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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标准局部修订公告

第14号

    国家标准《蓄滞洪区建筑工程技术规范》GB50181-93,由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局部修订，已经有关部门会审，

现批准局部修订的条文，自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起施行，该规范中

相应的条文同时废止。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睡设部

一九九八+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蓄滞洪区建筑工程

          技术规范》的通知

建标〔1993)541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1986D263。号文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制订的《蓄滞洪区建筑工程技米规范》，已经有关

部门会审，现批准《蓄滞洪区建筑工程技米规范》GB50181-93为强

制性国家标准，自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负责，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睡设部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

编 制 说 明

    《蓄滞洪区建筑工程技术规范》系根据国家计委计综C1986)2630号文和建设部(1991)建标字727

号文的通知.由我部负责主编，具体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编制而成。

    自1998年以来，规范编制组按计划要求，组织了全国设计、科研和大专院校等有关单位有针对性地

开展了材料和结构的抗洪试验研究和大量的蓄滞洪区调查实测工作，总结了近年来国内的科研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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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抗洪工程实践，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广泛征求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经反复修改，最后由我部

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八章和八个附录。主要内容有:建立了蓄滞洪区建筑工程规划的制定原则和建筑物抗洪

设防标准;确定了适合于我国蓄滞洪区及其运用特点的波浪要素计算方法和计算参数选取原则;提出了

符合我国建筑特点和经济情况的房屋建筑波浪荷载计算和抗洪设计的理论和方法;针对建筑材料在洪

水浸泡后的物理力学性能变化、蓄滞洪区抗洪经验及房屋建筑在水环境下的工作特点，提出对砖砌体房

屋、钢筋混凝土房屋和空旷房屋的抗洪设计方法，制定出房屋建筑抗洪构造措施和建筑设计要求;针对

地基土浸泡后的承载力降低和可能出现的不均匀沉降，提出相应的基础设计和地基简易处理方法等。

    本规范的施行，必须与按1984年国家批准发布的《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GBJ 68- 84和《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J9-87等各种建筑结构设计标准、规范配套使用，不得与未按GBJ 68- 84制订、修订的

国家各种建筑结构设计标准、规范混用。

    为提高规范质量，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和积累资料，随时将发现的问题

和意见寄交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安定门外小黄庄路九号，邮政编码100013)，以便今后修订

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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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符 号

      a,b— 杆件截面尺寸;

C，。、C，、CL— 分别为波浪、安全层楼面及安全层以下楼面可变荷载效应系数;

        d— 建筑设计水深;

      d.— 蓄滞洪计算水深;

      d, - 建筑淹没水深;

      d,— 风增减水高度;

      D— 杆件截面直径;

      hm.二— 波峰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

      h,— 近水面安全层楼板底面的设计高度;

      Hm— 平均波高;

      H— 计算波高;

      1-— 波长;

    1.1-— 平均波长;

      1,— 风区长度;

      L,.— 楼面可变荷载标准值;

        4 - 波浪分布荷载;
    Q二，、— 波浪荷载标准值;

      Q，.— 波浪荷载;

      Y�.— 水的重度;

y..,Y.,YL— 分别为波浪、安全层楼面及安全层以下楼面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T, - 蓄滞洪区两次运行间隔时间;

      Tm— 波浪平均周期;

      TW— 计算风速重现期;

    Vh,V�— 分别为水质点的水平和竖向运动速度，

      V.— 计算风速;

    0-10L— 分别为安全层楼面和安全层以下楼面的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

第一章 总 则

    第1.0.1条 为实施蓄滞洪计划，保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经济损失，统一蓄滞洪区建筑工程

技术要求，制定本规范。

    第1.0.2系 本规范适用于蓄滞洪区建筑工程规划和建筑设计水深不大于Bm地区的建筑物(构

筑物)抗洪设计和施工。
    第1.0.3系 蓄滞洪区建筑工程的规划和抗洪设计，除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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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蓄滞洪区建筑工程规划

第2.0.1系 建筑工程规划的范围、规模、性质及蓄滞洪目标，应符合蓄滞洪区总体规划的规定。

第2.0.2条 建筑工程规划应根据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与管理的要求、所在地理位置、规划面积、地

