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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20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367 - 2013 ，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 1. 8 、

4.3.1 、 4.3.3 、 4.3.6 、 4.4.2 、 4.4.4 、 4.5.3 、 4.5.4 、 4. 5. 6 、

15.2.4 、 16.2.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混凝土

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 - 2006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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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主
→
口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8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8J 102 号、《关于同

意〈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局部修订调整为全面修订的函》

建标 [2011J 103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 

- 2006 。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材

料、增大截面加固法、置换混凝土加固法、体外预应力加固法、

外包型钢加固法、粘贴钢板加固法、粘贴纤维复合材加固法、预

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法、增设支点加固法、预张紧钢丝绳网

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法、绕丝加固法、植筋技术、锚栓技术、

裂缝修补技术。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了无粘结钢绞线体

外预应力加固技术; 2 增加了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技术;

3 增加了芳纶纤维复合材作为加固材料的应用规定; 4 补充了

锚固型快固结构胶的安全性鉴定标准; 5 补充了锚固型快固结

构胶的抗震性能检验方法; 6 修改了钢丝绳网聚合物砂浆面层

加固法的设计要求和构造规定; 7 补充了锚栓抗震设计规定;
8 补充了干式外包钢加固法的设计规定; 9 调整了部分加固计

算的参数。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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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使混凝士结构的加固，做到技术可靠、安全适用、经

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房屋建筑和一般构筑物钢筋混凝土结构加

固的设计。

1. O. 3 混凝土结构加固前，应根据建筑物的种类，分别按现行

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144 或《民用建筑

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 进行结构检测或鉴定。当与抗震加

固结合进行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或《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 GB] 117 进行抗震能力

鉴定。

1. O. 4 1昆凝土结构加固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l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结构加固 strengthening of structure 

对可靠性不足或业主要求提高可靠度的承重结构、构件及其

相关部分采取增强、局部更换或调整其内力等措施，使其具有现

行设计规范及业主所要求的安全性、耐久性和适用性。

2. 1. 2 原构件 existing structure member 

实施加固前的原有构件。

2. 1. 3 重要结构 important structure 

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建筑物中的承重结构。

2. 1. 4 一般结构 general structure 

安全等级为二级的建筑物中的承重结构。

2.1.5 重要构件 important structure member 

其自身失效将影响或危及承重结构体系整体工作的承重

构件。

2.1.6 一般构件 general structure member 

其自身失效为孤立事件，不影响承重结构体系整体工作的承

重构件。

2.1.7 增大截面加固法 structure member strengthening with 

mcreasmg sectlOn area 

增大原构件截面面积并增配钢筋，以提高其承载力和刚度，

或改变其自振频率的一种直接加固法。

2. 1. 8 外包型钢加固法 structure member strengthening with 

externally wrapped shaped steel 

对钢筋混凝土梁、柱外包型钢及钢缀板焊成的构架，以达到

共同受力并使原构件受到约束作用的加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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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复合截面加同法 structure member strengthening with 

externaily bonded reinforced material 

通过采用结构胶粘剂粘接或高强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以下

简称聚合物砂浆)喷抹，将增强材料粘合于原构件的混凝土表

面，使之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复合截面，以提高其承载力和延性的

一种直接加国法。根据增强材料的不同，可分为外粘型钢、外粘

钢板、外粘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和外加钢丝绳网-聚合物砂浆面层

等多种加固法。

2. 1. 10 绕丝加固法 structure member strengthening with 

wire wrapped 

该法系通过缠绕退火钢丝使被加固的受压构件混凝土受到约

束作用，从而提高其极限承载力和延性的一种直接加固法。

2. 1. 11 体外预应力加固法 structure member strengthening 

with externally applied prestressing 

通过施加体外预应力，使原结构、构件的受力得到改善或调

整的一种间接加固法。

2. 1. 12 植筋 embedded steel bar 

以专用的结构胶粘剂将带肋钢筋或全螺纹螺杆种植于基材混

凝士中的后锚固连接方法之一。

2. 1. 13 结构胶粘jflJ structural adhesive 

用于承重结构构件粘结的、能长期承受设计应力和环境作用

的胶粘剂，简称结构胶。

2. 1. 14 纤维复合材 fibre reinforced polymer CFRP) 

采用高强度的连续纤维按一定规则排列，经用胶粘剂浸渍、

粘结固化后形成的具有纤维增强效应的复合材料，通称纤维复

合材。

2. 1. 15 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 polymer modified cement mortar 

以高分子聚合物为增强粘结性能的改性材料所配制而成的水

泥砂浆。承重结构用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除了应能改善其自身

的物理力学性能外，还应能显著提高其锚固钢筋和粘结混凝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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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2. 1. 16 有效截面面积 effective cross-sectional area 

扣除孔洞、缺损、锈蚀层、风化层等削弱、失效部分后的

截面。

2. 1. 17 加固设计使用年限 design working life for strengthe 

ning of existing structure or its member 

加固设计规定的结构、构件加固后无需重新进行检测、鉴定

即可按其预定日的使用的时间。

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E咱 原构件钢筋弹性模量;

Es 新增钢筋弹性模量;

Ea →一一新增型钢弹性模量;

Esp 十一新增钢板弹性模量;

Ef 新增纤维复合材弹性模量;

frû 原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川、 f句-一一原构件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y 、 fy 二二新增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a 、f'a _-新增型钢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sp 、 f~~p 新增钢板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f 新增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ff , v 纤维复合材与1昆凝土粘结强度设计值;

fbd 结构胶粘剂粘结强度设计值;

fud 锚栓抗拉强度设计值;

Ef 纤维复合材拉应变设计值;

Efe 纤维复合材环向围束有效拉应变设计值。

2.2.2 作用效应及承载力

M 构件加固后弯矩设计值;

M忱 加固前受弯构件验算截面上原作用的初始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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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

N 构件加固后轴向力设计值;

V 构件加固后剪力设计值;

σ付 新增纵向钢筋受拉应力;

σ叹) 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或受压较小边钢筋的

应力;

σa 一一新增型钢受拉肢或受压较小肢的应力;

εf(J 纤维复合材滞后应变;

ω 构件挠度或预应力反拱。

2.2.3 几何参数

A削、 A飞) 原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钢筋截面面积;

A 、 A'， 新增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钢筋截面面积;

Arc 纤维复合材有效截面面积;

Acor 一一一环向围束内混凝土截面面积;

A,p 、 A'，p 新增受拉钢板、受压钢板截面面积;

Aa 、 A'a 新增型钢受拉肢、受压肢截面面积;

D 钻孔直径;

ho 、 hOI 构件加固后和加固前的截面有效高度;

hw-一一构件截面的腹板高度;

h n 受压区混凝士的置换深度;

h,p 梁侧面粘贴钢箍板的竖向高度;

hf 梁侧面粘贴纤维箍板的竖向高度;

her 锚栓有效锚固深度;

L 植筋基本锚固深度;

LJ 植筋锚固深度设计值;

L, 植筋受拉搭接长度。

2.2.4 计算系数

α1 受压区1昆凝土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与?昆凝土轴

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αc 新增1昆凝土强度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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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一新增钢筋强度利用系数;

αa 新增型钢强度利用系数;

αsp 一一防止混凝土劈裂引用的计算系数;

卢c 一一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卢I 矩形应力图受压区高度与中和轴高度的比值;

￠ 折减系数、修正系数或影响系数;

? 增大系数或提高系数。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混凝土结构经可靠性鉴定确认需要加固时，应根据鉴定

结论和委托方提出的要求，按本规范的规定和业主的要求进行加

国设计。加固设计的范围，可按整幢建筑物或其中某独立区段确

定，也可按指定的结构、构件或连接确定，但均应考虑该结构的

整体牢同性。

3. 1. 2 加固后提凝土结构的安全等级，应根据结构破坏后果的

严重性、结构的重要性和加固设计使用年限，由委托方与设计方

按实际情况共同商定。

3. 1. 3 1.昆凝土结构的加固设计，应与实际施工方法紧密结合，

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新增构件和部件与原结构连接可靠，新增截

面与原截面粘结牢固，形成整体共同工作;并应避免对未加固部

分，以及相关的结构、构件和地基基础造成不利的影响。

3. 1. 4 对高温、高湿、低温、冻融、化学腐蚀、振动、收缩应

力、温度应力、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影响因素引起的原结构损坏，

应在加固设计中提出有效的防治对策，并按设计规定的顺序进行

治理和加固。

3. 1. 5 混凝土结构的加固设计，应综合考虑其技术经济效果，

避免不必要的拆除或更换。

3. 1. 6 对加固过程中可能出现倾斜、失稳、过大变形或饵塌的

、混凝土结构，应在加固设计文件中提出相应的临时性安全措施，

并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

3. 1. 7 混凝土结构的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结构加固后的使用年限，应由业主和设计单位共同商定;

2 当结构的加固材料中含有合成树脂或其他聚合物成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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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构加固后的使用年限宜按 30 年考虑;当业主要求结构加固

后的使用年限为 50 年时，其所使用的胶和聚合物的粘结性能，

应通过耐长期应力作用能力的检验;

3 使用年限到期后，当重新进行的可靠性鉴定认为该结构

工作正常，仍可继续延长其使用年限;

4 对使用胶粘方法或掺有聚合物材料加固的结构、构件，

尚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检查的时间间隔可由设计单位确定，

但第一次检查时间不应迟于 10 年;

5 当为局部加固时，应考虑原建筑物剩余设计使用年限对

结构加固后设计使用年限的影响。

3. 1. 8 设计应明确结构加固后的用途。在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内，

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加固后结构的用途和使用

环境。

3.2 设计计算原则

3.2.1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采用的结构分析方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泪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的结构分析基

本原则，且应采用线弹性分析方法计算结构的作用效应。

3.2.2 加固混凝土结构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验算:

1 结构上的作用，应经调查或检测核实，并应按本规范附

录 A 的规定和要求确定其标准值或代表值。

2 被加固结构、构件的作用效应，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1)结构的计算图形，应符合其实际受力和构造状况;

2)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和组合值系数以及作用的分项

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确定，并应考虑由于实际荷载偏心、结构变

形、温度作用等造成的附加内力。

3 结构、构件的尺寸，对原有部分应根据鉴定报告采用原

设计值或实测值;对新增部分，可采用加固设计文件给出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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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值。

4 原结构、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和受力钢筋抗拉强度标

准值应按 F列规定取值:

1)当原设计文件有效，且不怀疑结构有严重的性能退化

时，可采用原设计的标准值;

2) 当结构可靠性鉴定认为应重新进行现场检测时，应采

用检测结果推定的标准值;

3) 当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检测受实际条件限制而无

法取芯时，可采用回弹法检测，但其强度换算值应按

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进行龄期修正，且仅可用于结构

的加罔设计。

5 加固材料的性能和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规定;

其性能的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

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确定;其性能的设计值应按本规范第 4

章各相关节的规定采用。

6 验算结构、构件承载力时，应考虑原结构在加固时的实

际受力状况，包括加田部分应变滞后的影响，以及加固部分与原

结构共同工作程度。

7 加固后改变传力路线或使结构质量增大时，应对相关结

构、构件及建筑物地基基础进行必要的验算。

3.2.3 抗震设防区结构、构件的加固，除应满足承载力要求外，

尚应复核其抗震能力;不应存在因局部加强或刚度突变而形成的

新薄弱部位。

3.2.4 为防止结构加固部分意外失效而导致的明塌，在使用胶

粘剂或其他聚合物的加固方法时，其加固设计除应按本规范的规

定进行外，尚应对原结构进行验算。验算时，应要求原结构、构

件能承担 n 倍恒载标准值的作用。当可变荷载(不含地震作用)

标准值与永久荷载标准值之比值不大于 1 时，取 η= 1.勾当该

比值等于或大于 2 时，取 η= 1. 5;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3.2.5 本规范的各种加固方法可用于结构的抗震加固，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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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时，尚应在设计、计算和构造上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

程)) JGJ 116 的规定。

3.3 加固方法及配合使用的技术

3.3.1 结构加固分为直接加固与间接加固两类，设计时，可根

据实际条件和使用要求选择适宜的加固方法及配合使用的技术。

3.3.2 直接加固宜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选用增大截面加固法、

置换j昆凝土加固法或复合截面加固法。

3.3.3 间接加固宜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选用体外预应力加固法、
增设支点加固法、增设耗能支撑法或增设抗震墙法等。

3.3.4 与结构加固方法配合使用的技术应采用符合本规范规定

的裂缝修补技术、锚固技术和阻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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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混凝土

4. 1. 1 结构加固用的提凝土，其强度等级应比原结构、构件提

高一级，且不得低于 C20 级;其性能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

4. 1. 2 结构加固用的混凝土，可使用商品混凝土，但所掺的粉

煤灰应为 I 级灰，且烧失量不应大于 5% 。

4. 1. 3 当结构加固工程选用聚合物混凝土、减缩1昆凝士、微膨

胀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合成纤维混凝土或喷射棍凝土时，应

在施工前进行试配，经检验其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使用。

4.2 钢材及焊接材料

4.2.1 混凝土结构加固用的钢筋，其品种、质量和性能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宜选用 HRB335 级或 HPB300 级普通钢筋;当有工程经

验时，可使用 HRB400 级钢筋;也可采用 HRB500 级和

HRBF500 级的钢筋。对体外预应力加固，宜使用 UPS15.2-

1860 低松弛无粘结钢绞线。

2 钢筋和钢绞线的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

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 1 、《钢筋混凝

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2 和《元粘结预应

力钢绞线)) JG 161 的规定。

3 钢筋性能的标准值和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采用。

4 不得使用无出厂合格证、无中文标志或未经进场检验的

钢筋及再生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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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1昆凝土结构加固用的钢板、型钢、扁钢和钢管，其品种、

质量和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 Q235 级或 Q345 级钢材;对重要结构的焊接构

件，当采用 Q235 级钢，应选用 Q235-B 级钢;

2 钢材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

GB/T 700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 的规定;

3 钢材的性能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的规定采用;

4 不得使用元出厂合格证、无中文标志或未经进场检验的

钢材。

4.2.3 当混凝土结构的后锚固件为植筋时，应使用热轧带肋钢

筋，不得使用光圆钢筋。植筋用的钢筋，其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1 条的规定。
4.2.4 当后锚固件为钢螺杆时，应采用全螺纹的螺杆，不得采

用锚人部位元螺纹的螺杆。螺杆的钢材等级应为 Q345 级或

Q235 级;其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合金高强度结构

钢>> GB/T 1591 和《碳素结构钢>> GB/T 700 的规定。

4.2.5 当承重结构的后锚固件为锚栓时，其钢材的性能指标必

须符合表 4.2.5-1 或表 4.2.5-2 的规定。

表 4.2.5-1 碳素钢及合金钢锚栓的钢材抗拉性能指标

性能等级

抗拉强度标准值 fuk CMPa) 

屈服强度标准值 fyk CMPa) 

断后伸长率占:， (%) 

注:性能等级 4.8 表水: f"k 三 400MPa; jyk/ j咄 =0.8 0

表 4.2.5-2 不锈钢锚栓(奥氏体 Al 、 A2 ， A4 , A5)的钢材性能指标

性能等级 50 70 80 

螺纹公称直径 d(mm) 三三 39 三二24 三二 24

锚栓钢材
抗拉强度标准值 juk CMPa) 500 700 800 

屈服强度标准值 fyk 或 f、.门k (MPa) 210 4:>0 600 
性能指标

伸长值占 (mm) O.6d O.1d 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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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1昆凝土结构加固用的焊接材料，其型号和质量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焊条型号应与被焊接钢材的强度相适应;

2 焊条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

焊条)) GBjT 5117 和《热强钢焊条)) GBjT 5118 的规定;

3 焊接工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和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的规定;

4 焊缝连接的设计原则及计算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的规定。

4.3 纤维和纤维复合材

4.3.1 纤维复合材的纤维必须为连续纤维，其品种和质量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承重结构加固用的碳纤维，应选用聚丙烯睛基不大于

15K 的小丝束纤维。

2 承重结构加固用的芳纶纤维，应选用饱和服水率不大于

4.5%的对位芳香族聚酷股长丝纤维。且经人工气候老化 5000h

后， 1000MPa 应力作用下的蠕变值不应大于 0.15mm。

3 承重结构加固用的玻璃纤维，应选用高强度玻璃纤维、

耐碱瑕璃纤维或碱金属氧化物含量低于 0.8%的无喊玻璃纤维，

严禁使用高碱的玻璃纤维和中碱的玻璃纤维。

4 承重结构加固工程，严禁采用预浸法生产的纤维织物。

4.3.2 结构加固用的纤维复合材的安全性能必须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的

规定。

4.3.3 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标准值，应根据置信水平为 0.99 、

保证率为 95%的要求确定。不同品种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标

准值应按表 4.3.3 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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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标准值

抗拉强度标准值 (MPa)
晶 种 等级或代号

单向织物{布) 条形板

高强度 I 级 3400 2400 
碳纤维

高强度 E级 300。 2000 
复合材

高强度E级 1800 

芳纶纤维 高强度 I 级 2100 1200 

复合材 高强度 E级 1800 800 

玻璃纤维 高强玻璃纤维 2200 

复合材 无碱玻璃纤维、耐碱玻璃纤维 1500 

4.3.4 不同品种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分别按表

4.3.4-1、表 4.3.4-2 及表 4.3.4-3 采用。

表 4.3. 牛1 碳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MPa)

过!
单向织物(布) 条形板

高强度 I 级高强度 E级高强度皿级 高强度 I 级 高强度 H级

重要构件 1600 1400 1150 1000 

一般构件 2300 2000 1200 1600 1400 
一一一→

注:L形板按高强度 E级条形板的设计值采用。

表 4.3. 今2 芳纶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MPa)

ι:TTT 
单向织物(布) 条形板

高强度 I 级 高强度 H级 高强度 I 级 高强度 E级

重要构件 960 800 560 480 

一般构件 1200 1000 700 600 

表 4.3. 4-3 玻璃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MPa)

47\\之!!!! 单向织物(布}

重要构件 一般构件

高强玻璃纤维 500 700 

无碱玻璃纤维、耐碱玻璃纤维 350 5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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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纤维复合材的弹性模量及拉应变设计值应按表 4.3.5

采用。

表 4.3.5 纤维复合材弹性模量及拉应变设计值

品飞种飞飞飞飞 性\能飞项飞目 弹性模量 (MPa) 拉应变设计值

单向织物 条形板 重要构件 一般构件

高强度 I 级 2.3 X 10' 1. 6X 10' 
0.007 0.01 

碳纤维复合材 高强度 E 级 2. OX 105 1. 4X lO" 

高强度阻级 1. 8X 105 

高强度 I 级 1. 1 X 10' 0.7X105 

芳纶纤维复合材 0.008 0.01 
高强度 H 级 O. 8X 105 0.6X105 

高强玻璃纤维复
代号 S 0.7X105 

合材
0.007 0.01 

无碱或耐碱玻璃
代号 E、 AR O. 5X 105 

纤维复合材

4.3.6 对符合安全性要求的纤维织物复合材或纤维复合板材，

当与其他结构胶粘荆配套使用时，应对其抗拉强度标准值、纤维

复合材与混凝土正拉粘结强度和层闽剪切强度重新做适配性

检验。

4.3.7 承重结构采用纤维织物复合材进行现场加固时，其织物

的单位面积质量应符合表 4.3.7 的规定。

表 4.3.7 不同晶种纤维复合材单位面积质量限值 (g/m2 ) 

玻璃纤维织物

施了方法 碳纤维织物
芳纶纤维

织物
高强玻 无碱或耐碱

璃纤维 玻璃纤维

现场手 E涂布胶粘剂 主三300 三三450 主二450 三ζ600

现场真空灌注胶粘剂 主二450 三二650 王三550 王三750

4.3.8 当进行材料性能检验和加固设计时，纤维复合材截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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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纤维织物应按纤维的净截面面积计算。净截面面积取纤

维织物的计算厚度乘以宽度。纤维织物的计算厚度应按其单位面

积质量除以纤维密度确定。纤维密度应由厂商提供，并应出具独

立检验或鉴定机构的抽样检测证明文件。

2 单向纤维预成型板应按不扣除树脂体积的板截面面积计

算，即应按实测的板厚乘以宽度计算。

4.4 结构加固用胶粘剂

4.4.1 承重结构用的胶粘剂，宜按其基本性能分为 A 级胶和 B

级胶;对重要结构、悬挑构件、承受动力作用的结构、构件，应

采用 A级胶;对一般结构可采用 A 级胶或 B 级胶。

4.4.2 承重结构用的胶粘剂，必须进行粘结抗剪强度检验。检

验时，其粘结抗剪强度标准值，应根据置信水平为 0.90、保证

率为 95%的要求确定。

4.4.3 承重结构加固用的胶粘剂，包括粘贴钢板和纤维复合材，

以及种植钢筋和锚栓的用胶，其性能均应符合国家标准《工程结

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 2011 第 4. 2. 2 条

的规定。

4.4.4 承重结构加固工程中严禁使用不饱和聚醋树脂和醇酸树

脂作为胶粘剂。

4.4.5 当结构锚固工程需采用快固结构胶时，其安全性能应符

合表 4.4.5 的规定。

表 4.4.5 锚固型快固结构胶安全性能鉴定标准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检验方法

劈裂抗拉强度 (MPa) 二主8.5 GB 50728 
胶

体 抗弯强度 (MPa)
二三50 ，且不得

GB/T 2567 
性 呈碎裂状破坏

能
抗压强度 (MPa) 二三 60.0 GB/T 2567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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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5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检验方法

钢对钢(钢套筒法)拉伸抗剪强度标
二三16.0 4正规范附录 C

r佳值

钢对钢(钢片单剪法)拉伸抗列强度平
二"，6.5 GB/T 7124 

粘
均值

4z》g土3 C30 

能 金 25 注12.0

力 约束 N:拔条件下带肋 埋深 150mm

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抗剪 GB 50728 

强度 (MPaJ C60 

尘 25 二主 18.0

埋深 125mm

经 90d 湿热老化后的钢套筒粘结抗男强度降

低率 (%J
<15 GB 50728 

经低周反复抗力作用后的试件粘结抗男强度

降低率 (%J
运50 本规范附录 D

注 1 快同结构胶系指在 16'C~25'C 环境中，其间化时间不超过 45min 的胶粘

剂，且应按 A 级的要求采用;

2 检验抗剪强度标准值时，取强度保证率为 95%; 置信水平为 0.90，试件数

量不应少于 15 个 s

3 气快同结构胶用于锚栓连接时，不需做钢片单剪法的抗剪强度检验。

4.5 钢丝缉

4.5.1 采用钢丝绳网←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构

件时，其钢丝绳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结构、构件，或结构处于腐蚀介质环境、潮湿环境

和露天环境时，应选用高强度不锈钢丝绳制作的网片;

2 处于正常温、湿度环境中的一般结构、构件，可采用高

强度镀钵钢丝绳制作的网片，但应采取有效的阻锈措施。

4.5.2 制绳用的钢丝应符合下列规定:

17 



1 当采用高强度不锈钢丝时，应采用碳含量不大于 0.15%

及硫、磷含量不大于 0.025%的优质不锈钢制丝;

2 当采用高强度镀悻钢丝时，应采用硫、磷含量均不大于

0.03%的优质碳素结构钢制丝;其辞层重量及镀铮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钢丝镀钵层>> YB/T 5357 对 AB级的规定。

4.5.3 钢丝绳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frtk) 应按其极限抗拉强度确

定，且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以及不低于 90%的置信水平。

4.5.4 不锈钢丝绳和镀辞钢丝绳的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应按表

4.5.4 采用。

表 4.5.4 富强钢丝绳抗拉强度设计值 (MPa)

高强不锈钢丝绳 高强镀铸钢丝缉

种类 符号
钢丝绳 抗拉强度 抗拉强度 钢丝绳 抗拉强度 抗拉强度

公称直径 标准值 设计值 公称直径 标准值 设计值

(mm) Jtk JrN (mm) Jtk JrN 

6X7+IWS 1>' 2.4-4.0 1600 1200 2.5-4.5 1650 1100 

lX19 1>' 2.5 1470 1100 2.5 1580 1050 

4.5.5 高强度不锈钢丝绳和高强度镀钵钢丝绳的弹性模量及拉

应变设计值应按表 4.5.5 采用。

表 4.5.5 高强钢丝绳弹性模量及拉应变设计值

类 别
弹性模量设计值 tIL应变设计值

ErN (MPa) εrN 

6X7十IWS 1. 2XI05 0.01 
不锈钢丝绳

lX 19 1. 1XI05 0.01 

6X7十IWS 1. 4XI05 0.008 
镀钵钢丝绳

lX 19 1. 3X105 0.008 

4.5.6 结构加固用钢丝绳的内部和表面严禁涂有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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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

4.6.1 采用钢丝绳网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以下简称聚合物砂

浆)面层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时，其聚合物品种的选用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对重要结构的加固，应选用改性环氧类聚合物配制;

2 对→般结构的加固，可选用改性环氧类、改性丙烯酸醋

类、改性丁苯类或改性氯I类聚合物乳液配制;

3 不得使用聚乙烯醇类、氯偏类、苯丙类聚合物以及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物配制;

4 在结构加固工程中不得使用聚合物成分及主要添加剂成

分不明的任何型号聚合物砂浆;不得使用未提供安全数据清单的

任何品种聚合物;也不得使用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储存期内已发

生分相现象的乳液。

4.6.2 承重结构用的聚合物砂浆分为 I 级和 H 级，应分别按下

列规定采用:

1 板和墙的加固:

1)当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C50 时，应采用 I

级聚合物砂浆;

2) 当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5 及其以下时，可采用

I 级或 H 级聚合物砂浆。

2 梁和柱的加固，均应采用 I 级聚合物砂浆。

4.6.3 1级和H级聚合物砂浆的安全性能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的规定。

4.7 阻锈剂

4.7.1 既有混凝土结构钢筋的防锈，宜按本规范附录 E 的规定

采用喷涂型阻锈剂。承重构件应采用烧氧基类或氨基类喷涂型阻

锈剂。

4.7.2 喷涂型阻锈剂的质量应符合表 4.7.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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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喷涂型阻锈剂的质量

1皖氧基类阻锈剂 氨基类阻锈卉。

检验项目 合格指标 检验项目 合格指标

外观 透明、珑王白色液体 外观 透明、微黄色液体

浓度 0.88g/mL 密度 (20 0C 时) 1. 13g/mL 

pH 值 1O~1l pH 值 1O~12 

辈古度 (20 0C 时) O. 95mPa • S 幸自度 (20 0C 时) 25mPa' S 

:皖氧基复合物含量 二主98.9% 氨基复合物含量 >15% 

硅氧烧含量 三三0.3% 氯离子 Cl 无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400g/L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200g/L 
」一

4.7.3 喷涂型阻锈剂的性能应符合表 4.7.3 的规定。

表 4.7.3 喷涂型阻锈剂的性能指标

检验项目 合格指标 检验方法标准

氯离子含量降低率 二三90% JTJ 275 - 2000 

盐水浸渍试验 无锈蚀，且电位为 O~-250mV YB/T 9231- 2009 

干湿冷热循环试验 60 次，无锈蚀 YB/T 9231 - 2009 

电化学试验 电流应小于 150μA. 且破样检查无锈蚀 YBJ 222 

现场锈蚀电流检测 喷涂 150d 后现场测定的电流降低率?80% GB 50550 - 2010 

注:对亲水'性的阻锈剂，宜在增喷附加涂层后测定其氯离子含量降低率。

4.7.4 对掺加氯盐、使用除冰盐或海砂，以及受海水浸蚀的混

凝土承重结构加固时，应采用喷涂型阻锈剂，并在构造上采取措

施进行补救。

4.7.5 对混凝土承重结构破损部位的修复，可在新浇的混凝土

中使用掺入型阻锈剂;但不得使用以亚硝酸盐为主成分的阳极型

阻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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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大截面加固法

5.1 设计规定

5. 1. 1 本方法适用于钢筋混凝土受弯和受压构件的加固。

5. 1. 2 采用本方法时，按现场检测结果确定的原构件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C13 。

5. 1. 3 当被加固构件界面处理及其粘结质量符合本规范规定时，

可按整体截面计算。

5. 1. 4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钢筋I昆凝土结构构件时，其正截面承

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基

本假定进行计算。

5. 1. 5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对?昆凝土结构进行加固时，应采取

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

5.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5.2.1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受弯构件时，应根据原结构构造和受

力的实际情况，选用在受压区或受拉区增设现浇钢筋混凝土外加

层的加同方式。

5.2.2 当仅在受压区加固受弯构件时，其承载力、抗裂度、钢

筋应力、裂缝宽度及挠度的计算和验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关于叠合式受弯构件的规定进行。

吁验算结果表明，仅需增设混凝士叠合层即可满足承载力要求

时，也应按构造要求配置受压钢筋和分布钢筋。

5.2.3 当在受拉区加固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时(图 5.2.3) ，其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M ~ aJyA , (h() - ~ )十ιA，() (hOl - ~ )十 j'yüA'，o (亏一 a' ) 

(5.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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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d，呻 ln: = fyiJA凶 +αJyAs - j'yi)A飞) (5.2.3-2) 

2a' ζ .r~二 $hho (5.2.3-3) 

式中 :M一-构件加固后弯矩设计值 (kN. m); 

比一-新增钢筋强度利用系数，取比 =0.9;

fy一一新增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As 新增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ho 、 hOI - 构件加固后和加固前的截面有效高度 (mm);

z一一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fyü 、 j'y。 原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A坤、 A与一-原受拉钢筋和原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aL--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mm); 

αI 受压区混凝土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与混凝土轴心抗

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取 α1 =1. 0;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

取 α1=0.94;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fdJ一一原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命一一矩形截面宽度 (mm);

<5，-构件增大截面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按本

规范第 5.2.4 条的规定计算。

忏上→

图 5.2.3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简图

5.2.4 受弯构件增大截面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缸，应

按下列公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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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午一
1 十生冬+~主l

εcuιREcu 

és1 = (1. 6 去一 0.6)ésü
l\10k 

ε甜 - 0.85ho1A咱 Esü

(5.2.4- 1) 

(5.2.4-2) 

(5.2.4-3) 

式中: ßl 计算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自值

取为 0.80;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卢l 值取

为 0.74，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L.-一-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取 é... =0.0033; 

飞I二一新增钢筋位置处，按平截面假设确定的初始应变

值;当新增主筋与原主筋的连接采用短钢筋焊接

时，可近似取 h01 =ho , é s1 =ε捕;

M Ok -加固前受弯构件验算截面上原作用的弯矩标准值 F

E呻-一-加固前，在初始弯矩 MOk作用下原受拉钢筋的应

变值。

5.2.5 当按公式 (5.2.3-1)及 (5.2.3-2) 算得的加固后混凝

土受压区高度 z 与加固前原截面有效高度h01之比 X/hOl大于原截

面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也时，应考虑原纵向受拉钢筋应力内尚

达不到 f沪的情况。此时，应将上述两公式中的 fyû改为 σ坤，并

重新进行验算。验算时， σ哺值可按下式确定:

10 只品的 1 4 \ 

σd)= (-74-IlEcuE民运三 fyû (5.2.5) 

5.2.6 对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截面受弯构件，其受拉区增设

现浇配筋混凝土层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5.2.3 条

至第 5.2.5 条的计算原则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GB 50010 关于 T形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规定进行计算。

5.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5.3.1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斜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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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 hw/b'"ζ4 时

Vζo. 25βfcbho (5.3.1- 1) 

2 当 hw/b二三6 时

V运 O. 20卢!cfc fi1 o (5.3.1-2) 

3 当 4<hw/b<6 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式中 :V 构件加固后剪力设计值 CkN) ; 
卢c一一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值采用;

b一一矩形截面的宽度或 T 形、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m m 

hw 截面的腹板高度 (mm); 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

度;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对 I

形截面，取腹板净高。

5.3.2 采用增大截面法加固受弯构件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受拉区增设配筋混凝土层，并采用 U 形箍与原箍筋逐

个焊接时:

Vζαcv [ftûbh o1 十 αc!tb(ho - h01 ) ]十f川生旦ho

(5.3.2- 1) 

2 当增设钢筋混凝土三面围套，并采用加锚式或胶锚式箍

筋时:

V~acv叭队。1 十 aJtAc) 十ι今ho 十 fyv()令hll1
(5.3.2-2) 

式中 :αcv 斜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对一般受弯构件

取 0.7; 对集中荷载作用下(包括作用有多种荷

载，其中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产生

的剪力值占总剪力的 75%以上的情况)的独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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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αcv为L22 ， A 为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取A 等于
A十 I

a/ho. 当 A 小于1. 5 时，取1. 5; 当 A 大于 3 时，

取 3; a 为集中荷载作用点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

的距离;

αc 新增混凝土强度利用系数，取 αc=0.7;

ft 、 /tO---二新、旧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Ac 三面围套新增1昆凝土截面面积 (mm2 ) ; 

队 新增箍筋强度利用系数，取 α， =0.9;

fyv 、 f川 新箍筋和原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Aw 、 A呻 同一截面内新箍筋各肢截面面积之和及原箍筋各

股截面面积之和 (mm2 ) ; 

‘、 So 新增箍筋或原箍筋沿构件长度方向的问距 (mm) 。

5.4 受压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5.4.1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图 5.4. 1)

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按下式确定:

N~二 O. 9ψ[/c，oAo + f'yüA飞+ Qs (fcAc + f'yA',) ] 

(5.4. 1) 

式中 :N一一构件加固后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kN) ; 
?一一构件稳定系数，根据加固后的截面尺寸，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

值采用;

A，;J 、 Ac一一构件加固前1昆凝土截面面积和加固后新增部分混凝

土截面面积 (mm2 ) ; 

儿、f'y() 新增纵向钢筋和原纵向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2 ) ; 

A', 新增纵向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αm 综合考虑新增混凝土和钢筋强度利用程度的降低系

数，取 α臼值为 0.8 0

25 



2 

图 5.4.1 轴心受压构件增大截面加固

I 新增纵向受力钢筋; 2一新增截面; 3 原柱截面; 4 新加箍筋

5.4.2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时，其矩形

截面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图 5.4.2) : 

NζαJccb:r + O. 9 f'yA's + f'yQ A'4J 一 σsAs 一 σ甜A曲

(5.4.2- 1) 

I • :r 飞， A.' ~. I 
Ne 三三 αJcchx l ho - "2 ) + O. 9f'yA's (ho - a's) 

十 f;oAL(ho-aL) 一向A曲 (a由 -as ) (5.4.2-2) 

/。只hn唱、
σ副=(→ :'V1 -l)E甜 Ecu 三二八 (5.4. 2-3) 

/。 只九 、
σs = l ~. ;"V -1 ) EsEcu ~ fy (5.4.2-4) 

式中:儿 新旧混凝土组合截面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

值 (N/mm2 ) ，可近似按 fcc = ~ (fco +0. 9fc) 确

定;若有可靠试验数据，也可按试验结果确定;

fc 、 fc{J一二分别为新旧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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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副 原构件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应力，当为

小偏心受压构件时，图中此可能变向;当算得

σρ>fyQ时，取 σρ =f川

σs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新增纵向钢筋应力 (N/

mm2 ); 当算得民>fy 时，取民= fy; 



'" 

Aρ 原构件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mm2 ) ; 

A',;() 原构件受压较大边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mm2 ) ; 

、

r 偏心距，为轴向压力设计值 N 的作用点至纵向受拉

钢筋合力点的距离，按本节第 5.4.3 条确定 (mr口) ; 

"山一一一原构件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合力点到加

国后截面近边的距离 (mm);

";) 原构件受压较大边纵向钢筋合力点到加固后截面

近边的距离 (mm);

"白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新增纵向钢筋合力点至加固

后截面近边的距离 (mm);

α:一-受压较大边新增纵向钢筋合力点至加固后截面近

边的距离 (mm);

ho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新增纵向钢筋合力点至加固

后截面受压较大边缘的距离 (mm);

h01 一→原构件截面有效高度 (mm) 。

αJ~bx 
f~.A~ 

亢A~l1

σωA仙

σ画A，

A; 

阁 5.4.2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加固的计算

5.4.3 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作用点的距离

(偏心距) e ，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r=rf-G (5.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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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 eo +ea (5.4.3-2) 

式中: ej 初始编心距;

a 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的距离;

eo--一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取为 M/N; 当需

要考虑二阶效应时， M应按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第 6.2.4 条规定的

Cm 1jns M2 ，乘以修正系数 ψ 确定，即取 M 为

I/Cm守旧M2 ;

沪一一修正系数，当为对称形式加固时，取￠为1. 2; 当

为非对称加固时，取功为1. 3; 

ea - 附加偏心距，按偏心方向截面最大尺寸 h 确定;当

h~600mm 时，取 ea 为 20mm; 当 h>600mm 时，

取 ea =h/30 。

5.5 构造规定

5.5.1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时，新增截面部分，可用现浇混凝

土、自密实混凝土或喷射混凝土浇筑而成。也可用掺有细石混凝

土的水泥基灌浆料灌注而成。

5.5.2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时，原构件混凝土表面应经处理，

设计文件应对所采用的界面处理方法和处理质量提出要求。一般

情况下，除棍凝土表面应予打毛外，尚应采取涂刷结构界面胶、

种植剪切销钉或增设剪力键等措施，以保证新旧 1昆凝土共同

工作。

5.5.3 新增混凝土层的最小厚度，板不应小于 40mm; 梁、柱，

采用现烧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或灌浆料施工时，不应小于

60mm，采用喷射?昆凝土施工时，不应小于 50mm。

5.5.4 加固用的钢筋，应采用热轧钢筋。板的受力钢筋直径不

应小于 8mm; 梁的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 柱的受力钢

筋直径不应小于 14mm; 加锚式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 U 形

箍直径应与原箍筋直径相同;分布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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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新增受力钢筋与原受力钢筋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25mm ，

并应采用短筋或箍筋与原钢筋焊接;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新增受力钢筋与原受力钢筋的连接采用短筋(图

5. 5. 5a) 焊接时，短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25mm，长度不应小于其

直径的 5 倍，各短筋的中距不应大于 500mm;

3 

(a) 短筋焊接连接构造

:时工!
(b) 设置U形箍筋构造

二LJOt

程?
(d) 环形箍筋或加锚式箍筋构造

忖忖

枉的;
(c) 植筋埋设U形箍构造

喻:jiPl20
(e) 环形箍筋或加锚式箍筋构造

因 5. 5. 5 增大截面配置新增箍筋的连接构造

l 原钢筋; 2 连接短筋; 3 向连系钢筋，对应在原箍筋位置; 4 新

增钢筋; 5 焊接于原箍筋上; 6 新加 U 形箍; 7 植箍筋用结构胶锚

[词; 8 新加箍筋; 9 螺栓，虫草、帽拧紧后加点焊; 10←钢板:11 加锚

式箍筋; 12 新增受力钢筋; 13 孔中用结构胶锚闹; 14 胶锚式箍

筋;d 箍筋直径

2 当截面受拉区一侧加固时，应设置 U 形箍筋(图

5.5.5切， U 形箍筋应焊在原有箍筋上，单面焊的焊缝长度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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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筋直径的 10 倍，双面焊的焊缝长度应为箍筋直径的 5 倍;

3 当用混凝土围套加国时，应设置环形箍筋或加锚式箍筋

(图 5.5.5d 或 e) ; 

4 当受构造条件限制而需采用植筋方式埋设 U 形箍(罔

5. 5. 5c) 时，应采用锚固型结构胶种植，不得采用未改性的环氧

类胶粘剂和不饱和聚醋类的胶粘剂种植，也不得采用无机锚固剂

(包括水泥基灌浆料)种植。

5.5.6 梁的新增纵向受力钢筋，其两端应可靠锚固;柱的新增

纵向受力钢筋的下端应伸人基础并应满足锚固要求;上端应穿过

楼板与上层柱脚连接或在屋面板处封顶锚固。

30 



6 置换混凝土加固法

6.1 设计规定

6. 1. 1 本方法适用于承重构件受压区混凝土强度偏低或有严重

缺陷的局部加固。

6. 1. 2 采用本方法加固梁式构件时，应对原构件加以有效的支

顶。当采用本方法加固柱、墙等构件时，应对原结构、构件在施

工全过程中的承载状态进行验算、观测和控制，置换界面处的混

凝土不应出现拉应力，当控制有困难，应采取支顶等措施进行

卸荷。

6. 1. 3 采用本方法加同混凝土结构构件时，其非置换部分的原

构件混凝士强度等级，按现场检测结果不应低于该j昆凝土结构建

造时规定的强度等级。

6.1.4 当混凝土结构构件置换部分的界面处理及其施工质量符

合本规范的要求时，其结合面可按整体受力计算。

6.2 加固计算

6.2.1 当采用置换法加固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时，其正截

面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Nζ0.9ψ (fdJ A{) 十 αJcAc + f'yûA与) (6.2. 1) 

式中 :N 构件加固后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kN) ; 
v一一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士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值采用;

αc 置换部分新增1昆凝土的强度利用系数，当置换过程

元支顶时，取 αc = o. 8; 当置换过程采取有效的支
顶措施时，取 αc= 1. 0;

fctJ 、 fc 分别为原构件混凝土和置换部分新泪凝土的抗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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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计值 (N/mm2 ) ; 

Aco , Ac 分别为原构件截面扣去置换部分后的剩余截面面积

和置换部分的截面面积 (mm2 ) 。

6.2.2 当采用置换法加罔钢筋1昆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时，其正截

面承载力应按下列两种情况分别计算:

1 压区混凝土置换深度 hn二三凡，按新混凝土强度等级和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进行正截

面承载力计算。

2 压区混凝土置换深度 hn<Xn ' 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下

列公式规定:

N 三二 αJcbhn + αJcOb(xn-hn ) 十 j'yûA'4J 一的)A必)

(6.2.2- 1) 

Ne ζα11cbh nhon 十 αdC{J b (X n -hn)h∞十j'yí)A'，，) (ho - a',) 

(6.2.2-2) 

式中 :N一一构件加固后轴向压力设计值 (kN) ; 

r 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mm);

1c→一构件置换用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1cO一一原构件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工η一一加国后j昆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h n一--受压区混凝土的置换深度 (mm);

ho 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mm);

hon 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置换混凝土形心的距离

(mm); 

h 受拉区纵向钢筋合力点至原?昆凝土 (Xn - h n ) 部分

形心的距离 (mm);

