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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蒸压粉煤灰砖砌体的偏心受压性能!验证现行规范计算方法的适用性$采用对

试件上端施加偏心荷载的方法对
!B

个蒸压粉煤灰实心标准砖和圆形孔
PS<

型多孔砖砌体偏心受

压短柱进行了静力试验!同时利用平截面假定和理想应力应变曲线对偏压承载力进行了理论分析$

得到了试件在受力破坏全过程中的特征和形态!并经试验数据回归分析得到偏心受压影响系数公

式$试验研究表明'随偏心距增大!开裂荷载和破坏荷载逐渐减小!破坏特征逐步由类似轴压破坏

转变为大偏压破坏&大部分试件的偏压承载力试验值高于规范计算值&截面的平均应变分布符合平

截面假定&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可行!现行规范公式可用于计算该砌体的偏心受压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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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体主要用作受压构件#而偏心受压是其主要

的受力形式之一#因此国内外对砌体的偏心受压性

能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

)

#得出了关于单向偏心受压

构件偏心影响系数
&

的多种表达式&中国现行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

B

)则沿用了-

??

规范.和-

#!

规范.的

公式

&#

<

<

;

<"

3

! "

P

:

;

<

=

"

# !

<

"

式中'

3

为轴向力的偏心距%

P

为矩形截面轴向力

偏心方向的边长&该公式是基于以烧结粘土砖砌

体和普通混凝土砌块砌体的试验数据为主的经验

公式&随着墙体材料的发展#国内学者针对新型墙

材构件继续开展了偏心受压试验研究#其结果表明

式!

<

"对新型墙材砌体不一定适合或偏于安全&

如文献(

#

)指出轻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砌体偏压构

件的
&

值较式!

<

"稍大#而文献(

?

)所测浮石混凝土

小型空心砌块砌体偏压构件的
&

值较式!

<

"低#认

为反映了该种砌体不同于砖砌体和普通混凝土砌

块砌体的特点#并提出了适合该种砌体的
&

计算公

式&至于目前正在推广应用的新型墙材
=

蒸压粉煤

灰砖砌体的偏心受压性能#目前还未见相关的试验

研究报道&为此#针对蒸压粉煤灰砖砌体进行了
"

种强度等级砂浆$

!

种偏心距情况的
!B

个偏心受

压短柱的静力荷载试验#目的是观察其受力破坏过

程及形态#测试其开裂荷载$破坏荷载和截面的应

变分布#验证式!

<

"的适用性#并为中标协协会标

准0蒸压粉煤灰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1的编制提供

参考&

7

!

试件设计和试验方法

787

!

材料及试件

试验用的蒸压粉煤灰圆形孔
PS<

型多孔砖

由河南洛阳龙羽宜电有限公司生产#标称尺寸

"A)HH[<<> HH[*) HH

#实际尺寸误差约

f"HH

%孔径
"!HH

$孔洞率
!)Z

%其侧面平整

光滑#上下两面粗糙#自然状态含水率为
?'>Z

%

按文献(

*

)的标准试验方法所测得的单砖抗压强

度平均值为
?m?NS/

&蒸压粉煤灰实心标准砖由

武汉新世纪墙材有限公司生产#标称尺寸
"A)HH[

<<>HH[>!HH

#实际尺寸误差约
f"

#

fAHH

%

其几何尺寸规则#表面平整光滑#自然状态含水

率为
#'!Z

%按同样的方法实测的单砖抗压强度

平均值为
<B'?NS/

&砌筑砂浆采用
SmL!"'>

的

普通硅酸盐水泥与重庆特细砂!细度模量约
)'B

"

及石灰膏配制#其设计强度等级有
N>

和
N<)

两

种#分别与实心砖和多孔砖搭配组成
A

组砌体试

件&考虑荷载沿试件截面长边方向单向偏心#每

组有
!

种不同相对偏心距!