形地貌、蓄滞洪计算水深、人口密度以及社会经济、工业发展等因素制定。

    第2.0.3条 建筑场地应选择距道路较近、地势较高、较平坦、场地土质较好且易于排水的地区，并

应避开蓄滞洪期间漂浮物易于集结的地区及进洪或退洪主流区。

    严禁在指定的分洪和退洪口门附近建房。

    第2.0.4条 蓄滞洪区内建设占用场地，应符合防洪要求，确保蓄滞洪功能，合理利用土地。

    第2.0.5条 在建筑群体中，应设置具有避洪、救灾功能的公共建筑物。

    新建的永久性公共建筑物，应采取平顶或其它合理的有利于避洪的建筑结构布置。

    满足抗洪设计要求的现有公共建筑物，宜根据需要增设集体避洪场所。

    第10. 6亲 避洪场所，可根据淹没水深、人口密度、蓄滞洪机遇等条件，通过经济技术比较，选用

避洪房屋、安全区堤防、安全庄台和避水台等。

    第2.0.7系 房屋外形、相邻间距和布置，应根据水流、波浪的作用和救生船只通行等因素，进行综

合比较确定。

    第2.0.8亲 村镇和建筑群体四周，应种植防风浪林带。房前屋后宜栽种高杆树木。

    第2.0.9条 安全层设置应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时使用与防洪减灾相结合的原则;安全层
人均设计面积应视蓄滞洪运行期间长短、当地经济情况确定。

    第2.0.10条 水厂、发(变)电站以及粮库等生命线系统的关键部门，应设置在避洪安全地带，并应
保证在蓄滞洪期间正常运转和使用。

    第2.0.11条 集体避洪场所宜设有照明、通讯、卫生防疫等设施，同时应设有饮用水的供水装置。

第三章 建筑抗洪设计基本规定

第一节 一 般规 定

    第3.1.1条 按本规范设计的蓄滞洪区建筑物(构筑物)，在处于建筑设计水深和遭受设计风浪等

荷载作用下，应能维持预定的使用功能。
    第3.1.2条 蓄滞洪设计水位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规定。
    蓄滞洪区建筑物抗洪设计和波浪荷载计算所依据的建筑设计水深，应取建筑淹没水深及与其相对

应的风增减水高二者之和。
    第3.1.3亲 建筑结构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物在蓄滞洪期间对抗洪减灾的重要性和结构破坏可能

产生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损失、产生社会影响等后果的严重性，采用不同的抗洪安全等级。建筑物抗

洪安全等级应符合表3.1.3的要求。
                                  衰3.1.3 ，湘洪区咬筑物杭洪安全等级

抗洪安全等级 破 坏 后 果 建 筑 类 型

一 级 很严! 对抗洪减灾起关键作用的公共建筑物和其它重要建筑物

二 级 严 ! 一般性杭洪减灾建筑物

三 级 不严里 蓄滞洪期间不用于人员避洪的其它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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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 1.4亲 建筑结构选型应根据建筑物抗洪安全等级、建筑设计水深、设计风浪要素、蓄滞洪频

率、地基、建筑材料等因素进行综合的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3.1.5条 洪水荷载和其它荷载的组合应符合下列原则:

    一、建筑结构杭洪设计应计算蓄滞洪时洪水进人、停留和退出三个阶段可能产生的波浪力、风压力、

静水压力、浮托力及救生船只等产生的挤靠力、撞击力等;

    二、对实际有可能同时作用在建筑物上的各种荷载，应按最不利情况的荷载组合;

    三、对同一建筑物的结构构件计算和整体计算，应按各自的最不利荷载情况分别进行组合。

    第3.1.6条 选择适宜的结构体系和基础形式，在建筑物受水浸泡后，应保证其稳定性和使用功

能。

    建筑结构设计应根据蓄滞洪期间结构材料、装饰材料的物理(自重、体积等)和力学性能等变化，以

及退洪后结构自重增加和地基承载力降低等不利情况进行，并选择相应的构造措施。

    第3.1.7亲 承重墙体应采用烧结普通砖实心砌筑，砖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7. 5，砂浆强度等级