A，o 、 A与一一分别为原构件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b二二矩形截面的宽度 (mm);

GF、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mm);

1':川一一原构件纵向受压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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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广一一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 (N/mm2 )。

6.2.3 当采用置换法加周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时，其正截面承

载力应按下列两种情况分别计算:

1 }王区 1昆凝土置换深度 hn二三儿，按新混凝土强度等级和现

行国家标准 ((1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进行正截

面承载力计算。

2 压区?昆凝土置换深度 hn<巧，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MζαlfJJh nhon + α l I<:Þ (Xn -hn)hω 十 f川A'，o (h o - a's) 

(6.2.3- 1) 

α1 fc lJh n +αd"Þ (Xn -hn) = j卢A低) - f'yoA',o 

(6.2.3 叩 2)

式中 :M一一构件加固后的弯矩设计值 (kN.m);

fy(J 、 jL 原构件纵向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勺。

6.3 构造规定

6.3.1 置换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比原构件混凝土提高一级，

且不应低于 C25 。

6.3.2 l昆凝土的置换深度，板不应小于 40mm; 梁、柱，采用

人工浇筑时，不应小于 60mm，采用喷射法施工时，不应小于

50mm o 置换长度应按混凝土强度和缺陷的检测及验算结果确

定，但对非全长置换的情况，其两端应分别延伸不小于 100mm

的长度。

6.3.3 梁的置换部分应位于构件截面受压区内，沿整个宽度剔

除(图 6.3. 3a) ，或沿部分宽度对称剔除(图 6. 3. 3b) ，但不得

仅剔除截面的一隅(图 6. 3. 3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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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沿整个宽度剔除 (b) 沿部分宽度对称剔除 (c) 不得仅剔除截面一阴

图 6.3.3 梁置换混凝土的剔除部位

I 剔除区; .Tn 受压区高度

6.3.4 置换范围内的混凝土表面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对既

有结构，旧混凝士表面尚应涂刷界面胶，以保证新旧混凝土的协

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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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体外预应力加固法

7.1 设计规定

7. 1. 1 本方法适用于下列钢筋泪凝土结构构件的加固:

1 以无粘结钢绞线为预应力下撑式拉杆时，宜用于连续梁

和大跨简支梁的加国;

2 以普通钢筋为预应力下撑式拉杆时，宜用于一般简支梁

的加固;

3 以型钢为预应力撑杆时，宜用于柱的加固。

7. 1. 2 本方法不适用于素混凝土构件(包括纵向受力钢筋一侧

配筋率小于 0.2%的构件)的加固。

7. 1. 3 采用体外预应力方法对钢筋1昆凝土结构、构件进行加固

时，其原构件的泪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 。

7. 1. 4 采用本方法加固说凝土结构时，其新增的预应力拉杆、

锚具、垫板、撑杆、缀板以及各种紧固件等均应进行可靠的防锈

蚀处理。

7. 1. 5 采用本方法加固的1昆凝士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

不应高于 60 0C 。

7. 1. 6 可被加固构件的表面有防火要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及耐火极限要

求，对预应力杆件及其连接进行防护。

7. 1. 7 采用体外预应力加间法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时，

可不采取卸载措施。

7.2 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的加固计算

7.2.1 采用无粘结钢绞线预应力下撑式拉杆加固受弯构件时，

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正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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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假定钢绞线的应力等于

施加预应力时的张拉控制应力，亦即假定钢绞线的应力增量值与

预应力损失值相等。

2 当采用一端张拉，而连续跨的跨数超过两跨;或当采用

两端张拉，而连续跨的跨数超过四跨时，距张拉端两跨以上的

梁，其由摩擦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有可能大于钢绞线的应力增

量。此时可采用下列两种方法加以弥补:

1)方法一:在跨中设置拉紧螺栓，采用横向张拉的方法

补足预应力损失值;

2) 方法二:将钢绞线的张拉预应力提高至 O. 75fptk' 计

算时仍按 0.70fptk取值 o

3 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产生的纵向压力在计算中不予

计入，仅作为安全储备。

4 在达到受弯承载力极限状态前，无粘结钢绞线锚罔可靠。

7.2.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ph可采用下式计

算，即加国前控制值的 O. 85 倍:

~ph = O. 85~b (7.2.2) 

式中 :ι 构件加固前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按现行同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7.2.3 当采用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固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时(图 7.2.3) ，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1 , X \ , 
Mζαtf，，)bx \ hp - '2 )十 f川A'，o (h p - a') - f/ûAo (h p - hl)) 

(7.2.3- 1) 

αtfr<J hr =σpAp + f川人。 f二JA飞 (7.2.3-2)

2a' ζrζιbhO (7.2.3-3) 

式中 :M 弯矩(包括加固前的初始弯矩)设计值 CkN. m); 

αI 一-1:十算系数:当?昆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取

α1 = 1. 0;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取 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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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f什j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1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b, h 矩形截面的宽度和高度 (mm);

j圳、 j"y() 原构件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

值 (N/mm2 ) ; 

A，o 、 A'，() 原构件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F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1昆凝土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mm); 

九) 构件加固前的截面有效高度 (mm);

hp →一一构件截面受压边至无粘结钢绞线合力点的距离

(mm) ，可近似取 hp=h;

σν 预应力钢绞线应力值 (N/mm勺，取 σpσ网;

σ1') 预应力钢绞线张拉控制应力 (N/mm2 ) ; 

Ap--一预应力钢绞线截面面积 (mm2 ) 。

←_b_斗
f:oA~) 

(a) 钢绞线位于梁底以上 (b) 钢绞线位于梁底以下 (c) 对应于(b)的计算简图

罔 7.2.3 矩形截面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一般加同设计时，可根据公式 (7.2.3-1)计算出 i昆凝土受

阻仄的高度 .1'， 然后代人公式 (7.2.3-2) ，即可求出顶应力钢绞

线的截面面积儿。

7.2. "' '与采用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固矩形截面受弯构件

时句其斜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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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三二 V11， +V1ψ

V1ν 二 O. 8σ"A"sina 

(7.2.4- 1) 

(7.2.4-2) 

式中 :V 支座剪力设计值 (kN) ; 

Vw 一一二一加间前梁的斜截面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昆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计算 (kN) ; 

V hp 采用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间后，梁的斜截面

承载力的提高值 (kN) ; 

α-一一支座区段钢绞线与梁纵向轴线的夹角(rad) 。

7.3 普通钢筋体外预应力的加固计算

7.3.1 采用普通钢筋预应力下撑式拉杆加固简支梁时，应按下

列规定进行计算:

1 估算预应力下撑式tìT.杆的截面面积 Ap :

A ,) ----;:全年 (7.3.1- 1) 
J "y 币n02

式中: A p -预应力下撑式拉杆的总截面面积 (mm2 ) ; 

fpy→-下撑式钢拉杆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h02 由下撑式拉杆中部水平段的截面形心到被加固梁

上缘的垂直距离 (mm);

7厂一内力臂系数，取 O. 80 。

2 计算在新增外荷载作用下该拉杆巾部水平段产生的作用

效应增量.6.N。

3 确定下撑式拉杆应施加的预应力值 σp。确定时，除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控制张

拉应力并计入预应力损失值外，尚应按下式进行验算:

σp 十 (.6.N/A p ) <卢dPY (7.3.1-2) 

式中 :ßl~下撑式拉杆的协同工作系数，取 O. 80 。

4 按本规范第 7.2.3 条和第 7.2.4 条的规定验算梁的正截

面及斜截面承载力。

5 预应力张拉控制量应按所采用的施加预应力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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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千斤顶纵向张拉时，可按张拉力 σpAp 控制;当要求按伸

长率控制，伸长率中应计入裂缝闭合的影响。当采用拉紧螺杆进

行横向张拉时，横向张拉量应按本规范第 7. 3. 2 条确定。

7.3.2 当采用两根预应力下撑式拉杆进行横向张拉时，其拉杆

中部横向张拉量6.H 可按下式验算:

6.H ~ (L2 /2) /2(jp/Es (7.3.2) 

式中: Lz 拉杆中部水平段的长度 (mm) 。

7.3.3 加固梁挠度 ω 的近似值，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ω=ω] 一 ωp 十 ω2 (7.3.3) 

式中 :ωl一一加固前梁在原荷载标准值作用下产生的挠度

(mm); 计算时，梁的刚度 Bl 可根据原梁开裂情

况，近似取 O. 35Eclo~O. 50Ec1o; 
ων 张拉预应力引起的梁的反拱 (mm); 计算时，梁

的刚度 BI】可近视取为 O. 75EJo; 
ω2 加固结束后，在后加荷载作用下梁所产生的挠度

(mm); 计算时，梁的刚度 Bz 可取等于 Bp ;

Ec 原梁的混凝土弹性模量 (MPa) ; 

I (j 原梁的换算截面惯性矩 (mm4 ) 。

7.4 型钢预应力撑杆的加固计算

7.4.1 采用预应力双侧撑杆加同轴心受压的钢筋泪凝士柱时，

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确定加固后轴向压力设计值 N;

2 按下式计算原柱的轴心受压承载力 No 设计值;

No 二 O. 9ψ (fcDAω 十 j'y()A'so) (7.4. 1- 1) 

式中 :ψ 原柱的稳定系数;

人们 原柱的截面面积 (mm2 ) ; 

儿 原柱的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2 ) ; 

A's() 原柱的纵向钢筋总截面面积 (mm2 ) ; 

f'y() 原柱的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CN/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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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式计算撑杆承受的轴向压力 N，设计值:

N, = N-No (7.4.1-2) 

式中 :N一一柱加固后轴向压力设计值 (kN) 。

4 按下式计算预应力撑杆的总截面面积:

N， ζ qß2f'pyA'p (7.4. 1-3) 

式中:卢2 撑杆与原柱的协同工作系数，取 0.9;

!'py 撑杆钢材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A'p 预应力撑杆的总截面面积 (mm勺。

预应力撑杆每侧杆肢由两根角钢或一根槽钢构成。

5 柱加固后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可按下式验算:

Nζ0.9ψ (f cOAcO 十 f'yOA'<{J 十品f'pyA'p) (7.4.1-4) 

6 缀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进

行设计计算，其尺寸和间距应保证撑杆受压肢及单根角钢在施工

时不致失稳。

7 设计应规定撑杆安装时需预加的压应力值 σ;，并可按下

式验算:

σ; 三三 ψl 卢'3 !'py (7. 4. 1- 5) 

式中:伊l 撑杆的稳定系数;确定该系数所需的撑杆计算长

度，当采用横向张拉方法时，取其全长的 1/勾当

采用顶升法时，取其全长，按格构式压杆计算其稳

定系数;

冉一一经验系数，取 0.75 0

8 设计规定的施工控制量，应按采用的施加预应力方法

计算:

1)当用千斤顶、棋子等进行竖向顶升安装撑杆时，顶升

量 t:.L 可按下式计算:

t:.L = 业i-L
ß4 Ea ' -, (7.4.1-6) 

式中: Ea 撑杆钢材的弹性模量;

L 撑杆的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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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j 撑杆端顶板与1昆凝土间的压缩量，取 2mm~4mm;

向 经验系数，取 o. 90 。

2) 当用横向张拉法(图 7.4. 1)安装撑杆时，横向张拉

量t:，.H 按下式验算:

t:，.H~~ 与生
"" 2 、 E" '~2 

(7.4. 1-7) 

式中 : u2 一 综合考虑各种误差因素对张拉量影响的修正项，可

取 Uz 二 5mm~7mm。

实际弯折撑杆肢时，宜将长度中点处的横向弯折量取为

t:，.H十 (3mm~5mm) ，但施工中只收紧 t:，.H ， 使撑杆处于预压

状态。

图 7.4.1 预应力撑杆横向张拉量计算图

1 被加同柱; 2 撑杆

7.4.2 采用单侧预应力撑杆加固弯矩不变号的偏心受压柱时，

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确定该柱加固后轴向压力 N 和弯矩M 的设计值。

2 确定撑杆肢承载力，可试用两根较小的角钢或一根槽钢

作撑杆肢，其有效受压承载力取为 O. 9 f'pyA'p 0 

3 原柱加固后需承受的偏心受压荷载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 01 = N - o. 9f'pyA~) (7.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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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1 = M - O. 9 j'pyA'1>a/2 (7.4.2-2) 

4 原柱截面偏心受压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N()l~αlfctJb:r + f二)A飞 σ的A ，() (7. 七 2-3)

N01e 三二 αdc{)b:r Cho - O. 5:r) 十 f飞)A飞1 Ch o ιI ) 

e = e() 十 O. 5h -a',o 

eo 二 M01/No1

式中 : b一一原柱宽度 Cmm);

I一一原柱的?昆凝土受压区高度 Cmm);

凡 原柱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 CN/mm2 ) ; 

(7.4.2-4) 

(7. L 2-5) 

(7.1.2-6) 

r 轴向力作用点至原柱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之间的距

离 Cmm);

"飞)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 (mm) 。

当原柱偏心受压承载力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可加大撑杆截面

面积，再重新验算。

5 缀板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并应保证撑杆肢或角钢在施T时不失稳。

6 撑杆施工时应预加的压应力值 σ; 宜取为 50MPa~

80MPa 。

7.4.3 采用双侧预应力撑杆加固弯矩变号的偏心受压钢筋混凝

土柱时，可接受压荷载较大一侧用单侧撑杆加固的步骤进行计

算。选用的角钢截面面积应能满足柱加罔后需要承受的最不利偏

心受压荷载;柱的另一侧应采用同规格的角钢组成压杆肢，使撑

杆的双侧截面对称。

缀板设计、预加压应力值 σp 的确定以及横向张拉量6.H 或

竖向顶升量6.L 的计算可按本规范第 7.4.1 条进行。

7.5 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构造规定

7.5.1 钢绞线的布置(罔 7. 5. 1)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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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绞线应成对布置在梁的两侧;其外形应为设计所要求

的折线形;钢绞线形心至梁侧面的距离宜取为 40mm。

V叶~ -----才时叫

(d) 钢绞线布置形式4

图 7.5. 1 钢绞线的几种布置方式

I 钢垫饭; 2 锚具; 3 元粘结钢绞线; 4 支承垫板;

5 钢吊棍; 6 ~扣，紧螺栓

2 钢绞线跨中水平段的支承点，对纵向张拉，宜设在梁底

以上的位置;对横向张拉，应设在梁的底部;若纵向张拉的应力

不足，尚应依靠横向拉紧螺栓补足时，则支承点也应设在梁的

底部。

7.5.2 中间连续节点的支承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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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中柱侧面至梁侧面的距离不小于 lOOmm 时，可将钢

绞线直接支承在柱子上(图 7. 5. 2a) 。

2 当中柱侧面至梁侧面的距离小于 lOOmm 时，可将钢绞

线支承在柱侧的梁上(图 7.5.2b) 。

3 柱侧元梁时可用钻芯机在中柱上钻孔，设置钢吊棍，将

钢绞线支承在钢吊棍上(罔 7.5.2c) 。

(a) 钢绞线直接支承在柱上 (b) 钢绞线支承在柱侧的梁上 (c) 钢绞线支承在钢吊棍上

图 7.5.2 中间连续节点构造方法

1 钢吊棍

4 当钢绞线在跨中的转折点设在梁底以上位置时，应在中

间支座的两侧设置钢吊棍(图 7. 5. la~c) ，以减少转折点处的

摩擦力。若钢绞线在跨中的转折点设在梁底以下位置，则中间支

座可不设钢吊棍(图 7.5.1d) 。

5 钢吊棍可采用 cþ50 或 cþ60 厚壁钢管制作，内灌细石泪凝

土。若j昆凝土孔洞下部的局部承压强度不足，可增设内径与钢吊

棍相同的钢管垫，用锚固型结构胶或堵漏剂坐浆。

6 若支座负弯矩承载力不足需要加固时，中间支座水平段

钢绞线的长度应按计算确定。此时若梁端截面的受剪承载力不

足，可采用粘贴碳纤维 U 形箍或粘贴钢板箍的方法解决。

7.5.3 端部锚固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绞线端部的锚固宜采用圆套筒三夹片式单孔锚。端部

支承可采用下列四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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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边柱侧面至梁侧面的距离不小于lOOmm 时，可将

柱子钻孔，钢绞线穿过柱，其锚具通过钢垫板支承于



边柱外侧面;若为纵向张拉，尚应在梁端上部设钢吊

棍，以减少张拉的摩擦力(罔 7.5.3a);

2) 当边柱侧面至梁侧面距离小于 lOOmm 时，对纵向张

拉，宜将锚具通过槽钢垫板支承于边柱外侧面，并在

梁端上方设钢吊棍(图 7.5.3b);

3) 当柱侧有次梁时，对纵向张拉，可将锚具通过槽钢垫

板支承于次梁的外侧面，并在梁端上方设钢吊棍(图

7.5.3c); 对横向张拉，可将槽钢改为钢板，并可不设

钢吊棍;

4) 吁无法设置钢垫板时，可用钻芯机在梁端或边柱上钻

孔，设置圆钢销棍，将锚具通过圆钢销棍支承于梁端

(图 7.5.3d) 或边柱上(图 7.5.3e) 。圆钢销棍可采用

直径为 60mm 的 45 号钢制作，锚具支承面处的圆钢销

棍应加工成平面。

(a) 端部钻孔锚固于柱侧 (b) 端部不钻孔锚固于柱 (c) 端部锚固于梁侧面

(d) 端部锚固于自身梁端 (e) 端部锚固子边柱之上

图 7.5.3 端部锚固构造示意图

I 锚具; 2 钢饭垫饭; 3 圆钢吊棍; 4 槽钢垫板; 5 圆钢销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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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梁的混凝土质量较差时，在销棍支承点处，可设置内径

与圆钢销棍直径相同的钢管垫，用锚固型结构胶或堵漏剂坐浆。

3 端部钢垫板接触面处的混凝土面应平整，当不平整时，

应采用快硬水泥砂浆或堵漏剂找平。

7.5.4 钢绞线的张拉应力控制值，对纵向张拉，宜取 o. 70fptk; 

当连续梁的跨数较多时，可取为 O.75f，川; fptk为钢绞线抗拉强度

标准值;对横向张拉，钢绞线的张拉应力控制值宜取 O. 60fptk c 

7.5.5 采用横向张拉时，每跨钢绞线被支撑垫板、中间撑棍和

拉紧螺栓分为若干个区段(图 7.5.5) 。中间撑棍的数量应通过

7 

3 

lB Ic IA 

(a) 正视图

气寸/立 年毛rL→
叫 1 1111 二》之 rl 二不二 I__J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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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仰视图

7 7 7 

A-A B-B c-c D-D 

(c) 剖面图

图 7.5.5 采用横向张拉法施加预应力

1 钢垫板; 2 锚具; 3--无粘结钢绞线，成对布置在梁侧; 4- ttr 紧螺栓;

5 支承垫板; 6 中间撑棍; 7 加罔梁; 8 C25 混凝土



计算确定，对跨长 6m~9m 的梁，可设置 1 根中间撑棍和两根拉

紧螺栓;对跨长小于 6m 的梁，可不设中间撑棍，仅设置 1 根拉

紧螺栓;对跨长大于 9m 的梁，宜设置 2 根中间撑棍及 3 根拉紧

螺栓。

7.5.6 钢绞线横向张拉后的总伸长量，应根据中间撑棍和拉紧

螺栓的设置情况，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当不设中间撑棍，仅有 1 根拉紧螺栓时，其总伸长量 !:::，.l

可按下式计算:

!:::"l 二 2 (Cj -aj) = 2 X (~丰V -aj) (7.5.6- 1) 

式中: a j 拉紧螺栓至支承垫板的距离 (mm);

b----拉紧螺栓处钢绞线的横向位移量 (mm) ，可取为

梁宽的 1/2;

Cl αl 与 b 的几何关系连线(图 7.5.6-1) (mm) 。

r 

bt二三Jj二)b
。l 。1

罔 7.5.6-1 不设中间撑棍时总伸长量的计算简囱

I 钢绞线横向:tv.紧前; 2 钢绞线横向拉紧后

2 当设 1 根中间撑棍和 2 根拉紧螺栓时，其总伸长量 !:::，. l 应

按下式计算:

!:::,. l = 2X (~τI/+M丰百 aj - a2) (7.5.6-2) 

式中: a') • 拉紧螺栓至中间撑棍的距离 (mm);

c)----a'.!_ 与 b 的几何关系连线(图 7.5.6-2) (mm) 。

3 吁设 2 根中间撑棍和 3 根拉紧螺栓时，其总伸长量 !:::"l 应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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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斗41二、二Lf二Lb
图 7.5.6-2 设 1 根中间撑棍时总伸长量的计算简图

1 钢绞线横向拉紧前; 2 钢绞线横向拉紧后

t::.l = 2乒芹百+4乒古b2 - 2a j - 4a2 (7.5.6-3) 

bJ\飞 l p/?斗、 l fL/!i\乓、 i fL/FL 
L 一二〉泣二一--(-一一二三14二5主___1..一-一之三丰/了一一一_j

al α2α二 α2αzα飞

图 7. 5. 6-3 设 2 根中间撑棍时总伸长量的计算简图

1 钢绞线横向拉紧前; 2 钢绞线横向校紧后

7.5.7 拉紧螺栓位置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不设中间撑棍时，可将拉紧螺栓设在中点位置。

2 当设 1 根中间撑棍时，为使拉紧螺栓两侧的钢绞线受力

均衡，减少钢绞线在拉紧螺栓处的纵向滑移量，应使 a j <鸟，

并符合下式规定:

c 一- a , ( 一-a
~~一---..:::1.

O. 5l- a 2 a 2 

(7.5.7- 1) 

式中 : l 梁的跨度 (mm) 。

3 当设有 2 根中间撑棍时，为使拉紧螺栓至中间撑棍的距

离相等，并使两边拉紧螺栓至支撑垫板的距离相靠近，应符合下

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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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 "吁与采用横向张拉方式来补偿部分预应力损失时，其横向

于工工-张拉引起的应力增量应控制为 0.0仍5fl儿p阴tk~O. 1巳5fptk

手工张拉引起的应力增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l 
M=Es7 

式中: t:，.l-一-钢绞线横向张拉后的总伸长量;

J 钢绞线在横向张拉前的长度;

E 钢绞线弹性模量。

7.5.9 防腐和防火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7.5.8) 

1 当外观要求较高时，可用 C25 细石混凝土将钢部件和钢

绞线整体包裹;端部锚具也可用 C25 细石?昆凝土包裹。

2 当无外观要求时，钢绞线可用水泥砂浆包裹。具体做法

为采用如OPVC 管对开，内置 1 : 2 水泥砂浆，将钢绞线包裹在

管内，用钢丝绑扎; 24h 后将 PVC 管拆除。

7.6 普通钢筋体外预应力构造规定

7.6.1 采用普通钢筋预应力下撑式拉杆加固时，其构造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采用预应力下撑式拉杆加固梁，当其加固的张拉力不大

于 150kN，可用两根 HPB300 级钢筋;当加固的预应力较大，

宜用 HRB400 级钢筋。

2 预应力下撑式拉杆中部的水平段距被加固梁下缘的净空

宜为 30mm~80mm 。

3 预应力下撑式拉杆(图 7.6. 1)的斜段宜紧贴在被加固

梁的梁肋两旁;在被加固梁下应设厚度不小于 10mm 的钢垫板，

其宽度宜与被加固梁宽相等，其梁跨度方向的长度不应小于板厚

的 5 倍;钢垫板下应设直径不小于 20mm 的钢筋棒，其长度不应

小于被加固梁宽加 2 倍拉杆直径再加 40mm; 钢垫板宜用结构胶

固定位置，钢筋棒可用点焊同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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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梁处预应力下撑式拉杆构造

睛卖~5 K !fl! ,..(1 
γ7斗

①次梁端节点 ②主梁端节点 ③支承节点

确』
④拉紧螺杆

图 7.6.1 预应力下撑式拉杆构造

1 主梁; 2 挡板; 3 楼板; 4 钢套箍; 5 次梁; 6一支撑垫板及钢筋棒 3

7 拉紧螺栓; 8 拉杆; 9 螺栓; 10 柱;11 钢托套; 12 双帽螺栓;

13-L形卡板; 14一弯钩螺栓

7.6.2 预应力下撑式拉杆端部的锚固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被加固构件端部有传力预埋件可利用时，可将预应力拉

杆与传力预埋件焊接，通过焊缝传力。

2 当无传力预埋件时，宜焊制专门的钢套箍，套在梁端，

与焊在负筋上的钢挡板相抵承，也可套在混凝土柱上与拉杆焊

接。钢套箍可用型钢焊戚，也可用钢板加焊加劲肋制成(罔

7.6.1②)。钢套箍与混凝土构件间的空隙，应用细石1昆凝土或自

密实混凝土填塞。钢套箍与原构件混凝土间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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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算合格。

7.6.3 横向张拉宜采用工具式拉紧螺杆(图 7.6.1④)。拉紧螺

杆的直径应按张拉力的大小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 16mm，其螺

帽的高度不得小于螺杆直径的1. 5 倍。

7.7 型钢预应力撑杆构造规定

7.7.1 采用预应力撑杆进行加固时，其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预应力撑杆用的角钢，其截面不应小于 50mmX50mm

X5mm。压杆肢的两根角钢用缀板连接，形成槽形的截面;

也可用单根槽钢作压杆肢。缀板的厚度不得小于 6mm，其宽

度不得小于 80mm，其长度应按角钢与被加固柱之间的空隙大

小确定。相邻缀板间的距离应 气 1 

保证单个角钢的长细比不大于

40 0 

2 1王杆肢末端的传力构造

(图 7.7. 1)，应采用焊在压杆肢

上的顶板与承压角钢顶紧，通

过抵承传力。承压角钢嵌入被 3
加固柱的柱身混凝土或柱头混

凝土内不应少于 25mm o 传力顶

板宜用厚度不小于 16mm 的钢

板，其与角钢肢焊接的板面及

与承压角钢抵承的面均应刨平。

承压角钢截面不得小于 100mm

X75mmX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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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采用工具式拉紧螺杆建立预应力并复位(罔 7.7.2-1)。单

侧加固的撑杆只有一个压杆肢，仍应在中点处弯折，并应采

用工具式拉紧螺杆进行横向张拉与复位(图 7.7.2-2) 。

(a) 未施加预应力 (b) 己施加预应力

图 7.7.2-1 钢筋混凝土柱双侧预应力加同撑杆构造

1 安装螺栓; 2 工具式拉紧螺杆; 3 被hDI司柱; .1 传力角钢;

5 箍板; 6 角钢撑杆; 7 加宽箍饭; 8 传力顶饭

7.7.3 压杆肢的弯折与复位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弯折压杆肢前，应在角钢的侧立肢 t 切:1-\气角形缺口。

缺口背面，应补焊钢板予以加强(图 7.7.3) 。

2 弯折压杆肢的复位应采用工具式拉紧螺杆，其直径应按

张拉力的大小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 16mm，其螺帽高度不应小

于螺杆直径的1.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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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施加预应力 (b) 已施加预应力

图 7. 7. 2-2 钢筋混凝土柱单侧预应力加固撑杆构造

1 箍板; 2 安装螺栓; 3 工具式拉紧螺栓; 4-被加固柱; 5一传力

角钢; 6 角钢撑杆; 7-传力顶板; 8→短角钢; 9 加宽箍板

2 

4 

L+上
图 7.7.3 角钢缺口处加焊钢板补强

丁-具式}Îï.紧螺杆; 2 补强钢板; 3 角钢撑杆; 4-iflJ 口处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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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包型钢加固法

8.1 设计规定

8. 1. 1 外包型钢加固法，按其与原构件连接方式分为外粘型钢

加固法和无粘结外包型钢加固法;均适用于需要大幅度提高截面

承载能力和抗震能力的钢筋混凝士柱及梁的加固。

8. 1. 2 当工程要求不使用结构胶粘剂时，宜选用无粘结外包型

钢加固法，也称干式外包钢加固法。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原柱完好，但需提高其设计荷载时，可按原柱与型钢

构架共同承担荷载进行计算。此时，型钢构架与原柱所承受的外

力，可按各自截面刚度比例进行分配。柱加固后的总承载力为型

钢构架承载力与原柱承载力之和。

2 当原柱尚能工作，但需降低原设计承载力时，原柱承载

力降低程度应由可靠性鉴定结果进行确定;其不足部分由型钢构

架承担。

3 当原柱存在不适于继续承载的损伤或严重缺陷时，可不

考虑原柱的作用，其全部荷载由型钢骨架承担。

4 型钢构架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规定的格构式柱进行计算，并乘以与原柱协同工作的

折减系数 O. 9 。

5 型钢构架上下端应可靠连接、支承牢间。其具体构造可

按本规范第 8.3.2 条的规定进行设计。

8. 1. 3 当工程允许使用结构胶粘剂，且原柱状况适于采取加固

措施时，宜选用外粘型钢加国法(图 8. 1. 3) 。该方法属复合截

面加固法，其设计应符合本章规定。

8. 1. 4 ì昆凝土结构构件采用符合本规范设计规定的外粘型钢加

固时，其加同后的承载力和截面刚度可按整截面计算;其截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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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图 8. 1. 3 外粘型钢加固

I 原柱; 2 防护层; 3-注胶; 4 缀板;

5 角钢; 6 缀板与角钢焊缝

度 EI 的近似值，可按下式计算:

6 

EI 二 EcO lcO 十 o. 5EaAaa~ C 8. 1. 4) 

式中: E，{J、 E" 分别为原构件混凝土和加罔型钢的弹性模量

CMPa) ; 

I凶→→←原构件截面惯性矩 Cmml );

A" 加同构件一侧外粘型钢截面面积 Cmm2 ) ; 

a (l 受拉与受压两侧型钢截面形心间的距离

(mm) 。

8. 1. 5 采用外包型钢加固法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时，应

采取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原结构上的活荷载。

8. 1. 6 对型钢构架的涂装工程(包括防腐涂料涂装和防火涂料

涂装)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ìì GB 

50017 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ìì GB 50205 的规定。

8.2 外粘型铜加固计算

8.2.1 采用外粘型钢(角钢或扁钢)加固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

构件时，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N :'é;三 o. 9ψ( 功町/凶A.o + j二)A飞 +αJ'aA'a)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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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一-构件加固后轴向压力设计值 CkN) ; 
伊一一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根据加固后的截面尺

寸，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采用;

功、c 考虑型钢构架对混凝土约束作用引入的提凝土承载

力提高系数;对圆形截面柱，取为1. 15; 对截面

高宽比 h/bζ 1. 5、截面高度 hζ600mm 的矩形截

面柱，取为1. 1; 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矩形截面

柱，取为1. 0; 

αa 新增型钢强度利用系数，除抗震计算取为1. 0 外，

其他计算均取为 0.9;

/a一→一新增型钢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勺，应按现行同

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的规定采用;

A'a 全部受压肢型钢的截面面积 (mm2 ) 。

8.2.2 采用外粘型钢加固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时(图

8.2.2) .其矩形截面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b 

A; 
A~{) 

":1..:1-<: 

图 8.2.2 外粘型铜加固偏心受压柱的截面计算简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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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三 αIfctJ缸+/川A'，oωA副 +αaf;A;σaAa

(8. 2. 2- 1) 

f • .r \ 
Ne~ αJctlb.r (ho - ~ ) + j'yüA'<{J (ho - a';{j) 飞。 2 /扣

一σ础A划J (ω -aa) + αaf'aA'a (h o - a'a) (8.2.2-2) 

一(呼-1 )E;{j Ecu (8.2.2-3) 

民二(巧坠 -1 )Eaεcu (8.2.2-4) 

式中 :N 构件加固后轴向压力设计值 (kN) ; 

b 原构件截面宽度 (mm);

I一一混凝士受压区高度 (mm);

fctJ 原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f'y{J一一原构件受压区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N/rmn2 ) ; 

A'", 原构件受压较大边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Cmm2 ) ; 

σ由一→←原构件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应力 CN/

mm勺，一吁为小偏心受压构件时，图中 σ且可能变

号，当 σ到， >fyü时，应取ι=f川

A"，----原构件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mm2 ) ; 

αa一一新增型钢强度利用系数，除抗震设计取 αa = 1. 0 

外，其他取 α，， =0.9;

f~二-一型钢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A'a 全部受压肢型钢截面面积 (mm2 ) ; 

σ" 受拉肢或受压较小肢型钢的应力 CN/mm勺，可按

式 (8.2.2-4) 计算，也可近似取代=σ凶;

A" 全部受拉肢型钢截面面积 (mm2 ) ; 

r 偏心距 (mm) ，为轴向压力设计值作用点至受拉区

型钢形心的距离，按本规范第 5.4.3 条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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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 - 加固前原截面有效高度 (mm);

ho二一加固后受拉肢或受压较小股型钢的截面形心至原构

件截面受压较大边的距离 (mm);

GF鸣。二一原截面受压较大边纵向钢筋合力点至原构件截面近

边的距离 (mm);

α; 受压较大肢型钢截面形心至原构件截面近边的距离
m m 

G曲-一原构件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合力点至原截

面近边的距离 (mm);

aa 受拉肢或受压较小肢型钢截面形心至原构件截面近

边的距离 (mm);

E. -型钢的弹性模量 (MPa) 。

8.2.3 采用外粘型钢加固钢筋混凝土梁时，应在梁截面的四隅

粘贴角钢，当梁的受压区有翼缘或有楼板时，应将梁顶面两隅的

角钢改为钢板。当梁的加固构造符合本规范第 8.3 节的规定时，

其正截面及斜截面的承载力可按本规范第 9 章进行计算。

8.3 构造规定

8.3.1 采用外粘型钢加固法时，应优先选用角钢;角钢的厚度

不应小于 5mm，角钢的边长，对梁和楠架，不应小于 50mm ，

对柱不应小于 75mmo 沿梁、柱轴线方向应每隔一定距离用扁钢

制作的箍板(图 8.3. 1)或缀板(图 8.3.2a 、 b) 与角钢焊接。

当有楼板时， U 形箍板或其附加的螺杆应穿过楼板，与另加的

条形钢板焊接(图 8.3.1a 、 b) 或嵌入楼板后予以胶锚(图

8.3. lc) 。箍板与缀板均应在胶粘前与加固角钢焊接。当钢箍板

需穿过楼板或胶锚时，可采用半重叠钻孔法，将圆孔扩成矩形扁

孔;待箍板穿插安装、焊接完毕后，再用结构胶注入孔中予以封

闭、锚固。箍板或缀板截面不应小于 40mmX4mm，其间距不应

大于 20r (r 为单根角钢截面的最小回转半径)，且不应大于

500mm; 在节点区，其间距应适当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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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8 

3 3 

6 6 6 

(a)端部栓焊连接力H锚式箍板 (b)端部焊缝连接加锚式箍板 (c)端部胶锚连接加锚式箍板

图 8.3.1 加锚式箍板

l 与钢饭点焊; 2 条形钢板; 3 钢垫板; 4 箍饭; 5 加固角钢; 6 焊缝;

7 加固钢板; 8 嵌入箍板后胶锚

8.3.2 外粘型钢的两端应有可靠的连接和锚固(图 8.3.2) 。对

柱的加固，角钢下端应锚固于基础;中间应穿过各层楼板，上端

应伸至加固层的上一层楼板底或屋面板底;当相邻两层柱的尺寸

不同时，可将上下柱外粘型钢交汇于楼面，并利用其内外间隔嵌

人厚度不小于 lOmm 的钢板焊成水平钢框，与上下柱角钢及上

柱钢箍相互焊接固定。对梁的加固，梁角钢(或钢板)应与柱角

钢相互焊接。必要时，可加焊扁钢带或钢筋条，使柱两侧的梁相

互连接(图 8.3.2c); 对椅架的加固，角钢应伸过该杆件两端的

节点，或设置节点板将角钢焊在节点板上。

8.3.3 当按本规范构造要求采用外粘型钢加固排架柱时，应将

加固的型钢与原柱顶部的承压钢板相互焊接。对于二阶柱，上下

柱交接处及牛腿处的连接构造应予加强。

8.3.4 外粘型钢加固梁、柱时，应将原构件截面的棱角打磨成

半径 r 大于等于 7mm 的圆角。外粘型钢的注胶应在型钢构架焊

接完成后进行。外粘型钢的胶缝厚度宜控制在 3mm~5mm; 局

部允许有长度不大于 300mm、厚度不大于 8mm 的胶缝，但不得

出现在角钢端部 600mm 范围内。

8.3.5 采用外包型钢加固钢筋混凝土构件时，型钢表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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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粘型钢柱、基础节点构造 (bl外粘型钢梁、柱节点构造

例外粘骂骂钢梁、柱节点构造

图 8.3.2 外粘型钢梁、柱、基础节点构造

1 缀板; 2一加固角钢; 3 原基础; 4 植筋; 5 不加同主梁; 6 楼饭; 7 胶

锚螺栓; 8 柱加强角钢箍; 9 梁加强扁钢箍; 10 箍板;11 次梁; 12 加恬|

主梁; 13 环氧砂浆填实;]，1 角钢; 1:5 扁钢带; 16 柱 ; I f装饭加密 I项长度

" -

混凝土表面)应抹厚度不小于 25mm 的高强度等级水泥砂浆

(应加钢丝网防裂)作防护层，也可采用其他具有防腐蚀和防火

性能的饰面材料加以保护。若外包型钢构架的表面防护按钢结构

的涂装工程(包括防腐涂料涂装和防火涂料涂装)设计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及《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的规定。

60 



9 粘贴钢板加固法

9.1 设计规定

9. 1. 1 本方法适用于对钢筋混凝土受弯、大偏心受压和受拉构

件的加固。本方法不适用于素泪凝土构件，包括纵向受力钢筋一

侧配筋率小于 0.2%的构件加固。

9. 1. 2 被加圆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现场实测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得低于 C15 ，且混凝土表面的正拉粘结强度不得低于

1. 5MPa。

9. 1. 3 粘贴钢板加固钢筋泪凝土结构构件时，应将钢板受力方

式设计成仅承受轴向应力作用。

9. 1. 4 粘贴在混凝土构件表面上的钢板，其外表面应进行防锈

蚀处理。表面防锈蚀材料对钢板及胶粘剂应无害。

9. 1. 5 采用本规范规定的胶粘剂粘贴钢板加固混凝土结构时，

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不应高于 60 0C; 处于特殊环境(如高

温、高温、介质侵蚀、放射等)的混凝土结构采用本方法加固

时，除应按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外，

尚应采用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胶粘剂，并按专门的工艺要求进行

粘贴。

9. 1. 6 采用粘贴钢板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时，应采取措

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

9. 1. 7 吁被加同构件的表面有防火要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及耐火极限要

求，对胶粘剂和钢板进行防护。

9.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9.2.1 采用粘贴钢板对梁、板等受弯构件进行加国时，除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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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正截面承载

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达到受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外贴钢板的拉应变

Esp 应按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设确定;

2 钢板应力 σ叩取等于拉应变 ε:-;p 与弹性模量 Esp 的乘积;

3 当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应按构件加固前的初始受力情

况，确定粘贴钢板的滞后应变;

4 在达到受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前，外贴钢板与混凝土之

间不致出现粘结剥离破坏。

9.2.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I

控制值的 0.8剖5 倍采用，即 z

~b.sp' = O. 85~b (9.2.2) 

式中:~→一构件加固前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按现行同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9.2.3 在矩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拉面和受压面粘贴钢板进行加

固时(图 9.2.3) ，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M~addJ缸。 -f)+jLAL(h-u)

+ f~叩A~，ph - fyüA咱 (h - ho) 

αddJb:r = 你pj叩A叩 + fyüA曲

一 f同A飞) - (，自IA:P

如一(O. 8Ecuh/:r) - Ecu 一句.。
f叩/Esp

z 二三 2a'

式中 :M 构件加固后弯矩设计值 (kN • m); 

:r~一棍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b、 h-一-矩形截面宽度和高度 (mm);

(9. 2. 3-1) 

(9.2.3-2) 

(9.2.3-3) 

(9.2.3-4) 

fsp , (，、p 一一加固钢板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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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 A'，ρ 受拉钢板和受压钢板的截面面积 (mm2 ) ; 

A，，， 、 A 飞) 原构件受拉和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正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mm);

ho 构件加固前的截面有效高度 (mm);

如 一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受拉钢板抗拉强度有可能达

不到设计值而引用的折减系数;当你p > 1. 0 时，

取如二1. 0; 

EC \J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取 Ecu = O. 0033; 

E ,p.O 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受拉钢板的滞后应变，应按

本规范第 9. 2. 9 条的规定计算;若不考虑二次受

力影响，取 ε'p.O = 0; 
A' 
" 

ιLJA叩

干
叶
午
，w
\

f~pA ~p 
儿心

因 9. 2. 3 矩形截面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9.2.4 "与受压面没有粘贴钢板(即 A'，p=O) ，可根据式(9.2.3-1)

计算出混凝土受压区的高度 .T， 按式 (9. 2. 3-3) 计算出强度折

减系数冉，然后代入式 (9.2.3-2) ，求出受拉面应粘贴的加固钢

板量 Asp 0 

9.2.5 对受弯构件正弯矩区的正截面加固，其受拉面沿轴向粘

贴的钢板的截断位置，应从其强度充分利用的截面算起，取不小

于按下式确定的粘贴延伸长度:

J只p 二三 (fspt，pjfbd ) + 200 

式中: l民p 受拉钢板粘贴延伸长度 (mm);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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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p 粘贴的钢板总厚度 (mm);

f、p 加固钢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fl xJ 钢板与1昆凝士之间的粘结强度设计值 (N/mm勺，

取 fw =0. 5元 ; ft 为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按现

行国家标准。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

规定值采用;当 flxl 计算值低于 0.5MPa 时，取 flxJ

为 0.5MPa; 当 ftxJ 计算值高于 0.8MPa 时，取 fw

为0.8MPa。

9.2.6 对框架梁和独立梁的梁底进行正截面粘钢加固时，受拉

钢板的粘贴应延伸至支座边或柱边，且延伸长度 lsp 应满足本规

范第 9. 2. 5 条的规定。当受实际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此规定时，可

在钢板的端部锚固区加贴 U 形箍板(图 9.2.6) 。此时， U 形箍

板数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 fsvbl ~ 2flxJ h sp 时

f、pAsp ~ O. 5flxJ lspb1 + O. 7nfsvb'/}1 

2 当 f，vhl > 2fwh ，p 时

(9.2.6一1)

f ,pAsp ~ O. 5fwlspb1 十 ηflxJ bsph叩 (9.2.6-2)

式中: fsv 一一钢对钢粘结强度设计值 (N/mm勺，对 A 级胶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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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Pa; 对 B 级胶取为 2.5MPa;

Asp 加固钢板的截面面积 (mm2 ) ; 

~ 
L-L」

图 9. 2. 6 梁端增设 U形箍板锚间

1 胶层; 2 加固钢板; 3-U 形箍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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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加|剖铜板每端加贴 U 形箍板的数量;

h] 加|刮钢版的宽度 (mm);

b叩 U 形箍板的宽度 (mm);

h ,i' ---U 形箍板单肢与梁侧面混凝土粘结的竖向高度

(mm)o 

9.2.7 对受弯构件负弯矩区的正截面加固，钢板的截断位置距

充分利用截面的距离，除应根据负弯矩包络图按公式 (9. 2. 5) 

确定外，尚宜按本规范第 9. 6. 1 条的构造规定进行设计。

9.2.8 对翼缘位于受斥区的 T 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拉面粘贴铜

板进行受弯加同时，应按本规范第 9.2. 1 条至第 9.2.3 条的原则

和现行国家标准《泪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关于 T 形

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9.2.9 吁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加同钢板的滞后应变 E~p.() 应按

下式计算:

α叩岛10k
E叩.0 EsJ.王L (9.2.9) 

式中 :M，咔 加固前受弯构件验算截面上作用的弯矩标准值

CkN.m); 

G sp 综合考虑受弯构件裂缝截面内力臂变化、钢筋拉

应变不均匀以及钢筋排列影响的计算系数，按表

9.2.9 的规定采用。

表 9.2.9 计算系数均值

j王 1 p，伫为原有混凝土有效受11'[截面的纵向受校钢筋配筋率，即 p" = AjA'd 

A‘为有效受jlt:混凝土截面面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2 吁)京:构件钢筋应力配三三150MPa. 且 ρ" ~0.05 时，表中 α叩值可乘以调整

系数 O. 9 。

65 



9.2.10 当钢板全部粘贴在梁底面(受拉面)有困难时，允许将

部分钢板对称地粘贴在梁的两侧面。此时，侧面粘贴区域应控制

在距受拉边缘 1/4 梁高范围内，且应按下式计算确定梁的两侧面

实际需粘贴的钢板截面面积 Asp.t 0 

Asp.t =币、pAsp， b (9.2.10) 

式中: A sp. b 按梁底面计算确定的、但需改贴到梁的两侧面的

钢板截面面积;

如 考虑改贴梁侧面引起的钢板受拉合力及其力臂改
变的修正系数，应按表 9. 2. 10 采用。

表 9.2.10 修正系数如值

l飞哩 /h 0.05 O. 10 O. 15 0.20 0.25 

市、p 1. 09 1. 20 1. 33 1. 17 1. 65 

注: h叩为从梁受拉边缘算起的侧面粘贴高度 ; h 为梁截面高度。

9.2.11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加国后，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提

高幅度，不应超过 40% ，并应验算其受剪承载力，避免受弯承

载力提高后而导致构件受剪破坏先于受弯破坏。

9.2.12 粘贴钢板的加固量，对受拉区和受压区，分别不应超过

3 层和 2 层，且钢板总厚度不应大于 10mm o

9.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9.3.1 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不足，应采用胶粘的箍板进

行加同，箍板宜设计成加锚封闭箍、胶锚 U 形箍或钢板锚 U 形

箍的构造方式(罔 9. 3. 1a) ，当受力很小时，也可采用一般 U 形

箍。箍板应垂直于构件轴线方向粘贴(图 9.3.1b); 不得采用斜

向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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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加锚封闭箍 胶锚U形箍 带压条U形箍 一般U形箍

(a) 构造方式

4 
5 

寸
J

斗
l

一
7 

←主L斗 8

(b)U形箍加纵向钢板压条

图 9.3.1 扁钢抗剪箍及其粘贴方式

I 扁钢; 2 胶锚; 3 粘贴钢饭压条; 4 饭;

5 钢饭底面空鼓处应加钢垫饭; 6 钢板压条

附加锚栓锚固; 7---U 形箍; 8 梁

9.3.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斜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Z与 hw/h ζ4 日才

V ::，:三 o. 25卢'， !cohho (9.3.2-1) 

当 hw/h 二三 6 时

Vζ O. 20卢~f，凶 hho (9.3.2-2) 

当 4<hw/h <6 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式中 :V 构件斜截面加固后的剪力设计值;

卢ι 、昆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提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值采用;

b 矩形截面的宽度;T形或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hw 一二截面的腹板高度: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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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对 1 Jf3 截面.