3

+

"

Y)'"

$

)'A

$

)'B

#

"

为截面形心到偏心方向截面边缘的距离"的试

件
*

个#共计
!B

个试件&参照文献(

<)

)的轴压

短柱试件尺寸#本偏压砌体试件的截面设计尺寸

均取
"A)HH[!#)HH

#其中实心砖试件砌
<"

线

砖#高
#") HH

%多孔砖砌体试件砌
#

线砖#高

#))HH

%若计入顶部
<j!

水泥砂浆抹面厚度#则

试件高度增加
<) HH

#高厚比分别为
!')A

和

"m*B

#属于短柱范围&试件用砖先浇水#隔夜后

再砌筑试件#砌筑方法按标准试验方法(

<)

)要求&

同批试件砌筑均由一名中等技术砖工流水砌筑

完成&

789

!

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

目前砌体的偏心受压还没有一个标准试验方

法&以往的试验一般采用
"

种方法'一种是上下对

称偏心加载#相应在试件上下端均设置刀口铰支座&

其特点是与理论分析模型一致#各截面受力相同%但

加载装置较复杂#试件安装困难#加载不容易控制&

另一种是仅通过试件上端的刀口铰支座来施加偏心

荷载#而试件下端则直接砌筑在带吊钩的钢板或混

凝土底座上#其下不设铰支座&此法的特点是与砌

体墙柱的实际受力情况比较一致#且加载装置简单#

试件安装方便#加载控制容易&据文献(

<<

)的对比

试验#其它条件相同下前者的开裂荷载和破坏荷载

略低于后者#但没有显著性差异#实际上现行规范(

B

)

所参考的试验数据多采用第
"

种方法获得&综合所

述#采用了第
"

种方法&

试件在
>)):

压力机上进行加载#为了测量试件

在偏心受压下的变形#在试件高度中部对称两侧宽

面上各安装
A

个千分表#对称两窄面上各安装
<

个

千分表#共计
<)

个&多孔砖试件的千分表测距为

"))HH

#实心砖为
"A)HH

&试验装置示意见图
<

#

将试件底座置于压力机下压板上#其间用干砂找平%

试件顶部放置一块厚
!>HH

的钢板#钢板与试件之

间也用干砂找平%钢板上再按偏心位置安放刀口铰

支座#刀铰支座与试件同宽!

"A)HH

"#压力机通过

刀铰支座向试件施加单向偏心荷载&加载程序参照

标准试验方法(

<)

)

#采用单调分级加载#每级荷载为

预估荷载的
<)Z

#并在
<

#

<'>H5.

内加完#然后持

荷
<

#

"H5.

#进行仪表读数&

B<?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

第
!"

卷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

压力机上压板%

"'

千分表%

!'

纵向导杆%

A'

压力机下压板%

>'

刀口支座%

B'!>HH

厚钢板

图
7

!

偏压试验装置示意图

9

!

试验结果及分析

987

!

试验现象

试验观察到随着荷载偏心距的不同#试件呈现

出不同的开裂和破坏形态&

3

+

"

Y)'"

时!图
"

"'随着荷载的增加#

<)

个千

分表的读数全部增大#但增幅不同#在靠近刀铰支座

一侧的窄面上的表的读数增幅最大#远离刀铰支座

一侧的窄面上的表的读数增幅最小#其间宽面上表

的读数增幅逐个递减#表明全截面呈不均匀的压缩

变形%在试件开裂前#各个表的读数基本呈线性增

加%当荷载加至破坏荷载的
A)Z

#

B)Z

时#一般在

刀铰下方出现第
<

条竖向裂缝#随着荷载的继续增

大#裂缝不断增多$延伸$贯通#裂缝主要集中在刀铰

下方的两宽面及靠近刀铰一侧的窄面上%当荷载加

至破坏荷载时#刀铰下方的宽面及靠近刀铰的窄面

上均出现贯通的竖向主裂缝#此特征与轴压破坏情

况十分类似%在远离刀铰的窄面上也会出现一贯通

的竖向裂缝%最后裂缝迅速扩宽#试验机压力下降#

宣告试件破坏&

图
9

!

&

,

B

ZD89

时的破坏形态

!!