通过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M5,

    严禁使用生土作为承重墙体材料。

第二节 建筑设 计

    第3.2.1条 建筑体型宜简单。平面形状多转折的建筑物可分成若千平面形状简单的单体建筑。

    第3.2.2条 单体建筑的长宽比不宜大于3。

    第3.2.3条 室内地面高出室外地面不应小于。.45m。在洪水含泥沙量大的蓄滞洪村镇地区，可根

据情况适当抬高室内地面设计高度，以使清淤后的室内地面不低于室外地面。

    第3.2.4条 近水面安全层楼(屋)盖板底面设计高度，可根据波峰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风增减水

高度和建筑淹没水深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波峰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可按图3.2.4确定。图中计算波高和建筑设计水深的取值应符合本

规范第4.2. 6条的规定。

之
、.
魂

0    0.1   0.2 0.3

0.4H/d
0.5    0.6   0.7  0.9

                          图3.2.4波峰在静水面以上商度与波高及水深的关系
                            片一计算波高,d-建筑设计水深认.二一波峰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

    二、近水面安全层楼(屋)盖板底面的设计高度:
                                  h.)d，十d.+h.�+0.5                            (3.2.4)

式中 h。— 近水面安全层楼(屋)盖板底面设计高度(m);

      d,— 建筑淹没水深(m);

      d.— 风增减水高度(m),当其值小于零时，取其值等于零;

    h二二— 波峰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m),

    第3.2.5条 水下楼面抗洪设计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一、水下楼面高度与建筑设计水深之差值不宜小于计算波高的1/2。计算波高应按本规范第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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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确定。

    二、当不能满足第一款的规定或实际运行的蓄滞洪水位不确定时，应根据波浪上托力与下冲力对楼

板的作用进行设计。

    第12. 6条 用作人员避洪的房屋，必须设置通至近水面安全层的室外安全楼梯。抗洪安全等级为
一级的房屋，安全楼梯宽度不宜小于1. 2m;抗洪安全等级为二级的房屋，可采用简易室外安全楼梯或钢

爬梯。

    第3.2.7条 蓄滞洪期间进水的建筑物，其门窗洞口设计应有利于洪水出人。

    第3.2.8条 安全庄台和避水台的迎水流面和迎风面应设护坡，并应设置行人台阶或坡道。台顶面

标高应按蓄滞洪设计水位、风增减水高及安全超高三者之和确定。

第三节 结构计算

    第3.3.1余 蓄滞洪区的建筑物，除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进行设计外，尚应对蓄

滞洪期间的结构承载能力和结构整体稳定性以及退洪后的地基承载能力进行验算。

    第3.3.2条 结构验算时，应在房屋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与该方向对应的风浪作用;结构整体

验算时，各方向的风浪作用，应全部由该方向的抗侧力构件承担。

    第3.3.3条 结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方法，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采用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进行设计，并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

                                              Y'S簇R (3-3.3一1)

式中 礼— 结构抗洪重要性系数，对抗洪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结构构件，可分别取1.11

              1. 0,0. 9;

      S— 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值;

      R— 结构抗力的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有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蓄滞洪设计水位以

            下砖砌体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尚应乘以折减系数。.8.
    二、蓄滞洪期间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值应以下式分项系数的形式表达:

                  S =Y.CGk+Y�C.W、十Y-C-Q-A+Y.C.P.L.k+YLCL,PLLk

                      +0.84 X (C-Q-,k+CBCQec,k+CMQ5P,k)                    (3-3.3一2)

式中 凡—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当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宜取1. 0;当荷载效应对结构不利

                时，宜取1. 2;

  Yw,Y�.,Y.,YL— 分别为风、波浪、安全层楼面和安全层以下楼面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宜取1.4;当

                  楼面可变荷载标准值不小于4kN/m，时，其分项系数可取1.3;