取腹板净高。

9.3.3 采用加锚封闭箍或其他 U 形箍对钢筋混凝土梁进行抗剪

加同时，其斜截面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Vζ V1ρ 十 V1川p (9.3. :3一1)

V1，.叩三中l，f叩Ah 叩 h sp /'\'sp (9.3.3-2) 

式巾: Vhl) 加同前梁的斜截面承载力 (kN) ，按现行|耳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计算;

V h . sl > 粘贴钢板加间后，对梁斜截面承载力的提高值

(kN) ; 

￠飞h 与钢板的粘贴方式及受力条件有关的抗剪强度折

i咸系数，按表 9.3.3 确定;

A h. sp 配置在同一截面处箍板各肢的截面面积之和

受力

条件

(m日):2 ) ，即 2队pt 、l' ，此处 :h吨，和 f中分别为箍板宽度

和箍板厚度;

九l' - u 形箍版单肢与梁侧面混凝土粘结的坚向高度

(mm); ~ 箍板的问距(罔 9. 3. 1 b) (mm) 。

表 9.3.3 抗剪强度折;咸系数轨h值

箍饭构造
IJll í而纣 胶钻i戎t列饭

·般 u 形箍
l羽箍 锚 U 形草草

均 11i{Jf !Ïl( Ii立
1. 00 O. 92 0. 1\二

剪跨 lLì二三 :1

剪跨 ltλ 飞飞 1. .J O. 68 (). (, :1 11. ~R 

注:吁 λ 为中间{自f1;J-.按线性内捕ìt确定仇"j白。

9.~ 大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9.4.1 采用粘贴钢版加国大偏心受压钢筋混凝土性时.应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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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粘贴于构件受拉区，且钢板长向应与柱的纵轴线方向一致。

9.4.2 在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受拉边混凝土表面上粘贴钢

板加固时，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Nζαd，ι，þr + j''y{J A',,, - f 'y{JA曲儿pAp (9.4. 2-1) 

Ne < alfúlhx (ho - ~ ) + j''y{JA与 (ho -a') 十 fspAsp (h - ho ) 

(9.4.2-2) 

e= ej+ 士 -a (9.4.2-3) 

ej = eo +ea (9.4.2-4) 

式中 :N →←-加固后轴向压力设计值 (kN) ; 
r 一一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和钢板合力作用点

的距离 (mm);

ei -一初始偏心距 (mm);

e() -一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mm) ，取为 eo -

M/N; 当需要考虑二阶效应时， M应按本规范第

5.4.3 条确定;

" 

。 f~)A~1 

fv们Aω
/",A,p 

b 

图 9.4.2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粘铜加固承载力计算

l一截面重心轴; 2一加固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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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一一附加偏心距 (mm) ，按偏心方向截面最大尺寸 h 确

定;当 h~600mm 时 ， ea = 20mm; 当 h>600mm

时 ， ea =h/30; 

ω 、 "F 分别为纵向受拉钢筋和钢板合力点、纵向受压钢筋

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mm);

f‘中 加固钢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9.5 曼拉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9.5.1 采用外贴钢板加固钢筋混凝土受拉构件时，应按原构件

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置方式，将钢板粘贴于相应位置的混凝土表面

上，且应处理好端部的连接构造及锚固。

9.5.2 轴心受拉构件的加固，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式确定:

N 三三 Jy(J Aρ +f、pA叩 (9.5.2) 

式中 :N 加固后轴向拉力设计值;

儿一一-加固钢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9.5.3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的加固，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

合下列规定:

N "，二 Jy(JA地十 JspA叩 -α1 J c{J bx - j'y()A飞 (9.5.3-1)

1 , X \ 
Ne~ α11卢 bx (hü - -;; )十 j'y(J A'<4J (ho μ) 

飞。 2 J 一
十 f、pAsp (h - ho) (9.5.3-2) 

式中 :N 加固后轴向拉力设计值 (kN) ; 

r 轴向拉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mm) 。

9.6 构造规定

9.6.1 粘钢加固的钢板宽度不宜大于 lOOmm。采用于工涂胶粘

贴的钢板厚度不应大于 5mm; 采用压力注胶粘结的钢板厚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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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 10mm，且应按外粘型钢加固法的焊接节点构造进行

设计。

9.6.2 对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进行正截面加固时，均应在钢板

的端部(包括截断处)及集中荷载作用点的两侧，对梁设置 U

形钢箍板;对板应设置横向钢压条进行锚固。

9.6.3 当粘贴的钢板延伸至支座边缘仍不满足本规范第 9.2.5

条延伸长度的规定时，应采取下列锚固措施:

1 对梁，应在延伸长度范围内均匀设置 U 形箍(图

9.6.3) ，且应在延伸长度的端部设置一道加强箍。 U 形箍的粘

贴高度应为梁的截面高度;梁有翼缘(或有现浇楼板) ，应伸至

其底面。 U 形箍的宽度，对端箍不应小于加固钢板宽度的 2/3 ，

且不应小于 80mm; 对中间箍不应小于加固钢板宽度的 1/2 ，且

4 

8 

(a) U形钢箍

6 

9 

(b) 横向钢压条

因 9. 6. 3 梁粘贴铜板端部锚固措施

l 柱; 2--U 形箍; 3 压条与梁之间空隙应加垫板;

4 钢压条; 5 化学锚栓; 6 梁; 7 胶层;

8 加固钢板; 9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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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小于 40mmo U 形箍的厚度不应小于受弯加固钢板厚度的

1/2 ，且不应小于 4mmo U 形箍的上端应设置纵向钢压条;压条

下面的空隙应加胶粘钢垫块填平。

2 对板，应在延伸长度范围内通长设置垂直于受力钢板方

向的钢压条。钢压条一般不宜少于 3 条;钢压条应在延伸长度范

围内均匀布置，且应在延伸长度的端部设置一道。压条的宽度不

应小于受弯加固钢板宽度的 3/5 ，钢压条的厚度不应小于受弯加

固钢板厚度的 1/2 。

9.6.4 当采用钢板对受弯构件负弯矩区进行正截面承载力加固

时，应采取下列构造措施:

1 支座处无障碍时，钢板应在负弯短包络图范围内连续粘

贴;其延伸长度的截断点应按本规范第 9.2.5 条的原则确定。在

端支座元法延伸的一侧，尚应按本条第 3 款的构造方式(图

9.6. 企2) 进行锚固处理。

2 支座处虽有障碍，但梁上有现浇板时，允许绕过柱位，

在梁侧 4 倍板厚 C4hb ) 范围内，将钢板粘贴于板面上(图

9.6.4-1)。

图 9. 6. 4-1 绕过柱位粘贴钢板

I 柱; 2 梁; 3 板顶面粘贴的钢板; hb 板厚

3 当梁上负弯矩区的支座处需采取加强的锚回措施时，可

采用图 9.6.4-2 的构造方式进行锚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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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lOOOmm

(a) 柱顶加贴L形钢板的构造

7 

8 

9 

注 lOOOmm

(b) 柱中部加贴L形铜板的构造

2 

3 

2 

3 

图 9.6.4-2 梁柱节点处粘贴钢板的机械锚固措施

1 粘贴 L 形钢板; 2-M12 锚栓; 3一加固钢板;

4 加焊顶板(预焊); 5-d二三M16 的 6.8 级锚栓;

6 胶粘于柱上的 U形钢箍板 ; 7-d注M22 的

6.8 级锚栓及其钢垫板; 8 柱; 9 梁

9.6.5 当加固的受弯构件粘贴不止一层钢板时，相邻两层钢板

的截断位置应错开不小于 300mm，并应在截断处加设 U 形箍

(对梁)或横向压条(对板)进行锚固。

9.6.6 当采用粘贴钢板箍对钢筋混凝土梁或大偏心受压构件的

斜截面承载力进行加固时，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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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选用封闭箍或加锚的 U 形箍;若仅按构造需要设箍，

也可采用一般 U 形箍;

2 受力方向应与构件轴向垂直;

3 封闭箍及 U 形箍的净间距 Ssp， n 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1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的最大箍筋间距的 O. 70 

倍，且不应大于梁高的 O. 25 倍;

4 箍板的粘贴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9.6.3 条的规定;一般

U形箍的上端应粘贴纵向钢压条予以锚固;钢压条下面的空隙

应加胶粘钢垫板填平;

5 当梁的截面高度(或腹板高度) h 大于等于 600mm 时，

应在梁的腰部增设一道纵向腰间钢压条(罔 9.6.6) 。

图 9.6.6 纵向腰间钢压条

l 纵向钢fE条; 2 楼极; 3 梁; 4-U 形箍饭;

5 加同钢饭; 6 纵向腰间钢斥条; 7 柱

Eι 

4足

9.6.7 当采用粘贴钢板加国大偏心受压钢筋泪凝土柱时，其构

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的两端应增设机械锚固措施;

2 柱上端有楼板时，粘贴的钢板应穿过楼板，并应有足够

的延伸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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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粘贴纤维复合材加固法

10.1 设计规定

10. 1. 1 本方法适用于钢筋泪凝土受弯、轴心受压、大偏心受压

及受拉构件的加固。

本方法不适用于素说凝土构件，包括纵向受力钢筋一侧配筋

率小于 0.2%的构件加固。

10. 1. 2 被加固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现场实测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得低于 C15 ，且1昆凝土表面的正拉粘结强度不得低于1. 5MPa。

10. 1. 3 外贴纤维复合材加固钢筋渴凝土结构构件时，应将纤维

受力方式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

10. 1. 4 粘贴在混凝土构件表面上的纤维复合材，不得直接暴露

于阳光或有害介质中，其表面应进行防护处理。表面防护材料应

对纤维及胶粘剂元害，且应与胶粘剂有可靠的粘结强度及相互协

调的变形性能。

10. 1. 5 采用本方法加固的泪凝土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

不应高于 60 0( ;处于特殊环境(如高温、高湿、介质侵蚀、放

射等)的混凝土结构采用本方法加固时，除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外，尚应采用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胶

粘剂，并按专门的工艺要求进行粘贴。

10. 1. 6 采用纤维复合材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时，应采取

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

10. 1. 7 当被加固构件的表面有防火要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及耐火极限要

求，对纤维复合材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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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0.2.1 采用纤维复合材对梁、板等受弯构件进行加固时，除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正截面承

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纤维复合材的应力与应变关系取直线式，其拉应力町等

于拉应变 Ef 与弹性模量 Ef 的乘积;

2 当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应按构件加同前的初始受力情

况，确定纤维复合材的滞后应变;

3 在达到受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前，加罔材料与提凝土之

间不致出现粘结剥离破坏。

10.2.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ιr ，应按下式

计算，即按构件加固前控制值的 o. 85 倍采用:

';b. f = o. 85';b (1 0. 2. 2) 

式中:乱 构件加固前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按现行同家

标准《混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

计算。

10.2.3 在矩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拉边混凝士表面上粘贴纤维复

合材进行加固时(图 10.2.3) ，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

确定:

M~adc{j加 (h - ~) + j'~A与 (h-a') - fy()A甜 (h - ho) 

00. 2. á-l) 

αlfc{j缸 =f~A且十价frAre - j'y()A'4j 00.2.3-2) 

功 (0. 8Ecuh/x) -Ecu-E f- 如 00.2.3-3)
εI 

工二三 2a' 00.2.3-4) 

式中 :M 构件加固后弯矩设计值 (kN • m); 

r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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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h 矩形截面宽度和高度 (mm);

f川、儿j 原截面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

值 (N/mm2 );

A ，(J 、 A~4) 原截面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F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mm);

h() 构件加固前的截面有效高度 (mm);

fr 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应根据

纤维复合材的品种，分别按本规范表 4.3.4-1 、表

4. 3. 4-2 及表 4.3.4-3 采用;

Ar" 纤维复合材的有效截面面积 (mm2 ) ; 

tþr 一一考虑纤维复合材实际抗拉应变达不到设计值而引人

的强度利用系数，当 φ 二>1. 0 时，取仙=1. 0; 

ê cu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取 εcu =0.0033; 

êr 纤维复合材拉应变设计值，应根据纤维复合材的品

种，按本规范表 4.3.5 采用;

ε仙一一-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纤维复合材的滞后应变，应按

本规范第 10.2.8 条的规定计算，若不考虑二次受

力影响，取 E如 =0 。

A 与
αJ"obx 

γ
叫
午
旷
\

f午A 与

图 10.2.3 矩形截面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10.2.4 实际应粘贴的纤维复合材截面面积 Af • 应按下式计算:

A f = Afe/km (1 0.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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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复合材厚度折减系数儿，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当采用预成型板时， ι= 1. 0; 

2 当采用多层粘贴的纤维织物时， ι 值按下式计算:

ι= 1. 16 旦旦丘 ζO. 90 
川 308000 飞

(10.2.4-2) 

式中 :Ef 一←→纤维复合材弹性模量设计值 (MPa) ，应根据纤维

复合材的品种，按本规范表 4.3.5 采用;

nf 一一纤维复合材(单向织物)层数;

tf 一-纤维复合材(单向织物)的单层厚度 (mm);

10.2.5 对受弯构件正弯矩区的正截面加固，其粘贴纤维复合材

的截断位置应从其强度充分利用的截面算起，取不小于按下式确

定的粘贴延伸长度(图 10.2.5):

lc = 拮十 200 00.2.5) 

式中 : lc 一一纤维复合材粘贴延伸长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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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 对梁为受拉面粘贴的纤维复合材的总宽度 (mm) , 

对板为 1000mm 板宽范围内粘贴的纤维复合材总

宽度;

If 一一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按本规范

表 4.3.4-1 、表 4. 3. 4-2 或表 4.3.4-3 采用;

zζ二

飞毛二[
内 1， l 

图 10.2.5 纤维复合材的粘贴延伸长度

l 梁; 2 纤维复合材; 3 原钢筋承担的弯矩;

4 加固要求的弯矩增量



Ir. , 一纤维与氓凝土之间的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 (MPa) • 

取 fr.v = O. 40ft; ft 为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按

现行国家标准(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值采用;当 fr.v 计算值低于 0.40MPa 时，取

fr.v =0. 40MPa; 当 fr.v 计算值高于 0.70MPa 时，

取 fr.v =0. 70MPa o 

10.2.6 对受弯构件负弯矩区的正截面加固，纤维复合材的截断

位置距支座边缘的距离，除应根据负弯矩包络图按上式确定外，

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9. 3 条的构造规定。

10.2.7 对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拉面粘贴

纤维复合材进行受弯加固时，应按本规范第 10.2. 1 条至第

10.2.4 条的计算原则和现行国家标准《氓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中关于 T 形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10.2.8 当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纤维复合材的滞后应变 E的应

按下式计算:

αrMOk 
êro 二 E，A， i瓦 00.2.8) 

式中: MOk 一一加固前受弯构件验算截面上原作用的弯矩标准值;

αf 综合考虑受弯构件裂缝截面内力臂变化、钢筋拉

应变不均匀以及钢筋排列影响等的计算系数，应

按表 10.2.8 采用。

表 10.2.8 计算系数 αr 值

注: 1 ρk 为混凝土有效受拉截面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lP p" 二人/A" ， A" 为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2 当原构件钢筋应力向主二150MPa，且 pt. 王三 0.05 时，表中 αf 值可乘以调整

系数 O. 9 。

79 



10.2.9 当纤维复合材全部粘贴在梁底面(受拉面)有困难

时，允许将部分纤维复合材对称地粘贴在梁的两侧面。此时，

侧面粘贴区域应控制在距受拉区边缘1/4 梁高范围内，且应按

下式计算确定梁的两侧面实际需要粘贴的纤维复合材截面面积

Af, l: 

Af， l 二二平fAf， b (1 0.2.9) 

式中:岛，b 一一一按梁底面计算确定的，但需改贴到梁的两侧面的

纤维复合材截面积;

市f ←→一考虑、改贴梁侧面引起的纤维复合材受拉合力及其

力臂改变的修正系数，应按表 10. 2. 9 采用。

表 10.2.9 修正系数 ηr值

注: hf 为从梁受拉边缘算起的侧面粘贴高度 ; h 为梁截面高度。

10.2.10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加固后，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

提高幅度，不应超过 40%，并应验算其受剪承载力，避免因受

弯承载力提高后而导致构件受剪破坏先于受弯破坏。

10.2.11 纤维复合材的加固量，对预成型板，不宜超过 2 层，

对湿法铺层的织物，不宜超过 4 层，超过 4 层时，宜改用预成型

板，并采取可靠的加强锚固措施。

10.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10.3.1 采用纤维复合材条带(以下简称条带)对受弯构件的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进行加固时，应粘贴成垂直于构件轴线方向的环

形箍或其他有效的 U 形箍(图 10. 3. 1) ;不得采用斜向粘贴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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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U
环形箍 自锁式U形箍 胶锚U形箍 钢板锚U形箍 一般U形箍

5 

4~ 

6 '1 11111111 

(a) 条带构造方式

2 2 

/ 
/ / 

11111111 \叫』斗

7 

(b) U形箍及纵向压条粘贴方式

网 10.3.1 纤维复合材抗剪箍及其粘贴方式

l 胶锚; 2 钢板压条; 3 一纤维织物压条; 4一板;

5 锚栓加胶粘锚固; 6-U 形箍; 7一梁

10.3.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斜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 hw/b ζ4 时

Vζ 0.25卢'c fc，)，仇。

当 hw/b 二三 6 时

V 豆。.20ßJcO bh 臼

当 4 < hw/b < 6 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式中 :V一一一构件斜截面加固后的剪力设计值 (kN) ; 

4 

~ 

00. 3. 2-1) 

00. 3. 2-2) 

β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昆凝士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值采用;

j'co 原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b 矩形截面的宽度、 T 形或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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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 

ho 一一截面有效高度 (mm);

hw 截面的腹板高度 (mm) ，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

度;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对 I

形截面，取腹板净高。

10.3.3 当采用条带构成的环形(封闭)箍或 U 形箍对钢筋

混凝士梁进行抗剪加固时，其斜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

确定:

V~VbO 十 Vbr

Vbr = ø、bfrArhr/sr

00. 3. 3~ 1) 

00. 3. 3~2) 

式中 :V1JÜ 一一加固前梁的斜截面承载力 CkN) ，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计算;

82 

V br 粘贴条带加固后，对梁斜截面承载力的提高值

(kN) ; 

如 与条带加锚方式及受力条件有关的抗剪强度折减

系数(表 10.3.3);

fr 受剪加固采用的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m勺，应根据纤维复合材品种分别按表 4. 3. 4~ 1 、

表 4. 3. 4~2 及表 4. 3. 4~3 规定的抗拉强度设计值乘

以调整系数 0.56 确定;当为框架梁或悬挑构件

时，调整系数改取 0.28;

A f 配置在同一截面处构成环形或 U 形箍的纤维复合

材条带的全部截面面积 Cmm2 ); A f = 2时'rlr , nr 

为条带粘贴的层数， br 和 tr 分别为条带宽度和条带

单层厚度;

hr 一一-梁侧面粘贴的条带竖向高度 (mm); 对环形箍，

取 hr = h; 

Sr 一一纤维复合材条带的间距(图 10.3.1b) (mm) 。



表 10.3.3 抗剪强度折减系数φ由值

条带加锚方式
环形箍及自锁 胶锚或钢板 加织物压条的

式 U形箍 锚 U形箍 一般 U形箍

均布荷载或
受力 1. 00 0.88 0.75 

剪跨比 λ 主 3
条件

A 王三1. 5 。.68 O. 60 0.50 

注:吁 λ 为中间值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小b 值。

10.4 受压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0.4.1 轴心受压构件可采用沿其全长元间隔地环向连续粘贴纤

维织物的方法(简称环向围束法)进行加固。

10.4.2 采用环向围束法加固轴心受压构件仅适用于下列情况:

1 长细比 l/d ζ12 的圆形截面柱;

2 长细比 l/d ζ14、截面高宽比 h/b ζ1. 5 、截面高度 hζ

600mm，且截面棱角经过圆化打磨的正方形或矩形截面柱。

10.4.3 采用环向围束的轴心受压构件，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

下列公式规定:

Nζ0.9 [Cfc()十 4σI )A cor + !，~A'，o ] 00. 4. 3-1) 

σ1= 0.5卢ι走cρfEfε fe C 10. 4. 3-2) 

式中 :N一一加固后轴向压力设计值 CkN) ; 

fC() 一一原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的 有效约束应力 CN/mm2 ) ; 

Aror 环向围束内I昆凝土面积 Cmm2 ) ;圆形截面 : Acor = 

丰'正方形和矩形截面 : Acor = 抽一(仕4←一才π旷)汁νr乒2
D 二一-圆形截面柱的直径 (mm);; 

b 一一正方形截面边长或矩形截面宽度 (mm);

h 一一矩形截面高度 Cmm);

r 截面棱角的圆化半径(倒角半径) ; 

ßc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泪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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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 时， ßc= l. O;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 β

=0.8; 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kc 一一-环向围束的有效约束系数，按本规范第 10.4.4 条

的规定采用;

ρf 环向围束体积比，按本规范第 10.4.4 条的规定

计算;

Ef 一-纤维复合材的弹性模量 (N/mm2 ) ; 

Efe 一→纤维复合材的有效拉应变设计值;重要构件取 Efe

=0.0035; 一般构件取 Efe =0.0045 0 

10.4.4 环向围束的计算参数 kc 和户，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有效约束系数 kc 值的确定:

1) 圆形截面柱 : kc =0.95; 

2) 正方形和矩形截面柱，应按下式计算:

(b-2r)2 十 (h-2r)2
kc = 1 一

3A.or (1 - ps ) 

式中: ps ~一-柱中纵向钢筋的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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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h-2r 

h U 
图 10.4.4 环向围束内矩形截面有效约束面积

1一无效约束面积; 2 环向围柬; 3一有效约束面积

2 环向围束体积比 pf 值的确定:

对圆形截面柱，.

00.4.4-1) 



ρf=4ηftdD 

对正方形和矩形截面柱:

ρf = 2nftf Cb 十 h) / Acor 

式中: nf 纤维复合材的层数;

tf 纤维复合材每层厚度 (mm) 。

10.5 框架柱斜截面加固计算

00.4.4-2) 

00.4.4-3) 

10.5.1 吁采用纤维复合材的条带对钢筋混凝土框架柱进行受剪

加同时，应粘贴成环形箍，且纤维方向应与柱的纵轴线垂直。

10.5.2 采用环形箍加固的柱，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公式规定:

VζVcü 十 Vd

V d = !þvc!fAfh/Sf 

A f = 2ηfbftf 

式中 :V 一→一构件加固后剪力设计值 (kN);

00. 5. 2-1) 

00.5.2-2) 

00.5.2-3) 

V"l 加固前原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CkN) ，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

计算;

Vd -一粘贴纤维复合材加固后，对柱斜截面承载力的提高

值 (kN) ; 

你c 与纤维复合材受力条件有关的抗剪强度折减系数，

按表 10.5.2 的规定值采用;

ff ←→←受剪加固采用的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CN/

mm勺，按本规范第 4.3.4 条规定的抗拉强度设计

值乘以调整系数 O. 5 确定;

Ar -二←配置在同→截面处纤维复合材环形箍的全截面面积

(mm2 ) ; 

nf 一一为纤维复合材环形箍的层数;

br 、 t r 分别为纤维复合材环形箍的宽度和每层厚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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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柱的截面高度 (mm);

Sr 一一一环形箍的中心间距 (mm)o

表 10.5.2 抗剪强度折减系数扎值

轴压比

均布荷载或 À，二，， 3

λ， ';;;;;1 

注: 1 À，为柱的剪跨I;t;对框架柱 À ，. = 陀、 /2"0 ; Hn 为柱的净高; 110 为柱截面有

效高度。

2 中间值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10.6 大偏心受压构件加固计算

10.6.1 当采用纤维增强复合材加国大偏心受压的钢筋混凝土柱
时，应将纤维复合材粘贴于构件受拉区边缘混凝土表面，且纤维

方向应与柱的纵轴线方向一致。

10.6.2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柱的加固，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

下列公式规定:

N~二 αJ/"þ:r+ (yûA与一 fyûA础 - fr Ar 00. 6. 2-1) 

Ne <;; alfcfJ缸。0- ~) +几A~-;() 仙一山+ frAr (h-ho ) 

00. 6. 2-2) 

e= 矶+专 -a 00.6.2-3) 

ej = eo +ea 00.6.2-4) 

式中: e 一一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 A 合力点的距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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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一一初始偏心距 (mm);

eo 一一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m时，取为 M/N;

当需考虑二阶效应时.M 应按本规范第 5.4.3 条

确定;



eét ---附加偏心距 (mm) ，按偏心方向截面最大尺寸Iz确

定:吁 h ~ 600mm 时 ， e" =20mm; 当Iz > 600mm 

时， ea = h/30 ; 

u 、 "F--一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

近边的距离 (mm);

fr 一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应根据其

品种，分别按本规范表 4.3.4-1 、表 4.3.4-2 及表

4.3.4-3 采用。

10.7 受拉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0.7.1 当采用外贴纤维复合材加国环形或其他封闭式钢筋混凝

土受拉构件时，应按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置方式，将纤维织

物粘贴于相应位置的混凝土表面上，且纤维方向应与构件受拉方

向一致，并处理好围拢部位的搭接和锚固问题。

10.7.2 轴心受拉构件的加固，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式确定:

N~二 j卢)Aρ+frAr (10.7.2) 

式中 :N 轴向拉力设计值;

fr 一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汁值，应根据其品种，分别

按本规范表 4.3.4-1 、表 4.3.4-2 及表 4.3.4-3 的规

定采用;

10.7.3 矩形截面大偏心受拉构件的加固，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

合下列公式规定:

N ~ f yOA,o + frAr 一 αdc0 1xr - j'yüA',o (10.7.3-1) 

Ne~川]b:r (ho - ;)十几A'~ (ho - a',) + frAr (h - ho) 

(10.7.3-2) 

式中 :N 加固后轴向拉力设计值 (kN) ; 

r 轴向拉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mm); 

fr 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勺，应根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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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分别按本规范表 4.3.4-1、表 4.3.4-2 及表

4.3.4-3 采用。

10.8 提高柱的延性的加固计算

10.8.1 钢筋泪凝土柱因延性不足而进行抗震加罔时，可采用环

向粘贴纤维复合材构成的环向围束作为附加箍筋。

10.8.2 当采用环向围束作为附加箍筋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柱

箍筋加密区加固后的箍筋体积配筋率户'且应满足现行同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的要求:

ρv-ρu 十 ρv.1

1. hdl 
p￥[二叩1 srf二

00. 8. 2-1) 

00.8.2-2) 

式中 :ρv.e 被加固柱原有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当需重新复核

时，应按箍筋范围内的核心截面进行计算;

ρv.1 一一环向围束作为附加箍筋算得的箍筋体积配筋率的

增量;

ρf 环向围束体积比，应按本规范第 10.4.4 条计算;

ι 一-环向围束的有效约束系数，圆形截面，走， =0.90;

正方形截面 ， kc =0.66; 矩形截面点 =0.42;

hl 一一环向围束纤维条带的宽度 (mm);

Sl 环向围束纤维条带的中心间距 (mm);

I1 环向围束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m勺，应根据其品种，分别按本规范表 4.3.4-1 、

表 4.3.4-2 及表 4.3.4-3 采用;

j卢 原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10.9 构造规定

10.9.1 对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弯矩区进行正截面加固时，其

受拉面沿轴向粘贴的纤维复合材应延伸至支座边缘，且应在纤维

复合材的端部(包括截断处)及集中荷载作用点的两侧，设置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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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复合材的 U 形箍(对梁)或横向压条(对板)。

10.9.2 当纤维复合材延伸至支座边缘仍不满足本规范第

10. 2. 5 条延伸长度的规定时，应采取下列锚固措施:

1 对梁，应在延伸长度范围内均匀设置不少于三道 U 形箍

锚固(罔 10.9. 2a) ，其中一道w.设置在延伸长度端部。 U 形箍

采用纤维复合材制作;U 形箍的粘贴高度应为梁的截面高度;

当梁有翼缘或有现浇楼板，应伸至其底面。 U 形箍的宽度，对

端箍不应小于加固纤维复合材宽度的 2/3 ，且不应小于 150mm;

对中间箍不应小于加同纤维复合材条带宽度的1/2，且不应小于

100mm o U 形箍的厚度不应小于受弯加固纤维复合材厚度的

1/20 

2 对板，应在延伸长度范围内通长设置垂直于受力纤维方

4 

3 A-A 

(a) U形箍

4 

(b) 横向压条

图 10.9.2 梁、板粘贴纤维复合材端部锚固措施

l 柱; 2- U 形箍; 3 纤维复合材; 4 板 g

5 梁; 6 横向!王条

注: (a) 阁中未画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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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压条(罔 10.9.2b) 。压条采用纤维复合材制作。压条除应

在延伸长度端部布置一道外，尚宜在延伸长度范围内再均匀布置

1 道~2 道。压条的宽度不应小于受弯加固纤维复合材条带宽度

的 3/5 ，压条的厚度不应小于受弯加固纤维复合材厚度的 1/20

3 当纤维复合材延伸至支座边缘，遇到下列情况，应将端

箍(或端部压条)改为钢材制作、传力可靠的机械锚固措施:

1)可延伸长度小于按公式 00.2.5) 计算长度的一半;

2) 加固用的纤维复合材为预成型板材。

10.9.3 当采用纤维复合材对受弯构件负弯矩区进行正截面承载

力加固时，应采取下列构造措施:

1 支座处无障碍时，纤维复合材应在负弯矩包络罔范围内

连续粘贴;其延伸长度的截断点应位于正弯矩区，且距正负弯矩

转换点不应小于 1m。

2 支座处虽有障碍，但梁上有现浇板，且允许绕过柱位时，

宜在梁侧 4 倍板厚 (hb ) 范围内，将纤维复合材粘贴于板面上

(图 10.9.3-1)。

3 

图 10.9.3-1 绕过柱位粘贴纤维复合材

l 柱; 2 梁; 3 板顶面粘贴的纤维复合材; hb 饭厚

3 在框架顶层梁柱的端节点处，纤维复合材只能贴至柱边

缘而无法延伸时，应采用结构胶加贴 L 形碳纤维板或 L 形钢板

进行粘结与锚固(图 10.9.3-2) 0 L 形钢板的总截面面积应按下

式进行计算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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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O
O曲
A

(a) 柱顶加贴L形碳纤维板锚固构造

注 IOOOmm

E
E
O
C∞
A
 

(b) 枝顶加贴L形钢板锚固构造

罔 10. 9. 3-2 柱顶加贴 L形碳纤维板或钢板锚固构造

l 粘贴 L形碳纤维板; 2 横向压条; 3 纤维复合材;

4 纤维复合材围束; 5 粘贴 L 形钢板; 6-M12 锚检;

7 加焊顶饭(预焊); 8--d二主M16 的 6. 8 级锚栓;

9 胶粘于柱上的 U形钢箍板

Aa.l = 1. 2<þdrAd fy 

式中 :A".l 支座处需粘贴的 L形钢板截面面积;

<þr 纤维复合材的强度利用系数，按本规市第 10.2.3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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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采用;

ff-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3.4 条采用;

Af -→-支座处实际粘贴的纤维复合材截面面积;

fy-~L形钢板抗拉强度设计值。

L形钢板总宽度不宜小于 0.9 倍梁宽，且宜由多条L形钢板组成。

4 当梁上无现浇板，或负弯矩区的支座处需采取加强的锚
固措施时，可采取胶粘 L 形钢板(图 10.9.3-3 )的构造方式。

但柱中箍板的锚栓等级、直径及数量应经计算确定。当梁上有现

提板，也可采取这种构造方式进行锚固，其 U 形钢箍板穿过楼

板处，应采用半叠钻孔法，在板上钻出扁形孔以插入箍板，再用

结构胶予以封固。

6 

图 10.9.3-3 柱中部加贴 L形钢板及 U形钢箍板的锚固构造示例

l-d二"M22 的 6.8 级锚栓; 2-M12 锚栓; 3-0形钢箍板，

胶粘于柱上; 4一胶粘 L形钢板; 5一横向钢压条，锚于楼板上$

6一加固粘贴的纤维复合材; 7 梁; 8一柱

10.9.4 当加固的受弯构件为板、壳、墙和筒体时，纤维复合材

应选择多条密布的方式进行粘贴，每一条带的宽度不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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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 不得使用未经裁剪成条的整幅织物满贴。

10.9.5 当受弯构件粘贴的多层纤维织物允许截断时，相邻两层

纤维织物宜按内短外长的原则分层截断;外层纤维织物的截断点

宜越过内层截断点 200mm 以上，并应在截断点加设 U 形箍。

10.9.6 当采用纤维复合材对钢筋混凝土梁或柱的斜截面承载力

进行加固时，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用环形箍或端部自锁式 U 形箍;当仅按构造需要设

箍时，也可采用一般 U 形箍;

2 U 形箍的纤维受力方向应与构件轴向垂直;

3 当环形箍、端部自锁式 U形箍或一般 U形箍采用纤维复

合材条带时，其净间距 Sr.n (图 10.9.6) 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的最大箍筋间距的 O. 70 

倍，且不应大于梁高的 O. 25 倍;

4 U 形箍的粘贴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10.9.2 条的规定;当

U形箍的上端元自锁装置，应粘贴纵向压条予以锚固;

5 当梁的高度 h 大于等于 600mm 时，应在梁的腰部增设

一道纵向腰压带(图 10.9.6); 必要时，也可在腰压带端部增设

自锁装置。

3 

4 

图 10.9.6 纵向腰压带

l 纵向压条; 2…板; 3 梁; 4--U 形箍; 5 纵向腰压条;

6 柱; sr ~-U 形箍的中心间距; .\"f.n-U 形箍的净间距;

hr 梁侧面粘贴的条带竖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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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当采用纤维复合材的环向围束对钢筋?昆凝土柱进行正截

面加固或提高延性的抗震加固时，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向围束的纤维织物层数，对圆形截面不应少于 2 层;

对正方形和矩形截面柱不应少于 3 层;当有可靠的经验时，对采

用芳纶纤维织物加固的矩形截面柱，其最少层数也可取为 2 层。

2 环向围束上下层之间的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50mm，纤维

织物环向截断点的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200mm，且各条带搭接位

置应相互错开。

10.9.8 当沿柱轴向粘贴纤维复合材对大偏心受压柱进行正截面

承载力加固时，纤维复合材应避开楼层梁，沿柱角穿越楼层，且

纤维复合材宜采用板材;其上下端部锚固构造应采用机械锚固。

同时，应设法避免在楼层处截断纤维复合材。

10.9.9 当采用 U 形箍、 L 形纤维板或环向围束进行加固而需

在构件阳角处绕过时，其截面棱角应在粘贴前通过打磨加以困化

处理(图 10.9.9) 。梁的圆化半径 r ， 对碳纤维和玻璃纤维不应

小于 20mm; 对芳纶纤维不应小于 15mm; 柱的圆化半径，对碳

纤维和玻璃纤维不应小于 25mm; 对芳纶纤维不应小于 20mm。

2 r 

图 10.9.9 构件截面棱角的困化打磨

l 构件截面外表面; 2 纤维复合材; r-角部阅化半径

10.9.10 当采用纤维复合材加固大偏心受压的钢筋棍凝土柱时，

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的两端应增设可靠的机械锚固措施;

2 柱上端有楼板时，纤维复合材应穿过楼板，并应有足够

的延伸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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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法

11.1 设计规定

11. 1. 1 本方法适用于截面偏小或配筋不足的钢筋混凝土受弯、

受拉和大偏心受压构件的加固。本方法不适用于素混凝土构件，

包括纵向受力钢筋一侧配筋率低于 0.2%的构件加间。

11. 1. 2 被加同的泪凝士结构构件，其现场实测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得低于仁25. 且说凝土表面的正拉粘结强度不得低于 2. 仙1Pa 。

11. 1. 3 粘贴在混凝土构件表面上的预应力嵌纤维复合板，其表

面应进行防护处理。表面防护材料应对纤维及胶粘剂无害。

11. 1. 4 粘贴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时，

应将碳纤维复合板受力方式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

11. 1. 5 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

时，碳纤维复合板张拉锚固部分以外的板面与?昆凝土之间也应涂

刷结构胶粘剂。

11.1. 6 采用本方法加固的混凝土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

不应高于 600C; 处于特殊环境(如高温、高湿、动荷载、介质

侵蚀、放射等)的混凝土结构采用本方法加固时，除应按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外，尚应采用耐环境因素

作用的结构胶粘剂，并按专门的工艺要求施工。

11. 1. 7 当被加固构件的表面有防火要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ffi))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及耐火极限要

求，对胶粘剂和碳纤维复合板进行防护。

11. 1. 8 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泪凝土结构构件时，纤维

复合板宜直接粘贴在1昆凝土表面。不推荐采用嵌入式粘贴方式。

11. 1. 9 设计应对所用锚栓的抗剪强度进行验算，锚栓的设计剪

应力不得大于锚栓材料抗剪强度设计值的 O.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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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10 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

时，其锚具(图 1 1. 1. 10-1 、图 1 1. 1. 10-2、图 1 1. 1. 10-3、图

1 1. 1. 10-4) 的张拉端和锚固端至少应有一端为自由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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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1. 10-1 张拉前锚具平面示意图

1一张拉端锚具; 2一推力架; 3 导向螺杆; 4 张拉支架;

5 固定端定位饭; 6 固定端锚具; 7-M20 胶锚螺栓;