3

+

"

Y)'A

时!图
!

"'随着荷载的增加#远离刀

铰的窄面上的千分表的读数减小#其它表的读数都

不同程度的有所增大#表明试件在远离刀铰的一侧

出现拉应力%当荷载加至破坏荷载的
>)Z

#

?)Z

时#由于砌体内部结构的不均匀性#有时是受拉窄面

先出现水平受拉裂缝#有时是刀铰下方宽面先出现

竖向裂缝%随着荷载的继续增大#水平裂缝不断的加

宽#到一定程度后还会出现新的水平裂缝#而竖向裂

缝也不断的增多#并主要集中在刀铰下方的两宽面

及靠近刀铰的窄面上#而远离刀铰的窄面上一直没

有出现竖向裂缝%当加至破坏荷载时#竖向裂缝基本

贯通#试验机压力下降#宣告试件破坏&

图
:

!

&

,

B

ZD8;

时的破坏形态

3

+

"

Y)'B

时!图
A

"'随着荷载的增加#在中心

线远离刀铰一侧的
>

个千分表的读数都不同程度的

减小#其中窄面上的表减小得最快#而另一侧的
>

个

表读数仍然增大#表明几乎有一半的砌体处于受拉

状态%当荷载加至破坏荷载的
A)Z

左右时#在远离

刀铰支座一侧的窄面上出现第一条水平受拉裂缝#

随着荷载的继续增大#水平裂缝不断扩宽#并出现

新的水平裂缝%当荷载加至接近破坏荷载时#刀铰

下方的两宽面及靠近刀铰的窄面上出现竖向裂缝%

当加至破坏荷载时#水平主拉裂缝已经很宽#由于

底部钢板的约束#竖向裂缝主要分布在试件的上部

及中部#并没有上下贯通#呈现出明显的大偏压破

坏特征&

多孔砖试件的试验现象基本上与相应偏心距

的实心砖试件的试验现象一致#其不同之点是多孔

砖的脆性较之实心砖更为明显#所以其开裂荷载与

破坏荷载之间的差值比实心砖试件要小&当偏心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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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B

ZD8=

时的破坏形态

距较小时#有时会出现多孔砖砌体在破坏的一瞬间

由于压应力较大一侧压区突然压溃#剩余截面的形

心线移动#致使偏心矩增大#而另一侧的窄面上出现

水平裂缝!图
"R

"&当偏心距较大时#试件破坏时刀

铰下的几皮砖会出现掉皮$向外鼓出$并伴随着细微

的破裂声#有时还会出现局部压溃的现象&

989

!

开裂荷载及破坏荷载

实测各试件的截面尺寸$开裂荷载及破坏荷载

见表
<

#

A

&从表中可以得出'

<

"当
3

+

"

Y)'"

时#

砌体直至破坏也没出现水平裂缝!个别多孔砖砌体

在破坏的一瞬间突然会出现水平裂缝#详见
"'<

节"#说明试件处于全截面受压%当偏心矩
3

+

"

Y

)mA

时#水平裂缝的出现与竖直裂缝出现的时间差

不多#表明试件破坏前截面上已有受拉区存在%当

3

+

"

Y)'B

时#水平裂缝先于竖直裂缝出现#其初裂

荷载约为破坏荷载的
A#Z

#而竖直裂缝出现较晚#

其初裂荷载约为破坏荷载的
?#Z

#说明大偏心受

压时试件主要表现为先拉裂后压坏&

"

"试件裂缝

的开展规律与砖的品种#尺寸#有无孔洞关系不

大#主要与砂浆强度及偏心距有关&

!

"相同砂浆

强度等级情况下#试件的开裂荷载和破坏荷载随着

偏心距的增大逐渐减小&

3

+

"

Y)'"

#

)'A

时破坏

荷载下降较快#

3

+

"

Y)'A

#

)'B

时下降减缓&

A

"

多孔砖块体强度约为实心砖的一半#但相同砂浆强

度等级情况下#多孔砖试件的开裂荷载及破坏荷载

仅略低于实心砖试件#说明砌体的抗裂能力主要取

决于砂浆强度#而多孔砖单砖的较大厚度对其砌体

受压承载力的有利影响明显&

>

"相同偏心距情况

下#随着砂浆强度的提高试件的开裂荷载值及破坏

荷载值也逐渐增大&

表
7

!