            Gk— 永久荷载标准值，蓄滞洪期间，其静水面以下部分应减去浮力作用;退洪后，取饱和

                  重度，砖砌体的饱和重度宜按21kN/m“计算;

          wk— 风荷载标准值，应按本规范第四章中的波浪计算风速确定，且只作用在静水面以上

                  的结构部分;

            L.k— 安全层楼面可变荷载标准值，应按各地蓄滞洪期间的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宜超过

                    5kN/m';

            Lk— 安全层以下楼面可变荷载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采用;

          Q-k— 波浪荷载标准值，应按本规范第四章第二节确定;

      Q，，

QBCA,Q，

、— 静水压力标准值;

、— 分别为船只系缆力和挤靠力标准值，可按本规范第3.4.2条确定;

Cc, C, C., CL, C-,C-CK,CBP— 分别为永久荷载和其它各可变荷载的荷载效应系数;应计算波浪在

                              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上产生的正负效应合成及其相位关系;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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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 安全层以下楼面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宜取0. 1;

            o_— 安全层楼面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宜取。.6,

    第3.34条 当需验算结构在蓄滞洪期间的倾覆、漂浮、滑移等整体稳定性时，应采用下列设计表

达式:

                0. 9 CG‘一1. 4C.W、一1. 4C-Q-.,+0. 6Y,CL,+0. 9C,F,)0         (3,3.4)

式中 Y,-一 安全层楼面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应按各地蓄滞洪运行期间的实际情况确定，且取值不应大

              于 0. 9 ;

      F�— 基础侧向被动土压力，应按饱和土计算;

      Cep— 基础侧向被动土压力效应系数

    永久荷载标准值中应包括基础自重和基础上的土重。

    在验算结构抗漂浮时，不计人风荷载的影响

第四节 构造措施及其它

    第3.4.1条 建筑物应采取下列抗洪措施:

    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梁、柱应采用现浇整体式结构;

    二、砖砌体结构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抗浪柱、圈梁、配筋砌体等;
    三、空旷房屋应设置完整的支撑系统，屋架与柱顶、支撑与主体结构之间应牢固连接;

    四、安全庄台和避水台必须采用分层压实或夯实修筑，其地基处理、填筑材料选取及施工质量控制

等，应按本规范第五章第三节有关规定执行。

    第3.4.2条 室外楼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砖砌体房屋的室外楼梯应设独立的柱子和边梁;钢筋混凝土房屋的室外楼梯应与主体结构可靠

连接;当采用悬挑式楼梯时应进行风浪荷载验算;
    二、避洪房屋应计算船只的停靠作用;对于排水量不大于3t的船只，在室外楼梯处宜设置两个系缆

栓柱，每个系缆柱栓的系缆力可按AN计算;挤靠力不超过AN/m;

    三、当设有防止船只撞击的保护措施时，可不计算船只的撞击作用。

    第3.4.3条 有供水管网的地区，供水管应延伸至安全楼层上;无供水管网的地区，应采取其它供

水措施。
    第3.4.4系 安全层以下的非承重构件、设施、管线和装饰，应便于退洪后检修和重复利用。

    第3.4.5条 近水面安全层宜设有防止蛇、鼠及其它害虫上爬的设施;在雷击区，避洪安全楼上应

设避雷装置。
    第3.4.6条 建设场地的夭然排水系统和植被应充分利用和保护;在房屋周围应采取退洪时可迅

速排除积水的措施。

第四章 波浪要素和波浪荷载

第一节 波浪要紊

    第4.1.1系 蓄滞洪区波浪要素应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由实测资料统计确定;当无实测资料时，

可根据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一、平均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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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_生131鱼tanh 0. 0139 (gl�/ V;,) '. ,e

式中

式中

                                    g

  Hm— 平均波高(m);

  V�— 计算风速(m/s);

  l�— 风区长度(m);

  do 蓄滞洪计算水深(m);

  g— 重力加速度(m/s') ,

二、波浪平均周期:

「。·7I黔)“}]tanhtanh (0. 7(gdo/VII,) )0’ (4.1.1一 1)