8-M16 螺栓; 9 碳纤维复合饭; 10- M12 螺栓;

11 预留孔，张拉完成后植入 M20 胶锚螺栓

12 ~ 
_~，----F同---卡

图 1 1. 1. 10-2 张拉前锚具纵向剖面示意图

I 张拉端锚具; 2 推力架; 3 导向螺杆; 4 张拉支架:

5一固定端定位饭; 6十同定端锚具; 7-M20 胶锚螺栓;

8-M16 螺栓; 12一千斤顶; 13一…模形锁固; 14 --6。倾斜角;

l一张拉行程 ; h 锚同深度，取为 170mm

图 1 1. 1. 10-3 张拉完成锚具平面示意图

7 

1 张拉端锚具; 6 固定端锚具; 7-M20 胶锚螺栓; 9-- 碳纤维复合饭



7 7 

图 1 1. 1. 10-4 张拉完成锚具纵向剖面示意图

l 张lÌ[端锚具; 6 固定端锚具; 7-M20 胶锚螺栓; 9 碳纤维复合板;

13 模形锁团; 15 结构胶粘剂;

L 张拉位移 ; h--锚罔深度，取为 170mm

11. 2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受弯构件

11. 2.1 当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对梁、板等受弯构件进行加

固时，其预应力损失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锚具变形和碳纤维复合板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σ/l : 

a~ 
σ/l - TCf (11. 2.1-1) 

式中 :a 一一张拉锚具变形和碳纤维复合板内缩值 (mm) ，应按

表 1 1. 2. 1 采用;

J 张拉端至锚固端之间的净距离 (mm);

Er 一一碳纤维复合板的弹性模量 (MPa) 。

表 1 1. 2. 1 锚具类型和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内缩值 a (mm) 

锚具类型 | 

平板锚具

波形锚具

2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的松弛损失 σ12 : 

σ12 = nσ∞n 
式中 : r 松弛损失率，可近似取 2.2% 。

2 

3 泪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ση:

σ55 十 300σ阳/ j'cu 
13 - 1 + 15ρ 

(11. 2.1-2) 

(11.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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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pc 一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处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ρ一一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和钢筋的配筋率，其计算公

式为 : p = (AfEfiE<ü + A甜 )/bho;

f'cu 一-施加预应力时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4 由季节温差造成的温差损失 σ'" : 

σH = f},T Iαfαc I E f 0 1. 2.1-4) 

式中 :f}，T 年平均最高(或最低)温度与预应力碳纤维复合

材张拉锚固时的温差;

町、 αc 二一碳纤维复合板、混凝土的轴向温度膨胀系数。 αf 可

取为 1X lO-6 FC; αc 可取为 1X10-:; ;oC 。

11.2.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f 可采用下式

计算，即取加固前控制值的 0.85 倍:

';b.f = o. 85';" 0 1. 2. 2) 
式中: ';b 一→构件加固前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按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11.2.3 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对梁、板等受弯构件进行加固

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补充规定:

1 构件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粘贴预应力碳纤维复合

板的拉应变 E:f 应按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设确定;

2 碳纤维复合板应力的取等于拉应变 E: f 与弹性模量 Ef 的乘

α1λ。

.."，.是

7

斗
斗
，
乓

-r{(I~ 

图 1 1. 2. 3 矩形截面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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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 在达到受弯承载力极限状态前，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与

混凝土之间的粘结不致出现剥离破坏。

11. 2. 4 在矩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拉边混凝土表面上粘贴预应力

碳纤维复合板进行加固时，其锚具设计所采取的预应力纤维复合

板与棍凝士相粘结的措施，仅作为安全储备，不考虑其在结构计

算中的粘结作用。在这一前提下，其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Mζ 川。b.r (h 才) + j'yûA',o (h - a') - f yû A,o (卜 ho)

0 1. 2. 4-1) 

αI!c{)b.r = frAr 十 f川A川 - f'yûA'''J 0 1. 2. 4-2) 

2a' ~.r 三三 ~b.rho 0 1. 2. 4-3) 

式中 :M 弯矩(包括加固前的初始弯矩)设计值 (kN'm);

αl 计算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取

α) =1. 0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取 α)=

O. 饵，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f凶 ?昆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r-一一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b , h 短形截面的宽度和高度 (mm);

f州、 f二) 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A ,o ， A飞} 受拉钢筋和受压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F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mm); 

h。一 构件加固前的截面有效高度 (mm);

Ir →一碳纤维复合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Ar 一→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材的截面面积 (mm2 ) 。

加固设计时，可根据公式 0 1. 2.4-1) 计算出混凝土受压区

的高度工，然后代人公式 0 1. 2.4-2) ，即可求出受拉面应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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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的截面面积 Ar 。

11.2.5 对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拉面粘贴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进行受弯加固时，应按本规范第 1 1. 2. 2 条

至第 1 1. 2. 4 条的规定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关于 T形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11.2.6 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抗裂和变形验算，并进行预应力碳纤

维复合板的应力验算。受弯构件的挠度验算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执行。

11.2.7 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进行加固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

件，其抗裂控制要求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确定。

11.2.8 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下，当受拉边缘混凝土名义拉应

力 σck 一句 ~f，k 时，抗裂验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GB 50010 的方法进行;当受拉边缘混凝土名义拉应力

σck 一句 >f'k 时，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

最大裂缝宽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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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þ 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 tþ <0.2 

时，取 tþ =0.2; 当 tþ> 1. 0 时，取 tþ= 1. 0; 对直

接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取 tþ= 1. 0;

σsk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受弯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

等效应力 CN/mm2 ) ; 

E， 一一-钢筋的弹性模量 CN/mm2 ) ; 

Er 一一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的弹性模量 CN/mm2 ) ; 

f →一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

Cmm); 当 c<20 时，取 c =20; 当 c>65 时，取 c

=65; 

ρte 一一按有效受拉?昆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的

等效配筋率;

Ar 一一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的截面面积 Cmm2 ) ; 

A tc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 Cmm勺，受弯构件取 Ate

= 0.5队十 Cbr - b)岛，其中 br 、 h r 为受拉翼缘的宽

度、高度;

d"l 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 Cmm);

d i 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 Cmm);

ni 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根数;

ν， 受拉区第 i 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光圆

钢筋为 0.7; 带肋钢筋为1. 0; 

Mk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CkN. m); 

Mz 一一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构件中的次弯矩

CkN. m) ，应按国家标准《棍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第 10. 1. 5 条确定;

N !i) 纵向钢筋和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的合力 CkN) ; 

z 一一受拉区纵向钢筋和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合力点至截

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Cmm) ; 

YFf 一一受压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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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为川=叫可叭
b'f 、 h'f 受压区翼缘的宽度、高度 (mm) ，当刮 >0.2 ho 

时，取叫 =0.2ho ;

ep 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 N间的作用点至受拉区

纵向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mm) 。

11.2.9 采用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其抗弯刚度 B，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1 不出现裂缝的受弯构件:

B , = o. 85EJo 

2 出现裂缝的受弯构件:

(11. 2. 9-1) 

0. 85Ec 1o (11. 2. 9-2) 
S k cr 十 (l -kcr)w

是 cr 捡(11. 2. 9-3) 

1 , ^ , o. 21 、
w=( 1. 0 十 v. W_~ 1 (1. 0 十 O. 45Yf) 一 0.7 (11. 2. 9-4) 

飞 αEP / 

M口 =(σ严十 yftk )Wo (11. 2. 9-5) 

式中: Ec 一一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N/m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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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换算截面惯性矩 (mm4 ) ; 

αE 纵向受拉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士弹性模量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 :αE = EjEc; 
户一←二纵向受拉钢筋的等效配筋率， ρ = (AfErlE, +A,)/ 

(品。) ; 

yf 受拉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儿一一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开裂弯矩Mcr 与弯矩M笔的比值，

当/Ccr > 1. 0 时，取 K口=1. 0; 

即一一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抗裂边缘产

生的混凝土预压应力 (N/mm2 ) ; 



y 一一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氓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

规定计算;

flk --1昆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CN/mm勺。

11. 3 构造要求

11.3.1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用锚具可采用平板锚具，也可

采用带小齿齿纹锚具(尖齿齿纹锚具和圆齿齿纹锚具)等。

11.3.2 设计普通平板锚具的构造时，其盖板和底板的厚度应分

别不小于 14mm 和 10mm; 其加压螺栓的公称直径不应小于

22mm (罔 1 1. 3.2-1 、图 1 1. 3. 2-2) 。

口
四
川
]

下
半
个
斗

/上/主
/~ i / i I 4二

图 1 1. 3.2-1 碳纤维板平板锚具

1 螺栓孔; 2 盖饭; 3 碳纤维极; 1 底饭

240 
130. 60 60ι60 , 301 

命 φφ 命
且~ 乒马 且二，↓ 且二，↓

ON 

om o
h二

ON 

AV 
命命命

图 1 1. 3.2-2 平板锚具盖板和底板平面

11.3.3 设计尖齿齿纹锚具的构造时，其齿深宜为 0.3mm~

0.5mm，齿间距宜为 O. 6mm ~ 1. Omm C 图 1 1. 3. 3-1 、图

11.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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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3-1 尖齿齿纹锚具示意图

1一碳纤维复合板; 2一夹具;F一锚具的夹紧力 ;f一锚具摩擦力 g

"一铺具宽度;b-锚具齿纹长度; bj 一齿间距

图 1 1. 3. 3-2 尖齿齿纹锚具单齿示意图

1 碳纤维复合板; 2一锚具g α 一左侧齿纹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z

p一右侧齿纹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11.3.4 尖齿齿纹锚具摩擦力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α十 sm β 

f=2μF 
inß十 cos ßX sin α 

式中 :F-一锚具的夹紧力 (k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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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一一碳纤维板与锚具之间的摩擦系数;

α---左侧齿纹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卢二二右侧齿纹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11. 3.4) 



11.3.5 设计圆齿齿纹铺具的构造时，其齿深宜为 O.3nun--

O.5nun，齿间距宜为 O. 6nun --- 1. Onun (图 11.3.5-1、图 11.3.5-

2) 。

图 1 1. 3. 5-1 圆齿齿纹锚具示意图

1←碳纤维复合板; 2 锚具;F 锚具的夹紧力 g

f 锚具摩擦力 ; b 锚具齿纹长度 ; bl 一齿间距

图 1 1. 3.5-2 圆齿齿纹铺具单齿示意图

l 碳纤维复合板; 2一锚具M 齿纹弧度圆心角 ; r 齿纹半径

11.3.6 圆齿齿纹锚具摩擦力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f= 卢E乞写 (川.6)

式中 :F-一一锚具的夹紧力 (kN) ; 

μ-一碳纤维板与锚具之间的摩擦系数;

α 一一一齿纹弧度圆心角。

11.3.7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材的宽度宜为 100mm，对截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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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构件，可粘贴多条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材进行加固。

11.3.8 锚具的开孔位置和孔径应根据实际工程确定，孔距和边

距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1.3.9 对于平板锚具，锚具表面粗糙度 25 f1.m ζR， ~ 50 f1.m , 

80μm:::三 Ry ζ 150μm ， 60μm 运 Rz ~ 100f1.m 。

11.3.10 为了防止尖齿齿纹锚具将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剪断，

该类锚具在尖齿处应进行倒角处理(因 1 1. 3. 3-2) 。

11.3.11 对圆齿齿纹锚具，为防止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在锚具

出口处因与锚具摩擦而产生断丝现象，锚具在端部切线方向应与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受拉力方向平行。

11.3.12 现场施工时，在锚具与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材之间宜粘贴

2 层~4 层碳纤维织物作为垫层(图 1 1. 3.12) ，并在锚具、预应力

碳纤维复合材以及垫层上均应涂刷高强快固型结构胶，并在凝同

前迅速将夹具锚紧，以防止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与锚具间的滑移。

2 

图 1 1. 3.12 锚具内加贴的碳纤维织物垫层

1 盖板; 2 碳纤维布垫片; 3 预应力碳纤维板; 4 底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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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设计对施工的要求

11.4.1 采用本方法加困在施加预应力前，可不采取卸除作用在

被加固结构上活荷载的措施。

11.4.2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材的张拉控制应力值 σcon 宜为碳纤维

复合材抗拉强度设计值 ff 的 O. 6 倍~O. 7 倍。

11.4.3 对外露的锚具应采取防腐措施加以防护。

11.4.4 锚固和张拉端的碳纤维应平直、无表面缺陷。

11.4.5 当张拉过程中发现有明显滑移现象或达不到设计张拉应

力时，应调整螺栓紧固力后重新张拉。当张拉过程顺利且达到设

计应力后，松开张拉装置，涂布胶粘剂，二次张拉至设计应

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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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增设支点加固法

12.1 设计规定

12. 1. 1 本方法适用于梁、板、楠架等结构的加固。

12. 1. 2 本方法按支承结构受力性能的不同可分为刚性支点加固

法和弹性支点加固法两种。设计时，应根据被加固结构的构造特

点和工作条件选用其中一种。

12. 1. 3 设计支承结构或构件时，宜采用有预加力的方案。预加

力的大小，应以支点处被支顶构件表面不出现裂缝和不增设附加

钢筋为度。

12. 1. 4 制作支承结构和构件的材料，应根据被加固结构所处的

环境及使用要求确定。当在高湿度或高温环境中使用钢构件及其

连接时，应采用有效的防锈、隔热措施。

12.2 加固计算

12.2.1 采用刚性支点加固梁、板时，其结构计算应按下列步骤

进行:

1 计算并绘制原梁的内力图;

2 初步确定预加力(卸荷值) ，并绘制在支承点预加力作用

下梁的内力图;

3 绘制加固后梁在新增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图;

4 将上述内力图叠加，绘出梁各截面内力包络图;

5 计算梁各截面实际承载力;

6 调整预加力值，使梁各截面最大内力值小于截面实际承

载力;

7 根据最大的支点反力，设计支承结构及其基础。

12.2.2 采用弹性支点加固梁时，应先计算出所需支点弹性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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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然后根据此力确定支承结构所需的刚度，并应按下列步

骤进行:

1 计算并绘制原梁的内力图;

2 绘制原梁在新增荷载下的内力图;

3 确定原梁所需的预加力(卸荷值) ，并由此求出相应的弹

性支点反力值 R;

4 根据所需的弹性支点反力 R 及支承结构类型，计算支承

结构所需的刚度;

5 根据所需的刚度确定支承结构截面尺寸，并验算其地基基础。

12.3 构造规定

12.3.1 采用增设支点加固法新增的支柱、支撑，其上端应与被

加固的梁可靠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式连接:

当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柱、支撑为支承结构时，可采用钢筋混

凝土套箍温式连接(图 12.3. 1a); 被连接部位梁的混凝土保护

层应全部凿掉，露出箍筋;起连接作用的钢筋箍可做成 E 形;

也可做成 F形，但应卡住整个梁截面，并与支柱或支撑中的受

力筋焊接。钢筋箍的直径应由计算确定，但不应少于 2 根直径为

12mm 的钢筋。节点处后浇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

2 干式连接:

当采用型钢支柱、支撑为支承结构时，可采用型钢套箍干式

连接(图 12.3.1b) 。

12.3.2 增设支点加固法新增的支柱、支撑，其下端连接，当直

接支承于基础上时，可按一般地基基础构造进行处理;当斜撑底

部以梁、柱为支承时，可采用下列构造:

1 对钢筋混凝土支撑，可采用湿式钢筋混凝土围套连接

(图 12.3.2a) 。对受拉支撑，其受拉主筋应绕过上、下梁(柱) , 

并采用焊接。

2 对钢支撑，可采用型钢套箍干式连接(图 12.3.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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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5 

(a) 钢筋混凝土套箍湿式连接

(b) 型钢套箍子式连接

国 12.3.1 支柱、支撑上端与原结构的连接构造

1二被加罔梁; 2--后浇混凝土; 3--连接筋; 4 混凝土支柱;

5 焊缝; 6 混凝土斜撑; 7 钢支柱; 8 缀板;

9-←短角钢; 10二钢斜撑



5 

(a) 钢筋混凝士围套湿式连接

8 

(b) 型钢套箍干式连接

图 12.3.2 斜撑底部与梁柱的连接构造
l 后浇混凝土; 2 受拉钢筋; 3 混凝士拉杆; 4 后浇混凝士套箍;

5 混凝土斜撑; 6 短角钢; 7→螺栓; 8 型钢套箍; 9一缀板;
10- 钢斜拉杆;ll 被加固梁; 12 钢斜撑; 13 节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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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张紧钢丝绳网片一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法

13. 1 设计规定

13. 1. 1 本方法适用于钢筋混凝土梁、柱、墙等构件的加罔，但

本规范仅对受弯构件的加固作出规定。本方法不适用于素?昆凝土

构件，包括纵向受拉钢筋一侧配筋率小于 0.2%的构件加固。

13. 1. 2 采用本方法时，原结构、构件按现场检测结果推定的混

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15 级，且?昆凝土表面的正拉粘结强度

不应低于1. 5MPa o 

13. 1. 3 采用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混凝土结构构件

时，应将网片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并能与混凝土变形协

调、共同受力。

13. 1. 4 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应采用下列构造方式对混

凝土结构构件进行加固:

1 梁和柱，应采用三面或四面围套的面层构造(图

13. 1. 4a 和 b) ; 

2 板和墙，宜采用对称的双面外加层构造(图 13. 1. 4d) 。

当采用单面的面层构造(图 13. 1. 4c) 时，应加强面层与原构件

的锚固与拉结。

13. 1. 5 钢丝绳网片安装时，应施加预张紧力;预张紧应力大小

取 O.3j川允许偏差为土 10%.jrw 为钢丝绳抗拉强度设计值。

施加预张紧力的工序及其施力值应标注在设计、施工图上，不得

疏漏，以确保其安装后能立即与原结构共同工作。

13. 1. 6 采用本方法加固的混凝土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

不应高于 600C 。处于特殊环境下(如介质腐蚀、高温、高湿、

放射等)的混凝土结构，其加固除应采用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聚合

物配制砂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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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四面国套面层 (b) 三面围套面层

(c) 单面层 (d) 双面层

罔 13. 1. 4 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构造示意图

I 同定板; 2 钢丝绳网片; 3 原钢筋;

4 聚合物砂浆面层; 5 胶粘型锚栓

范)) GB 50046 的规定，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13. 1. 7 采用本方法加固时，应采取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

在结构上的活荷载。

13. 1. 8 当被加固结构、构件的表面有防火要求时，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及

耐火极限要求，对钢丝绳网片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外加层进

行防护。

13.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3.2.1 采用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对受弯构件进行加固

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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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件达到受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钢丝绳网片的拉应

变 érw 可按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设确定;

2 钢丝绳网片应力 I5rw 可近似取等于tv.应变 érw 与弹性模量

Erw 的乘积;

3 当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应按构件加间前的初始受力情

况，确定钢丝绳网片的滞后应变;

4 在达到受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前，钢丝绳网与混凝土之

间不出现粘结剥离破坏;

5 对梁的不同面层构造，统一采用仅按梁的受拉区底面有

面层的计算简图，但在验算梁的正截面承载力时，应引人修正系

数币rI考虑梁侧面围套内钢丝绳网片对承载力提高的作用。

13.2.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h.rw 应按下式

计算，即加固前控制值的 0.85 倍采用:

乱.rw = 0.856>(13.2.2)

式中 :ι 构件加同前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按现行罔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

计算。

13.2.3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采用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进

行加固时(图 13.2.3) ，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M ζQ钊α创d，凶b缸lr (队h 一 ~ ) 十忖f'yü A '，0正ι4ι4.'，

(1 3.2.3-1) 

αddJ bx = fy(JA坤十平rI功rwfrwArw - f'yüA'so (13.2.3-2) 

寸-
L川

、
1
7
/
/
h
C

M
一
九
/
电

En--
K

一

ζ

o-a 
一
一

，

ψ
'
 

03.2.3-3) 

(1 3.2.3-4) 

式中:M-构件加固后的弯矩设计值 (kN.m);

r 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mm);

b ， h 一一-矩形截面的宽度和高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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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w 钢丝绳网片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Acw 钢丝绳网片受拉截面面积 (mm2 ) ; 

i 一一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mm); 

ho 构件加国前的截面有效高度 (mm) ; 

r;rl -一一考虑梁侧面围套 hrl 高度范围内配有与梁底部相同

的受拉钢丝绳网片时，该部分网片对承载力提高的

系数;对围套式面层按表 13.2.3 的规定值采用;

对单面面层，取r;rl 二二1. 0; 

h rl 自梁侧面受拉区边缘算起，配有与梁底部相同的受

拉钢丝绳网片的高度 (mm); 设计时应取 hrl 小于

等于 0.25h;

功阳 -考虑受拉钢丝绳网片的实际拉应变可能达不到设计

值而引人的强度利用系数;当Ý;cw 大于1. 0 时，取

功阳等于1. 0; 

Ccu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取 εcu =0.0033; 

旬，0 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钢丝绳网片的滞后应变，按

本规范第 13. 2. 4 条的规定计算。若不考虑二次受

力影响，取 Ccw， O =0 。

表 13.2.3 梁侧面 hrl 高度范围配置网片的承载力提高系数

川C 1. 0 1. 5 2.0 2.5 3.0 3.5 4.0 4. 5 

0.05 1. 09 1. 14 1. 18 1. 23 1. 28 1. 32 1. 37 1. 41 

。 10 1. 17 ]. 25 ]. 34 1. 42 ]. 50 1. 59 1. 67 1. 76 

O. 15 1. 23 ]. 34 ]. 46 1. 57 1. 69 1. 80 1. 92 2.03 

0.20 1. 28 1. 42 1. 56 1. 70 1. 83 1. 97 2.11 2.25 

0.25 1. 32 1. 47 1. 63 1. 79 1. 95 2.10 2. 26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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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 

(a) 围套式外加层原计算图

b 

/fl\M 

、
电

4 04 

(b) 本规范采用的计算图

图 13.2.3 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13.2.4 当考虑二次受力影响时，钢丝绳网片的滞后应变句，。应

按下式计算:

αrwMük 
Erw.O - E ,oA ,oho 03.2.4) 

式中: MOk 一一加国前受弯构件验算截面上原作用的弯矩标

准值;

Esü 一原钢筋的弹性模量;

αm 一一-综合考虑受弯构件裂缝截面内力臂变化、钢筋拉

应变不均匀以及钢筋排列影响的计算系数，按表

13.2.4 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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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4 计算系数 αm值

注 1 户‘为混凝土有效受拉截面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即Pt， =A，o/A怡 ， A te 为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2 '与原构件钢筋应力向王三 150MPa ，且 p!e ~ O. 05 时，表中 α阳值可乘以调

整系数 0.9 0

13.2.5 对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拉面粘结钢

丝绳网聚合物砂浆面层进行受弯加固时，应按本规范第 13.2.1 条

至第 13.2.4 条的规定和现行国家标准。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关于 T形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13.2.6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加固后，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提

高幅度，不宜超过 30%. 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也不应超过

40%; 并且应验算其受剪承载力，避免因受弯承载力提高后而导

致构件受剪破坏先于受弯破坏。

13.2.7 钢丝绳计算用的截面面积及参考质量，可按表 13. 2. 7 

的规定值采用。

表 13.2.7 钢丝绳计算用截面面积及参考重量

钢丝绳
钢丝

计算用 参考 钢丝绳
钢丝

计算用 参考

种类
公称

直径
截面 重量

种类
公称

直径
截面 重量

直径 面积 (kg/ 直径 面积 (kg/ 
(mm2 ) (mm2 ) 

(mm) (mm2 ) 100m) (mm) (mm2 ) 100m) 

2.4 (().27) 2. 81 2.40 3.6 0.40 6.16 6.20 

2. 5 0.28 3.02 2. 73 6X7 4.0 (0.44) 7.45 6. 70 
6X7 

十IWS3.0 0.32 3.94 3.36 4. 2 0.45 7.79 7.05 
于 IWS

3.05 (0. 34) 4.45 3.83 4.5 0.50 9.62 8. 70 

3. 2 O. 35 4.71 4.21 1 X 19 2.5 0.50 3. 73 3. 10 

注:括号内的钢丝直径为建筑结构加固非常用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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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采用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的钢筋混凝土矩

形截面受弯构件，其短期刚度 Bs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B. = -:;---=础Ashõ一 -u

自1. 151þ十 0.2 +0.6αEρ 

As 二心 +A'rw = A叶辛Arw
LJ罚。

0.65 (,. 
功= 1. 1 一乓斗L!!

/JteU 

A 
p= 疏

A A ‘ 

ρ回=百百_ 0.5b(hl 十的

03. 2. 8-1) 

(13.2.8-2) 

(13.2.8-3) 

(13.2.8-4) 

03.2.8-5) 

也_-卫生一 03.2.8-6) 
0.87hoAs 

式中 :E曲一-原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弹性模量 (N/mm2 ) ; 

As →←结构加固后的钢筋换算截面面积 (m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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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一一加固后截面有效高度 (mm);

功一一-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Iþ <0.2 

时，取Iþ =0. 2; 当 1þ>1. 0 时，取 ψ= 1. 0; 

αE-一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比值z 的=

E曲/Ed

fJte 一一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并按纵向受拉

配筋面积人确定的配筋率;当 pte 小于 0.01 时，

取 pte 等于 0.01;

Asü 一一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A阳一一-新增纵向受拉钢丝绳网片截面面积 (mm2 ) ; 

A'rw 一一新增钢丝绳网片换算成钢筋后的截面面积 (mm2 ) ; 

Erw 一一→钢丝绳弹性模量 (N/mm2 ) ; 

h-加固后截面高度 (mm);

hl 一一原截面高度 (mm);

δ一一截面外加层厚度 (mm);



民一--截面受拉区纵向配筋合力点处的应力 CN/mm2 ) ; 

Mk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CkN. m)Q 

13.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13.3.1 采用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对受弯构件斜截面进

行加固时，应在罔套中配置以钢丝绳构成的"环形箍筋"或 "U

形箍筋" (图 13. 3. 1)。

2 

图 13.3.1 采用钢丝绳网片加固的受弯构件兰面展开图

I 胶粘型锚栓; 2 固定板; 3一抗剪加固钢筋网(横向网) ; 

4 抗弯加固钢筋网片(主网); b 梁宽 ; h 一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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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受弯构件加固后的斜截面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当 hw/h :S;;; 4 时

V "，三 0.25卢'cfdJ lit o 03.3.2-1) 

当 hw/h 注 6 时

Vζ O. 20卢~fdJ lito 03.3.2-2) 

当 4 <hw/h< 6 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式中 :V二一构件斜截面加固后的剪力设计值 (kN) ; 

卢c 一一一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原构件?昆凝土强度等级不

超过 C50 时，取品= 1. 0; 当棍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取卢'c =0.8; 其间按直线内插法确定;

f dJ 原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 ; 

b 一一矩形截面的宽度或 T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mm);

h。一一-截面有效高度 (mm);

hw 一-截面的腹板高度 (mm); 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

度;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

13.3.3 采用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对钢筋泪凝土梁进行

抗剪加固时，其斜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V 三三 VbO +Vbr 03.3.3-1) 

Vbr 运如frwAwhrw/srw 03.3.3-2) 

式中 : VbO 一一一加固前，梁的斜截面承载力 (kN) ，按现行国家

标准《漉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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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r 一一配置钢丝绳网片加固后，对梁斜截面承载力的提

高值 (kN) ; 

如一一计算系数，与钢丝绳箍筋构造方式及受力条件有

关的抗剪强度折减系数，按表 13.3.3 采用;

frw 一一受剪加固采用的钢丝绳网片强度设计值 (N/

mm勺，按本规范第 13. 1. 5 条规定的强度设计值

乘以调整系数 O. 50 确定;当为框架梁或悬挑构件

时，该调整系数取为 0.25;



受力

条件

Arw 配置在同一截面处构成环形箍或 U 形箍的钢丝绳

网的全部截面面积 (mm2 ) ; 

hrw 梁侧面配置的钢丝绳箍筋的竖向高度 (mm); 对

矩形截面 ， hrw=h; 对 T 形截面 ， hrw = hw; hw 为

腹板高度;

，\jJV，l-钢丝绳箍筋的间距 (mm) 。

表 13.3.3 抗剪强度折;咸系数轨b值

钢丝绳箍筋构造 环形箍筋 U形箍筋

均布荷载戎剪跨比 λ 二;， 3 1. 0 0.80 

λ< 1. 5 O. 65 O. 50 

注气 A 为巾间{亘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小b 值。

13.4 构造规定

13.4. 1 钢丝绳网的设计与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网片应采用小直径不松散的高强度钢丝绳制作;绳的直

径宜为 2. 5mm~4. 5mm; 当采用航空用高强度钢丝绳时，可使

用规格为 2.4mm 的高强度钢丝绳。

2 绳的结构形式(图 13.4.1-1)应为 6X7十IWS 金属股芯

右交互捻钢丝绳或 1X 19 单股左捻钢丝绳。

(a)6X7+IWS钢丝绳 (b) 1+19钢绞线

图 13.4.1-1 钢丝绳的结构形式

3 网的主筋(即纵向受力钢丝绳)与横向筋(即横向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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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也称箍筋)的交点处，应采用同品种钢材制作的绳扣束紧;

主筋的端部应采用固定结固定在固定板上;固定板以胶粘型锚栓

锚于原结构上，胶粘型锚栓的材质和型号的选用，应经计算确

定。预张紧钢丝绳网片的固定构造应按图 13.4.1-2 进行设计;

当钢丝绳采用锥形锚头紧国时，其端部同定板构造应按图

13.4.1-3 进行设计。
2 

4 

3 

图 13.4.1-2 采用固定结紧固钢丝绳的

端头锚固构造

1一胶粘型锚栓; 2 固定结; 3 固定板; 4 钢丝绳

4 网中受拉主筋的间距应经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 20mm ，

也不应大于 40mm。

5 网中横向筋的间距，当用作梁、柱承受剪力的箍筋时，

应经计算确定，但不应大于 50mm; 当用作构造箍筋时，梁、柱

不应大于 150mm; 板和墙，可按实际情况取为 150mm ~ 

200mm 

6 网片应在工厂使用专门的机械和工艺制作。板和墙加固

用的网，宜按标准规格成批生产;梁和柱加固用的围套网，宜按

设计图纸专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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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张拉端示意图 (b) Pm钢制锥形锚头

~----

J; 
lsll0112l 
、『，、 -E

(c) 固定端示意图 (d) 角钢固定板

图 13.4.1-3 采用锥形锚头紧固钢丝绳的端部锚固构造

1- 锚栓或植筋; 2一-Pm 调节螺母; 3-Pm调节螺杆; 4一穿绳子L;

5 角钢固定板; 6 张拉端角钢锚固; 7 锥形锚头; 8 钢丝绳

13.4.2 采用钢丝绳网-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钢筋混凝土构件前，

应先清理、修补原构件，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界面处

理;当原构件钢筋有锈蚀现象时，应对外露的钢筋进行除锈及阻

锈处理;当原构件钢筋经检测认为已处于"有锈蚀可能"的状

态，但混凝土保护层尚未开裂时，宜采用喷涂型阻锈剂进行

处理。

13.4.3 钢丝绳网与基材混凝土的固定，应在网片就位并张拉绷

紧的情况下进行。一般情况下，应采用尼龙锚栓或胶粘蝶、杆植人

混凝土中作为支点，以开口销作为绳卡与网连接。锚栓或螺杆的

长度不应小于 55mm; 其直径 d 不应小于 4.0mm; 净埋深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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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40mm; 间距不应大于 150mm。构件端部固定套环用的锚

栓，其净埋深不应小于 60mm。

13.4.4 当钢丝绳网的主筋需要接长时，应采取可靠锚固措施保

证预张紧应力不受损失(图 13.4. 的，且不应位于最大弯矩区。

2 2 

3 

图 13.4.4 主绳连接锚固构造示意图

1 固定结或锥形锚头; 2一钢丝绳; 3←连接型固定板

13.4.5 聚合物砂浆面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25mm，也不宜大于

35mm; 当采用镀钵钢丝绳时，其保护层厚度尚不应小于 15mm。

13.4.6 聚合物砂浆面层的表面应喷涂一层与该品种砂浆相适配

的防护材料，提高面层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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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绕丝加固法

14.1 设计规定

14.1.1 本方法适用于提高钢筋混凝土柱的位移延性的加固。

14.1.2 采用绕丝法时，原构件按现场检测结果推定的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C10 级，但也不得高于 C50 级。

14.1.3 采用绕丝法时，若柱的截面为方形，其长边尺寸 h 与短

边尺寸 b 之比，应不大于1. 50 

14. 1. 4 当绕丝的构造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时，采用绕丝法加固的

构件可按整体截面进行计算。

14.2 柱的抗震加固计算

14.2.1 采用环向绕丝法提高柱的位移延性时，其柱端箍筋加密

区的总折算体积配箍率 pv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ρ户'v =ρ飞v川F

p扣叽川s = IÞ. 生旦占fι坐 4车E 

川人Aoor f yv 

04.2.1-1) 

04.2.1-2) 

式中: pv.e 一一被加固柱原有的体积配箍率，当需重新复核时，

应按原箍筋范围内核心面棋计算;

P川一-以绕丝构成的环向围束作为附加箍筋计算得到的

箍筋体积配箍率的增量;

Ass 单根钢丝截面面积 Cmm2 );

Acor 一一绕丝围束内原柱截面混凝土面积 Cmm勺，按本规

范第 10.4.3 条计算;

fyv _-←一原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CN/mm2 );

fys 一→一绕丝抗拉强度设计值CN/mm勺，取f归 =300N/m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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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 -一-绕丝的周长 (mm);

人一--绕丝间距 (mm);

tþv.s 环向围束的有效约束系数;对圆形截面， ψ川=

0.75 ，对正方形截面， tþv. , = O. 55 ，对矩形截面，

小.s =0.35 。

14.3 构造规定

14.3.1 绕丝加固法的基本构造方式是将钢丝绕在 4 根直径为

25mm 专设的钢筋上(图 14. 3. 1)，然后再浇筑细石混凝土或喷

抹 M15 水泥砂浆。绕丝用的钢丝，应为直径为 4mm 的冷拔钢

丝，但应经退火处理后方可使用。

主 14.3.2 原构件截面的四角保护层应

牛二ι , 凿除，并应打磨成圆角(图 14.3. 1)，

3 4 

圆角的半径 r 不应小于 30mm。

14.3.3 绕丝加固用的细石混凝土应

优先采用喷射混凝土;但也可采用现

浇混凝土;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30 级。
图 14. 3. 1 绕丝构造示意图

14.3.4 绕丝的问距，对重要构件，
1一困角; 2←直径为 4mm 间

不应大于 15mm; 对一般构件，不应
距为 5mm ~ 30mm 的钢丝 g

3 直径为 25mm 的钢筋; 4 细大于 30mm。绕丝的间距应分布均匀，

石混凝土或高强度等级水泥砂绕丝的两端应与原构件主筋焊牢。

浆; 5-原柱 ; r--圆角半径 14.3.5 绕丝的局部绷不紧时，应加

钢模绷紧。

126 



15 植筋技术

15. 1 设计规定

15. 1. 1 本章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以结构胶种植带肋钢筋

和全螺纹螺杆的后锚固设计;不适用于素混凝士构件，包括纵向

受力钢筋→侧配筋率小于 0.2%的构件的后锚固设计。素混凝土

构件及低配筋率构件的植筋应按锚栓进行设计。

15. 1. 2 采用植筋技术，包括种植全螺纹螺杆技术时，原构件的

泪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新增构件为悬挑结构构件时，其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得低于 C25;

2 当新增构件为其他结构构件时，其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得低于 C20 。

15. 1. 3 采用植筋和种植全螺纹螺杆锚固时，其锚固部位的原构

件混凝土不得有局部缺陷。若有局部缺陷，应先进行补强或加固

处理后再植筋。

15. 1. 4 种植用的钢筋或螺杆，应采用质量和规格符合本规范第

4 章规定的钢材制作。当采用进口带肋钢筋时，除应按现行专门

标准检验其性能外，尚应要求其相对肋面积 Ar 符合大于等于

0.055 且小于等于 0.08 的规定。

15. 1. 5 植筋用的胶粘剂应采用改性环氧类结构胶粘剂或改

性乙烯基醋类结构胶粘剂。当植筋的直径大于 22mm 时，应

采用 A 级胶。锚固用胶粘剂的质量和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规定。

15. 1. 6 采用植筋锚固的氓凝土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不

应高于 60 0C; 处于特殊环境(如高温、高湿、介质腐蚀等)的

?昆凝士结构采用植筋技术时，除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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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外，尚应采用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胶粘剂。

15.2 锚固计算

15.2.1 承重构件的植筋锚固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植筋设计应在计算和构造上防止温凝土发生劈裂破坏;

2 植筋仅承受轴向力，且仅允许按充分利用钢材强度的计

算模式进行设计;

3 植筋胶粘剂的粘结强度设计值应按本章的规定值采用;

4 抗震设防区的承重结构，其植筋承载力仍按本节的规定

进行计算，但其锚固深度设计值应乘以考虑位移延性要求的修正

系数。

15.2.2 单根植筋锚固的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N~ = fyA , 05.2.2- 1) 

ld 二三冉冉l， 05.2.2-2) 

式中: N~ 一一植筋钢材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kN) ; 

fy 一-植筋用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2 ) ; 

A， 钢筋截面面积 (mm2 ) ; 

ld 一一植筋锚固深度设计值 (mm) ; 

ls 一一植筋的基本锚固深度 (mm) ，按本规范第 15.2.3

条确定;

如二二考虑各种因素对植筋受拉承载力影响而需加大锚

固深度的修正系数，按本规范第 15.2.5 条确定;

如一一考虑植筋位移延性要求的修正系数;当氓凝土强

度等级不高于 C30 时，对 6 度区及 7 度区一、二

类场地，取如= 1. 10; 对 7 度区三、四类场地及

8 度区，取弘=1. 25 0 当混凝土强度高于 C30 时，

取弘=1. 00 。

15.2.3 植筋的基本锚固深度 l， 应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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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 0.2αsp， dfy/ fbd (15.2.3) 
式中 :α只pt一一-为防止混凝土劈裂引用的计算系数，按本规范表

15. 2. 3 的确定;

d一一植筋公称直径 (mm);

fbd 植筋用胶粘剂的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 (N/mm2 ) , 

按本规范表 15.2.4 的规定值采用。

表 15.2.3 考虑混凝土劈裂影晌的计算系戴 α酬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c(mm) 25 30 35 二主40

箍筋设 直径 Ø(mm) 6 8 或 10 6 8 或 10 二三6 二"， 6

置情况 间距 s(mm) 在植筋锚困深度范围内 ， S 不应大于 100mm

植筋 三二20 1. 00 1. 00 1. 00 1. 00 

直径 25 1. 10 1. 05 1. 05 1. 00 1. 00 1. 00 

d(mm) 32 1. 25 1. 15 1. 15 1. 10 1. 10 1. 05 

注:当植筋直径介于表列数值之间时，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a~pt值。

15.2.4 植筋用结构胶粘剂的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 flxl 应按表

15.2.4 的规定值采用。当基材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C30，旦采

用快固型胶粘剂时，其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 flxl应乘以调整系

数 0.8。

表 15.2.4 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 fbd

胶粘剂 基材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等级
构造条件

C20 C25 C30 C40 三"，C60

A 级胶或 B级胶 SI 二"'5d õ S2 二主2.5d 2.3 2.7 3.7 4.0 4.5 

SI 注6d õ S2 二三3.0d 2.3 2.7 4.0 4.5 5.0 
A 级胶

SI注7d õ S2二三3.5d 2.3 2.7 4.5 5.0 5.5 

注: 1 当使用表中的 fbd值肘，其构件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值;

2 SI 为植筋闹距 ; S2 为植筋边距;

3 fbd值仅适用于带肋钢筋或全螺纹螺杆的粘结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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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考虑各种因素对植筋受拉承载力影响而需加大锚固深度

的修正系数如，应按下式计算:

如=冉冉如 05.2.5) 

式中:如一一考虑、结构构件受力状态对承载力影响的系数:当

为悬挑结构构件时，如= 1. 50; 当为非悬挑的重

要构件接长时， <)ihr = 1. 15; 当为其他构件时，化r

=1. 00; 

Iþw←一一混凝土孔壁潮醒影响系数，对耐潮湿型胶粘剂，

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值采用，但不得低于1. 1; 

户一一使用环境的温度 T 影响系数，当 T三三 60 0C 时，取

eþr= 1. 0; 当 60 0C <T运80 0C时，应采用耐中温胶

粘剂，并应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 φr 值采用;当 T

>800C时，应采用耐高温胶粘剂，并应采取有效

的隔热措施。

15.2.6 承重结构植筋的锚固深度应经设计计算确定;不得按短

期拉拔试验值或厂商技术手册的推荐值采用。

15.3 构造规定

15.3.1 当按构造要求植筋时，其最小锚罔长度 lmin应符合下列

构造规定:

1 受拉钢筋锚固: max {O. 3l,; 10的 100mm} ; 

2 受压钢筋锚固: max {O. 6l s ; 10的 100mm} ; 

3 对悬挑结构、构件尚应乘以1. 5 的修正系数。

15.3.2 当植筋与纵向受拉钢筋搭接(图 15.3.2) 时，其搭接

接头应相互错开。其纵向受拉搭接长度 l， ， 应根据位于同一连接

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接下式确定:

l, = r,ld (15.3.2) 

式中:号一→←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按表 15. 3. 2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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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3.2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 ω| ζ25 

P 值 I 1. 2 

注: 1 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定义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采用;

2 当实际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介于表列数值之间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r，值;

3 对梁类构件，纵向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超过 50% 。

+→仨"7

←仨7

图 15.3.2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

I 纵向受拉钢筋; 2 植筋

7 
2 

]-

]-一一-

15.3.3 当植筋搭接部位的箍筋间距 5 不符合本规范表 15.2.3

的规定时，应进行防劈裂加固。此时，可采用纤维织物复合材的

围束作为原构件的附加箍筋进行加固。围束可采用宽度为

150mm，厚度不小于 0.165mm 的条带缠绕而戚，缠绕时，围束

间应无间隔，且每一围束，其所粘贴的条带不应少于 3 层。对方

形截面尚应打磨棱角，打磨的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10.9.9 条的

规定。若采用纤维织物复合材的围束有困难，也可剔去原构件混

凝土保护层，增设新箍筋(或钢箍板)进行加密(或增强)后再

植筋。

15.3.4 植筋与纵向受拉钢筋在搭接部位的净间距，应按本规范

图 15. 3. 2 的标示值确定。当净间距超过 4d 时，则搭接长度 l，

应增加 2d ， 但净间距不得大于 6d。

15.3.5 用于植筋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其最小厚度 hmin 应符合下

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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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nin 二三 ld + 2D 05.3.5) 

式中 :D 钻孔直径 (mm) ，应按表 15. 3. 5 确定。

表 15.3.5 植筋直径与对应的钻孔直径设计值

钢筋直径 d(mm) 钻孔直径设计值 Ð(mm)

12 15 

14 18 

16 20 

18 22 

20 25 

22 28 

25 32 

28 35 

32 40 

15.3.6 植筋时，其钢筋宜先焊后种植;当有困难而必须后焊

时，其焊点距基材?昆凝土表面应大于 15d ， 且应采用冰水浸渍

的湿毛巾多层包裹植筋外露部分的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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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锚栓技术

16.1 设计规定

16. 1. 1 本章适用于普通混凝土承重结构;不适用于轻质泪凝土

结构及严重风化的结构。

16. 1. 2 混凝土结构采用锚栓技术时，其混凝土强度等级:对重

要构件不应低于 C25 级;对一般构件不应低于 C20 级。

16. 1. 3 承重结构用的机械锚栓，应采用有锁键效应的后扩底锚

栓。这类锚栓按其构造方式的不同，又分为自扩底(图 16. 1. 3 

1a) 、模扩底(图 16. 1. 3-1b) 和胶粘-模扩底(图 16. 1. 3-1c) 兰

种;承重结构用的胶粘型锚栓，应采用特殊倒锥形胶粘型锚栓

(图 16. 1. 3→2) 。自攻螺钉不属于锚栓体系，不得按锚栓进行设

计计算。

16. 1. 4 在抗震设防区的结构中，以及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构件

中，不得使用膨胀锚栓作为承重结构的连接件。

16. 1. 5 当在抗震设防区承重结构中使用锚栓时，应采用后扩底

锚栓或特殊倒锥形胶粘型锚栓，且仅允许用于设防烈度不高于 8

度并建于 I 、 H 类场地的建筑物。

16. 1. 6 用于抗震设防区承重结构或承受动力作用的锚栓，其性

能应通过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膨胀型、扩孔型建筑锚栓》

JG 160 的低周反复荷载作用或疲劳荷载作用的检验。
16. 1. 7 承重结构锚栓连接的设计计算，应采用开裂混凝士的假

定;不得考虑非开裂混凝士对其承载力的提高作用。

16. 1. 8 锚栓受力分析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F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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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脏
町(a) 自扩底铺栓

D 

E二日

(b) 模扩底锚栓

c) 胶粘-模扩底锚栓

图 16. 1. 3-1 后扩底锚栓

1 直孔; 2 扩张套筒; 3 扩底刀头; 4 柱锥杆; 5 压力直线推进;

6 模具式刀具; 7 扩底孔; 8 胶粘剂; 9一螺纹杆; hd 锚栓的有效

锚固深度;D一钻于L直径; Do 扩底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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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罔 16. 1. 3-2 特殊倒锥形胶粘型锚栓

l 胶粘剂; 2 但l锥形螺纹套筒; 3 全螺纹螺杆;D一钻孔直径;

d 全螺纹螺杆直径; hef 锚栓的有效锚回深度

16.2 锚栓钢材承载力验算

16.2.1 锚栓钢材的承载力验算，应按锚栓受拉、受剪及同时受

拉剪作用等三种受力情况分别进行。

16.2.2 锚栓钢材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式规定:

N:= 如.dud.tAs 06.2.2) 

式中 : N~→→一锚栓钢材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mm2 ) ; 

tf;r:.t 锚栓受拉承载力抗震折减系数;对 6 度区及以下，

取￠屯，t= 1. 00; 于 7 度区，取<f;E，t=0.85; 对 8 度

区 I 、 E 、回类场地，取<f;E.t=0.75;

j'ud.t一一锚栓钢材用于抗拉计算的强度设计值 (N/mm2 ) , 

应按本规范第 16.2.3 条的规定采用;

A 锚栓有效截面面积 (mm2 ) 。

16.2.3 碳钢、合金钢及不锈钢锚栓的钢材强度设计指标必须符

合表 16.2.3-1 和表 16.2.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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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3-1 碳铜及合金钢锚栓钢材强度设计指标

性能等级

锚栓强度设陌抗拉计算!1IIl.1
计值 (MPa) I 用于抗剪计算!1IIl..