实心砖
7=8?

,

<8=

试件组试验值

相对偏心距
截面尺寸

+

HH

"

开裂荷载

+

b(

平均值

+

b(

破坏荷

载+
b(

平均值

+

b(

3

+

"

Y)'"

<

"

!

"A)[!#)

"A)[!#)

"!?[!B>

"A)

+

<?)

+

<?)

+

"))

+

"#A

"?)

"*)

"?<

3

+

"

Y)'A

A

>

B

"A)[!BB

"A)[!B?

"!?[!B"

"")

+

"")

<?)

+

<B)

"")

+

"))

")B

+

<*!

"!)

""<

"!>

""*

3

+

"

Y)'B

#

?

*

"!?[!B!

"!![!B!

"!#[!B)

<?)

+

*)

<*)

+

<")

<")

+

A)

<B!

+

?!

<*"

")>

<*)

<*B

表
9

!

多孔砖
?8?

,

=8>

试件组试验值

相对偏心距
截面尺寸

+

HH

"

开裂荷载

+

b(

平均值

+

b(

破坏荷

载+
b(

平均值

+

b(

3

+

"

Y)'"

<

"

!

"!?[!B>

"A)[!BA

"!?[!B#

<?)

+

">)

"")

+

"?)

"")

+

"*)

")#

+

"#!

">?

"?)

"*)

"#B

3

+

"

Y)'A

A

>

B

"!#[!BA

"!*[!B>

"!*[!B>

<B)

+

<B)

"))

+

<?)

"))

+

"))

<?B

+

<?)

<*>

"")

"")

"<"

3

+

"

Y)'B

#

?

*

"!*[!B>

"!B[!BA

"!?[!B>

<>)

+

<")

<A)

+

<))

<")

+

#)

<!B

+

*B

<B"

<*A

<BA

<#!

表
:

!

实心砖
7=8?

,

@8;

试件组试验值

相对偏心距
截面尺寸

+

HH

"

开裂荷载

+

b(

平均值

+

b(

破坏荷

载+
b(

平均值

+

b(

3

+

"

Y)'"

<

"

!

"!#[!B?

"!#[!#)

"!B[!B*

"A)

+

!B)

+

"A)

+

"?)

+

>A)

>A>

!?)

A??

3

+

"

Y)'A

A

>

B

"!#[!B?

"!#[!B?

"A)[!#)

<>)

+

<>)

"))

+

<B)

<")

+

"))

<>B

+

<#)

"?)

A)>

!")

!!>

3

+

"

Y)'B

#

?

*

"!?[!B#

"!#[!B?

"!B[!#)

"")

+

*)

"#)

+

<?)

"<)

+

*)

"!!

+

<")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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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多孔砖
?8?

,

@8:

试件组试验值

相对偏心距
截面尺寸

+

HH

"

开裂荷载

+

b(

平均值

+

b(

破坏荷

载+
b(

平均值

+

b(

3

+

"

Y)'"

<

"

!

"A)[!B?

"!#[!BB

"A"[!B?

!!)

+

A*)

"A)

+

A")

"?)

+

!*)

"?!

+

A!!

A*)

A"A

!*"

A!>

3

+

"

Y)'A

A

>

B

"A)[!B?

"A<[!#<

"A)[!#<

<?)

+

"<)

!))

+

"#)

<>)

+

<")

"<)

+

"))

"*)

!!"

!!A

!<*

3

+

"

Y)'B

#

?

*

"!*[!#<

"!*[!B?

"A<[!#)

"")

+

<")

"B)

+

<))

"?)

+

<B)

">!