                      T。一4.讨两二
  Tm— 波浪平均周期(s),

三、平均波长lm,.. (m)可根据已知的波浪平均周期Tm及蓄滞洪计算水深d。按表4.1

                  衰4.1.1 平均波长(m)与波油平均周期盛若潇洪计盆水涩的等孤

(4.1.1一 2)

.1选用。

就ft7T.(S )7Ja}do(m) 2. 0 2.5 3.0 4. 0 5. 0 6. 0

1.0 5.21 6.89 8.69 11. 99 15. 23 18. 43

1. 1 5.36 7. 23 9.04 12.52 15. 93 19. 30

1. 2 5.49 7. 46 9. 36 13.02 16. 59 20. 12

1. 3 5.60 7. 67 9. 66 13.50 17. 22 20. 90

1.4 5.70 7. 87 9. 95 13. 94 17.82 21. 64

1. 5 5.78 8.04 10. 21 14.37 18.40 22. 36

1. 6 5. 85 8.20 10. 46 14.77 18. 95 23.05

1.8 5.96 8.48 10. 90 15. 53 19. 98 24. 35

2. 0 6.05 8.72 11.30 16. 22 20. 94 25. 57

2. 2 6.11 8. 91 11.65 16. 85 21. 84 26. 72

2. 5 6.16 9.14 12.09 17.71 23. 08 28. 31

3.0 6.21 9. 40 12. 67 18. 95 24.92 30. 71

3. 5 6. 23 9. 55 13. 09 19. 98 26.52 32.84

4.0 6. 23 9.64 13.39 20. 85 27. 93 34. 76

4. 5 6. 24 9.69 13. 60 21. 57 29. 18 36. 49

5. 0 6. 24 9. 72 13. 75 22. 18 30. 29 38.07

6.0 6. 24 9. 74 13. 91 23. 11 32. 17 40. 84

7.0 6.24 9. 75 13. 99 23. 75 33. 67 43. 19

8.0 6. 24 9. 75 14.02 24. 19 34.86 45. 20

9.0 6. 24 9.75 14.03 24.47 35.81 46.91

10.0 6. 24 9. 75 14. 03 24. 65 36. 56 48. 38

639

www.b
zf

xw
.c

om



第4.1.2条 蓄滞洪淹没范围内的风区长度和主风向，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在计算蓄滞洪区内建筑物附近的风浪时，风区长度取自建筑物逆主风向至水域边界的距离

二、当逆主风向两侧蓄滞洪水域狭长或边界不规则或水域内有高地、村庄等时，风区长度可按下式

计算(图4.1.2):

图4.1.2 风区长度计算

1W二艺l,cosza;/万Cosa, (4. 1.2)

式中 1w— 风区长度;
h— 在水域平面上从计算点A逆主风向作主射线至水域边界交点的距离;

        夕— 数列序号，取值。，士1，士2 ,......，士6，其中正号和负号分别表示以主射线为中心

              线的一侧和另一侧;

      a，— 第i条射线与主射线之间的夹角，取值}Jla+。二7. 50;

        l— 第i条射线与水域边界交点至计算点A的距离。
    三、主风向应取计算风速对应的方向，其允许偏离角为士22. 50;当地没有风向实测资料时，主风向

应采用蓄滞洪期常遇大风风向。
    第4,1.3东 计算风速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蓄滞洪期内的计算风速.可根据当地气象实测资料统计或地区经验确定。

二、当地有不少于20年的最大风速实测资料时，可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确定，且以蓄滞洪设计水

位以上lom高处蓄滞洪期一遇的10min平均最大风速为统计标准;最大风速的概率公布应按极值工型

计算。

计算风速按下式确定:
B.二k,,(1+吞民) (4.1.3一 1)

叭 =一0.45一0.
T.,

77971nIn式士7
T*二2s/T,

(4. 1. 3一 2)

(4.1.3一 3)

户.,= 1 :}usn  -, (4-1.3一 4)

式中 v，— 计算风速(m/S);

      A.i— 蓄滞洪期年最大风速平均值(m/S);

      V— 蓄滞洪期年最大风速观测值序列(m/S) ;

        。— 观测年数;