注:锚栓受拉弹性模量 E. 取 2. OX IOSMPa。

表 16.2.3-2 不锈钢锚栓钢材强度设计指标

性能等级 50 70 80 

螺纹直径 (nun) 王二32 骂王24 主二24

锚栓强度设 用于抗拉计算!1IIl.1 175 370 500 

计值 (MPa) 用于抗剪计算!1IIl川 105 225 300 

16.2.4 锚栓钢材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区分无杠杆臂和有杠杆

臂两种情况(图 16.2.4) 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1 无杠杆臂受剪

ya= 如.vJ，叫.vAs 06.2.4- 1) 

2 有杠杆臂受剪

iσ1 ya = 1. 2啦.vWed ud.t (1 一一一)旦旦 06.2.4-2) 
飞 Juω Ilo

式中: Y' -→锚栓钢材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k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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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v 锚栓受剪承载力抗震折减系数;对 6 度区及以下，

取 4缸.v= 1. 00; 对 7 度区，取食è.v=0.80; 对 8 度

区 I 、 H 、皿类场地，取如.v=0.70;

As-一-锚栓的有效截面面积 (mm2 ) ; 

We1一一锚栓截面抵抗矩 (mm3 ) ; 

r←-被验算锚栓承受的轴向拉应力 (N/rnrri) ，其值按

N，/A 确定;符号N，和A、的意义见式 06.2.2) ; 

αm 约束系数，对图 16.2.4 (a) 的情况，取 αm=1;

对图 16.2.4 (b) 的情况，取 αm=2;

lo 杠杆臂计算长度 (nn丑) ;当基材表面有压紧的螺帽

时，取 lv=l; 当无压紧螺帽时，取 lo=1十0.5d。



(a) (b) 

图 16.2.4 锚栓杠杆臂计算长度的确定

l 锚栓; 2一固定件; 10 →杠杆臂计算长度

16.3 基材混凝土承载力验算

16.3.1 基材混凝士的承载力验算，应考虑三种破坏模式:混凝

土呈锥形受拉破坏(图 16.3.1-1)、混凝土边缘呈棋形受剪破坏

(图 16.3.1-2) 以及同时受拉、剪作用破坏。对混凝土剪撬破坏

(图 16.3.1-3) 、混凝土劈裂破坏，以及特殊倒锥形胶粘锚栓的

组合破坏，应通过采取构造措施予以防止，不参与验算。

因 16.3. 1-1 混凝土呈锥形受拉破坏

16.3.2 基材混凝土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进行

验算:

1 对后扩底锚栓

N~ = 2. 8!þa </JN JJ平均5

2 对本规范采用的胶粘型锚栓

06.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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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7 V 
/二矿，卢唾/

|'----" '--__J 

(b) (c) 

图 16.3.1-2

主
(e) 

自盟问]h
混凝土边缘呈模形受剪破坏

V, 

图 16.3. 1-3 ~昆凝土剪撬破坏

1一混凝土锥体

N飞= 2. 4tþt, ØN ft二kh!i 5 06.3.2-2) 

式中: N~一一锚栓连接的基材混凝土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kN) ; 

fcu.k一-一氓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CN/mm勺，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

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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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一锚栓的有效锚固深度 Cmm); 应按锚栓产品说明

书标明的有效锚固深度采用;

tþa→-基材混凝土强度等级对锚固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 C30 时，取仇 =0.90;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 C30 时，对机械锚栓，取

你=1. 00; 对胶粘型锚栓，仍取协 =0.90;

tþt, 胶粘型锚栓对粘结强度的影响系数;当 d()ζ16mm

时，取 ψb=0.90; 当 do 二三24mm 时，取功1， =0.80;



介于两者之间的价》值，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如一一考虑各种因素对基材混凝土受拉承载力影响的修

正系数，按本规范第 16.3.3 条计算。

16.3.3 基材混凝土受拉承载力修正系数白值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小=件.htþe.NAN/A~.N 

功e.N = 1/ [1 十 C2eN/Scr.N) ]ζ1 

06.3.3- 1) 

06.3.3-2) 

式中:件.h 构件边距及锚固深度等因素对基材受力的影响系

数，取队h=0.95;

叭.川 荷载偏心对群锚受拉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A~/A~.~一一锚栓边距和间距对锚栓受拉承载力影响的系数，

按本规范第 16.3.4 条确定;

正 锚栓的边距 (mm);

5川、正川一一混凝土呈锥形受拉时，确保每一锚栓承载力不受

间距和边距效应影响的最小间距和最小边距

Cmm) ，按本规范表 16.4.4 的规定值采用;

r川一一拉力(或其合力)对受拉锚栓形心的偏心距

Cmm) 。

16.3.4 .~与锚栓承载力不受其间距和边距效应影响时，由单个锚

栓引起的基材1昆凝土呈锥形受拉破坏的锥体投影面积基准值 A~.~

(图 16.3.4) 可按下式确定:

A~.~ = S;r.N 06.3.4) 

16.3.5 混凝土呈锥形受拉破坏的实际锥体投影面积 Ac.N' 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1 吁边距 C> Ccr.N' 且间距 s> Sιd 时

Ac.N 吼:，N 06.3.5- 1) 

式中: n 参与受拉工作的锚栓个数。

2 当边距 C :S;;: Ccr.N (图 16.3.5) 时

1) 对 CI :S;;: Ccr . N C 图 16.3.5a) 的单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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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c.N 

Scr.N 

图 16. 3. 4 单锚混凝土锥形破坏理想锥体投影面积

l一混凝土锥体

Ac.N = (CI 十 o. 5scr•N )scc.N 06.3.5-2) 

2) 对 CI ~ζCcr.N' 且 51 < Scr.N ( 图 16. 3. 5-2b) 的双锚情形

Ac.N = (CI + SI 十 O.5s盯.N )scr.N 06.3.5-3) 

3) 对 CI 、 C2<Ccr.N' 且 SI 、 52 < Scr.N 时(图 16. 3. 5c) 的角

部四锚情形

Ac.N = (CI 十 SI 十 O. 5scr •N ) (C2 十 S2 + o. 5s< r.N)

06.3.5-4) 

16.3.6 基材混凝土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vc = o. 18<þvJJ立cl.5d~. :l h~i2 06.3.6) 

式中: V c 锚栓连接的基材混凝土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CkN) ; 

你一一考虑各种因素对基材混凝土受剪承载力影响的修

正系数，应按本规范第 16.3.7 条计算;

C1 平行于剪力方向的边距 (mm);

d。 锚栓外径 (mm);

hef 锚栓的有效锚固深度 (mm) 。

16.3.7 基材棍凝土受剪承载力修正系数小值，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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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边缘没有配筋)

￠川=才1. 2(边缘配有直径 d 二三 12mm 钢筋)

L1. 4(边缘配有直径 d 二三 12mm 钢筋及 s 注 100mm 箍筋)

06.3.7-6) 

式中:队v 边距比 C2/C1 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cþr,. v 边距厚度比 C1/h 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川 剪力与垂直于构件自由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 αv
(图 16.3.7) 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图 16.3.7 剪切角 αv

队v 荷载偏心对群锚受剪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川一一构件锚固区配筋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系数;

Acv! A~.v 锚栓边距、间距等几何效应对受剪承载力的影响

系数，按本规范第 16.3.8 条及第 16. 3. 9 条确定;

白 垂直于 C1 方向的边距 (mm);

h-一构件厚度(基材混凝土厚度) (mm); 

ev 剪力对受剪锚栓形心的偏心距 (mm) 。

16.3.8 当锚栓受剪承载力不受其边距、间距及构件厚度的影响

时，其基材混凝土呈半锥体破坏的侧向投影面积基准值 A~.v' 可

按下式计算(图 16.3.8):

A~.v = 4. 5d 06.3.8) 

16.3.9 当单锚或群锚受剪时，若锚栓间距 s二三 3ι1 、边距 C2 二三

1. 5C1 ， 且构件厚度 h注1. 5c 时，混凝土破坏锥体的侧向实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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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6.3.8 近构件边缘的单锚受剪泪凝土模形投影面积

影面积 Ac.、，可按下式计算:

A川二吼:v (1 6.3.9) 

式中 : n 参与受剪工作的锚栓个数。

16.3.10 当锚栓间距、边距或构件厚度不满足本规范第 16.3.9

条要求时，侧向实际投影面积 Ac.v应按下列公式的计算方法进行

确定(罔 16.3.10) 。

(的角部单锚 (b) 薄构件边缘双铺

(c) 薄构件角部双锚

罔 16.3. 10 剪力作用下由凝土模形破坏侧向投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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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 h> 1. 5C1' C2:::;:; 1. 5C1 时 :A川= 1. 5c) (1. 5c) 十 C2 ) 

06.3.10-1) 

2 当 h:::;:; 1. 5町， 向 :::;:;3c) 时 :Aω(3c I 一卜、2) h 

06.3.10-2) 

3 当 h:::;:; 1. 5c) , S2 :::;:;3cI' C2:::;:; 1. 5cI 时 :A川二1. 5 (3cI 十

S2 十C2) h (16.3.10-3) 

16.3.11 对基材混凝土角部的锚固，应取两个方向计算承载力

的较小值(图 16.3.11) 。

(a) (b) 

图 16.3.11 剪力作用下的角部群锚

16.3.12 当锚栓连接承受拉力和剪力复合作用时，混凝土承载

力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卢可 )α 十(卢~)a ~二 1 (16.3.12) 

式中:冉一一拉力作用设计值与混凝土抗拉承载力设计值之tl: ; 
卢v 剪力作用设计值与混凝土抗剪承载力设计值之比;

α一-一指数，当两者均受锚栓钢材破坏模式控制时，取 α

=2.0; 当受其他破坏模式控制时，取 α= 1. 5 。

16.4 构造规定

16.4.1 混凝土构件的最小厚度 hmin不应小于 1. 5灿，且不应小

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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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承重结构用的锚栓，其公称直径不得小于 12mm; 按构

造要求确定的锚间深度人I不应小于 60mm，且不应小于1昆凝土

保护层厚度。

16.4.3 在抗震设防区的承重结构中采用锚栓时，其埋深应分别

符合表 16.4.3-1 和表 16.4.3-2 的规定。

表 16.4.3-1 考虑地震作用后扩底锚栓的埋深规定

锚栓直径 (mm)

有放锚|刮深度 h ，.r (mm) 

表 16.4.3-2 考虑地震作用胶粘型锚栓的埋深规定

锚怜直径 (mm)

有先生锚同深度 her (mm) 

16.4.4 锚栓的最小边距 Cmin'\ 11，伍界边距 C川和群锚最小间距

5ηm 、 11自界间距 S('r. :"-J应符合表 16.4.4 的规定。

表 16.4.4 锚栓的边距和间距

Cmm C('T. 、叫 Smîn Scr. :"J 

二主0.8hd 二主1. 5h ,r 注1. Ohel 二三3.0h ，[

16.4.5 锚栓防腐蚀标准应高于被固定物的防腐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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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裂缝修补技术

17.1 设计规定

17. 1. 1 本章适用于承重构件混凝士裂缝的修补;对承载力不足

引起的裂缝，除应按本章适用的方法进行修补外，尚应采用适当

的加国方法进行加固。

17. 1. 2 经可靠性鉴定确认为必须修补的裂缝，应根据裂缝的种

类进行修补设计，确定其修补材料、修补方法和时间。

17. 1. 3 裂缝修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改性环氧树脂类、改性丙烯酸醋类、改性聚氨醋类等的

修补胶液，包括配套的打底胶、修补胶和聚合物注浆料等的合成

树脂类修补材料，适用于裂缝的封闭或补强，可采用表面封闭

法、注射法或压力注浆法进行修补。

修补裂缝的胶液和注浆料的安全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沮)) GB 50728 的

规定。

2 无流动性的有机硅酣、聚硫橡胶、改性丙烯酸醋、聚氨

醋等柔性的嵌缝密封胶类修补材料，适用于活动裂缝的修补，以

及混凝土与其他材料接缝界面干缩性裂隙的封堵。

3 超细无收缩水泥注浆料、改性聚合物水泥注浆料以及不

回缩微膨胀水泥等的无机胶凝材料类修补材料，适用于 w 大于

1. 0mm 的静止裂缝的修补。

4 元碱玻璃纤维、耐碱玻璃纤维或高强度玻璃纤维织物、

碳纤维织物或芳纶纤维等的纤维复合材与其适配的胶粘剂，适用

于裂缝表面的封护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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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裂缝修补要求

17.2. 1 吁加固设计对修复混凝土裂缝有恢复截面整体性要求

时，应在设计图上规定:当胶粘材料到达 7d 固化期时，应立即

钻取;EJ样进行检验。

17.2.2 钻取芯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取样的部位应由设计单位决定;

2 取样的数量应按裂缝注射或注浆的分区确定，但每区不

应少于 2 个芯样;

3 芯样应骑缝钻取，但应避开内部钢筋;

4 芯样的直径不应小于 50mm;

5 取芯造成的孔洞，应立即采用强度等级较原构件提高一

级的细石?昆凝土填实。

17.2.3 芯样检验应采用劈裂抗拉强度测定方法。当检验结果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判为符合设计要求:

1 沿裂缝方向施加的劈力，其破坏应发生在i昆凝土内部，

即内聚破坏;

2 破坏虽有部分发生在裂缝界面上，但这部分破坏面积不

大于破坏面总面积的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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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既有建筑物结构荷载

标准值的确定方法

A.O.l 对既有结构上的荷载标准值取值，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

A. O. 2 结构和构件自重的标准值，应根据构件和连接的实测尺

寸，按材料或构件单位自重的标准值计算确定。对难以实测的某

些连接构造的尺寸，允许按结构详图估算。

A. O. 3 常用材料和构件的单位自重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采用。当该规范的规定值

有上、下限时，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当荷载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取上限值;

2 当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如验算倾覆、抗滑移、抗浮起

等)时，取下限值。

A. O. 4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材料和构件的自重标准值应按

现场抽样称量确定:

1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尚元

规定;

2 自重变异较大的材料或构件，如现场制作的保温材料、

混凝士薄壁构件等;

3 有理由怀疑材料或构件自重的原设计采用值与实际情况

有显著出人。

A. O. 5 现场抽样检测材料或构件自重的试样数量，不应少于 5

个。当按检测的结果确定材料或构件自重的标准值时，应按下列

规定进行计算:

1 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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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sup mg 十卡g
、/n

式中: t;k.sup 一一材料或构件自重的标准值;

mg 试样称量结果的平均值;

Sg 试样称量结果的标准差;

η 试样数量;

(A. o. 5-1) 

t 考虑抽样数量影响的计算系数， 按表 A. O. 5 

11 

J 

6 

7 

采用。

2 当其效应对结构有利时

I 值 11 

2.13 自

2.02 9 

1. 94 10 

gk.s呻 mg 一 τ-、 E
vn 

表 A.O.5 计算系数 t 值

t 值 11 t 值

1. 89 15 1. 76 

1. 86 20 1. 73 

1. 80 25 1. 71 

(A. O. 5-2) 

n t 值

30 1. 70 

40 1. 68 

二主60 1. 67 

A.O.6 对非结构的构、配件，或对支座沉降有影响的构件，当

其自重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应取其自重标准值 gk.sup=O 。

A.O.7 当房屋结构进行加固验算时，对不上人的屋面，应计入

加固工程的施工荷载，其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估算的荷载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规定的屋面均布活荷载或集中荷载时，应按i亥规范

采用。

2 当估算的荷载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值时，应按实际估算值采用。

主与施工荷载过大时，宜采取措施予以降低。

A.O.8 对加固改造设计的验算，其基本雪压值、基本风压值和

楼面活荷载的标准值，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 GB 50009 的规定采用外，尚应按下一目标使用年限，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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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表 A. O. 8 的修正系数功a 予以修正。

下一目标使用年限，应由委托方和鉴定方共同商定。

表 A.O.8 基本雪压、基本凤压及楼面活荷载的修正系数协

下一目标使用年限

雪荷载或风荷载

楼面活荷载

10 年

0.85 

O. 85 

20 年

0.95 

0.90 

30 年~50 年

1. 00 

1. 00 

注:对表中未列出的中间值，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当下一目标使用年限小于 10

年时，应按 10 年取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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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既有结构混凝土回弹

值龄期修正的规定

B.O.l 本规定适用于龄期已超过 lOOOd，且由于结构构造等原

因无法采用取芯法对回弹检测结果进行修正的混凝土结构构件。

B.O.2 当采用本规定的龄期修正系数对回弹法检测得到的测区

泪凝士抗压强度换算值进行修正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龄期已超过 lOOOd，但处于干燥状态的普通渥凝土;

2 1.昆凝土外观质量正常，未受环境介质作用的侵蚀;

3 经超声波或其他探测法检测结果表明，混凝土内部无明

显的不密实区和蜂窝状局部缺陷;

4 混凝土抗压强度等级在 C20 级~C50 级之间，且实测的

碳化深度已大于 6mm。

B.O.3 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可乘以表 B.O.3 的修正系数 αn 予

以修正。

表 B.0.3 测区混凝土抗压强度换算值龄期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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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锚固用快固胶粘结拉

伸抗剪强度测定法之一钢套筒法

C. l 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

C. 1. 1 本方法适用于以快固型结构胶粘剂粘结带肋钢筋(或锚

栓螺杆)与钢套筒的拉伸抗剪强度测定。

巳1. 2 本方法不得用于测定非快回型胶粘剂的拉伸抗剪强度。

C. 2 试验设备及装置

C.2.1 试验机的加荷能力，应使试件的破坏荷载处于试验机标

定满负荷的 20%~80%。试验机力值的示值误差不应大于 1% 。

试验机应能连续、平稳、速率可控地施荷。

C. 2. 2 夹持器及其夹具:试验机配备的夹持器及其夹具，应能

自动对中，使力线与试件的轴线始终保持一致。

C. 3 试件

C. 3.1 试件由受检胶粘剂粘结直径为 12mm 的带肋钢筋或锚栓

螺杆与专用钢套筒组成(图C. 3. 1)。试件的剪切面长度为 (36

士0.5) mm 

C.3.2 受检胶粘剂应按规定的抽样规则从一定批量的产品中

抽取。

C. 3. 3 专用钢套筒应采用 45 号碳钢制作。套筒内壁应有螺距

为 4mm、深度为 0.4mm 的梯形螺纹。

C.3.4 试件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规试验的试件:每组不应少于 5 个;

2 确定粘结抗剪强度标准值的试件数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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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36 斗 民主J

(a)试件底座 ( b)试件 ( c)试件安装 ( d)植筋并养护
(可重复使用) (一次性使用)

确定。

图C. 3. 1 标准试件的形式与尺寸 (mm)

1 M21 标准件; 2 退刀槽 0=26; 3--M24 标准螺纹;

梯形螺纹(螺距 4. 深度 0.4); 5 带肋钢筋(或锚栓螺杆)

(/=150); 6 注胶; 7一胶缝; 8 底座

C. 4 试件制备

C. 4.1 钢筋、螺杆和钢套筒，应经除锈、除油污;套筒内壁尚

应元毛刺;粘结前，钢筋、螺杆和套筒应用工业丙酣清洗一遍。

C. 4. 2 钢筋的直径以及套筒的内径和深度，应用量具测量，精

确到 O.05mm。

C. 4. 3 粘结时，胶粘剂的配合比、粘结工艺要求以及养护时间

均应按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确定。

C. 5 试验条件

C. 5.1 试件应在胶粘剂养护到期时立即进行试验。当因故需推

迟试验日期时，应征得有关方面一致同意，且不得超过 l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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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 2 试验应在室温为 (23土 2)OC 的环境中进行。仲裁性试验

或对环境湿度敏感的胶粘剂，其相对湿度尚应控制为 45%

~55% 。

C. 5. 3 对温度、湿度有要求的试验，其试件在测试前的调控时

间不应少于 24h。

C.6 试验步骤

巳 6.1 试验时应将试件(图 c. 6. 1)对称地夹持在夹具中;夹

持长度不应少于 50mm。

4 

2 

5 

6 

D 民主↓

图 c. 6.1 试件安装钢螺杆

o 
、，、

1 长度为 150mm 的钢筋戎螺杆; 2 砂浆缝 3

3 将底座换为钢螺杆; 4-M24 标准螺纹 3

5 退刀槽; 6 可重复使用的(，40 螺杆

C.6.2 开动试验机，以连续、均匀的速率加荷;自试样加荷至

破坏的时间应控制为 lmin~3min。

C.6.3 试样破坏时，应记录其最大荷载值，并记录粘结的破坏

形式(如内聚破坏、粘附破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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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试验结果

C. 7.1 胶粘剂的粘结抗剪强度 fvu' 应按下式计算:

fvu = Pjü. 8πDl 

式中 :P 拉伸的破坏荷载 (N) ; 

D一←钢套筒的内径 (mm);

1一一一粘结面长度 (mm)o

(c. 7. 1) 

注:当试件为螺杆拉断破坏时，应视为该试件粘结抗剪强度达到合格

标准。

C.7.2 试验结果的计算应取兰位有效数字。

C. 7. 3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受检粘结材料的品种、型号和批号;

2 抽样规则及抽样数量;

3 试件制备方法及养护条件;

4 试件的编号及其剪切面的尺寸;

5 试验环境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6 仪器设备的型号、量程和检定日期;

7 加荷方式及加荷速度;

8 试件破坏荷载及破坏形式;

9 试验结果的整理和计算;

10 试验人员、校核人员及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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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锚固型快固结构胶抗震性能检验方法

D.l 适用范围

D. 1. 1 本方法适用于锚固型快固结构胶的抗震性能检验。

D. 1. 2 采用本方法时，应以受检快固胶粘结全螺纹螺杆或锚

栓，埋置于混凝土基材内测定其抗拔和抗震性能。

D. 1. 3 本方法不推荐用于环氧类结构胶的抗震性能测定。

D. 1. 4 当不同行业标准的检验方法与本规范不一致时，对承重

结构加固用的锚固型快固结构胶抗震性能检验，应按本规范的规

定执行。

D.2 取样规则

D.2.1 锚固型快固结构胶抗震性能检验的受检胶样本，应取自

同品种、同型号、同批号生产的库存产品中;至少随机抽取 3

f牛;每件抽取 2 支(含双组分) ，构成两组试件用胶、一组为检

验组;另一组为对照组。当为仲裁性检验时，试件数量应加倍。

D. 2. 2 作为锚固件的全螺纹螺杆，其直径应为 M16; 其钢材应

为 8.8 级碳素结构钢，并取自有合格证和有中文标志的批次中;

钢材的抗拉性能应符合本规范表 4.2.5-1 的规定。

D.3 种植全螺纹螺杆的基材

D.3.1 种植全螺纹螺杆的基材，应为强度等级为 C30 的j昆凝土

块体。块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块体尺寸:应按每块种植一根螺杆设计;一般取单块尺

寸为 300mmX 300mmX 600mm (图 D.3. 1)。

2 块体配筋:沿块体纵向周边配置 4~ 12 钢筋和φ8@lOO

箍筋(单位均为 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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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观要求: 1;昆凝土表面应平整，且无裂缝。

V且寸

~1 1A 1 1;: 
「
|
|
」

A-A 

因D. 3. 1 种有螺杆的试件(单位 mm)

1 直径为 16mm 的螺杆

D. 3.2 11昆凝土块体的制作，应按所要求的强度等级进行配合比

设计。块体浇筑后应经 28d 标准养护。在养护期间应保持混凝土

处于温润状态，以防出现早期裂纹。

D. 3. 3 11昆凝土块材种植螺杆的方法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

D.4 试验设备和装置

D. 4.1 试验应在 2000kN 伺服试验系统上进行。种植在试件上

的螺杆应通过连接板与伺服机的千斤顶相连(图 D.4. 1)。连接

板与千斤顶的连接需采用 4 个 M20 螺栓连接;连接板与螺杆间

的连接，其主下均应用螺母固定;下螺母与混凝土面的间隙宜控

制在 5mm~10mm。试件下部与试验台座应有可靠连接，也可以

在试件侧面设置固定螺栓。试件安装完毕应保证其垂直度偏差不

大于 0.1% 。

D. 4. 2 检测用的加荷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的加荷能力应比预计的检验荷载值至少大 20% ，且

应能连续、平稳、速度可控地运行;

2 设备的测力系统，其整机误差应为全量程的:::1::2% ，且应

具有峰值储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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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4.1 试件与伺服试验机的连接(单位 mm)

1 连接板，与伺服机的千斤顶相连; 2 双螺母;

3 单螺母; 4 直径为 16mm 的螺杆; 5 混凝土基材

3 设备的液压加荷系统在小于等于 5min 的短时保持荷载

期间，其降荷值不得大于 5%;

4 设备的夹持器应能保持力线与锚固件轴线的对中;

5 仪表的量程不应小于 50mm; 其测量的误差应为

:::!::0.02mm; 

6 测量位移装置应能与测力系统同步工作，连续记录，测

出锚固件相对于混凝土表面的垂直位移，并绘制荷载-位移的全

程曲线。

D.5 试验步骤与方法

D. 5.1 虫草、杆胶粘好后的试件，其试验应在胶粘剂固化达到产品

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时间立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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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2 首先应进行对照组 3 个试件的拉拔承载力试验，其加荷

宜采用连续加荷制度，以均匀速率加荷，控制在 2min~3min 时

间内发生破坏。

D.5.3 对照组检验结果以螺杆最大抗拔力的平均值 N川表示。

D.5.4 在取得对照组检验结果后，即可对检验组 3 个试件进行

低周反复荷载试验，加荷等级为 0.1 N川1 .加载制度按图D. 5.4 

执行;以确定试件抗拔力的实测平均值 N肘.m 和实测最小值

Nu山，" 0

P(N川)

v.o 

0.7 
0.6 
0.5 -一 r ---y-.-一卡- 卡一

0.4 
A A 0.3 

^ ^ " 0.2 ^ ^ 1\ 1\ 。 l
v飞八 1\1\ 1\1\

-D I VV\I \I \I\ 
-D .2 V V \1 \ 
-D .3 v v 

『
刊)4

-D .5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11-- ++- -+-
-D .6 
刊) 7 
一0.8

图D. 5. 4 抗震性能检验加载制度

D.6 检验结果的评定

D.6.1 锚固型快固结构胶抗震性能评定，当 Nue . m 二三 0.50N川

且 N川""二三 0.45N川时，为合格。

D.6.2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受检胶粘剂的品种、型号和批号;

2 抽样规则及抽样数量;

3 试坯及试件制备方法及养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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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件的编号和尺寸;

5 试验环境温度和相对虚度;

6 仪器设备的型号、量程和检定日期;

7 加荷方式及加荷速度;

8 试件的破坏荷载及破坏形式;

9 试验结果整理和计算;

10 试验人员、校核人员及试验日期。

D.6.3 当委托方有要求时，试验报告应附有试验结果合格评定

报告，且合格评定标准应符合本附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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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既有混凝土结构钢筋阻锈方法

E.l 设计规定

E. 1. 1 本方法适用于以喷涂型阻锈剂对既有混凝土结构、构件

中的钢筋进行防锈与锈蚀损坏的修复。

E. 1. 2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阻锈处理:

1 结构安全性鉴定发现下列问题之一时:

1)承重构件混凝土的密实性差，且已导致其强度等级低

于设计要求的等级两档以上;

2)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平均值不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士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值的 75%; 或两次抽

检结果，其合格点率均达不到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的规定;

3) 锈蚀探测表明:内部钢筋已处于"有腐蚀可能"

状态;

如重要结构的使用环境或使用条件与原设计相比，已显

著改变，其结构可靠性鉴定表明这种改变有损于混凝

土构件的耐久性。

2 未作钢筋防锈处理的露天重要结构、地下结构、文物建

筑、使用除冰盐的工程以及临海的重要工程结构;

3 委托方要求对既有结构、构件的内部钢筋进行加强防

护时。

E. 1. 3 采用阻锈剂时，应选用对氯离子、氧气、水以及其他有
害介质滤除能力强、不影响泪凝士强度和握裹力，并不致在修复

界面形成附加阳极的阻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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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喷涂型钢筋阻锈荆使用规定

E. 2.1 喷涂型钢筋阻锈剂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喷涂前应仔细清理混凝土的表层，不得粘有浮浆、尘土、

油污、水渍、霉菌或残留的装饰层;

2 剔凿、修复局部劣化的混凝土表面，如空鼓、松动、剥

落等;

3 喷涂阻锈剂前，混凝土龄期不应少于 28d; 局部修补的

混凝士，其龄期不应少于 14d;

4 混凝土表面温度应为 50C~450C ; 

5 阻锈剂应连续喷涂，使被涂表面饱和溢流;喷涂的遍数

及其时间间隔应按产品说明书和设计要求确定;

6 每一遍喷涂后，均应采取措施防止日晒雨淋;最后一遍

喷涂后，应静置 24h 以上，然后用压力水将表面残留物清除

干净。

E. 2. 2 对露天工程或在腐蚀性介质的环境中使用亲水性阻锈剂
时，应在构件表面增喷附加涂层进行封护。

E. 2. 3 当1昆凝土表面原先刷过涂料或各种防护液，已使混凝土

失去可渗性且无法清除时，本附录规定的喷涂阻锈方法无效，应

改用其他阻锈技术。

E.3 阻锈剂使用效果检测与评定

E.3.1 本方法适用于已有混凝土结构喷涂阻锈剂前后，通过量

测其内部钢筋锈蚀电流的变化，对该阻锈剂的阻锈效果进行

评估。

E.3.2 评估用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专业的钢筋锈蚀电流测定仪及相应的数据采集分

析设备，仪器的测试精度应能达到 0.1μA/cm2 。

2 电流测定可采用静态化学电流脉冲法 (GPM 法) ，也可

采用线性极化法 (LPM 法)。当为仲裁性检测时，应采用静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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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电流脉冲法。

3 仪器的使用环境要求及测试方法应按厂商提供的仪器使

用说明书执行，但厂商应保证该仪器测试的精度能达到使用说明

书规定的指标。

E.3.3 测定钢筋锈蚀电流的取样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柱类构件，以同规格、同型号的构件为一检验批。

每批构件的取样数量不少于该批构件总数的 1/5 ，且不得少于 3

根;每根受检构件不应少于 3 个测值。

2 板、墙类构件，以同规格、同型号的构件为一检验批。

至少每 200m2 (不足者按 200m2计)设置一个测点，每一测点不

应少于 3 个测值。

3 露天、地下结构以及临海混凝土结构，取样数量应加倍。

4 测量钢筋中的锈蚀电流时，应同时记录环境的温度和相

对湿度。条件允许时，宜同步测量半电池电位、电阻抗和混凝土

中的氯离子含量。

E.3.4 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锈蚀程度及锈蚀破坏开始产生的时间
预测可按表巳 3.4 进行估计。

表E. 3.4 混凝土构件中钢筋锈蚀程度判定及破坏发生时间预测

锈蚀电流 锈蚀程度 锈蚀破坏开始时间预测

<0.2 f1 A/cm2 无 不致发生锈蚀破坏

O. 2~I f1A/cm2 轻微锈蚀 >10 年

1 ~ 10/1A/cm2 中度锈蚀 2 年~10 年

> 10/1A/cm2 严重锈蚀 <2 年

注:对重要结构，当检测结果大于 2μA/cm2时，应加强锈蚀监测。

E.3.5 喷涂阻锈剂效果的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喷涂阻锈剂 150d 后，采用同一仪器(至少应采用相

同型号的测试仪)对阻锈处理前测试的构件进行原位复测。其锈

蚀电流的降低率应按下式计算:

10 - 1" 'AAn/ 锈蚀电流的降低率 =77 × 100% CE.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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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1-150d 后的锈蚀电流平均值;

10 喷涂阻锈剂前的初始锈蚀电流平均值。

2 当检测结果达到下列指标时，可认为该工程的阻锈处理

符合本规范规定，可以重新交付使用:

(1)初始锈蚀电流>1μA/c旷的构件，其 150d 后锈蚀电流

的降低率不小于 80%;

(2) 初始锈蚀电流<1μA/cm2 的构件，其 150d 后锈蚀电流

的降低率不小于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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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锚栓连接受力分析方法

F. 1 锚栓拉力作用值计算

F. 1. 1 锚栓受拉力作用(图 F. 1. 1-1 、图 F. 1. 1-2) 时，其受力

分析应符合下列基本假定:

1 锚板具有足够的刚度，其弯曲变形可忽略不计;

2 同一锚板的各锚栓，具有相同的刚度和弹性模量;其所

承受的拉力，可按弹性分析方法确定;

3 处于锚板受压区的锚栓不承受压力，该压力直接由锚板

下的混凝土承担。
Y: 

My 
N 

图 F. 1. 1-1 轴向拉力作用 图F. 1. 1-2 拉力和弯矩共同作用

F. 1. 2 在轴向拉力与外力矩共同作用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

定锚板中受力最大锚栓的拉力设计值 Nh :

1 当 N/n - MyJ2, y; 二三 0 时

N h = N/n 十 (MY1/ 'i. y;) 

2 当 N/n- MY1/ 'i. y; < 0 时
(F. 1. 2- 1) 

N h = (M+Nl)Yl/ 三 (y ， )2 (F. 1. 2-2) 

式中 :N 、 M 分别为轴向拉力 (kN) 和弯矩 (kN • m) 的

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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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 、 Yi一一锚栓 1 及 1 至群锚形心的距离 (mm);

yfl 、 yl 锚栓 1 及 1 至最外排受压锚栓的距离 (mm);

J 轴力 N 至最外排受压锚栓的距离 (mm);

n 锚栓个数。

注:当外边距 M=O 时，上式计算结果即为轴向拉力作用下每一锚栓

所承受的拉力设计值凡。

F.2 锚栓剪力作用值计算

F. 2.1 作用于锚板上的剪力和扭矩在群锚中的内力分配，按下

列三种情况计算:

1 当锚板孔径与锚栓直径符合表 F.2.1 的规定，且边距大

于 10her时，则所有锚栓均匀承受剪力(图 F. 2. 1- 1) ; 

|1 

1~" I ↓广州↓|
(~ ~) 

罔 F. 2.1-1 锚栓均匀受剪

2 当边距小于 lOh er (图 F. 2. 1-2a) 或锚板孔径大于表

F. 2. 1 的规定值(图 F. 2. 1-2b) ，则只有部分锚栓承受剪力;

242vu 
丁
|
|
斗

|>71
(a)边距过小 (b)锚板孔径过大

图 F.2.1-2 锚栓处于不利情况下受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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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使靠近混凝土构件边缘锚栓不承受剪力，可在锚板相

应位置沿剪力方向开椭圆形孔(图 F. 2. 1~3) 。

表 F.2.1 锚板孔径 (mm)

锚栓公称
6 8 10 12 14 1ß 18 20 22 24 27 30 

直 15: d o 

锚板孔径
7 9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30 

dr 

F.2.2 剪切荷载通过受剪锚栓形心(图 F.2.2) 时，群锚中各

受剪锚栓的受力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罔 F. 2. 1~3 控制剪力

分配方法

图 F.2.2 受剪力作用

VY=J(VD2 十 (Lt:)2 CF. 2. 2~ 1) 

V~ = Vj几 CF. 2. 2~2) 

v; 二 Vy/n y CF. 2. 2~3) 

式中: V~ ， V~ 分别为锚栓 i 在 1 和 y 方向的剪力分量

CkN) ; 

V; 剪力设计值 V作用下锚栓 i 的组合剪力设计

值 CkN) ; 

Vx 、 lI x 剪力设计值 V 的 r 分量 CkN) 及 r 方向参

与受剪的锚栓数目;

Vy 、 ηy 一一剪力设计值 V 的 y 分量 CkN) 及 y 方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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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剪的锚栓数目。

F.2.3 群锚在扭矩 T (图 F.2.3) 作用下，各受剪锚栓的受力

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V; =;-(盯7丐二丁盯 )2

V1 _一 Ty ，
三Jzj 十二Jyj

CF. 2. 3- 1) 

CF. 2. 3-2) 

vE, = ~ T:r j CF. 2. 3-3) 
2Y Zrf 十二Jyf

式中 :T 外扭矩设计值 CkNom);

v~ ， V~--T作用下锚栓 i 所受剪力的工分量和y 分量 CkN) ; 

v7一-T作用下锚栓 i 的剪力设计值 (kN) ; 

:r i 、 y广一一锚栓 i 至以群锚形心为原点的坐标距离 Cmm) 。

F.2.4 群锚在剪力和扭矩(图 F.2.4) 共同作用下，各受剪锚

栓的受力应按F式确定:

y ! 