+

<"B

"!B

"#)

"?B

"BA

表
<

#

A

中#表题中#-+.左右数值分别表示该试

件组的砖及砂浆的实测抗压强度+
NS/

!采用与试件

同类型砖作底模"#砂浆试块与砌体试件同条件养

护#且养护时间相同%开裂荷载及平均值栏中#-+.左

右数值分别表示竖向开裂荷载和水平开裂荷载#如

空缺则表示没有出现水平或竖向裂缝&

98:

!

截面应变分布

根据各千分表测试的读数得到试件在不同荷载

级别下的截面平均应变&图
>

#

#

表示实测的
N>

砂浆等级实心砖试件的截面平均应变分布#其它试

件的变化曲线与此类似&

图
<

!

&

,

B

ZD89

时实测截面应变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到#随着偏心矩的增大#试件受拉

区和边缘拉应变越来越大%当
3

+

"

Y)'"

时#试件截

面呈不均匀的压缩变形%当
3

+

"

Y)'A

时#小部分截

面出现拉应变#结合试验现象#可以认为此
"

种情况

应属于小偏压破坏%当
3

+

"

Y)'B

时#有近一半的截

面处于受拉状态#明显属于大偏压破坏&

图
=

!

&

,

B

ZD8;

时实测截面应变分布

图
>

!

&

,

B

ZD8=

时实测截面应变分布

在出现水平裂缝前#应变基本呈线性变化#而一

旦开裂应变会急速增长#并且随着偏心距的增大#破

坏前受压边缘压应变也相应增大&截面上出现拉或

压基本上与偏心力是否在截面核心区内的材料力学

概念是一致的&总体上截面平均应变分布符合平截

面假定&

98;

!

极限承载力分析

在以往的砌体偏压承载力分析中#多以试验结

果为主#国内也有学者在理论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

的探讨(

"

#

<"

)

&无疑#理论方面的进展对推动砌体结

构的研究向深层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笔

者也进行了探讨&

"'A'<

!

理论分析

基本假定'

<

"截面平均应变分布符合平截面假

定&根据试验及相关文献(

"

#

<"

)的研究#当测距足

够大时#如不小于
"

皮砖和
"

条灰缝#其间的纵向平

均应变分布基本是符合平截面假定的&

"

"忽略砌体抗拉强度&砌体的抗拉强度很低且

裂缝集中在水平灰缝处#一旦开裂即退出工作&

!

"截面上的应力分布与轴心受压的应力
=

应变

曲线形状成仿射关系&由于偏心受压截面上的应

力变化梯度大#在极限状态时的塑性发展较轴心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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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时更加充分#故采用轴心受压的应力
=

应变曲线

代替偏心受压的应力
=

应变曲线是偏于安全的&国

内外学者提出过多种轴心受压的应力
=

应变曲

线(

<"

)

#根据文献(

<!=<A

)的研究#粉煤灰砖的塑性

较烧结砖要大#综合考虑取曲线的上升段为抛物

线(

<>

)

#下降段简化为水平直线#以考虑其塑性性

能#则应力
=

应变曲线为

"#

$H

(

"

!

1

1

)

"

2

!

1

1

)

"

"

)#

)

(

1

(

1

)

#

$H

#

!!!!!!!1

)

(

1

(

1

G

*

+

,

#

!

"

"

式中#

$H

为砌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1

G

为极限压应变#

1

)

为应力达到
$H

时所对应的应变&

根据上述基本假定#截面上的应力和应变分布

如图
?

所示#由假定
<

"有

1

)

1

G

#

!

)

!

G

#

!

!

G

& !

!

"

参考文献(

<"=<A

)取1

G

1

)

#

<-B

#即

1

)

1

G

#

!

)

!

G

#

)-B">

& !

A

"

由式!

"

"

#

!

A

"#根据截面的静力平衡条件可得

Q

#

&

!

)

)

$H

(

"

!

1

1

)

"

2

!

1

1

)

"

"

)

CK!

;

$H

C

!

!

G

2

!

)

"# !

>

"

Q

!

P

"

;

3

"

#

&

!

)

)

$H

(

"

!