丁，— 计算风速重现期(。);
T— 蓄滞洪区两次运行时间间隔(a);当T，不小于20时，宜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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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蓄滞洪期年最大风速序列变异系数，应由计算确定

    三、当地最大风速实测资料少于20年且不少于5年时，仍可按本条第二款确定计算风速，但式

(4. 1,3-1)中的变异系数S宜取。. 151

    四、当地没有风速实测资料时，计算风速可按下式确定:

                        V，一(3:一。.6T,) NWa                        (4.1.3一:)
式中 W。— 基本风压(kN /m'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确定;

      T,一 一蓄滞洪区两次运行间隔时间，当T，大于15时，宜取15;当T，小于5时，宜取5.

    五、有条件时，宜对抗洪安全等级一级的重要建筑物进行不同风向的比较计算，选取对建筑物风速

大、风区长度大的较危险的情况.作为计算波浪要素的依据。

    第4.1.4条 蓄滞洪计算水深宜取水域平均水深，且按蓄滞洪设计水位计算，其值可根据沿计算风

向各点的水深确定。

    当各蓄滞洪期间实际运行水位有变化，不同于蓄滞洪设计水位时，尚应针对可能出现的水位进行风

浪荷载验算。

    第4.1.5条 在进行蓄滞洪区建筑物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验算时，计算波高的波列累积频率应取

1yo;1%的累积频率波高可按下式确定:
                                    H二2. 42Hm一1. 6H' .14                            (4-1-5)

式中 H— 计算波高(m);

      Hm— 平均波高(m);

        do— 蓄滞洪计算水深(m),

    第4.1‘条 无当地实测资料时，风增减水高可按下式计算:
          vi (.     1、

以。= 走，---二}‘二一 二 】
          Sao 1 乙)

(4.1.6)

式中 d,— 风增减水高(m);

k, - 综合摩阻系数，可取3.6 X 10-̀;

V,V— 计算风速(m/s)，可按第4.1.3条计算确定，

l,.— 风区长度(m)，可按第4-1-2条计算确定。

  l— 背风岸至迎风岸的水域平均长度(二)，当蓄滞洪区水域岸线不规则时，可按第4.1.2

        条计算确定。

第二节 波浪荷载

    第4.2.1亲 在计算波浪荷载时，房屋按波浪透过的情况可分下列两类:

    一、透空式房屋:波浪透过这类房M后，波高、波长、波周期基本不变，如垮墙后的框(排)架房屋等;

    二、半透空式房屋:房屋迎浪面、背浪面外墙及内墙上的门窗洞口，前后大体对齐且前后各道墙的开

洞率大体相同，波浪可部分透过。

    第4.2.2条 半透空式房屋的波浪荷载可按下列原则确定:
    一、墙面上的压强分布按半透空式房屋的开洞墙体波浪荷载计算方法确定;

    二、半透空式房屋波浪荷载，对于杆件的承载能力验算，应按杆件迎浪面实际面积乘以相应的波浪

压强计算;对于房屋整体承载能力或稳定性验算，宜按受波浪作用部分的室外墙体毛面积(不扣除门窗

孔洞面积)乘以相应的压强分布计算。
    第4.2.3杂 半透空式房屋的波浪荷载，可按本规范附录二的方法计算
    第4.2.4余 透空式房屋的波浪荷载，可按本规范附录三的方法计算。

    第4.2.5条 作用在楼板、阳台板、雨篷板等水平板上的波浪荷载，可按本规范附录四的方法计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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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当计算风速不大于22m/s时，下列情况可不进行楼板波浪荷载验算:
    一、符合本规范第3. 2. 4条第二款规定的安全层楼(屋)盖板;

    二、符合本规范第3.2.5条第一款规定的半透空式房屋的水下楼板。

    第4.2.6条 确定波浪荷载标准值所采用的计算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波高应取1写累积频率波高，并按本章第4.1.5条确定;

    二、波长应取平均波长，并按本章第4.1.1条确定;