图 F.2.3 受扭矩作用 图 F.2.4 剪力与扭矩共同作用

Vf =/(V~ 十 VL)2 十 (v: 十 V~)2 CF. 2. 4) 

式中: Vf一一群锚中锚栓所受组合剪力设计值 Ck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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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飞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

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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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 - 2013 

条文说明



修汀说明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 一 2013 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3 年 11 月 1 日以第 20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1昆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 一 2006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参加单位是: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福州大学、湖南大

学、重庆大学、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辽宁省建设科学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上

海市工程建设标准化办公室、上海加固行建筑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北京东洋机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喜利得(中同)商贸有限

公司、厦门中连结构胶有限公司、慧鱼(太仓)建筑锚栓有限公

司、享斯迈先进化工材料(广东)有限公司、北京风行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库力浦实业有限公司、湖南罔特邦土木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大连凯华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台湾安同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长江加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梁坦、王永

维、陆竹卿、梁爽、吴善能、黄棠、林文修、卓尚木、古天纯、

贺曼罗、倪士珠、张书禹、莫群速、侯发亮、 卡良桃、阵、大川、

王立民、李力平、王稚、吴进、陈友明、张成英、线运恒、张

剑、单远铭、张首文、唐趋伦、张欣、温斌。本次修订的主要技

术内容是:增加了芳纶纤维复合材作为加同材料的应用规定;增

加了锚固型快罔胶的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定的技术内容;增加了

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固技术和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网技

术;调整了部分加固计算参数等。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修订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准，许多

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为本次修订提供了极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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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参考资料。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的规定，本规范修订组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棍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的条文说明，对

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理由作了解释。但条文说明不具

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掌握规范规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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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本条规定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和要求，这里应说明的是，

本规范作为混凝土结构加固通用的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为保障

安全、质量、卫生、环保和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须达到的最低指标

和要求作出统一的规定。至于以更高质量要求和更能满足社会生

产、生活需求的标准，则应由其他层次的标准规范，如专业性很

强的行业标准、以新技术应用为主的推荐性标准和企业标准等在

国家标准基础土进行充实和提高。然而，在前一段时间里，这一

最基本的标准化关系，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遵循，出现了有

些标准对安全、质量的要求反而低于国家标准的不正常情况。为

此，在实施本规范过程中，若遇到上述情况，一定要从国家标准

是保证加固结构安全的最低标准这一基点出发，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同国家标准化法》和建设部第 25 号令的规定来实施本规范，

做好混凝土结构的加固设计工作，以避免在加固工程中留下安全

隐患。

1. O. 2 本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与现行国家标准《温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GB 50010 相对应，以便于配套使用。

1. O. 3 , 1. O. 4 这两条主要是对本规范在实施中与其他相关标准

配套使用的关系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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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 2. 1. 17 本规范采用的术语及其涵义，是根据下列原则

确定的:

1 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己作规定的，一律加以引用，
不再另行给出定义;

2 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尚未规定的，由本规范参照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给出其定义;

3 当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虽已有该术语，但定义不准确

或概括的内容不全时，由本规范完善其定义。

2.2 符 口
可

2. 2. 1 - 2. 2. 4 本规范采用的符号及其意义，尽可能与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及《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相一致，以便于在加固设计、计算中引用其公式，只

有在遇到公式中必须给出加固设计专用的符号时，才另行制定，

即使这样，在制定过程中仍然遵循了下列原则:

1 对主体符号及其上、下标的选取，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 GBJ 132 的符号用字及其

构成规则;

2 当必须采用通用符号，但又必须与新建工程使用的该符

号有所区别时，可在符号的释义中加上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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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混凝士结构是否需要加固，应经结构可靠性鉴定确认。

我国已发布的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144 和《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 ，是通过实测、

验算并辅以专家评估才作出可靠性鉴定的结论，因而较为客观、

稳健，可以作为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的基本依据;但须指出的

是，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远比新建工程多而

复杂，况且还要考虑业主的种种要求;因而本条作出了"应按本

规范的规定和业主的要求进行加固设计"的规定。

此外，众多的工程实践经验表明，承重结构的加固效果，除

了与其所采用的方法有关外，还与该建筑物现状有着密切的关

系。一般而言，结构经局部加固后，虽然能提高被加固构件的安

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承重结构的整体承载便一定是安全的。

因为就整个结构而言，其安全性还取决于原结构方案及其布置是

否合理，构件之间的连接、拉结是否系统而可靠，其原有的构造

措施是否得当与有效等，而这些就是结构整体牢固性 Crobust

ness) 的内涵，其所起到的综合作用就是使结构具有足够的延性

和冗余度。因此，本规范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在承担结构加固设计

时，应对该承重结构的整体牢固性进行检查与评估，以确定是否

需作相应的加强。

3. 1. 2 被加固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加固前的服役时间各不

相同，其加固后的结构使用功能又可能有所改变，因此不能直接

沿用原设计的安全等级作为加固后的安全等级，而应根据委托方

对该结构下一目标使用期的要求，以及该房屋加固后的用途和重

要性重新进行定位，故有必要由委托方与设计单位共同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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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本条为保留条文。此次修订增加了"应避免对未加间部

分以及相关的结构、构件和地基基础造成不利的影响"的规定。

因为在当前的结构加固设计领域中，经验不足的设计人员占较大

比重，致使加固工程出现"顾此失彼"的失误案例时有发生，故

有必要加以提示。

3. 1. 4 由高温、高湿、冻融、冷脆、腐蚀、振动、温度应力、

收缩应力、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原因造成的结构损坏，在加固时，

应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从源头上消除或限制其有害的作用。与

此同时，尚应正确把握处理的时机，使之不至对加固后的结构重

新造成损坏。就一般概念而言，通常应先治理后加固，但也有一

些防治措施可能需在加固后采取。因此，在加固设计时，应合理

地安排好治理与加固的工作顺序，以使这些有害因素不至于复

萌。这样才能保证加固后结构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3. 1. 7 本条是在原规范 GB 50367 - 2006 编制组调研工作基础

上，根据实施中反馈的意见进行修订的。其要点如下:

1 结构加固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结构加固后的使用状态

及其维护制度相联系，否则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本规范给出的

是在正常使用与定期维护条件下的设计使用年限，至于其他使用

条件下的设计使用年限，应由专门技术规程作出规定。

2 当结构加固使用的是传统材料(如泪凝土、钢和普通砌

体) ，且其设计计算和构造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时，可按业主要求

的年限，但不高于 50 年确定。当使用的加固材料含有合成树脂

(如常用的结构胶)或其他聚合物成分时，其设计使用年限宜按

30 年确定。若业主要求结构加固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其所

使用的合成材料的粘结性能，应通过耐长期应力作用能力的检

验。检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

技术规范)) GB 50728 的规定执行。

3 当为局部加罔时，尚应考虑原建筑物(或原结构)剩余

设计使用年限对结构加同设计使用年限的影响。

4 结构的定期检查维护制度应由设计单位制定，由物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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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执行。

此外，应指出的是，对房屋建筑的修复，还应昕取业主的意

见。若业主认为其房屋极具保存价值，而加固费用也不成问题，

则可商定一个较长的设计使用年限;譬如，可参照历史建筑的修

复，定一个较长的使用年限，这在技术上都是能够做到的，但毕

竟很费财力，不应在业主元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误导他们这

么做。

基于以上所做的工作，制定了本条确定设计使用年限的

原则。

3. 1. 8 1昆凝土结构的加固设计，系以委托方提供的结构用途、

使用条件和使用环境为依据进行的。倘若加固后任意改变其用

途、使用条件或使用环境，将显著影响结构加固部分的安全性及

耐久性。因此，改变前必须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否则其后果

将很严重。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3.2 设计计算原则

3.2.1 本条为新增的内容，弥补了原规范对加固结构分析方法

未作规定的不足。由于线弹性分析方法是最成熟的结构加固分析

方法，迄今为国外结构加固设计规范和指南所广泛采用。因此，

本规范作出了"在一般情况下，应采用线弹性分析方法计算被加

同结构的作用效应"的规定。至于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由

于到目前为止仅见在增大截面加固法中有所应用，故未作具体规

定。若设计人员认为其所采用的加固法需按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

方法进行计算时，应有可靠的实验依据，以确保被加固结构的安

全。另外，还应指出的是，即使是增大截面加固法，在考虑塑性

内力重分布时，也应符合现行有关规范、规程对这种分析方法所

作出的限制性规定。

3.2.2 本规定对?昆凝土结构的加固验算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这里仅指出一点，即:其中大部分计算参数已在该结构加固前可

靠性鉴定中通过实测或验算予以确定。因此，在进行结构加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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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宜尽可能加以引用，这样不仅节约时间和费用，而且在被

加固结构日后万一出现问题时，也便于分清责任。

3.2.3 本条是根据国内外众多震害教训作出的规定。对抗震设

防区的结构、构件单纯进行承载力加固，未必对抗震有利。因为

局部的加强或刚度的突变，会形成新的薄弱部位，或导致地震作

用效应的增大，故必须在从事承载力加固的同时，考虑其抗震能

力是否需要加强;同理，在从事抗震加固的同时，也应考虑其承

载力是否需要提高。倘若忽略了这个问题，将会因原结构、构件

承载力的不足，而使抗震加固无效。两者相辅相成，在结构、构

件加固问题上，必须全面考虑周到，绝不可就事论事，片面地采

取加固措施，以致留下安全隐患。

3.2.4 本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正态分布完全样本可靠度置

信下限)) GB/T 4885 制定的。在检验材料的性能时，采用这一

方法确定加固材料强度标准值，由于考虑了样本容量和置信水平

的影响，不仅将比过去滥用"1. 645" 这个系数值，更能实现设

计所要求的 95%保证率，而且与当前国际标准、欧洲标准、乌

克兰标准、 ACI 标准等检验材料强度标准值所采用的方法，在

概念上也是一致的。

3.2.5 为防止使用胶粘剂或其他聚合物的结构加固部分意外失

效(如火灾或人为破坏等)而导致的建筑物胡塌，国外有关的设

计规程和指南，如 ACI 440 2R-02 和英国棍凝土协会 55 号设计

指南等均要求设计者对原结构、构件提供附加的安全保护。一般

是要求原结构、构件必须具有一定的承载力，以便在结构加固部

分意外失效时尚能继续承受永久荷载和少量可变荷载的作用。为

此，规范编制组提出了按可变荷载标准值与永久荷载标准值之比

值的大小，分别给出验算用的荷载值，以供设计校核原结构、构

件在应急状态下的承载力使用。至于 n 值取1. 2 和1. 5 ，系参照

上述国外资料和国内设计经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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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固方法及配合使用的技术

3.3.1 根据结构加同方法的受力特点，本规范参照国内外有关

文献将加同方法分为两类。就一般情况而言，直接加固法较为灵

活，便于处理各类加固问题，间接加固法较为简便、可靠，且便

于日后的拆卸、更换，因此在有些情况下，还可用于有可逆性要

求的历史、文物建筑的抢险加固。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条件和使

用要求进行选择。

3. 3. 2 , 3. 3. 3 本规范共纳入 10 种加固方法和 3 种配合使用的

技术，基本上满足了当前加固工程的需要。这里应指出的是，每

种方法和技术，均有其适用范围和应用条件;在选用时，若无充

分的科学试验和论证依据，切勿随意扩大其使用范围，或忽视其

应用条件，以免因考虑不周而酿成安全质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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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渥凝土

4. 1. 1 结构加固用的混凝土，其强度等级之所以要比原结构、

构件提高一级，且不得低于 C20，不仅是为了保证新旧混凝土界

面以及它与新加钢筋或其他加固材料之间能有足够的粘结强度，

还因为局部新增的?昆凝土，其体积一般较小，浇筑空间有限，施

工条件远不及全构件新浇的混凝土。调查和试验表明，在小空间

模板内浇筑的混凝土均匀性较差，其现场取芯确定的混凝土强度

可能要比正常浇筑的混凝土低 10%以上，故有必要适当提高其

强度等级。

4. 1. 2 随着商品混凝土和高强泪凝土的大量进入建设工程市场，
CECS 25 : 90 规范关于"加固用的泪凝土中不应掺入粉煤灰"

的规定经常受到质询，纷纷要求规范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解决。

为此，编制组对制定该规范第 2.2.7 条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从中了解到主要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工程上所使用的粉煤

灰，其质量较差，烧失量过大，致使掺有粉煤灰的白凝土，其收

缩率可能达到难以与原构件?昆凝土相适应的程度，从而影响了结

构加固的质量。因此作出了禁用的规定。此次修订本规范，对结

构加固用的混凝土如何掺加粉煤灰作了专题的分析研究，其结论

表明:只要使用的是 I 级灰，且限制其烧失量在 5%范围内，便

不致对加固后的结构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据此，制定了本条文

的规定。

4. 1. 3 为了使建筑物地下室和结构基础加同使用的混凝土具有

1敖膨胀的性能，应寻求膨胀作用发生在水泥水化过程的膨胀剂，

才能抵消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产生的收缩而起到预压应力的作

用。为此，当购买微膨胀水泥或微膨胀剂产品时，应要求厂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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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该产品在水泥水化过程中的膨胀率及其与水泥的配合t~ ; 与此

同时，还应要求厂商说明其使用的后期是否会发生回缩问题，并

提供不回缩或回缩率极小的书面保证，因为膨胀剂能否起到长期

的施压作用，直接涉及加固结构的安全。

4.2 钢材及焊接材料

4.2.1-4.2.5 本规范对结构加固用钢材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

兰点的考虑:

1 在二次受力条件下，具有较高的强度利用率和较好的延

性，能较充分地发挥被加固构件新增部分的材料潜力;

2 具有良好的可焊性，在钢筋、钢板和型钢之间焊接的可

靠性能得到保证;

3 高强钢材仅推荐用于预应力加固及锚栓连接。

4.2.6 几年来有关焊接信息的反馈情况表明，在混凝土结构加

固工程中，一般对钢筋焊接较为熟悉，需要解释的问题很少;而

对钢板、扁钢、型钢等的焊接，仍有很多设计人员对现行《钢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理解不深，以致在施工图中，对焊缝质

量所提出的要求，往往与施工人员有争执。最近修订的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已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

在1昆凝土结构加固设计中，当涉及型钢和钢板焊接问题时，应先

熟悉该规范的规定及其条文说明，将有助于做好钢材焊缝的

设计。

4.3 纤维和纤维复合材

4.3.1 对结构加罔用的纤维复合材，本规范选择了以碳纤维、

芳纶纤维和玻璃纤维制作，现分别说明如下:

1 碳纤维按其主要原料分为三类，即聚丙烯睛 CPAN) 基

碳纤维、沥青 CPITCH) 基碳纤维和粘胶 CRAYON) 基碳纤

维。从结构加固性能要求来考量，只有 PAN 基碳纤维最符合承

重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要求:粘胶基碳纤维的性能和质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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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于承重结构的加固;沥青基碳纤维只有中、高模量的长

丝，可用于需要高刚性材料的加固场合，但在通常的建筑结构加

固中很少遇到这类用途，况且在国内尚无实际使用经验。因此，

本规范规定:必须选用聚丙烯睛基 (PAN 基)碳纤维。另外，

应指出的是最近市场新推出的玄武岩纤维，由于其强度和弹性模

量很低，不能用以替代碳纤维作为结构加固材料。因此，在选材

时，切勿听信不实的宣传。

当采用聚丙烯睛基碳纤维时，还必须采用 15K 或 15K 以下

的小丝柬;严禁使用大丝柬纤维。其所以作出这样严格的规定，

主要是因为小丝束的抗拉强度十分稳定，离散性很小，其变异系

数均在 5%以下，容易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其性能和质量进

行有效的控制;而大丝束则不然，其变异系数高达 15%~18% ，

且在试验和试用中所表现出的可靠性较差，故不能作为承重结构

加固材料使用。

另外，应指出的是， K 数大于 15 ，但不大于 24 的碳纤维，

虽仍属小丝束的范围，但由于我国工程结构使用碳纤维的时间还

很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均是从 12K 和 15K 碳纤维的试验和工

程中取得的;对大于 15K 的小丝束碳纤维所积累的试验数据和

工程使用经验均嫌不足。因此，在此次修订的本规范中，仅允许

使用 15K 及 15K 以下的碳纤维。这一点应提请加固设计单位

注意。

2 对芳纶纤维在承重结构工程中的应用，必须选用对位芳

香族聚眈股长丝纤维;同时，还必须采用线密度不小于

3160dtex (分特)的制品;才能确保工程安全。

芳纶纤维韧性好，又耐冲击、耐疲劳。因而常用于有这方面

要求的结构加固。另外，还用于与碳纤维泪杂编织，以减少碳纤

维脆性的影响。芳纶纤维的缺点是吸水率较大，耐光老化性能较

差。为此，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3 对玻璃纤维在结构加固工程中的应用，必须选用高强度

的 S玻璃纤维、耐碱的 AR 玻璃纤维或含碱量低于 0.8%的 E 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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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纤维(也称无碱玻璃纤维)。至于 A 玻璃纤维和 C 玻璃纤维，

由于其含碱量 (K 、 Na) 高，强度低，尤其是在湿态环境中强度

F降更为严重，因而应严禁在结构加固中使用。

4 预浸料由于储存期短，且要求低温冷藏，在现场施工条

件F很难做到，常常因此而导致预浸料提前变质、硬化。若勉强

加以利用，将严重影响结构加固工程的安全和质量，故作出严禁

使用这种材料的规定。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3.2 在建设工程中，结构加固工程所占比重甚小，其所采用

的加固材料及制品，鲜见专门生产;多是从按一般产品标准生产

的材料及制品中选择优质适用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所选

用材料及制品的性能和质量符合结构加固安全使用要求，就必须

对进入加田市场的产品进行安全性能检测和鉴定。为此，国家制

定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ìì GB 50728，并

作出了凡是工程结构加固工程的材料及制品，其安全性能均应符

合该规范的规定。考虑到这一规定涉及结构加固的安全问题，因

此在本规范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4. 3. 3 , 4. 3. 4 这两条给出了纤维复合材抗拉强度的标准值和设

计值，现分别说明如下:

1 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表 4.3.3 的指标是根据全国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标准技术委员

会 10 多年来对进入我国建设工程市场各种品牌和型号纤维复合

材的抽检结果，并参照国外有关规程和指南制定的。就每一品种

和型号而言，其抗拉强度标准值，均具有 95%的强度保证率和

99%的置信水平。在这基础上，通过加权方法给出了规范的取

值，因而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和可靠性。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皿级

碳纤维复合材，由于其强度离散性很大，不适宜采用一般统计方

法确定其标准值，因而改用稳健估计方法进行取值。

2 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1)碳纤维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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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一l~表 4.3.4-3 的指标为其强度标准值除以分项系

数 Ys 的数值，经取整后确定的。考虑到纤维复合材的延性较差，

对一般结构，取 Ys 为1. 5; 对重要结构，还需乘以重要性系数

1. 4. 以确保安全。另外，应说明的是:按本规范确定的抗拉强

度设计值，与欧美等国按拉应变设计值 cr 与弹性模量设计值 Er

乘积确定的设计应力值相当。

(2) 芳纶纤维复合材和玻璃纤维复合材

由于弹性模量较低，其安全度设计模式的研究尚不充分，故

目前尚只能参照国外标准的经验取值方法进行确定，因而较为偏

于安全。

第 4. 3. 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3.6 本条的规定必须得到强制执行。因为一种纤维与一种胶

粘剂的配伍通过了安全性及适配性的检验，并不等于它与其他胶

粘剂的配伍，也具有同等的安全性及适配性。故必须重新检验，

但检验项目可以适当减少。

4.3.7 在现场施工条件下，使用纤维织物(布)制作复合材时，

其单位面积质量之所以必须严格限制，主要是因为织物太厚时，

室温固化型结构胶将很难浸润和渗透，极易因纤维内部缺胶或胶

液分布不均而严重影响纤维复合材的粘结性能，致使被加固的结

构安全得不到保证。与此同时，结构胶的浸润与渗透质量，还取

决于施工工艺方法。为此，根据国外经验和现场验证性试验结

果，分别按手工涂布和真空灌注两种工艺，制定了不同织物单位

面积质量的限值，以确保结构加固工程质量和安全。

4.4 结构加固用胶粘剂

4.4.1 一种胶粘剂能否用于承重结构，主要由其安全性能的综

合评价决定;但同属承重结构胶粘剂，仍可按其主要性能的显著

差别，划分为若干等级。本规范根据加固工程的实际需要，将室

温同化型 I 类结构胶划分为 A、 B 两级，并按结构的重要性和受

力的特点明确其适用范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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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等级的主要区别在于其韧性和耐

湿热老化性能的合格指标不同。因此，在实际工程中，业主和设

计单位对参与竞争的不同品牌胶粘剂所进行的考核，也应侧重于

这方面，而不宜单纯做简单的强度检验以决高低。因为这样做的

结果，往往选中的是短期强度虽高，但却是十分脆'性的劣质胶粘

剂，而这正是推销商误导使用单位的常用手法。

4.4.2 为了确保使用粘结技术加固的结构安全，必须要求胶粘

剂的粘结抗剪强度标准值应具有足够高的强度保证率及其实现概

率(即置信水平)。本规范采用的 95%保证率，系根据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标准)) GB 50068 确定的;其

90%的置信水平(即 C=0.90) 是参照罔外同类标准和我国标准

化工作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的经验确定的。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

须严格执行。

4.4.3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如今国际上已公认专门研制的改性

环氧树脂胶为加固泪凝土结构首选的胶粘剂;尤其是对粘接纤维

复合材和钢材而言，不论从抗剥离性能、耐环境作用性能、耐应

力长期作用性能，还是抗冲击、抗疲劳性能来考察，都是其他品

种胶粘剂所无法比拟的。但应注意的是:这些良好的胶粘性能均

是通过使用高性能罔化剂和其他改性剂进行改性和筛选才获得

的，从而也才消除了环氧树脂固有的脆性缺陷。因此，在使用前

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进行检验和鉴定。在确认其改性效果后才能保证其粘

结的可靠性。至于不饱和聚醋树脂及醇酸树脂，由于其耐潮湿、

耐水和耐老化性能极差，因而不允许用作承重结构加固的胶

粘剂。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

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之所以十分重视结构胶的耐湿热

老化性能的检验和鉴定，是由于对承重结构而言，这项指标十分

重要:一是因为建筑物对胶粘剂的使用年限要求长达 30 年以上，

其后期粘结强度必须得到保证;二是因为本规范采用的湿热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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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法，其检出不良固化剂的能力很强，而固化剂的性能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胶粘剂长期使用的可靠性。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恶

性的价格竞争愈演愈烈，导致了不少厂商纷纷变更胶粘剂原配方

中的固化剂成分。尽管固化剂的改变，虽有可能做到不影响胶粘

剂的短期粘结强度，但却无法制止胶粘剂抗环境老化能力的急剧

下降。因此，这些劣质的固化剂很容易在湿热老化试验中被检

出。为此，结构加固设计人员、监理人员和业主必须坚持进行见

证抽样的湿热老化检验;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其他人工老化试

验替代湿热老化试验。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

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之所以引用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结

构胶粘剂老化试验方法)) EN 2243-5 关于以湿热环境进行老化试

验的规定，系基于以下认识，即:胶粘剂在紫外光作用下虽能起

化学反应，使聚合物中的大分子链破坏;但对大多数胶粘剂而

言，由于受到被粘物屏蔽保护，光老化并非其老化主因，很难借

以判明胶粘剂老化性能;而迄今只有在湿热的综合作用下才能检

验其老化性能。因为:其一，湿气总能侵入胶层，而在一定温度

促进下，还会加快其渗入胶层的速度，使之更迅速地起到破坏胶

层易水解化学键的作用，使胶粘剂分子链更易降解;其二，水分

子渗入胶粘剂与被粘物的界面，会促使其分离;其三，水分还起

着物理增塑作用，降低了胶层抗剪和抗拉性能;其四，热的作用

还可使键能小的高聚物发生裂解和分解;等等。所有这些由于湿

热的作用使得胶粘剂性能降低或变坏的过程，即使在自然环境中

也会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逐渐地发生，并形成累积性损伤，只

是老化的时间和过程较长而已。因此，显然可以利用胶粘剂对温

热老化作用的敏感性设计成一种快速而有效的检验方法。试验表

明，有不少品牌胶粘剂可以很容易通过 3000h~5000h 的各种人

工气候老化检验，但却在 720h 的湿热老化试验过程中几乎完全

丧失强度。其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些品牌胶粘剂使用的是劣质固化

剂以及有害的外加剂，不具备结构胶粘剂所要求的耐长期环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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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能力。

种植后锚固件(如植筋、锚栓等)的结构胶，其安全性能的

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与前述几种结构胶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这

类胶属于富填料型，其部分检验项目很难用一般试验方法进行试

件制备与试验。因此，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

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针对工程最常用的改性环氧类结构胶，

专门制定了适用于锚固型结构胶的检验项目及其合格指标供安全

性鉴定使用。

4.4.4 不饱和聚醋树脂和醇酸树脂，由于其耐水'性、耐潮湿性

和耐湿热老化性能很差，在承重结构中作为结构胶使用，不仅会

留下安全隐患，而且已有一些加固工程因使用这类胶而导致出现

安全事故。因此，必须严禁其在承重结构加固中使用。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4.5 目前在后锚固工程中，有不少场合需要采用快固结构胶，

但在《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中尚

未包括这类胶的安全性能鉴定标准。致使其应用受到影响，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本条给出了锚固型快固结构胶的安全性能鉴定标

准，供锚固工程使用，待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

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今后修订时，再行移交。

4.5 钢丝绳

4.5.1 在结构加固工程中应用钢丝绳网片的初期，均采用高强

度不锈钢丝制作的钢丝绳为原材料。后来随着阻锈技术的发展，

以及镀特质量的提高，开始将高强度镀钵钢丝绳列入本加固方

法。在区分环境介质和采取有效阻锈措施的条件下，将高强不锈

钢丝绳和高强镀特钢丝绳分别用于重要结构和一般结构，从而可

以收到降低造价和合理利用材料的效果。但应强调指出的是，碳

钢细钢丝的阻锈工作难度很大。因此，即使采取了多道防线的阻

锈措施，仍然仅允许用于干燥的室内环境中，以保证结构加固工

程的安全和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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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本条根据承重结构加固材料的安全要求，给出了不锈钢

丝绳和碳钢镀辞钢丝绳的主要化学成分指标，供设计使用。执行

时，对其余化学成分，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不锈钢丝绳)) GB/ 

T 9944 和《航空用钢丝绳)) YB/T 5197 的规定执行。对这两种

钢丝绳所用的钢丝，其性能和质量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不锈钢

丝)) GB/T 4240 和《优质碳素结构钢丝)) YB/T 5303 的有关规

定执行。

4.5.3 承重结构用钢丝绳应具有不低于 95%的强度保证率，这

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作出的规定。其所要求的不低于 90%的置信水平，是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和美国 ACI 有关标准的规定，经专家论证和验证性试验后

制定的。因此，在结构加固工程中执行本规定，可以使所使用钢

丝绳的抗拉强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

格执行。

4.5.4 根据本规范第 4.5.3 条规定的原则，制定了结构加固用

钢丝绳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与原《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

规范)) GB 50367 - 2006 相比，做了如下修订:

1 原规范当时取样较少，所取得的强度数据偏高。此次修

订规范，根据各地区的平均水平，对抗拉强度标准值作了修正。

2 考虑到不锈钢丝绳和镀铸钢丝绳在结构加固应用中均属

新材料，故在确定其抗拉强度设计值时，采用了较为稳健的分项

系数，对不锈钢丝绳和镀悻钢丝绳分别取 y， 为1. 3 和1. 50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5.5 钢丝绳的弹性模量很难准确测定。本规范引用的是现行

行业标准《光缆增强用碳素钢绞线)) YB/T 098 的测定方法， i亥

方法测得的仅是弹性模量的近似值，但若用于计算，一般偏于安

全，故决定用作设计值。至于钢丝绳拉应变设计值，国内外取

值，大致变化在 o. 007 ~o. 014 之间。本规范考虑到我国在近几

年的试用中，一般均较为谨慎。因此，仍然继续采用稳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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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不锈钢丝绳和镀钵碳钢丝绳，分别取 εm 为 0.01 和

0.008 ，待设计计算经验进一步积累后再作调整。

4.5.6 结构加固用的钢丝绳，若按一般习惯内外涂以油脂，则

钢丝绳与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之间的粘结力将严重下降，以致无

法传递剪切应力。因此，本规范作出严禁涂油脂的规定。为了在

工程上得到贯彻实施，除了应在施工图上以及与钢厂订货合同上

予以明确外，还必须在进场检查时作为主控项目对待，才能防止

涂有油脂的产品流人工程。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6 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

4.6.1 目前市场上聚合物乳液的品种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不

能用于配制承重结构加固用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为此，根据

规范编制组通过验证性试验的筛选结果，经专家论证后作出了本

规定，以供加罔设计单位在选材时使用。

同时，应指出的是，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中采用的聚合物材

料.应有成功的工程应用经验(如改性环氧、改性丙烯酸醋、丁

苯、氯丁等) ，不得使用耐水性差的水洛性聚合物(如聚乙烯醇

等) ，禁止采用可能加速钢筋锈蚀的氯偏乳液、显著影响耐久性

能的苯丙乳液等以及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其他聚合物。

4.6.2 根据本规范修订组所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国外对结构

加同用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的研制是分级进行的。不同级别的

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其所用的聚合物品种、含量和性能有着一

定的差别，必须在加周设计选材时予以区分。有些进口产品的代

理商在同内推销时，只推销低级别的产品，而且选择在原构件:昆

凝土强度很低的场合演示其使用效果。一旦得到设计单位和当地

建设主管部门认可后，便不分场合到处推广使用。这是一种必须

制止的危险做法。因为采用低级别聚合物配制的砂浆，与强度等

级在 C25 以上的基材混凝土的粘结，其效果是不好的，会给承

重结构加国工程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故设计、监理单位和业主

务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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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本规范之所以要求承重结构面层加同用的聚合物改性水

泥砂浆，其安全性能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加固材料

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 的规定，是因为该规范是以本

规范 2006 年版规定的检验项目及合格指标为基础，并参考福建

厦门、湖南长沙以及国外进口产品在混凝土结构加固工程中应用

的检验数据制定的。因此，不论对进口产品或国内产品的性能和

质量都要进行较有效的控制，从而保证承重结构使用的安全。

4.7 阻锈剂

4.7.1 既有混凝土结构、构件的防锈，是一种事后补救的措施。

因此，只能使用具有渗透性、密封性和滤除有害物质功能的喷涂

型阻锈剂。这类阻锈剂的品牌、型号不少，但按其作用方式归纳

起来只有两类: ~皖氧基类和氨基类。这两类阻锈剂各有特点，可

以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选用。

4.7.2 , 4.7.3 表 4.7.2 及表 4.7.3 规定的阻锈剂质量和性能合

格指标，是参照目前市场上较为著名，且有很多工程实例可证明

其阻锈效果的产品技术资料，并根据全国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标准

技术委员会统一抽检结果制定的，可供加固设计选材使用。

4.7.4 就本条所指出的四种情况而言，喷涂型阻锈剂是提高已

有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延长其使用寿命的有效补救措施。有大量

资料表明，只要采用了适合的阻锈剂，即使是氯离子浓度达到能

引发钢筋锈蚀含量阔值 12 倍的情况下，也能使钢筋保持钝化状

态。国外规范也有类似的条文规定。例如俄罗斯建筑法规

CHuP2-03一11 第 8. 16 条规定"为了提高钢筋混凝土在各种介

质环境中的耐用能力，必须采用钢筋阻锈剂，以提高抗蚀性和对

钢筋的保护能力"。日本建设省指令第 597 号文《钢筋混凝土用

砂盐分规定》中要求"砂含盐量介于 O. 04%~0. 2%时必须采

取防护措施:如采用防锈剂等飞美国最新研究表明，高速公路

桥 2.5 年~5 年即出现钢筋腐蚀破坏;处于海水飞溅区的方桩，

氯离子渗入棍凝土内的量达到每立方米 1kg 的时间仅需 8 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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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钢筋阻锈剂则能延缓钢筋发生锈蚀时间和降低锈蚀速度，

从而达到 40 年~50 年或更长的寿命期。

在本规范中之所以强调对既有1昆凝土结构的防锈，必须采用

喷涂型阻锈剂，是因为这类结构防锈蚀属于事后补救措施，难以

使用掺加型阻锈剂;即使在剔除已破损?昆凝土后，可以在重浇新

1昆凝土中使用掺加型阻锈剂，但也会因为仍然存在着新旧氓凝士

的界面问题，而必须在这些部位喷涂阻锈剂。否则总难以避免氯

离子沿着界面的众多微细通道渗入棍凝土内部。

4.7.5 亚硝酸盐类属于阳极型阻锈剂，此类阻锈剂的缺点是在

氯离子放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局部腐蚀和加速腐蚀。另外，

该类阻锈剂还有致癌、引起碱骨料反应、影响明落度等问题存

在，使得它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瑞士、德国等国家已明

令禁止使用这种类型的阻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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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大截面加固法

5.1 设计规定

5. 1. 1 增大截面加固法，由于它具有工艺简单、使用经验丰富、

受力可靠、加固费用低廉等优点，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它的

固有缺点，如温作业工作量大、养护期长、占用建筑空间较多

等，也使得其应用受到限制。调查表明，其工程量主要集中在一

般结构的梁、板、柱上，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加固工程，往往以增

大截面法为主。据此，修订组认为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以定位在

梁、板、柱为宜。

5. 1. 2 调查表明，在实际工程中虽曾遇到混凝土强度等级低达

C7.5 的柱子也在用增大截面法进行加固，但从其加固效果来看，

新旧泪凝土界面的粘结强度很难得到保证。若采用植入剪切摩

擦筋未改善结合面的粘结抗剪和抗拉能力，也会因基材强度过低

而元法提供足够的锚固力。因此，作出了原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 C13 (旧标号 150) 的规定。另外，应指出的是:当

遇到混凝土强度等级低，或是密实性差，甚至还有蜂窝、空洞等

缺陷时，不应直接采用增大截面法进行加固，而应先置换有局部

缺陷或密实性太差的混凝土，然后再进行加固;若置换有困难，

或有受力裂缝等损伤时，也可不考虑原柱的承载作用，完全由新

增的钢筋和混凝土承重。

5. 1. 3 本规范关于增大截面加固法的构造规定，是以保证原构

件与新增部分的结合面能可靠地传力、协同地工作为目的。因

此，只要新旧泪凝土粘结或拉结质量合格，便可采用本条的基本

假定。

5. 1. 4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由于受原构件应力、应变水平的

影响，虽然不能简单地按现行国家规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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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0 进行计算，但该规范的基本假定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应在加固计算中得到遵守。

5.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5.2.1 本条给出了加固设计常用的截面增大形式，但应指出的

是，在1昆凝土受压区增设现浇钢筋混凝土层的做法，主要用于楼

板的加固。对梁而言，仅在楼层或屋面允许梁顶面突出时才能使

用。因此，一般只能用于某些屋面梁、边梁和独立梁的加固;上

部砌有墙体的梁虽然也可采用这种做法，但应考虑拆墙是否

方便。

5.2.2 与 CECS 25 : 90 规毡相比，本规范增加了关于混凝土叠

合层应按构造要求配置受压钢筋和分布钢筋的规定。其原因是为

了提高新增泪凝土面层的安全性，同时也为了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作出的"应在板的未配筋表面

布置温度、收缩钢筋"的规定相协调。因为这一规定很重要，可

以大大减少新增泪凝土面层产生温度、收缩应力引起的裂缝。

5.2.3 就理论分析而言，在截面受拉区增补主筋加固钢筋混凝

土构件，其受力特征与加固施工是否卸载有关。当不卸载时，加

同后的构件工作属二次受力性质，存在着应变滞后问题;当完全

卸载时，加固后的构件工作虽属一次受力，但由于受二次施工的

影响，其截面仍然不如一次施工的新构件。在这种情况下，计算

似乎应按不同模式进行。然而试验结果表明，倘若原构件主筋的

极限拉应变均能达到现行设计规范规定的 0.01 水平，而新增的

主筋又按本规范的规定采用了热轧钢筋，则正截面受弯破坏时，

两种受力性质的新增主筋均能屈服。因此，不论哪一种受力构

件，均可近似地按一次受力计算，只是在计算中应考虑到新增主

筋在连接构造上和受力状态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种种影响因素的

综合作用，从而有可能导致其强度难以充分发挥，故仍应从保证

安全的角度出发，对新增钢筋的强度进行折减，并统一取民

=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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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由于加固后的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可以近似地按照一

次受力构件计算，且试验也验证了新增主筋一般能够屈服，因而

可写出其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值如 (5.2.4-1)式所示。对该

式，需要说明的是新增钢筋位置处的初始应变值计算公式的确定

问题。这个公式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根据 ι=0.375 h01 推导的，

其实是引用原苏联 H.M.OHYφPI1EB 对受弯构件内力臂系数

的取值(即 0.85) 推导得到的。规范修订组之所以决定引用该

值，是因为注意到 CECS 25 : 90 规范早在 1990 年即已引用，而

我国西南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也都认为该值可以近似地用于计算

加固构件初始应变而不会有显著的偏差。另外，规范修订组所做

的试算结果也表明，采用该值偏于安全，故决定用以计算 E， l 值，

如本规范 (5.2.4-2) 式所示。

5.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5.3.1 对受剪截面限制条件的规定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GB 50010 一 2010 完全一致，而从增大截面构件的荷载

试验过程来看，增大截面还有助于减缓斜裂缝宽度的发展，特别

是围套法更为有利。因此引用 GB 50010 的规定作为加固构件的

受剪截面限制条件仍然是合适的。

5.3.2 本条的计算规定与原规范比较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是将

新、旧混凝土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分开计算，并给出了具体公

式;二是新、旧1昆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分别按原规范和现行设

计规范的规定值取用;三是按试验和分析结果重新确定了混凝土

和钢筋的强度利用系数。试算的情况表明，按本规范确定的斜截

面承载力，其安全储备有所提高。这显然是合理而必要的。

5.4 受压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5.4.1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采用增大截面加固后，其正截

面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仍按原规范的公式采用。虽然这几年来有不

少论文建议采用更精确的方法修改该公式中的 αm 取值，但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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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编制组讨论后仍决定维持原规范对该系数 α 凹的取值不变，之

所以作这样决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该系数 αm 经过近 20 余年的工程应用未出现安全问题;

(2) 精确的算法必须建立在对原构件应力水平的精确估算

上，但这很难做到，况且这种加固方法在不发达地区用得最为普

遍，却因限于当地的技术水平，对实际荷载的估算结果往往因人

而异;若遇到事后复查，很难辨明是非;

(3) 由于原规范的 α凹取值，系以当时的试验结果为依据，

并且也意识到试验所考虑的情况还不够充分，因此，在原条文中

曾作出了"当有充分试验依据时， αm 值可作适当调整"的规定。

但迄今为止，所有的修改建议均只是以分析、计算为依据提出

的，未见有新的试验验证资料发表。

因此，在这次修订中仍维持原案，我们认为这样处理较为稳

妥。至于 α作值今后是否有调整必要的问题，留待积累更多试验

数据后再进行论证。

5.4.2 此次修订规范，修订组曾对原规范偏心受压计算中采用

的强度利用系数进行了讨论分析。其结果一致认为这是一项稳健

的规定，不宜贸然修改。具体理由如下:

1 对新增的受压区混凝土和纵向受压钢筋，原规范为考虑

二次受力影响，采用简化计算的方式引人强度利用系数是可行

的。因为经过 20 余年的施行，未出现过任何问题，也足以证明

这一点。

2 就新增的纵向受拉钢筋而言，在大偏心受压工作条件下，

其理论分析虽能确定钢筋的应力将会达到抗拉强度设计值，而不

必再乘以强度利用系数，但不能因此便认定原规范的规定过于保

守。因为考虑到纵向受拉钢筋的重要性，以及其工作条件总不如

原钢筋，而在国家标准中适当提高其安全储备也是必要的。因

此，宜予保留。

另外，由于加固后偏压构件的混凝土受压区可能包含部分旧

泪凝土，因而有必要采用新旧混凝土组合截面的轴心抗压强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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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进行计算，但其取值较为复杂，不仅需要考虑不同的组合情

况，而且还需要通过试验才能确定其数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简化起见，编制组研究决定采用近似值，但同时也允许设计单位

根据其试验结果进行取值。这样做所引起的偏差不会很大。试算

表明，此偏差介于 3%~9%之间，大多数不超过 5%。因此还是

可行的。

5.4.3 本规范修订组所做的加固偏ffi柱的电算分析和验证性试

验结果表明，对被加固结构构件而言，采用现行设计规范 GB

50010 规定的考虑二阶弯矩影响的 M值计算时，还应乘以修正

系数向值，才能与加固构件计算分析和试验结论相吻合，也才

能保证受力的安全。为此，给出了冉值的取值规定。

5.5 构造规定

5.5.1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时，其新增截面部分可采用现浇混

凝土、自密实混凝土、喷射混凝土或掺有细石混凝士的水泥基灌

浆料浇筑而成，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对灌浆料的应用，应有可靠

的工程经验，因为这种材料的性能更接近砂浆;如果配制不当，

容易导致新增面层产生裂缝。从目前的经验来看，一是要使用优

质的膨胀剂配制，例如用的是德国进口的膨胀剂，其效果就比较

好;二是要掺加 30%的细石泪凝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早

期裂缝的产生;但若在灌浆料中已掺加了粒径为 16mm~20mm

的粗骨料，并且级配合理，也可不再掺加细石混凝土。

5.5.2 考虑到界面处理对新增截面加固法能否确保新旧混凝士

共同工作十分重要。因此，界面如何处理，应由设计单位提出具

体要求。一般情况下，对梁、柱构件，在原混凝士表面凿毛的基

础上，只要再涂布结构界面胶即可满足安全要求;而对墙、板构

件则还需增设剪切销钉，但仅需按构造要求布置即可满足要求。

另外，应指出的是，对某些结构，其架设钢筋和模板所需时间很

长，已大大超出涂布界面胶的可操作时间(适用期)。在这种情

况下，界面胶将因失去其粘结能力，而不再有使用价值。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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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单独使用剪切销钉的方案来处理新旧混凝

土界面的剪应力传递问题。从前一段时间的工程经验来看，当采

用如mm 的 r 形销钉种植，且植入深度为 50mm、销钉间距为

200mm~300mm 时，可以满足混凝土表面已凿毛的界面传力的

需求。

5.5.3-5.5.6 这四条主要是根据结构加固工程的实践经验和有

关的研究资料作出的规定，其目的是保证原构件与新增混凝土的

可靠连接，使之能够协同工作，以保证力的可靠传递，从而收到

良好的加固效果。

另外，应指出的是纯环氧树脂配制的砂浆，由于未经改性，

很快便开始变脆，而且耐久性很差，故不应在承重结构植筋中使

用。至于所谓的无机锚固剂，由于粘结性能极差，几乎全靠膨胀

剂起摩阻作用传力，不能保证后锚固件的安全工作，故也应予以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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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置换混凝土加固法

