏心作用的

节点承载力计算公式。通过建议计算方法可以估算

第一类破坏模式下节点极限承载力，用于指导实际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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