    三、水深应取建筑设计水深，并按本规范第三章第3.1.2条确定，其中风增减水高应按本章第

4.1.6条确定。

    第4. 2. 7条 当水域平面中某计算点上风向有建筑物或防风浪林带，并能有效地削减波浪时，波浪

荷载标准值可乘以折减系数0. So

第五章 地 基 基础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5.1. 1条 地基勘察方案应针对由于蓄滞洪而产生大面积地下水位上升和降落所引起的地基承

载力降低、沉降增加以及局部坍方滑坡等现象，根据建筑物抗洪安全等级、建筑场地工程地质条件的复

杂程度和当地建筑经验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应查明场地与地基的稳定性、持力层和下卧层的特征及其分
布情况、地下水条件等。

    第5. 1. 2条 对于抗洪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建筑物，勘察工作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查明地层的渗透性、地下水位变化幅度及规律;

    二、查明洪水位上升后，地基承栽力、压缩性指标的变化;

    三、在粉细砂、粉土地层中，评价产生潜蚀、流砂、涌土的可能性;

    四、若地基组成为软质岩石、强风化岩石、残积土、崩解比岩土、膨胀性岩土及盐演岩土，评价由于地下水

的大幅度上升及蓄滞洪时洪水浸泡所产生的软化、湿陷、胀缩及化学或机械潜蚀等有害作用的可能性;

    五、在冻土地区，特别对于冻土地区的粘性土，评价由于蓄滞洪引起的地下水位上升加剧了地基土

的冻胀性，造成基础拱裂、道路翻浆等状况的可能性;

    六、判定环境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第5.1.3条 对于抗洪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建筑物，如邻近已有勘察资料，场地土质条件比较简单，

可由勘察单位根据邻近资料写出报告作为设计依据，并应进行相应的基坑(基槽)检验。

    第5.1.4系 岩土的分类和土性指标的确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执行，并

应结合当地经验，根据勘察结果按本规范附录五综合确定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对于多年冻土、膨胀土等特殊土类，尚应符合有关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5.1.5条 在同一房屋单元内，各基础的荷载、型式、尺寸和埋置深度宜相近。对于多层砖砌体结

构的房屋，应采用基础梁，并在平面内联成封闭系统。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下的独立基础，宜沿两个主轴

方向设置基础系梁。

第二节 设 计计算

第5.2.1亲 基础方案的选择.应根据场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结构类型、材料来源和施工

条件等，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和综合分析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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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2条 基础埋置深度，应按下列因素确定:

    一、建筑物的类型和用途，基础的型式和构造;

    二、作用在地基上的荷载大小与性质;

    三、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四、相邻建筑物的基础埋深;

    五、地基土冻胀和融陷的影响;

    六、蓄滞洪时建筑物基础可能遭受冲刷的深度。

    第5.2.3条 当基础位于季节性冻土上时，其最小埋置深度应大于当地实测的冻结深度。对于土的

冻结深度和冻胀性均较大的地基，宜采用独立基础、桩基础、自锚式基础(冻层下有扩大板或扩底短桩)。

当采用条基时，宜设置非冻胀性垫层，必要时可在基础侧面回填粗砂、中砂、炉渣等非冻胀性散粒材料或

采取其它有效措施。

    第5.2.4亲 基础底面积的确定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有关条文执行外，

尚应按下列两种情况的最不利组合进行验算:

    一、当蓄滞洪时，上部结构受波浪力、风压力等水平荷载的影响传到基础，在洪水位以下的结构与土

的自重，宜按浮重度计;

    二、退洪后，在淹没水位以下的结构自重，宜按湿重度计;土的自重宜按浮重度计。

    土和水的自重分项系数宜取1,

    第5.2.5条 在确定基础底面积时，基底压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在轴心荷载作用下:
                                          P(f                                 (5. 2.5一1)

式中 P— 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应由计算确定;

      f— 地基承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计算确定。

    二、在风、波浪和其它偏心荷载等不利组合下:
                                      Pm..(1. 2f                             (5-2.5一2)

式中 P...- 基础底面边缘最大压力。
    第5.2.6系 地基基础稳定性的验算，应根据蓄滞洪期间和退洪后的两种情况计算。

    第5.2.7系 对于支挡结构物，当所支挡的土体为粉砂、粉土或粘性土时，应根据其排水条件及退

洪时挡墙后残留的静水压力对支挡结构物的作用，验算支挡结构物的稳定性。

    第5.2.8亲 当采用砖砌体基础时，砖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U103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5;台阶

宽高比的允许值不宜小于1:1.50.
    第5.2.，系 基坑开挖后必须进行施工验槽、钎探(无勘察资料时)。当下卧层有软弱土层或有异常

现象时，应做补充钻探并进行处理.