6.1 设计规定

6. 1. 1 置换混凝土加固法适用于承重结构受压区混凝土强度偏

低或有局部严重缺陷的加固。因此，常用于新建工程混凝土质量

不合格的返工处理，也用于既有混凝土结构受火灾烧损、介质腐

蚀以及地震、强风和人为破坏后的修复。但应注意的是，这种加

固方法能否在承重结构中安全使用，其关键在于新浇混凝土与被

加固构件原混凝土的界面处理效果是否能达到可采用两者协同工

作假设的程度。国内外大量试验表明:新建工程的混凝土置换，

由于被置换构件的混凝士尚具有一定活性，且其置换部位的混凝

土表面处理已显露出坚实的结构层，因而可使新浇混凝土的胶体

能在微膨胀剂的预压应力促进下渗入其中，并在水泥水化过程中

粘合成一体。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两者协同工作的假设，不会有

安全问题。然而，应注意的是这一协同工作假设不能沿用于既有

结构的旧混凝土，因为它已完全失去活性，此时新旧1昆凝土界面

的粘合必须依靠具有良好渗透性和粘结能力的结构界面胶才能保

证新旧混凝土协同工作;也正因此，在工程中选用界面胶时，必

须十分谨慎，一定要选用优质、可信的产品，并要求厂商出具质

量保证书，以保证工程使用的安全。

6. 1. 2 当采用本方法加固受弯构件时，为了确保置换混凝土施

工全过程中原结构、构件的安全，必须采取有效的支顶措施，使

置换工作在完全卸荷的状态下进行。这样做还有助于加固后结构

更有效地承受荷载。对柱、墙等承重构件完全支顶有闲难时，允

许通过验算和监测进行全过程控制。其验算的内容和监测指标应

由设计单位确定，但应包括相关结构、构件受力情况的验算与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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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3 对原构件非置换部分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最低要求，之所

以应按其建造时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 按原规范设计的构件，不能随意否定其安全性。

2 如果非置换部分的提凝士强度等级低于建造时所执行规

范的规定时也应进行置换。

6.2 加固计算

6.2.1 采用置换法加固钢筋1昆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时，其正截面

承载力计算公式，除了应分别写出新旧两部分不同强度混凝土的

承载力外，其他与整截面无甚区别，因此，可参照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计算公式给出，但需引进置换部分新混凝土强度的利用

系数 α川以考虑施工无支顶时新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不能得到充

分利用的情况;至于采用 αc =0.8，则是引用增大截面加固法的

规定。

6.2.2 偏心受压构件区压混凝土置换深度 hn <.Tn 时，存在新

旧也凝土均参与承载的情况，故应将压区混凝土分成新旧氓凝土

两部分处理。

6.2.3 受弯构件压区混凝土置换深度 hn <.Tn ，其正截面承载

力计算公式相当于现行国家标准《氓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受弯构件 T 形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

6.3 构造规定

6.3.1 、 6.3.2 为考虑、新旧混凝土协调工作，并避免在局部置换

的部位产生"销栓效应"，故要求新置换的泪凝土强度等级不宜

过高，一般以提高一级为宜。另外，为保证置换氓凝土的密实

性，对置换范围应有最小尺寸的要求。

6.3.3 考虑到置换部分的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比原构件混凝土高

1~2 级，在这种情况下，对梁的混凝土置换，若不对称地剔除

被置换I昆凝土，可能造成梁截面受力不均匀或传力偏心，因此，

规定不允许仅剔除截面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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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体外预应力加固法

7.1 设计规定

7. 1. 1 由于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在工程上采用了三种不同钢材作

为预应力杆件，且各有特点，故分别规定了其适用范围。为了便

于理解和掌握，现结合这项技术的发展过程说明如下:

1 以普通钢筋施加预应力的加固法

本方法的应用，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60 年代中期开始进

入我国，主要用于工业厂房加固。这是一种传统的方法，其所以

沿用至今，是因为这种方法无需将原构件表层泪凝土全部凿除来

补焊钢筋，而只需在连接处开出孔槽，将补强的预应力筋锚固即

可。因此，具有取材方便、施工简单，可在不停止使用的条件下

进行加固。近几年来，这种加固方法虽然常被无粘结钢绞线体外

预应力加固法所替代，但在中小城市，尤其是一些中小跨度结构

中仍然有不少应用。故仍有必要保留在本规范中。

尽管如此，但大量工程实践表明，这种传统方法存在下述缺

点: (1)可建立的预应力值不高，且预应力损失所占比例较大;

(2) 当需要补强拉杆承担较大内力时，钢筋截面面积需要很大;

(3) 不易对连续跨进行加固施工。

2 以普通高强钢绞线施加预应力的加固法

为了克服传统方法的上述缺点，自 1988 年开始，在传统的

下撑式预应力拉杆加固法基础上，发展了用普通高强钢绞线作为

补强拉杆的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当时我国尚未生产元粘结高强钢

绞线)。这是一种高效的预应力技术，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下

述优点: (1)钢绞线强度高，作为补强拉杆承受较大内力时，其

截面面积也无需很大; (2) 张拉应力高，预应力损失所占比例

小，长期预应力效果好; (3) 端部锚固有现成的锚具产品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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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可靠，且无需现场电焊; (4) 钢绞线的柔性好，易形成

设计所要求的外形; (5) 钢绞线长度很长，可以进行连续跨的加

固施工。但这种方法也有其缺点，即:张拉时在转折点处会产生

很大摩擦力，所以当市场上出现无粘结高强钢绞线后，这种施加

预应力的材料便很快被取代了。

3 以无粘结高强钢绞线施加预应力的加固法

这种方法与普通钢绞线施加预应力加固法相比，具有下述优

点: (l)在转折点处摩擦力较小，钢绞线的应力较均匀; (2) 张

拉应力可以加大，一般可达 O. 7儿k; (3) 钢绞线布置较灵活，

跨中水平段的钢绞线可不设在梁底; (4) 钢绞线防腐蚀性能较

好，防腐措施较简单; (5) 储存方便，不易锈蚀。

4 以型钢为预应力撑杆的加国法

这是一种通过对型钢撑杆施加预压应力，以使原柱产生设计

所要求的卸载量，从而保证撑杆与原柱能很好地共同工作，以达

到提高柱加固后承载能力的加固方法。这种预应力方法不属于上

述体系，但发展得也很早， 20 世纪 50 年代便已问世， 1964 年传

人我国，主要用于工业厂房钢筋混凝土柱的加固。这种方法虽属

传统加固法，但由于它所能提高的柱的承载力可达 1200kN，且

安全可靠，因而一直为历年加固规范所收录。

基于以上所述，设计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选用适宜

的预应力加罔方法。

7. 1. 3 当采用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对钢筋?昆凝土结构、构件进行

加固时，原《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 - 2006 规定

其原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基本符合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GB 50010 - 2002 对预应力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要求，即

应接近于 C40。这项规定这次作了大的修改，改丽规定原构件的

提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这是基于如下认识:

我国的预应力结构设计规范之所以规定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

混凝土强度不得低于 C40，主要是针对预制构件而言。在预应力

技术应用的初期，主要是应用于预制构件，如桥梁、吊车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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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梁、屋架下弦杆这类预应力预制构件。对于这种平时以承受自

重为主的预应力预制构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施加预应力

时构件截面要能够承受较大的预压应力;二是要避免构件因预压

应力过大而产生过大的由混凝土徐变产生的预应力损失。因此，

预应力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要求不宜低于 C40，且不应低于

C30 是有道理的。

但对于需要作预应力加固处理的既有混凝土构件.一般都已

作为承重构件使用过一段时间。这类构件平时已承受了较大的荷

载，加固所施加的预应力不会产生较大的预压应力;相反它会同

时减小混凝土截面受压边缘的最大压应力和受拉边缘的最大拉应

力。因此它反而可以降低对泪凝土强度的要求，只要求两端锚固

区的局部承压强度能满足规范要求即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原

构件局压强度不足，也只需要作局部的处理。

至于原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 C20 的构件是否适宜采用预应

力加固法的问题，应按本条用语"不宜"的概念来理解，并作为

个案处理较为稳妥。

7. 1. 4-7. 1. 6 这是根据预应力杆件及其零配件的受力性能作出

的防护规定。由于这些规定直接涉及加固结构的安全，应得到严

格的遵守。

7.2 无粘结钢绞钱体外预应力的加固计算

7.2.1 钢筋混凝土梁采用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加固

时，均应进行正截面强度验算和斜截面强度验算。验算的关键是

要确定构件达极限状态时钢绞线的应力值，亦即确定钢绞线的有

效预应力值和钢绞线在构件达到极限状态时的应力增量值。钢绞

线的有效预应力值比较容易计算;钢绞线的应力增量值计算比较

困难。因为钢绞线的应力增量值等于与钢绞线同高度的梁截面纤

维的总伸长量除以钢绞线的长度，再乘以钢绞线的弹性模量值。

但由于梁截面的伸长量与外荷载产生的弯矩分布图及梁的截面刚

度有关，梁的截面刚度又与截面是否开裂有关，所以必须利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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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方法进行计算。其计算工作量显然是很大的。为了简化计

算，本规范假定钢绞线的应力增量值与钢绞线的预应力损失值相

等，于是便可将极限状态时的钢绞线应力值取为预应力张拉控

制值。

7.2.2 受弯构件不论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加固，为了保证受弯构

件不出现脆性破坏，均应要求 Eζ乱，也就是要求呈受拉区钢筋

首先屈服、然后压区混凝土压碎的破坏模式。为此，并为了防止

脆性破坏，故简单地要求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pb应按加阔前控制值的 0.85 倍采用，即取: ';pb =0.85ι，以确

保安全。

7.2.3 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固钢筋混凝土梁的正截面计

算，不少文献是按压弯构件进行的。此次修订本规范改为按受弯

构件计算。其理由如下:

(1)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可知:对普通的有粘结预

应力混凝土梁，应要求受压区混凝土相对高度 Eζ~。据此，对

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固的钢筋1昆凝土梁，也应有同样的要

求，才能保证加固后的梁仍然是适筋梁而非超筋梁。因此钢绞线

的配置量应受到相应的限制。

(2) 如果按照压弯构件进行计算，有可能出现大偏心受压构

件和小偏心受压构件两种情况，如果呈现小偏心受压状态，也就

是说该梁已经属于超筋梁，这是不容许的。如果呈现大偏心受压

状态，说明该梁仍然属于适筋梁，其加固方案是可行的。根据压

弯构件的旺N 相关曲线可知，在大偏心受压状态下，压力的存

在对受弯承载力是有利的，因此不考虑梁的这一纵向压力作用是

偏于安全的。

(3) 对一般框架梁施加预应力，产生的预压应力不全是由框

架梁单独承担。然而框架梁到底承受多少预压应力，却是无法准

确判定的。因此，若按压弯构件进行计算，如何确定预压应力值

将很困难，况且一般加固梁所施加的预应力也不是很大。在这种

情况下，预压应力不予计人，仅作为安全储备，显然不仅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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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可使得计算较为简便。因此，修订组作出了按受弯构件计

算的决定。

7.2.4 本规范采用的斜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一致。与此同时，考虑到弯折

的预应力拉杆与破坏的斜截面相交位置的不定性，其应力可能有

变化，不一定达到设计规定值。故有必要引人考虑拉杆应力不定

性的系数 0.8 0

7.3 普通钢筋体外预应力的加固计算

7.3.1 、 7.3.2 采用预应力下撑式拉杆加固钢筋混凝土梁的设计

步骤，主要是根据国内外大量实践经验制定的。梁加固后增大的

受弯承载力，可根据该梁加固前能承受的受弯承载力与加固后在

新设计荷载作用下所需的受弯承载力来初步确定。但是，由

(7.3.1-1)式求出的拉杆截面面积只是初步的计算结果。这是因

为预应力拉杆发挥作用时，必然与被加同梁组成超静定结构体

系，致使拉杆内力增大。这时，拉杆产生的作用效应增量 t:，.N ，

可用结构力学方法求出。于是，被加固梁承受的全部外荷载和预

应力拉杆的内力作用效应均已确定，便可按现行设计规范 GB

50010 验算原梁在跨中截面和支座截面的偏心受压承载力。若验

算结果能满足规范要求，则拉杆的截面尺寸也就选定。但需要指

出的是，为了确保这种加固方法的安全使用，规范修订组在分析

研究国外的使用经验后，提出了一个较为稳健的建议(不作为条

文规定) ，供设计人员参考，即:采用预应力下撑式拉杆加固的

梁，若原梁基本完好，只是截面偏小时，则建议其受弯承载力的

增量不宜大于原梁承载力的1. 5 倍，且梁内受拉钢筋与拉杆截面

面积的总和，也不宜超过混凝士截面面积的 2.5%。若原梁有损

伤或有严重缺陷，且不易修复时，则建议改用其他加固方法。

预应力拉杆与原梁的协同工作系数，是根据国内外有关试验

研究成果确定的。

为便于选择施加预应力的方法，对机张法和横向张拉法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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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量计算分别作了规定。横向张拉量的计算公式 (7.3.2) ，是根

据应力与变形的关系推导的，计算时略去了 (σp/Es 沪的值，故

计算结果为近似值。

7.4 型钢预应力撑杆的加固计算

7.4.1 采用预应力撑轩加固轴心受压钢筋1昆凝土柱的设计步骤

较为简单明确。撑杆中的预应力主要是以保证撑杆与被加固柱能

较好地共同工作为度，故施加的预应力值 σp不宜过高，以控制

在 50MPa~80MPa 为妥。

根据国内外有关的试验研究成果，当被加同柱需要提高的受

压承载力不大于 1200kN 时，采用预应力撑杆加固是较为合适

的。若需要通过加固提高的承载力更大，则应考虑选用其他加固

方法。

7.4.2 , 7.4.3 采用顶应力撑杆加同偏心受压钢筋混凝土柱时，

由于影响因素较多，其计算方法较为冗繁。因此，偏心受压柱的

加同计算应主要通过验算进行。但应指出，采用预应力撑杆加固

偏心受压柱时，其受压承载力、受弯承载力均只能在一定范围内

提高。

验算时，撑杆肢的有效受压承载力取 0.9j'py A'p是考虑协同

工作不充分的影响，即撑杆肢的极限承载力有所降低。其承载力

降低系数取 O. 9 是根据国内外试验结果确定的。

当柱子较高时，撑杆的稳定性可能不满足现行《钢结构设计

规范)) GB 50017 的规定。此时，可采用不等边角钢来做撑杆肢，

其较窄的翼缘应焊以缀板，其较宽的翼缘，应位于柱子的两侧

面。撑杆肢安装后再在较宽的翼缘上焊以连接板。

对承受正负弯矩作用的柱(即弯矩变号的柱) ，应采用双侧

撑杆进行加固。由于撑杆主要是承受压力，所以应按双侧撑杆加

固的偏心受压柱的公式进行计算，但仅考虑被加固柱的受压区一

侧的撑杆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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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构造规定

7.5.1 不论从构造需要出发，还是为了保证受力均匀和安全可

靠，均应将钢绞线成对布置在梁的两侧，并以采用纵向张拉法为

主。因为纵向张拉的预应力较易准确控制，且力值不受限制。尽

管如此，横向张拉法仍有其用途。以连续梁为例，当连续跨的跨

数超过两跨(→端张拉)或四跨(两端张拉)时，仍需依靠横向

张拉补足预应力。

另外，应指出的是钢绞线跨中水平段支承点的布置，与所采

用的张拉方式有关。对纵向张拉而言，以布置在梁底以上的位置

为佳。因为不论从外观、构造和受力来看，都比较容易处理得

好。但若需要依靠横向张拉来补足预应力，或是采用纵向张拉有

困难时，其跨中水平段的支承点，就必须布置在梁的底部，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横向张拉。

7.5.2 本条给出了中间连续节点支承构造方式和端部锚固节点

构造方式的几个示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预应力钢绞线节点的做法关系到加固的可靠性和经济戚本。

本规范提供的端部锚固方法和中间连续节点的做法是经过大量的

工程实践，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过在具体施工中，对于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的构件，其细部做法必须考究。例如端部的

支承面处，必须平整;当钻孔使混凝土面受到损坏时，必须提前

一天用快速堵漏剂修补、抹平;在钢销棍和钢吊棍的支承面处，

有必要设置钢管垫，以使应力分布均匀。

7.5.4 在现行施工规范尚未纳入无粘结钢绞线体外预应力加固

法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能有效地执行本条规

定，建议可暂按下列要求施加预应力:

1 对纵向张拉，施加预应力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钢绞线在跨中的转折点设在梁底以上位置时，应采用

纵向张拉。

(2) 当钢绞线沿连续梁布置时，若采用一端张拉，而连续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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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数超过二跨，或采用二端张拉，而连续跨的跨数超过四跨

时，钢绞线在跨中的转折点应设在梁底以下位置，且应在纵向张

拉后，还应利用设在跨中的横向拉紧螺栓进行横向张拉，以补足

由摩擦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

(3) 纵向张拉的工具宜采用穿心千斤顶和高压油泵，张拉力

直接从油压表中读取。

(4) 张拉时应采用交错张拉的方法:先张拉一端，把第一根

钢绞线张拉至张拉控制值的 50%，再张拉另一侧钢绞线至张拉

控制值，然后再把第→根钢绞线张拉至张拉控制值。

2 对横向张拉，施加预应力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施加预应力时宜先使用工具式 U 形拉紧螺栓，待张拉

至一定程度后再换上较短的、直径较细的永久性 U形拉紧螺栓

继续张拉。

(2) 在横向张拉前，应对钢绞线进行初张拉，然后再通过拉

紧螺栓横向施加预应力。

(3) 收紧各跨拉紧螺栓时，应设法保持同步，用量测两根钢

绞线中距的方法进行控制。当钢绞线应力达到要求值后，拉紧螺

栓应用双螺帽固定。

(4) 为测量钢绞线应力，可在每跨梁的梁底较长水平段的钢

绞线磨平面上各粘贴一对铜片测点，用 500mm 或 250mm 标距

的手持式引伸仪测量钢绞线的伸长量，进而推算应力值。

7.5.6 根据本规范第 7.5.5 条关于"应按计算确定拉紧螺栓和

中间撑棍的数量"的规定，给出了按构造要求确定的拉紧螺栓和

中间撑棍的数量。

7.5.7 本条给出了拉紧螺栓安设位置与中间撑棍位置相互配合

的关系。执行时，应结合本规范第 7.5.6 条的规定进行调整。

7.5.9 本条给出了两种常用的防腐和防火措施:一是用 1 : 2 水

泥砂浆包裹。其施工较方便，但外观较差;二是用 C25 细石混

凝土包裹或封护。其施工较麻烦，但外观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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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普通钢筋体外预应力构造规定

7.6.1 预应力拉杆选用的钢材与施工方法有密切关系。机张法

能拉各种高强、低强的碳素钢丝、钢绞线或粗钢筋等钢材;横向

张拉法仅适用于张拉强度较低、张拉力较小(一般在 150kN 以

下)的 I 级钢筋。横向张拉用的钢材，之所以常选用 I 级钢筋，

是因为考虑到拉杆两端需采用焊接连接， 1 级钢筋施焊易于保证

焊接质量。

预应力拉杆距构件下缘的净空为 30mm~80mm 时，可使预

应力拉杆的端部锚固构造和下撑式拉杆弯折处的构造都比较

简单。

7.7 型钢预应力撑杆构造规定

7.7.2 , 7.7.3 预应力撑杆适宜用横向张拉法施工，其建立的预

应力值也比较可靠。这种方法在原苏联采用较多，也有许多工程

实践经验表明该法简便可行。过去国内多采用于式外包钢加固

法，即在角钢中不建立预应力，或仅为了使角钢的上下端与混凝

土构件顶紧而打人模子，计算上也不考虑预应力的作用，因此，

经济性很差，宜以预应力撑杆来取代。预应力撑杆则要求建立一

定的预应力值，故能保证它与原柱共同工作。

为了建立预应力，在横向张拉法中要求撑杆中部先制成弯折

形状，然后在施工中旋紧螺栓使撑杆通过变直而顶紧。为了便于

实施，本规范对弯折的方法和要求均作了示例性质的规定，其中

还包括了切口形状和弥补切口削弱的措施。

预应力撑杆肢的角钢及其焊接缀板的最小截面规定是根据国

内外工程加固实践经验确定的。

对撑杆端部的传力构造作了详细的规定，这种传力构造可保

证其杆端不致产生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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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包型钢加固法

8.1 设计规定

8. 1. 1 外包型钢(一般为角钢或扁钢)加固法，是一种既可靠，

又能大幅度提高原结构承载能力和抗震能力的加固技术。当采用

结构胶粘合混凝土构件与型钢构架时，称为有粘结外包型钢加固

法，也称外粘型钢加固法，或湿式外包钢加固法，属复合构件范

畴;当不使用结构胶，或仅用水泥砂浆堵塞混凝土与型钢间缝隙

时，称为无粘结外包型钢加固法，也称干式外包钢加固法。这种

加固方法，属组合构件范畴;由于型钢与原构件间无有效的连

接，因而其所受的外力，只能按原柱和型钢的各自刚度进行分

配，而不能视为复合构件受力，以致很费钢材，仅在不宜使用胶

粘的场合使用。

8. 1. 2 近几年来，不少新建工程的加固，为了做到不致因加固

而影响其设计使用年限，往往选择了使用干式外包钢法，从而使

已淘汰多年的干式外包钢加固法，又有了市场需求。因此，经研

究决定将此方法重新纳入本规范，但考虑到这种加固方法主要是

按钢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设计、计算，为了避免重复和不必

要的矛盾，故仅在本条中作出原则性规定。征求设计单位意见表

明，有了这五款规定，即可满足设计人员计算的需求。

8. 1. 3 当工程允许使用结构胶粘结混凝土与型钢时，宜选用有

粘结外包型钢加固法。因为采用此法两者粘结后能形成共同工作

的复合截面构件，不仅节约钢材，而且将获得更大的承载力。因

此，比干式外包钢更能得到良好的技术经济效益。

8.1.4 本条采用的截面刚度近似计算公式与精确计算公式相比，

仅略去型钢绕自身轴的惯性矩，其所引起的计算误差很小，完全

可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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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外粘型钢加固计算

8.2.1 采用外粘型钢加固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柱)时，

由于型钢可靠地粘结于原柱，并有卡紧的缀板焊接成箍，从而使

原柱的横向变形受到型钢骨架的约束作用。在这种构造条件下，

外粘型钢加固的轴心受压柱，其正截面承载力不仅可按整截面计

算，而且可引人弘系数予以提高，但应考虑、二次受力的影响，

故对受压型钢乘以强度利用系数仇。考虑到加同用的型钢属于软

钢 (Q235) ，且原规范所取的 αa值，虽是通过试验取用的近似

值，但经过近 15 年的工程应用，未发现有安全问题，因而决定

仍继续沿用该值，亦即取 αa =0. 9 ，较为安全稳妥。

8.2.2 采用外粘型钢加固的钢筋棍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其受压

肢型钢，由于存在应变滞后的问题，在按( 8. 2. 2-1 )式及

(8.2.2一2) 式计算正截面承载力时，必须乘以强度利用系数 αa予

以折减，这虽然是一种简化的做法，但对标准规范来说，却是可

行的。至于受拉肢型钢，在大偏心受压工作条件下，尽管其应力

一般都能达到抗拉强度设计值，但考虑到受拉肢工作的重要性，

以及粘结传力总不如原构件中的钢筋可靠，故有必要在规范中适

当提高其安全储备，以保证被加固结构受力的安全。

另外，应指出的是，在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

仍应按本规范第 5. 4. 3 条的规定计算偏心距(包括二阶效应 M

值的修正) ，以保证安全。

8.2.3 采用外粘型钢加固的钢筋混凝土梁，其截面应力特征与

粘贴钢板加固法十分相近，因此允许按粘贴钢板的计算方法进行

正截面和斜截面承载力的验算。

8.3 构造规定

8.3.1 为加强型钢肢之间的连系，以提高钢骨架的整体性与共

同工作能力，应沿梁、柱轴线每隔→定距离，用箍板或缀板与型

钢焊接。与此同时，为了使梁的箍板能起到封闭式环形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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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本条中还给出了三种加锚式箍板的构造示意图供设计参考

使用;另外，应指出的是:型钢肢在缀板焊接前，应先用工具式

卡具勒紧，使角钢肢紧贴于混凝土表面，以消除过大间隙引起的

变形。

8.3.2 为保证力的可靠传递，外粘型钢必须通长、连续设置，

中间不得断开;若型钢长度受限制，应通过焊接方法接长;型钢

的上下两端应与结构顶层(或上一层)构件和底部基础可靠地

锚固。

8.3.5 加同完成后，之所以还需在型钢表面喷抹高强度水泥砂

浆保护层，主要是为了防腐蚀和防火，但若型钢表面积较大，很

可能难以保证抹灰质量。此时，可在构件表面先加设钢丝网或点

粘一层豆石，然后再抹灰，便不会发生脱落和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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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粘贴钢板加固法

9.1 设计规定

9. 1. 1 根据粘贴钢板加固混凝土构件的受力特性，规定了这种

方法仅适用于钢筋混凝土受弯、受拉和大偏心受压构件的加固 c

同时还指出:本方法不适用于素棍凝土构件(包括纵向受力

钢筋配筋率不符合现行设计规范 GB 50010 最小配筋率构造要求

的构件)的加固。

9. 1. 2 在实际工程中，有时会遇到原结构的提凝土强度低于现

行设计规范规定的最低强度等级的情况。如果原结构泪凝土强度

过低，它与钢板的粘结强度也必然很低。此时，极易发生呈脆性

的剥离破坏。故本条规定了被加固结构、构件的?昆凝土强度最低

等级，以及钢板与1昆凝土表面粘结应达到的最低正拉粘结强度。

9. 1. 3 粘钢的承重构件最忌在复杂的应力状态下工作，故本条

强调了应将钢板受力方式设计成仅承受轴向应力作用。

9. 1. 4 对粘贴在混凝土表面的钢板之所以要进行防护处理，主

要是考虑加固的钢板一般较薄，容易因锈蚀而显著削弱截面，或

引起粘合面剥离破坏，其后果必然影响使用安全。

9. 1. 5 本条规定了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不应高于 60 0C ，是按常

温条件下使用的普通型树脂的性能确定的。当采用与钢板匹配的

耐高温树脂为胶粘剂时，可不受此规定限制，但应受现行钢结构

设计规范有关规定的限制。在特殊环境下(如振动、高温、介质

侵蚀、放射等)采用粘贴钢板加固法时，除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采取专门的粘贴工艺和相应的防护措施外，尚

应采用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胶粘剂。

9. 1. 6 采用粘贴钢板加固时，应采取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活

荷载。其日的是减少二次受力的影响，也就是降低钢板的滞后应

218 



变，使得加固后的钢板能充分发挥强度。

9. 1. 7 粘贴钢板的胶粘剂一般是可燃的，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和耐火极限要求

以及相关规范的防火构造规定进行防护。

9.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9.2.1 国内外的试验研究表明，在受弯构件的受拉面和受压面

粘贴钢板进行受弯加固时，其截面应变分布仍可采用平截面

假定。

9.2.2 本条对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的控制值

EH)作出了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因加同量过大而导致超筋性质

的脆性破坏。对于粘钢构件，采用构件加固前控制值的 O. 85 倍;

若按 HRB335 级钢筋计算，达到界限时相应的钢筋应变约为1. 5

倍屈服应变，具有一定延性。满足此条要求，实际上已经确定了

粘钢的"最大加同量"。

9.2.3 , 9.2.4 本规范的受弯构件正截面计算公式与以前发布的

罔内外标准相比，在表达上有了较大的改进。由于用一组公式代

替多组公式，在计算结果无显著差异的前提下，可使设计计算更

为方便，条理也较为清晰。

公式(9.2.3-2)是截面上的轴向力平衡公式;公式(9.2.3- 1)

是截面上的力矩平衡公式，力矩中心取受拉区边缘，其日的是使

此式中不同时出现两个未知量;公式 (9.2.3-3) 是根据应变平

截面假定推导得到的计算公式;公式 (9.2.3-4) 是为了保证受

压钢筋达到屈服强度。当 x<2a'时，之所以近似地取 x=2a'进

行计算，是为了确保安全而采用了受压钢筋合力作用点与压区混

凝土合力作用点重合的假定。

加罔设计时，可根据 (9.2.3-1)式计算出混凝土受压区的

高度工，按 (9.2.3-3) 式计算出强度利用系数仇，然后代人

(9.2.3-2) .即可求出粘贴的钢板面积 Asp 。

另外，当"你p> 1. 0 时，取你p = 1. 0" 的规定，是用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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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的"最小加固量"。

9.2.5 这次修订规范对本条内容作了下列两方面的修订:

1 将加固钢板粘贴延伸长度的确定方法与纤维复合材进行

了统一，从而使计算概念及方法相一致，便于使用者理解和

执行。

2 修订了铜板与1昆凝土的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的取值方法，

使之更符合工程实际。因为原规范是按照试验室的试验结果取值

的，未考虑施工不定性的影响。现根据现场取样的检测结果作了

修正，从而使强度取值更能保证工程安全。

9.2.6 对加设 U形箍板作为端部锚固措施而言，其计算需考虑

以下两种情况:

1 当箍板与加固钢板间的粘结受剪承载力小于或等于箍板

与混凝土间的粘结受剪承载力时，锚固承载力为加固钢板与混凝

土间的粘结受剪承载力及箍板与加固钢板间的粘结受剪承载力之

和。此即本规范公式 (9.2.6-1)所给出的计算方法。

2 当箍板与加固钢板间的粘结受剪承载力大于箍板与混凝

土间的粘结受剪承载力时，锚固承载力为加固钢板及箍板与1昆凝

土间的粘结受剪承载力之和。此即本规范公式 (9. 2. 6-2) 所给

出的计算方法。

9.2.7 见本规范第 9.6.4 条的条文说明。

9.2.8 对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截面梁(包括有现浇楼板的

梁) ，其正弯矩区的受弯加固，不仅应考虑、 T 形截面的有利作

用，而且还须符合有关翼缘计算宽度取值的限制性规定，故要求

应按现行设计规范和本规范的有关原则和规定进行计算。

9.2.9 滞后应变的计算，在考虑了钢筋的应变不均匀系数、内

力臂变化和钢筋排列影响的基础上，还依据工程设计经验作了适

当调整。同时，在表达方式上，为了避开繁琐的计算，并力求使

用方便，故对旬的取值，采取了按配筋率和钢筋排数的不同以

查表的方式确定。

9.2.10 根据应变平截面假定(见图1)，可算得侧面粘贴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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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下两端平均应变与下边缘应变的比值，即修正系数fJn : 

(吐旦)2 J 1 十 ε1/ê2
协l 二一三7一- 2一一

=1-t起了 1 一 (1-IZLh)(T) .(1) 

0.5 九
令:向 -1- 1. 25胁。 /h' 则:如 =1At，设 ho =h/1. 1; ~ 

=~pb 。

于是可以算得配置 HRB335 级钢筋的一般构件和重要构件，

其系数卢1 分别为1. 33 和1. 14; 同理，算得采用 HRB400 级钢筋

的一般构件和重要构件，其系数卢l分别为1. 22 和1. 06 0 注意到

卢1值变化幅度不大，故偏于安全地统一取 ßl =1. 33 。

..., 

H
m
N
-
J
H
『

3 
li2 

应变平截面假定图

与此同时，还应考虑侧面粘贴的钢板，其合力中心至压区混

凝土合力中心之距离与底面粘贴的钢板合力中心至压区混凝土合

力中心之距离的比值，即修正系数 *2 0 

221 

图 I



如2=(h 一;ffLO 协 =1 一( 1-0~ 斗。/h) (号)ω

令:品=1:一;年。/h ' 则:1}12=1一叶，设 ho = h/1. 1; 

e = epb ; 
于是可以算得配置 HRB335 级钢筋的一般构件和重要构件，

其系数品分别为 0.667 和 0.645; 同理，算得采用 HRB400 级钢

筋的一般构件和重要构件，其系数品分别为 O. 654 和 0.634。注

意到应值变化幅度不大，故偏于安全地统一取 ßz =0.66 。

于是得到综合考虑侧面粘贴纤维复合材受拉合力及相应力臂

的修正后的放大系数1}p 为:

1(3) 
1}p = 1}pl X 1}p2 (1-1. 33hr!h) X (1一 0.66hr!h)

9.2.11 本条规定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采用粘贴钢板加固时，其

正截面承载力的提高幅度不应超过 40%。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加

固后构件的裂缝宽度和变形，也是为了强调"强剪弱弯"设计原

则的重要性。

9.2.12 为了钢板的可靠锚固以及节约材料，本条对粘贴钢板的

层数作出了建议性的规定。

9.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9.3.1 根据实际经验，本条对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的钢箍板粘

贴方式作了统一的规定，并且在构造上，只允许采用垂直于构件

轴线方向的加锚封闭箍和其他三种有效的 U 形箍;不允许仅在

侧面粘贴钢条受剪，因为试验表明，这种粘贴方式受力不可靠。

9.3.2 本条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在概念上是一致的。

9.3.3 根据现有的试验资料和工程实践经验，对垂直于构件轴

线方向粘贴的箍板，按被加固构件的不同剪跨比和箍板的不同加

锚方式，给出了抗剪强度的折减系数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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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大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9.4.2 本条关于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规定是参照现行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导出的。因为在大偏心受压的情况下，验算控

制的截面达到极限状态时，其原钢筋及新增的受拉钢板一般都能

达到抗拉强度。

9.5 受拉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9.5.1 本条应说明的内容与本规范条文说明第 10.7.1 条相同，

不再赘述。

9.5.2 , 9.5.3 这两条规定是参照现行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

定导出的。因为轴心受拉情况下，只要结构构造合理，其计算截

面达到极限状态时，原钢筋及新增的加固钢板均能达到抗拉

强度。

9.6 构造规定

9.6.1 原规范仅允许采用 2mm~5mm 厚的钢板。此次修订规

范，在吸取国外采用厚钢板粘贴的工程实践经验基础上，还组织

一些加固公司进行了工程试用，然后才对原规范的规定作了修

订。修订后的条文，虽然允许使用较厚(包括总厚度较厚)的钢

板，但为了防止钢板与混凝土粘结的劈裂破坏，应要求其端部与

梁柱节点的连接构造必须符合外粘型钢焊接及注胶方法的规定。

由之可见，它与外粘型钢(一般指扁钢)的构造要求无甚差别，

但仍按习惯列于本节中。

9.6.2 在受弯构件受拉区粘贴钢板，其板端一段由于边缘效应，

往往会在胶层与混凝土粘合面之间产生较大的剪应力峰值和法向

正应力的集中，成为粘钢的最薄弱部位。若锚固不当或粘贴不规

范，均易导致脆性剥离或过早剪坏。为此，修订组研究认为有必

要采取如本条所规定的加强锚固措施。

9.6.3 本条采取的锚固措施，是根据国内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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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结果，以及规范编制组所总结的工程经验，经讨论、验证

后确定的。因此，可供设计使用。另外，应指出的是，因中的锚

栓布置是示意性的;其直径、数量和位置应由设计人员按实际需

要确定。

9.6.4 对本条第 2 、 3 两款需作如下说明:

1 对支座处虽有障碍，但梁上有现浇板，允许绕过柱位在

梁侧粘贴钢板的情况，之所以还需规定应紧贴柱边在梁侧 4 倍板

厚范围内粘贴钢板，是因为试验表明，在这样条件下，较能充分

发挥钢板的作用;如果远离该位置，钢板的作用将会降低。

2 当梁上无现浇板，或负弯矩区的支座处需采取机械锚固

措施加强时，其构造问题最难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编制组

曾向设计单位征集了不少锚固方案，但未获得满意结果。本款所

给出的两个图，只是在归纳上述设计方案优缺点基础上的一个示

例，也并非最佳方案，但试验表明具有较强的锚罔能力，可供工

程设计试用。另外，在有些情况下， L 形钢板及水平方向的 U

形箍板也可采用等代钢筋进行设计。

9.6.7 对偏心受压构件而言，其加固构造难度最大的是 N 和M

均较大的柱底和柱顶两处。因此，强调在这两个部位应增设可靠

的机械锚固措施。当柱的上端有楼板时，加国所粘贴的钢板尚应

穿过楼板，并应有足够的粘贴延伸长度，才能保证传力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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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粘贴纤维复合材加固法

10. 1 设计规定

10. 1. 1 根据粘贴纤维复合材的受力特性，本条规定了这种方法

仅适用于钢筋泪凝土受弯、受拉、轴心受压和大偏心受压构件的

加固;不推荐用于小偏心受压构件的加固。因为纤维增强复合材

仅适合于承受拉应力作用，而且小偏心受压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

达不到屈服强度，采用粘贴纤维复合材将造成材料的极大浪费。

因此，对小偏心受压构件，应建议采用其他合适的方法加固。

同时，本条还指出:本方法不适用于素混凝土构件(包括配

筋率不符合现行设计规范 GB 50010 最小配筋率构造要求的构

件)的加固。

10. 1. 2 在实际工程中，经常会遇到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低于现

行设计规范规定的最低强度等级的情况。如果原结构混凝土强度

过低，它与纤维复合材的粘结强度也必然会很低，易发生呈脆性

的剥离破坏。此时，纤维复合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本条规

定了被加固结构、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以及1昆凝土与纤维复

合材正拉粘结强度的最低要求。

10. 1. 3 本条强调了纤维复合材料不能承受压力，只能考虑其抗

拉作用，因而要求将纤维受力方式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

10. 1. 4 本条规定粘贴在1昆凝土表面的纤维增强复合材不得直接

暴露于阳光或有害介质中。为此，其表面应进行防护处理，以防

止长期受阳光照射或介质腐蚀，从而起到延缓材料老化、延长使

用寿命的作用。

10. 1. 5 本条规定了采用这种方法加固的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

境温度不应高于 60 0C 。但应指出的是，这是按常温条件下，使

用普通型结构胶粘剂的性能确定的。当采用耐高温胶粘剂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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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不受此规定限制;但应受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 GB 50010 对混凝土结构承受生产性高温的限制。另外，

对其他特殊环境(如振动、高湿、介质侵蚀、放射等)采用粘贴

纤维增强复合材加固时，除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采取专门的粘贴工艺和相应的防护措施外，尚应采用耐环境因

素作用的结构胶粘剂。

10. 1. 6 采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加固时，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卸

载。其目的是减少二次受力的影响，亦即降低纤维复合材的滞后

应变，使得加固后的结构能充分利用纤维材料的强度。

10. 1. 7 粘贴纤维复合材的胶粘剂一般是可燃的，故应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和耐

火极限要求，对纤维复合材进行防护。

10.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0.2.1 为了听取不同的学术观点，规范修订组邀请国内 8 位知

名专家对受弯构件的受拉面粘贴纤维增强复合材进行加固时，其

截面应变分布是否可采用平截面假定进行论证。其结果表明，持

可用和不宜用观点各占 50% ，但均认为这个假定不理想;不过

在当前试验研究工作尚不足以作出改变的情况下，仍可加以借

用，而不致造成很大问题。

10.2.2 本条规定了受弯构件加固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的控

制值 ';b.f ，是为了避免因加固量过大而导致超筋性质的脆性破坏。

对于所有构件，均采用构件加固前控制值的 O. 85 倍;对于

HRB335 级钢筋，达到界限时相应的钢筋应变约为1. 5 倍屈服应

变;满足此条要求，实际上已经确定了纤维的"最大加同量"。

10.2.3 本规范的受弯构件正截面计算公式与以前发布的国内外

同类标准相比，在表达上有较大的改进。由于用一组公式代替多

组公式，在计算结果元显著差异的前提下，可使设计人员应用更

为方便，条理也更为清晰。

公式 00. 2. 3-1)是截面上的力矩平衡公式;力矩中心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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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区边缘，其目的是使此式中不同时出现两个未知量;公式

00.2.3-2) 是截面上的轴向力平衡公式;公式 (10.2.3-3) 是

根据应变平截面假定推导得到的价计算公式。公式(10.2.3-4)

是保证钢筋受压达到屈服强度。当 x<2a'时，近似取工=2a'进

行计算，是为了确保安全而采用了受压钢筋合力作用点与压区混

凝土合力作用点相重合的假定。

另外，当 "<þ>1. 0 时，取 ψ= 1. 0" 的规定，是用以控制纤

维复合材的"最小加固量"。

加固设计时，可根据(10. 2. 3-1)式计算出混凝土受压区的

高度工，按 (10.2.3-3) 式计算出强度利用系数 φ，然后代人

00.2.3-2) 式，即可求出纤维的有效截面面积 A1e 。

10.2.4 本条是考虑纤维复合材多层粘贴的不利影响，而对第

10.2.3 条计算得到的有效截面面积进行放大，作为实际应粘贴

的面积。为此，引入了纤维复合材的厚度折减系数是m。该系数

系参照 ACI440 委员会于 2000 年 7 月修订的 "Guide for the de 

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externally bonded frp systems for 

strengthening concrete structures" 而制定的。

10.2.5 , 10.2.6 公式(10.2.5) 中给出的 11.v 的确定方法，是

根据本规范修订组和四川省建科院的试验结果拟合的;在纳入本

规范前又参照有关文献作了偏于安全的调整。另外，该计算式的

适用范围为 C15~C60，基本上可以涵盖当前已有结构的混凝士

强度等级情况，至于 C60 以上的棍凝土，暂时还只能按人v

O. 7 采用。

10.2.7 对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截面梁，其正弯矩区进行受

弯加固时，不仅应考虑 T 形截面的有利作用，而且还须符合有

关翼缘计算宽度取值的限制性规定。故本条要求应按现行设计规

范 GB 50010 和本规范的规定进行计算。

10.2.8 滞后应变的计算，在考虑了钢筋的应变不均匀系数、内

力臂变化和钢筋排列影响的基础上，还依据工程设计经验作了适

当调整;同时，在表达方式上，为了避开繁琐的计算，并力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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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使用提供方便，故对 αf的取值，采取了按配筋率和钢筋排数

的不同以查表的方式确定。

10.2.9 根据应变平截面假定(见图 2) ，可算得侧面粘贴纤维

的上、下两端平均应变与下边缘应变的比值，即修正系数币fI : 

(Cl tC2) 
2 J 1+ (h -1. 25.:r• hf)!(h •1. 25川

平11 二 c2 一 2

=1-~主_f_=1_{ ___0.5 、 (~f \ 
h- 1. 25.:r ~ \1- 1. 25.;h o!hJ 飞 h J 

L 令:自 =1 1OLL/L ，则: r;n 二 1 一卢lt ，设 ho 二 h! 1. 1 ; ~ 

(4) 