1

1

)

"

2

!

1

1

)

"

"

)

C

!

P

2

!

G

;

!

"

K!

;

$H

C

!

!

G

2

!

)

"!

P

2

!

G

2

!

)

"

"# !

B

"

!!

联立求解!

!

"

#

!

B

"式#得

Q

#

)-#*"

$H

C!

G

# !

#

"

和

!

G

#

<-"<#P

<

2

"3

! "

P

& !

?

"

!!

容易证明式!

?

"所表示的受压区高度小于弹性

的三角形应力分布图形的受压区高度#大于全塑性

的矩形应力分布图形的受压区高度#因而可以认为

该式较好的反映了砌体的弹塑性性质&

将!

?

"式代入!

#

"式得

Q

#

!

)-*B!*

2

<-*"?

3

P

"

$H

)

#&

$H

)

#!

*

"

则偏心影响系数为

&#

)-*B!*

2

<-*"?

3

P

& !

<)

"

图
?

!

截面分析示意图

"'A'"

!

极限承载力

式!

*

"右项形式与现行砌体规范(

B

)的砌体偏心

受压承载力计算公式一致&规范的砌体抗压强度平

均值公式为'

$

D

8

#

)-#?

$

)->

<

!

<

;

)-)#

$"

"#为与实测

值进行比较#式中
$<

$

$"

分别取砖和砂浆的实测抗

压强度%

)

亦取试件实际截面面积&偏心影响系数

&

按式!

<

"计算所得的偏压承载力记为规范值
Q

D

G

#

&

按式!

<)

"计算所得的偏压承载力记为值
Q

%

G

#两者

与实测值
Q

9

G

的比较列于表
>

&从表中数据分析可

得'

<

"

>'BNS/

砂浆组除有
"

个实心砖试件试验值

约低于规范值外#其余各组试件试验值均高于规范

值#总的来看#砂浆强度等级偏低的试验值高于规范

值不多#但
*'!NS/

砂浆组多孔砖试件的试验值高

于规范值较多#这可能是因为多孔砖孔洞中的砂浆

形成了-销键.#这会对强度较低的多孔砖的约束加

大#从而提高了砌体的抗压强度&

"

"而由式!

*

"计算

的
Q

%

G

值均低于规范值
Q

D

G

#从分析过程看#合适的

应力
=

应变曲线#包括其关键参数
1

)

$

1

G

和峰值应力

$H

对理论分析结果至关重要&

!

"当
3

+

"

Y)'B

时#

规范值以及式!

*

"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差距最大#说明

该两式还没有反映出此时破坏荷载下降趋势减缓的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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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偏压承载力试验值与规范值对比

分组
$<

+

$"

3

+

"

!

Q

9

G

+

b(

!

$

D

8

+

NS/Q

D

G

+

b( Q

%

G

+

b( Q

%

G

+

Q

D

G

Q

9

G

+

Q

D

G

Q

9

G

+

Q

%

G

实心砖
<B'?

+

>'B

多孔砖
?'?

+

B'#

实心砖
<B'?

+

*'A

多孔砖
?'?

+

*'!

)'" "?< A'A> !A*'" !)"'> )'?# )'?) )'*!

)'A ""* A'A> "BA'B ""A'* )'?> )'?# <')"

)'B <*B A'A> <?"'> <AB'# )'?) <')# <'!A

)'" "#B !'A) "B!'? ""?'B )'?# <')> <'"<

)'A "<" !'A) "))'* <#)'? )'?> <')B <'"A

)'B <#! !'A) <A<'! <<!'B )'?) <'"" <'>"

)'" A?? >'!) A<"') !>B'* )'?# <'<? <'!#

)'A !!> >'!) !<B'! "B?'? )'?> <')B <'">

)'B "?" >'!) """'< <#?'B )'?) <'"# <'>?

)'" A!> !'?" "**'! ">*'! )'?# <'A> <'B?

)'A !<* !'?" "!<') <*B'A )'?> <'!? <'B"

)'B "BA !'?" <B"'* <!<') )'?) <'B" "')"

"'A'!