=ι.f 。

可算得配置 HRB335 级钢筋的构件，其系数卢 l 为1. 07; 同

理，可算得配置 HRB400 级钢筋的构件，其系数卢 l 为1. 0。注

意到卢l值变化幅度不大，故偏于安全地统→取卢 1 =1. 07 0 

C" 

HmN 

4 

unmN--14 

3 
C1 

C2 

应变平截面假定图

与此同时，还应考虑侧面粘贴的纤维复合材，其合力中心至

受压区混凝土合力中心之距离与底面粘贴的纤维复合材合力中心

至受压区混凝土合力中心之距离的比值，即修正系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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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0.5.1') - o. 5 1!fτ 1 ().5 \Ih r \ 

机 h - 0.5.1'二 1-~1-0.5$()/hJ 飞 hJ (5) 

令:品 =l 冯1 ，， /11 ' 则 : Yj r0 = 1 卢2t ，设← h/ 1. 1 ; ç= 

ri[算得配置 HRB335 级钢筋的构件，其系数品为 0.635; 同

理，可算得配置 HRB400 级钢筋的构件，其系数品为 0.625。注

意到品值变化幅度不大，故偏于安全地统一取品 =0.63 0

于是，得到综合考虑、侧面粘贴纤维复合材受拉合力及相应力

臂的修正后的放大系数 Yjr 为:

1 
平r ( 1 一1. 07hrlh) X (1- o. 63h r / lI) 

(6) 

10.2.10 本条规定钢筋氓凝士结构构件采用粘贴纤维复合材加

同日才，Jt正截面承载 }1 的提高幅度不 l ，ìÎ_超过 40川。其口的是为

了控制加|古|后构件的裂缝宽度和变形，也是为了强调..强剪弱

弯"设 rl-JJj(则的重要性。

10.2.11 为了纤维复合材的可靠锚同以及节约材料，本条对纤

维复合材的层数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10.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10.3.1 根据实际经验，本条对受弯构件斜截面加间的纤维粘贴

方向作了统一的规定，并且在构造上只允许采用环形箍、自锁式

U 形箍、加锚 U 形箍和加织物压条的一般 U 形箍，不允许仅在

侧面粘贴条带受剪，因为试验表明，这种粘贴方式受力不可靠。

10.3.2 本条的规定与同家标准 υ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第 6.3.1 条完全一致。

10.3.3 根据现有试验资料和工程实践经验，对垂直于构件轴线

方向粘贴的条带，按被加固构件的不同剪跨比和条带的不同加锚

方式，给出了抗剪强度的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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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受压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0.4.1 采用沿构件全长元间隔地环向连续粘贴纤维织物的方

法，即环向围束法，对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进行间接加

固，其原理与配置螺旋箍筋的轴心受压构件相同。

10.4.2 当 l/d>12 或 L/d>14 时，构件的长细比已比较大，有

可能因纵向弯曲而导致纤维材料不起作用;与此同时，若矩形截

面边长过大，也会使纤维材料对混凝土的约束作用明显降低，故

明确规定了采用此方法加固时的适用范围。

10.4.3 , 10.4.4 公式 00. 4. 3-1)是考虑了在三向约束混凝土

的条件下，其抗压强度能够提高的有利因素。公式 00. 4. 3-2) 

是参照了 ACI440 、 CEB-FIP 及我国台湾的公路规程和工业技术

研究院设计实录等制定的。

10.5 框架柱斜截面加固计算

10.5.1 本规范对受压构件斜截面的纤维复合材加固，仅允许采

用环形箍。因为其他形式的纤维箍均易发生剥离破坏，故在适用

范围的规定中加以限制。

10.5.2 采用环形箍加固的柱，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公式

是参照美国 ACI440 委员会和欧洲 CEB-FIP Cfi b) 的设计指南，
结合我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设计实录和我国内地的试验资料

制定的，从规范编制组委托设计单位所做的试设计来看，还是较

为稳妥可行的。

10.6 大偏心受压构件加固计算

10.6.1 采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加固大偏心受压构件时，本条之

所以强调纤维应粘贴在受拉一侧，是因为本规范已在第 10. 1. 3

条中作出了"应将纤维受力方式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的

规定。

10.6.2 本条的计算公式是参照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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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GB 50010 - 2010 的规定推导的。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在大

偏心受压构件加同计算巾，对纤维复合材之所以不考虑强度利用

系数，是因为在实际工程中绝大多数偏心受压构件均处于受压状

态。因此，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受拉侧的拉应变是从受压侧

应变转化过来的，故不存在拉应变滞后的问题，亦即认为:纤维

复合材的抗拉强度能得到充分发挥。

10.7 受拉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0.7.1 由于非预应力的纤维复合材在受拉杆件(如有了架弦杆、

受拉腹杆等)端部锚固的可靠性很差，因此一般仅用于环形结构

(如水塔、水池等)和方形封闭结构(如方形料槽、储仓等)的

加固，而且仍然要处理好围拢(或棱角)部位的搭接与锚固问

题。由之可见，其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应事先做好可行性论

证。例如，对裂缝宽度要求很严的受拉构件，尤应慎用本加固

方法。

10.7.2 、 10.7.3 从本节规定的适用范围可知，受拉构件的纤维

复合材加固主要用于上述的构筑物中，而这些构筑物既容易卸

荷，又经常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强制要求卸荷，因此，在计算其承

载力时可不考虑二次受力的影响问题，不必在计算公式中引人强

度利用系数。

10.8 提高柱的延性的加固计算

10.8.1 采用纤维复合材构成的环向围束作为柱的附加箍筋来防

止柱的塑饺区搭接破坏或提高柱的延性，在我国台湾地区震后修

复工程中用得较多，而且有设计规程可依。与此同时，同济大学

等院校也做过不少分析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经本规范修订组

讨论后决定纳入这种加固方法，供抗震加固使用。

10.8.2 公式 00.8.2-2) 系以环向围束作为附加箍筋的体积配

筋率的计算公式，是参照国外有关文献，由同济大学作了大量分

析后提出的。经试算表明，略偏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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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构造规定

10.9.1 、 10.9.2 本规范对受弯构件正弯矩区正截面承载力加间

的构造规定，是根据国内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试验研究结果和

规范修订组总结工程实践经验，经讨论、筛选后提出的。因此，

可供当前的加同设计参考使用。

10.9.3 采用纤维复合材对受弯构件负弯矩区进行正截面承载力

加固时，其端部在梁柱节点处的锚同构造最难处理。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修订组曾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同内外各种设计方案和部

分试验数据，但均未得到满意的构造方式。罔 10.9.3-2 及罔

10. 9. 3-3 给出的构造示例，是在归纳上述设计方案优缺点的基

础上逐步形成的。其优点是具有较强的锚间能力，可有效地防止

纤维复合材剥离，但应注意的是，其所用的锚栓强度等级及数量

应经计算确定。本条习之例罔巾所给的锚栓强度等级及数量仅供

般情况参考。吁受弯构件顶部有现浇楼板或翼缘时，箍极须穿过

楼板或翼缘才能发挥其作用。最初的工程试用觉得很麻烦，经学

习瑞士安装经验，采用半重叠钻孔法形成扁形孔安装(插进)钢

箍板后，施工就变得十分简单。为了进一步提高箍板的锚同能

力，还可采取先给箍板刷胶然后安装的工艺。另外，应注意的是

安装箍板完毕应立即注胶封闭扁形孔，使它与j昆凝土粘结牢同，

同时也解决了楼板可能渗水等问题。

10.9.4 这是同内外的共同经验。因为整幅满贴纤维织物时，其

内部残余空气很难排除，胶层厚薄也不容易控制，以致大大降低

粘贴的质量，影响纤维织物的正常受力。

10.9.5 同济大学的试验表明，按内短外长的原则分层截断纤维

织物时，有助于防止内层纤维织物剥离，故推荐给设计、施t单

位参考使用。

10.9.7-10.9.9 这兰条的构造规定，是参照美同 ACI 440 指

南、欧洲 CEB-FIP Cfib) 指南、我国向南T伞业技术研究院的设

计实录以及修订组的试验资料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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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法

11. 1 设计规定

11. 1. 1 从本条规定可知，这种加同方法仅推荐用于截面偏小或

配筋不足的钢筋棍凝土构件的加间，也就是说被加同构件的质量

基本上是完好的，能够正常工作的。因此，当构件有严重损伤或

缺陷时，不应选用这种加同方法。

11. 1. 2 本条规定是基于如下认识:即对于需要作预应力碳纤维加

同的呢凝土构件，→般都已作为梁或板使用一段时间，其平时已承

受了较大的荷载，且所施加的预应力也不会产生较大的预压应力，

相反它会同时减小截面受压边缘的最大压应力和受拉边缘的最大拉

应力，从而降低了对混凝土强度的要求。况且对碳纤维复合板所施

加的预应力值一般是比较小的，因此对原1昆凝土强度无需提出特别

要求，仅需考虑其密实性和整体性是否适合施加预应力即可。

11. 1. 3 、 1 1. 1. 4 、 1 1.1. 6 、 1 1. 1. 7 条文说明同本规范第 10 章

相应条文说明。

11. 2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加固受弯构件

11. 2. 1 规定了预应力碳纤维的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11.2.2 对棍凝土在加罔后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统一取用加同

前控制值的 o. 85 倍，即 6，.r = o. 85';:1, 0 具体理由见本规范第

10.2.2 条的说明。

11. 2. 3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对梁、板等受弯构件进行加固时的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基本上与碳纤维加同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碳纤

维版的强度取值不考虑强度利用系数。因为施加了预应力，碳纤

维本身强度完全能充分利用。

11.2.4 碳纤维复合板与1昆凝土表面间仍然需采用结构胶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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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作为安全储备。锚具本身完全具有锚固性能。

11. 3 构造要求

11. 3. 1-11. 3. 6 提供了普通平板锚具齿形锚具和波形锚具的做

法。这些锚具虽在工程实践中被采用过，但并非最佳的设计。如

果有成熟经验也可以修改锚具构造和尺寸，或采用其他更好的

锚具。

11.3.7 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的宽度宜采用 100mm o 这主要是

根据同济大学等单位相关试验研究结果推荐的。当宽度更大时，

对锚具的要求将会更高，也更难设计。

11. 3. 12 在锚具与预应力碳纤维复合板之间宜粘贴 2 层 ~4 层

碳纤维布，目的是当锚具钢板发生变形时，仍然能发挥良好的锚

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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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增设支点加固法

12.1 设计规定

12. 1. 1 增设支点加同法是一种传统的加国法，适用于对外观和

使用功能要求不高的梁、板、析了架、网架等的加固。此外，还经

常用于抢险工程。尽管这种方法的缺点很突出，但由于它具有简

便、可靠和易拆卸的优点，一直是结构加固不可或缺的于段。

12. 1. 2 增设支点加固法虽然是通过减小被加固结构的跨度或位

移，来改变结构不利的受力状态，以提高其承载力的;根据支承

结构、构件受力变形性能的不同，又分为刚性支点加固法和弹性

支点加固法。刚性支点加固法一般是以支顶的方式直接将荷载传

给基础，但也有以斜拉杆作为支点直接将荷载传给刚度较大的梁

柱节点或其他可视为"不动点"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传

力构件的轴向压缩变形很小，可在计算中忽略不计，因此，结构

受力较为明确，计算大为简化。弹性支点加固法则是通过传力构

件的受弯或和架作用等间接地将荷载传递给其他可作为支点的结

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被加固结构和传力构件的变形均不能忽

略不汁，因此，其内力计算必须考虑两者的变形协调关系才能求

解。由之可见，刚性支点加国法对提高原结构承载力的作用较

大，而弹性支点加同法的计算较复杂，但对原结构的使用空间的

影响相对较小。尽管各有其优缺点，但在加固设计时并非可以任

意选择，因此作了"应根据被加固结构的构造特点和工作条件进

行选用"的规定。

12. 1. 3 这是因为有预加力的方案，其预加力与外荷载的方向相

反，可以抵消原结构部分内力，能较大地发挥支承结构的作用。

但具体设计时应以不致使结构、构件出现裂缝以及不增设附加钢

筋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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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加固计算

12.2.1 、 12.2.2 考虑到这两种加同方法的每 4计算项日及其计

算内容，设计人员都很熟识，只要明确了各自的计算步骤，便可

按常规设计方法进行。因此，略去了具体的结构力学计算和截面

设计。

12.3 构造规定

12.3.1 、 12.3.2 增设支点法的支柱与原结构间的连接有温式连

接和干式连接两种构造之分。温式连接适用于1昆凝士支承;其接

头整体性好，1fJ.施工较为麻烦;于式连接适用于型钢支承，其施

工较前者简便。罔 12.3. 1 及罔 12. 3. 2 所示的连接构造，虽为国

内外常用的传统连接方法，但均属水例性质，设计人员可在此基

础上加以改进。另外-若采用型钢支承. Ji汪注意做好防锈、防腐

蚀和防火的防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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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张紧钢丝绳网片聚合

物砂浆面层加固法

13.1 设计规定

13. 1. 1 本条规定了预张紧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法

的适用范围。但本规范仅对受弯构件使用这种方法作出规定，而

未涉及其他受力种类的构件。这是因为这种加国方法在我同应用

时间还不长，现有试验数据的积累，只有这种构件较为充分，可

以用于制定标准，至于其他受力种类的构件还有待于继续做

工作。

13. 1. 2 在实际「作 I卡，有时会遇到原结构的泪凝土强度低于现

行设计规范规定的最低强度等级的情况。如果原结构提凝土强度

过低.它与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的粘结强度也必然很低。此时，

极易发生坐脆'性的剪切破坏或剥离破坏。故本条规定了被加固结

构、构件的泪凝土强度的最低等级，以及这种砂浆与1昆凝土表面

粘结应达到的最小正拉粘结强度。

13. 1. 3 以预张紧的钢丝绳网片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的承重构

件最忌在复杂的应力状态下工作，故本条强调了应将钢丝绳网片

的受力方式设计成仅承受轴向拉应力作用。

13. 1." 规范修订组和湖南大学等单位所做的构件试验均表明:

对梁和性只有在采取气面或四面用套外加层的情况下，才能保证

;昆凝土与聚合物砂浆面层之间具有足够的粘结力，而不致发生粘

结破坏。扒!此，作出了本条规定，以提示设计人员必须予以

遵守。

13. 1. 5 工程实践经验和验证性试验均表明，钢丝绳网片安装

时，若不施加足够的预张紧力，就会大大削弱网片与原结构共同

工作的能力。在多数情况下，可使这种加固方法新增的承载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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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20%。因此，作出了必须施加预张紧力的规定， jf参照北京

和厦门的试验数据，给出了应施加的预张紧力的大小，供设计、

施工使用。

13. 1. 6 本条规定了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不应高于 60 0C ，是根

据砂浆、混凝土和常温固化聚合物的性能综合确定的。对于特殊

环境(如腐蚀介质环境、高温环境等)下的泪凝土结构，其加同

不仅应采用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聚合物配制砂浆;而且还应要求供

应厂商出具符合专门标准合格指标的验证证书，严禁按厂家所谓

的"技术于册"采用，以免枉自承担违反标准规范导致工程出安

全问题的终身责任。与此同时还应考虑被加固结构的原构件说凝

土以及聚合物砂浆中的水泥和砂等成分是否能承受特殊环境介质

的作用。

13. 1. 7 采用粘结钢丝绳网片加同时，应采取措施剖l除结构 t的

活荷载。其目的是减少二次受力的影响，也就是降低钢丝绳网片

的滞后应变，使得加国后的钢丝绳网片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13. 1. 8 尽管不少厂商，特别是外国厂家的代理商在推销其聚合

物砂浆的产品时，总要强调它具有很好的防火性能，但无法否认

的是，其砂浆中所掺的聚合物和合成纤维，几乎都是可燃的。在

这种情况下，即使砂浆不燃烧，它也会在高温中失效。故仍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规定的耐火等级

和耐火极限要求进行检验与防护。

13.2 受弯构件正截面加固计算

13.2.1 本条前 4 款的规定，是根据国内外目前试验研究成果制

定的;第 5 款主要是出于简化计算目的而采用的近似方法。

13.2.2 如同本规范第 9.2.2 条及第 10. 2. 2 条一样，是为了控

制"最大加固量"，防止出现"超筋"而采取的保证安全的措施，

应在加固设计中得到执行。

13.2.3 表 13. 2. 3 的出处可参阅本规范第 9.2. 10 条及第

10. 2. 9 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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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参阅本规范第 9. 2. 11 条的说明。

13.3 受弯构件斜截面加固计算

13.3.1 本条给出了钢丝绳网受剪构造的梁式构件三面展开悟!供

设计使用.但只是作为一个层例，并不要求设计生搬硬套。

13.3.2 、 13.3.3 参阅本规范第 9.3.2 条及第 9.3.3 条的说明。

13.4 构造规定

13.4.1 本条的 1 、 2 两款是参照国家标准 GB 8918 - 2006 、

GB/T 9944 - 2002 以及行业标准 YB/T 5196 - 2005 和 YB/T

5197 → 2005 制定的。其余各款是参照国内高等院校及有关公司

和科研单位的试用经验制定的。

13.4.2-13.4.5 这四条也是对同内工程经验的总结，可供设计

单位参照使用。

13.4.6 对粘结在1昆凝土表面的聚合物改性砂浆面层，其面上之

所以还要啧抹一层防护材料(一般为配套使用的乳浆) ，是因为

整个面层只有 30mm 厚;其防渗性能还需要加强，其所掺加的

聚合物也需要防止日光照射。倘若使用的是镀辞钢丝绳，该防护

材料还应具有阻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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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绕丝加固法

14.1 设计规定

14. 1. 1 绕丝加固法的优点，主要是能够显著地提高钢筋混凝土

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另外由于绕丝引起的约束混凝土作用，还

能提高轴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不过从实用的角度来说，

绕丝的效果虽然可靠(特别是机械绕丝) ，但对受压构件使用阶

段的承载力提高的增量不大，因此，在工程上仅用于提高钢筋混

凝土柱位移延性的加固。由于这项用途已得到有关院校的试验验

证，因而据以对其适用范围作出规定。

14. 1. 2 绕丝法因限于构造条件，其约束作用不如螺旋式间接钢

筋。在高强混凝土中，其约束作用更是显著下降，因而作了"不

得高于 C50" 的规定。

14. 1. 3 本条系参照螺旋筋和碳纤维围束的构造规定提出的，其

限值与 ACI 、 FIB 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指南相近。

14. 1. 4 本规范仅确认当绕丝面层为细石油凝土时，可以采用本

假定。而对有些工程已开始使用的水泥砂浆面层，因缺乏试验验

证，尚嫌依据不足，故未将水泥砂浆面层的做法纳入本规范。

14.2 柱的抗震加固计算

14.2.1 本条计算公式中矩形截面有效约束系数伊川的取值，是

根据我国试验结果，采用分析与工程经验相结合的方法确定的，

但由于迄今研究尚不充分，未区分轴斥比和卸载情况.也未考虑

混凝土外加层的有利作用，只是偏于安全地取最低筒。

14.3 构造规定

14.3. 1 、 14.3.2 由于圆形箍筋对核心区混凝土的约束性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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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形箍筋，因此对方形截面的受压构件，要求在截面四周中部

设置四根1>25 钢筋，并凿去四角混凝土保护层作圆化处理，使得

施工时容易拉紧钢丝，也使绕丝对核心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增大。

14.3.3 由于喷射泪凝士与原棍凝土之间具有良好的粘着力，故

建议优先采用喷射混凝土，以增加绕丝构件的安全储备。

14.3.4 绕丝最大间距的规定，是根据我国对退火钢丝的试验研

究结果作出的。

14.3.5 工程实践经验表明，采用钢棋可以进一步绷紧钢丝，但

应注意检查的是:其他部位是否会因局部模紧而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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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植筋技术

15.1 设计规定

15. 1. 1 植筋技术之所以仅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而不适用素

混凝土结构和过低配筋率的情况，是因为这项技术主要用于连接

原结构构件与新增构件，只有当原构件;昆凝士具有正常的配筋率

和足够的箍筋时，这种连接才是有效而可靠的。与此同时，为「

确保这种连接承载的安全性，还必须按充分利用钢筋强度和延性

的破坏模式进行计算。但这对素混凝土构件来说，并非任何情况

下都能做到。因为在素混凝土中要保证植筋的强度得到充分发

挥，必须有很大的问距和边距，而这在建筑结构构造上往往难以

满足。此时，只能改用按混凝士基材承载力设计的锚栓连接。

15. 1. 2 原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直接影响植筋与泪凝土的粘结

性能，特别是悬挑结构、构件更为敏感。为此，必须规定对原构

件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最低要求。

15. 1. 3 承重构件植筋部位的?昆凝土应坚实、无局部缺陷，且配

有适量钢筋和箍筋，才能使植筋正常受力。因此，不允许有局部

缺陷存在于锚罔部位;即使处于锚同部位以外，也应先加间后植

筋，以保证安全和质量。

15. 1. 4 国内外试验表明，带肋钢筋相对肋面积 Ar的不同，对

植筋的承载力有一定影响。其影响范围大致在 O. 9~ 1. 16 之间。

当 O. 05~A，<0. 08 时，对植筋承载力起提高作用;当 A， >0.08

时起降低作用。因此，我国国家标准要求相对肋面积应在 O. 055 

~O. 065 之间。然而国外有些标准对人的要求较宽，允许 0.05

~A，~0.1 的带肋钢筋均为合格品。在这种情况下，若接受 A

>0.08 的产品，显然对植筋的安全质量有影响，故规定吁采用

进口的带肋钢筋时，应检查此项目，并且至少应要求其 Ar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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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 0.08 。

15. 1. 5 这是根据全同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标准技术委员会抽样检

测 20 余种中、高档锚固型结构胶粘剂的试验结果，参照国外有

关技术资料制定的，并且在实际丁干呈的试用中得到验证。因此，

必须严格执行，以确保植筋技术在承重结构中应用的安全。另

外.应指出的是:氨基甲酸醋胶粘剂也属于乙烯基醋类胶粘剂的

一种。

15. 1. 6 本条规定了采用植筋连接的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

度不应高于 60飞。但应说明的是，这是按常温条件下，使用普

通型结构胶粘剂的性能确定的。当采用耐高温胶粘剂粘结时，可

不受此规定限制，但基材氓凝土应受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10 对结构表面温度规定的约束。

15.2 锚固计算

15. 2. 1-15. 2.3 本规范对植筋受拉承载力的确定，虽然是以充

分利用钢材强度和延性为条件的，但在计算其基本锚固深度时，

却是按钢材屈服和粘结破坏同时发生的临界状态进行确定的。因

此，在计算地震区植筋承载力时，对其锚固深度设计值的确定，

尚应乘以保证其位移延性达到设计要求的修正系数。试验表明，

该修正系数只要符合本条的规定，其所植钢筋不仅都能屈服，而

且后继强化段明显，能够满足抗震对延性的要求。

另外，应说明的是在植筋承载力计算中还引入了防止渴凝土

劈裂的计算系数。这是参照 ACI38-02 的规定制定的;但考虑到

按 ACI 公式计算较为复杂，况且也有必要按我国的工程经验进

行调整，故而采取了按查表的方法确定。

15.2.4 锚固用胶粘剂粘结强度设计值，不仅取决于胶粘剂的基

本力学性能，而且还取决于1昆凝土强度等级以及结构的构造条

件。表 15.2.4 规定的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是参照 ICBO 对胶粘

剂粘结强度规定的安全系数以及 EOTA 给出的取值曲线，按我

国试验数据和工程经验确定的。从表面上看，本规范的取值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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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本规范引入了对植筋构件不同受力条

件的考虑，并按其风险的大小，对基本取值进行了调整。这样得

到的最后结果，对非悬挑的梁类构件而言，与欧美取值相近;对

悬挑结构构件而言，取值要比欧洲低，但却是必要的;同为这类

构件的植筋受力条件最为不利，必须要有较高的安全储备才能保

证植筋连接的可靠性;所以根据修订组的试骄放据和专家论证的

意见作了调整。

另外，应指出的是快固型结构胶在 ('3() L '. r_ (不包括 C30)

的混凝土基材中使用时，其粘结抗剪强度之 11j-以需作降低的调

整，是因为在较高强度等级的泪凝土基材巾桔崩.胶的粘结性能

才能显现出来，并起到控制的作用，而快闰型结构胶主要成分的

固有性能决定了它的粘结强度要比慢固型结构胶低。因此，有必

要加以调整.以确保安全。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15.2.5 本条规定的各种因素对植筋受扣'性fj! 影响的修正系数，

是参照欧洲有关指南和我国的试验研究结果市1. 二的。

15.2.6 当前植筋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不少! 可为了夺标，无视

工程安全，采取以下手法来影响设计单位和l 才 I E的决策。

一是故意混淆单根植筋与多根植筋(成主l植筋)在受力性能

上的本质差别，以单根植筋试验分析结果确定的计算参数引用于

多根群植的植筋设计计算，任意在梁、柱等承重构件的接长工程

中推荐使用 lOd~ 12d 的植筋锚同长度，甚至还纳入其所编制的

"技术手册"到处散发，致使很多经验不足的设计人员和外行的

业主受到误导。这对承重结构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多根群

植的植筋，其试验结果表明，若锚固深度仅有 lOd ， 在构件破坏

时，群植的钢筋不可能屈服，完全是由于1昆J疑 t劈裂而引起的脆

性破坏。由此可知这类误导所造成危害的严草性。

二是鼓励业主采用单筋拉拔试验作为选胶的依据，并按单筋

拉断的埋深作为多根群植的植筋锚固长度进行接长设计。这种做

法不仅贻害工程，而且所选中的都是劣质植筋胶。因为在现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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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的大比拼巾，最容易入选的植筋胶.多是以乙二肢为主成分的

T31 I刮化开IJ配制的。其特点是早期强度高，但性脆、有毒，且不

耐老化，缺乏结构胶所要求的韧性和耐久性，在使用过程中容易

脱胶。

15.3 构造规定

15.3.1 本条规定的最小锚同深度，是从构造要求出发，参照同

外有关的指南和技术于册确定的，而且已在我同试用过几年，其

所反馈的信息表明，在→般情况下还是合理可行的;只是对悬挑

结构构件尚嫌不足。为此，根据一些专家的建议，作出了应乘以

1. 5 修正系数的补充规定。

15.3.2 、 15.3.3 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的规定相对应，可参考该规范的条文说明。

15.3.5 植筋钻孔直径的大小与其受拉承载力有一定关系，因

此，本条规定的钻孔直径是经过承载力试验对比后确定的，应认

真遵守，不得以植筋公司的说法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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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锚栓技术

16. 1 设计规定

16. 1. 1 对本条的规定需要说明两点:

1 轻质混凝土结构的锚栓锚同.应采用适应其材性的专用

锚栓。目前市场上有不同品牌和功能的同内外产品可供选择，但

不属本规范管辖范围。

2 严重风化的混凝土结构不能作为锚栓锚间的基材，其道

理是显而易见的，但若必需使用锚栓，应先对被锚同的构件进行

?昆凝土置换，然后再植入锚栓，才能起到承载作用。

16. 1. 2 对基材混凝土的最低强度等级作出规定，主要是为了保

证承载的安全。本规范的规定值之所以按重要构件和一般构件分

别给出，除了考虑安全因素和失效后果的严重性外，还注意到迄

今为止所总结的工程经验，其实际混凝土强度等级多在 C30~

C50 之间，而我国使用新型锚栓的时间又不长，因此，对重要构

件要求严一些较为稳妥。至于 C20 级作为一般构件的最低强度

等级要求，与其他各国的规定是一致的，不会有什么问题。

16. 1. 3 根据全国建筑物鉴定与加固标准技术委员会近 10 年来

对各种锚栓所进行的安全性检测及其使用效果的观测结果，本规

范修订组从中筛选了三种适合于承重结构使用的机械锚栓，即自

扩底锚栓、模扩底锚栓和胶粘型模扩底锚栓纳入规范，之所以选

择这三种锚栓，主要是因为它们嵌入基材混凝土后，能起到机械

锁键作用，并产生类似预埋的效应，而这对承载的安全至关重

要。至于胶粘型模扩底锚栓，由于增加了结构胶的粘结，还可以

在增加安全储备的同时，起到防腐蚀的作用，宜在有这方面要求

的场合应用。

对于化学锚栓，由于目前市场上品牌多，存在着鱼龙泪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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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见象. ~fE之不少单位在设计概念和计算方法 I二还 1rWt乱.闪而不

能fl且在反革结构巾滥用。为此，本规范此次修订做了两项工

作:一是不再采用..化学锚枪"这个不科学的名称.而改名为

"胶粘型锚栓";二是在经过筛选后，仅纳入能适应开裂j昆凝土'性

能的..特殊倒惟形胶粘型锚栓"。其所以这样做，是网为目前能

用于承重结构的胶粘型锚栓，均是经过特殊设计和验证性试验后

才投入批量生产的，而且尽管有不同品牌-但其承载原理都是相

同的，即: J国过材料粘合和具有挤紧作用的嵌合来取得安全承载

的效果.以达到提高锚同安全性之目的。

16. 1." 普通膨胀锚栓在成重结构中应用不断出现危及安全的问

题已是多年来有目共睹的事实。正|对此.不少省、市、自治区的

建委或建设厅先后作/[\了禁用的规定.所以本规范也作出了相应

的强制性规定。

16. 1. 5 对于在地震区采用锚栓的限制性规定.是参照同外有关

规程、指南、手册对锚栓适用范罔的划分.经咨询专家和设计人

员的意见后作出了较为稳健的规定。例如:有些指南和于册规定

这气种机械锚栓可用于 6 度~8 度区;而本规m则规定:对 8 度

区仅允许用于 I 、 H 类场地，原因是这两种锚栓在我闰应用时间

尚不长，缺乏震害资料，还是以稳健为妥。

16. 1. 7 对锚栓连接的计算之所以不考虑国外所谓的非开裂混凝

土对锚枪承载力提高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只有理论意义，无甚

工程应用的实际价值;若判别不当还很容易影响结构的安全。

16.2 锚栓钢材承载力验算

16.2.1-16.2. .. 这三条规定基本上是参照欧洲标准制定的，但

根据我同钢材性能和质量情况对设计指标稍作偏于安全的调整。

此外，还在条文内容的表达方式上作了适当改变:一是与现行设

计规范相协调，给出锚栓钢材强度的设计值;二是直接以锚栓抗

剪强度设计值 fud.v 取代原公式中的 O. 5fud.t' 使该表达式

06.2.4-1)在计算结果相同的情况下概念较为清晰。这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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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参照美国 ACI318 附录 D 的规定，对 ψE.V 的取值作了偏于安

全的调整。

同时这次修订，也对锚栓受剪承载力的地震影响系数作了偏

于安全的调整，其依据也是参照了美国 ACI 318 的相应规定。

16.3 基材混凝土承载力验算

16.3.1 、 16.3.2 本规范对基材混凝土的承载力，价算，在破坏模

式的考虑上与欧洲标准及 ACI 标准完全一致。但在其受拉承载

力的计算上，根据我国试验资料和工程使用经验作了偏于安全的

调整。计算表明，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前我国锚枪连接的受力性能

和质量情况。

16.3.3 这次修订规范，参照国外相关标准和 6 年多来国内实施

原规范反馈的信息，对参数Øs."和c/Jh."重新作了调整，并合并为

一个参数功叶'调整后的效果是使混凝土基材的受拉承载力稍有

提高。试设计表明，修订后的混凝士基材的承载力居于原规范与

欧美标准之间，较为符合我国施工质量状况，且稳健、可行。

16.3.4 与欧洲标准相同，均采用罔例方式给出各几何参数的确

定方法，供锚栓连接的设计计算使用。

16.3.5-16.3.10 关于基材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以及

计算所需几何参数的确定方法，均参照 ETAG 标准进行制定。

16.4 构造规定

16.4.1 、 16.4.2 对混凝土最小厚度 hmin的规定，考虑到本规范

的锚栓设计仅适用于承重结构，且要求锚枪直径不得小于

12mm，故将 hmin的取值调整为 hmin不应小于 60mm。

16.4.3 本规范推荐的锚栓品种仅有 4 种，且均属同内外验证性

试验确认为有预埋效应的锚栓;其有效锚罔深度的基本值又是以

6 度区~8 度区为界限确定的。因此，在进一步限制其设防烈度

最高为 8 度区 I 、 H 、田类场地的情况下，本条规定的 h，.f最小

值是能够满足抗震构造要求的。

248 



16.4.4 锚栓的边距和间距，系参照 ETAG 标准制定的，但不

分锚栓品种，统一取五min = 1. Oher ， 有助于保证胶粘型锚栓的

安全。

16.4.5 本条对锚栓的防腐蚀要求仅作出原则性规定。具体设计

时，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4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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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裂缝修补技术

17.1 设计规定

17. 1. 1 迄今为止，研究和开发裂缝修补技术所取得的成果表

明，对因承载力不足而产生裂缝的结构、构件而言，开裂只是其

承载力下降的一种表面征兆和构造性的反应，而非导致原载力下

降的实质性原因，故不可能通过单纯的裂缝修补来恢复其原载功

能。基于这一共识，可以将修补裂缝的作用概括为以下 5 类:

1 抵御诱发钢筋锈蚀的介质侵人，延长结构实际使用年数;

2 通过补强保持结构、构件的完整性;

3 恢复结构的使用功能，提高其防水、防渗能力;

4 消除裂缝对人们形成的心理压力;

5 改善结构外观。

由此可以界定这种技术的适用范围及其可以收到的实放。

17. 1. 2 1昆凝土结构的裂缝依其形成可分为以下气类:

1 静止裂缝:形态、尺寸和数量均已稳定不再发展的裂缝。

修补时，仅需依裂缝粗细选择修补材料和方法。

2 活动裂缝:宽度在现有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始终不能保持

稳定，易随着结构构件的受力、变形或环境温、温度的变化而时

张时闭的裂缝。修补时，应先消除其成因，并观察一段时间，确

认己稳定后，再依静止裂缝的处理方法修补;若不能完全消除其

成因，但确认对结构、构件的安全性不构成危害时，可使用具有

弹性和柔韧性的材料进行修补。

3 尚在发展的裂缝:长度、宽度或数量尚在发展，但经历

一段时间后将会终止的裂缝。对此类裂缝应待其停止发展后，再

进行修补或加固。

裂缝修补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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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面封闭法:利用1昆凝土表层微细独立裂缝(裂缝宽度

1ιζ().2mm) 或网状裂纹的毛细作用吸收低勃度且具有良好渗透

性的修补胶液，封闭裂缝通道。对楼板和其他需要防渗的部位，

尚应在混凝土表面粘贴纤维复合材料以增强封护作用。

2 注射法:以一定的压力将{旺季占度、高强度的裂缝修补胶

液注入裂缝腔内;此方法适用于 O.lmm~wζ 1. 5mm 静止的独

立裂缝、贯穿性裂缝以及蜂窝状局部缺陷的补强和封闭。注射

前，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对裂缝周边进行密封。

3 月二力注浆法:在一定时间内.以较高压力(按产品使用

说明书确定)将修补裂缝用的注浆料压入裂缝腔内;此法适用于

处理大型结构贯穿性裂缝、大体积混凝士的蜂窝状严重缺陷以及

深而蜿蜒的裂缝。

4 填充密封法:在构件表 l 

面沿裂缝走向骑缝凿出槽深和槽

宽分别不小于 20mm 和 15mm

的 U 形沟槽;吁裂缝较细时，

也可凿成 V 形沟槽。然后用改

性环氧树脂或弹性填缝材料充

填，并粘贴纤维复合材以封闭其

表面;此法适用于处理 w>

O.5mm 的活动裂缝和静止裂缝。

填充完毕后，其表面应做防护层

(图 3) 。

2 

4 
3 

因 3 裂缝处开 U形沟

槽充填修补材料

I 封护材料; 2 填充材料;

3 隔离层; ,1 裂缝

注:当为活动裂缝时，槽宽应按不小于 15mm十 5t 确定 (t 为裂缝最大

宽度)。

裂缝的修补必须以结构可靠性鉴定结论为依据。因为它通过

现场调查、检测和分析，对裂缝起因、属性和类别作出判断，并

根据裂缝的发展程度、所处的位置与环境，对受检裂缝可能造成

的危害作出鉴定。据此，才能有针对地选择适用的修补方法进行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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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裂缝修补要求

17.2.1-17.2.3 对混凝土有补强要求的裂缝，其修补效果的检

验以取芯法最为有效。若能在钻芯前辅以超声探测由凝士内部情

况，则取芯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芯样的检验以采用劈裂抗拉强

度试验方法为宜，因为该法能查出裂缝修补液的粘结强度是存

合格。

252 



附录 A 既有建筑物结构荷载

标准值的确定方法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是以新建工

程为对象制定的;当用于已有建筑物结构加固设计时，还需要根

据已有建筑物的特点作些补充规定。例如: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尚未规定的有些材料自重标准值的确

定;加间设计使用年限调整后，楼面活荷载、风、雪荷载标准值

的确定等。为此，编制组与"建筑结构荷载规范管理组"商讨后

制定了本附录，作为对 GB 50009 的补充，供既有建筑物结构加

同设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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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既有结构混凝土

回弹值龄期修正的规定

建筑结构加同设计中遇到的原构件混凝土，其龄期绝大多数

已远远超过 1000d，这也就意味着必须采用取芯法对回弹值进行

修正。但这在实际工程中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当原构件截面过

小，原构件混凝土有缺陷，原构件内部钢筋过密，取芯操作的风

险过大时，都无法按照行业标准 jGj/T 23 - 2011 的规定对原构

件混凝土的回弹值进行龄期修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编制组参照日本有关可靠性检验手册的

龄期修正方法，并根据甘肃、重庆、四川、辽宁、上海等地积累

的数据与分析资料进行了验证与调整。在此基础上，经组织同内

著名专家论证后制定了本规定。这里需要指出:

1 本规定仅允许用于结构加同设计;不得用于安全性鉴定

的仲裁性检验;

2 本规定是为了解决当前结构加同设计的急需而制定的，

属暂行规定的性质。一旦有了专门的检验方法标准发布实施，本

规范管理组将立即上报主管部门终止本附录的使用。

龄期修正系数 αn 应用示例如下:

现场测得某测区平均回弹值 Rm =50.8; 其平均碳化深度 drn

大于 6mm; 由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T 23 - 2011 附录 A 查得:测区提凝土换算值.I:u. ， Cl OOOd) 

=40.3MPa。若被测:昆凝土的龄期已达 15000d ，贝IJ 由本规定表

B. O. 3 可查得龄期修正系数 αn=0.89;f川C1 5000d) =40.3X 

O. 89=35. 8MP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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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锚固用快固胶粘结

拉伸抗剪强度测定法之一钢套筒法

本方法为测定锚固型快固胶粘结拉伸抗剪强度的专用测定方

法之一，而且应与 GBjT 7124 配套执行，其检验结果亦为有效。

因此，这是为了解决这类粘结材料粘结能力评定有困难才制

定的。

本方法最早由建设部建筑物鉴定与加固规范管理委员会于

1999 年提出，曾先后在植筋和锚栓胶粘剂的安全性统一检测过

程中进行了近 5 年的试用。其试用情况表明，能较好地反映这类

胶粘剂在特定条件下的粘结性能。特别是在 20 余种国产和进口

胶粘剂的统一检测中，积累了大量数据，因而能用以确定本方法

检验结果的合格指标。这也就使得本规范在制定快固胶性能指标

时，有了可靠的基础。故决定纳入本规范供结构加固的选材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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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锚固型快固结构胶

抗震性能检验方法

根据同外有关标准和指南的新规定，对锚同型快间结构胶的

应用，均提出"应通过地震区适用的认证"的要求。与此同时，

从我同 "5 • 12" 震害的调查中，也深感有加强锚同型快同结构

胶抗震性能检验的必要。为此，由同济大学等单位通过各种比对

试验与分析.确认采用本附录的测试方法最为简便，但仍然需要

较长时间和较高费用。因此，仅推荐在新产品进入市场时使用，

对于常规的检验，仅要求审查此项鉴定报告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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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既有混凝土结构

钢筋阻锈方法

对本附录百说明以下 4 点:

1 本规范采用的钢筋阻锈技术，是针对既有泪凝土结构的

特点进行选择的， r*J 而仅纳入适合这类结构使用的喷涂型阻锈

剂;但应指巾的是，对新建工程巾密实性很差的混凝士构件而

言，也可作为补救性的有效防锈措施，以提高有缺陷混凝土构件

的耐久性。

2 本附录扣在国内外使用喷涂型阻锈弃IJ工程经验总结的基

础上制定的， I大IIITÎ应务必予以重视，杳则很可能达不到应有的处

理效果。

3 亲水性的钢筋阻锈剂虽然能很好地吸附在1昆凝土内部钢

筋表面， x、I钢筋j丘行保护，但却不能有效滤除混凝土基材内的氯

离子、氧气及其他有害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害成分会

不断累积，从而使混凝土巾钢筋受到新的锈蚀威胁。因此，在露

天下程或有腐蚀性介质的环境中，使用亲水性阻锈剂时，需要采

用附加的表面涂层，以起到滤除氯离子及其他有害杂质的作用。

4 本附录地定的检测方法及其评定标准，是参照同外著名

机构的有关试验方法与评估指南制定的，较为可{言;尤其是对锈

蚀电流降低率的险测，能够有效地衡量阻锈剂的使用效果;其唯

一的缺点是测试的时间较晚，从喷涂时间算起，需等待 150d 才

能进行检测，但真评估结论却是最准确的，因而仍然受到设计和

业主单位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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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锚栓连接受力分析方法

对?昆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而言，内力分析和承载力验算是不可

或缺且相互影响的两大部分。从欧美规范的构成可以看出，结构

分析的内容占有相当篇幅，甚至独立成章。过去我国规范中以截

面计算为主，很少涉及这方面内容。然而自从《棍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 GB 50010 修订以后，已在该规范中增补了"结构分析"

一章，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已被国人所认识。为此，也将这方面内

容纳入本规范的附录，以供后锚固连接设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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