!

偏心影响系数

由于试件材料数量有限#没有进行同条件试件

的轴压试验#但笔者其它试验!蒸压粉煤灰砖砌体轴

压试验(

<A

)

"中仅试件砌筑时间不同#即砂浆的强度

不同#而其它条件均相同#故仍然可以采用在文献

(

<A

)中提出的蒸压粉煤灰砖砌体轴压平均强度回归

公式!

<<

"

$

%

8

#

)-?"

$

)->>

<

!

<

;

)-)#

$"

"& !

<<

"

!!

由此可计算出偏心距为
)

时试件的承载能力

Q

)

G

值#与实测各偏心距下的
Q

9

G

值进行比较便可得

到偏心影响系数试验值
&

9

#即'

&

9

#

Q

9

G

Q

)

G

&为比较#

列出国内外有代表的相关研究结果如下&前苏联规

范和英国规范假定截面受压区应力分布图形为矩

形#由此推导得
&

计算公式为

&#

<

2

"3

+

P

& !

<"

"

图
@

!

偏心影响系数曲线

表
=

!

偏心影响系数比较

3

+

P

回归值 式!

<"

" 式!

<!

" 规范值

)'< )'?! )'? )'?> )'?*

)'" )'BB )'B )'#) )'B?

)'! )'A* )'A )'>> )'A?

湖南大学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提出的
&

计

算公式为(

<"

)

&#

<

2

<->3

+

P

& !

<!

"

若取
&

与
3

+

P

为线性关系#由试验值
&

9回归得!这里

P

#

"

"

"

&

9

#

<

2

<-#<>3

+

P

& !

<A

"

!!

回归分析时剔除了
3

+

PY)'<

组中
&

9

Y<'"

的

异常数据&将回归曲线!

<A

"与曲线!

<"

"$!

<!

"$规范

曲线!

<

"同绘于图
*

中#并将各
&

计算值的比较列于

表
B

#由图
*

和表
B

可知'

<

"偏心影响系数规范值略

大于回归值#但由于规范的
$H

值低于式!

<<

"计算

值#因此
"'A'"

节中由规范公式算得的大多数偏心

受压承载力仍低于试验值&

"

"基于截面受压区矩形

应力分布图形假定的式!

<"

"最为保守&

:

!

结
!

论

<

"当相对偏心距
3

+

"

Y)'"

时试件破坏特征与

轴压情况十分类似%当
3

+

"

Y)'A

时已表现出偏压破

坏特征#直至试件破坏在远离刀口的窄面上都未出

现竖向裂缝%而当
3

+

"

Y)'B

时试件则呈现明显的大

偏压破坏特征#拉区有数条很宽的水平裂缝#压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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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裂缝出现较晚#主要分布在试件的上部及中部#

并没有上下贯通&

"

"开裂荷载主要与试件的砂浆强度及偏心距有

关#砂浆强度越高开裂荷载越大#偏心距越大则开裂

荷载越小%而破坏荷载随试件偏心距的增大逐渐减

小#

3

+

"

Y)'"

#

)'A

时破坏荷载下降较快#

3

+

"

Y

)mA

#

)'B

时下降减缓%多孔砖单砖的较大厚度对其

砌体受压承载力有利&

!

"截面平均应变分布符合平截面假定#大部分

试件的偏压承载力试验值高于规范计算值#总的来

看#较低砂浆强度等级的试件的试验值高于规范值

不多#而较高砂浆强度等级的多孔砖试件试验值高

于规范值较多&

A

"理论分析的探讨表明#只要选取了合适的应

力
=

应变曲线和关键参数#通过理论分析来估计砌体

的偏心受压承载力是可行的&

>

"通过试验数据回归分析得到偏心受压影响系

数公式!

<A

"#该式的计算值略低于规范值#若维持现

行规范的抗压强度平均值
$H

和偏心受压影响系数
&

计算公式不调整#则采用现行规范公式计算蒸压粉

煤灰砖砌体的偏心受压承载力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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