第三节 地荃处理

    第5.3.1亲 安全庄台和避水台的填筑，应根据地形地势，选择合适的场地，并应根据蓄滞洪时的

稳定性，确定合理坡度.逐步填筑压实到规定高程。当有必要设置防护、加筋材料吐，可垂里土1-*)A#

料。

一 第5.3.2亲填筑开工前，应选择合适填料，确定填料压实系数和应控制的含水量范围，并根据施
工条件等合理选择压实机具，确定铺土厚度和压实遍数等参数。必要时应通过填土压实试验确

定。
    第5.3.3系 当利用填土作为建筑物的地基时，必须分层压实或夯实。压(夯)实填土的密实度、含

水量应符合表5.3.3-1的规定。压(夯)实填土的承载力标准值应根据试验确定;当无试验数据时，可按

表5.3.3一2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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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一1压(夯)实填土的密实度和含水f

填土类别 用 途 压 实 系 数 含 水 量 (%)

I 建筑物地基 )O. 95   砂土:充分灌水;粉土和粘性

土:Wa,士20 安全庄台和避水台 妻0. 90

注 压实系数为十的控制于密度P,与最大千密度Pem。的比值，Wo,为最优含水量

                          表5.3-3-2 压(夯)实填土承载力标准值介(kPa)

I4A1
碎石、卵石

      砂夹石

  (其中碎石、卵石
占全重30%-50% )

      土夹石

  (其中碎石、卵石
占全重30% -̂50%)

粉质粘土、粉土

  (8<I,<14)

200- 300 200̂ 250 150̂ -200 130-180

贾类

填土

中砂、细砂 粉质粘土、粉土 粘 土

110̂ 140 90- 120 80- 110

    第5.3.4杂 压实填土的最大干密度宜采用击实试验确定。当压实填土为碎石或卵石时，其最大干

密度可取2. 2--2. 3t /m' o
    第5.3.5条 当利用压实填土作地基时，不得使用淤泥、淤泥土质、耕土、冻土、膨胀性土和有机物

含量大于8%的土作填料。当采用粗颗粒土作填料时，应选用级配良好的材料。

    第5.3.6条 填土基底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清除树根、淤泥、杂物及积水等，坑穴应分层回填夯实;

    二、当填土基底为不很厚的耕植土或松土时，应将基底辗压密实;

    三、遇有水田、沟渠或池塘等，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排水疏千，挖除淤泥或抛填块石、砂砾、矿碴等

方法处理;

    四、当地面坡度不大于10写且土质较好时，可不清除基底上的草皮，但应割除长草;当山坡坡度为

10片-20写时，应清除基底上的草皮，当坡度大于20%时，应将基底挖成阶梯形，梯宽度不应小于lm,

    第5.3.7条 位于斜坡地段或软弱土层上的压实填土基础，必须验算其稳定性.必要时应采取防止

填土沿坡面或滑动面滑动的措施。

    第5.3.8条 压实填土地基应采取地面排水措施。当填土堵塞原地表水流或地下潜水时，应根据地

形和汇水量，做好排水工程。位于填土区的上下水道，应采取防渗、防漏措施.

    第5.3.9亲 压实填土在压实过程中，必须分层检验其千密度和含水量。根据工程需要每100̂-

500m'，不应少于1个质量检验点。
    第5.3.10亲 当自然地面高程能满足建筑物要求，但地基内有厚度不大的淤泥或泥炭土等局部软

土时，应挖除，并用碎石或石碴等回填夯实;当软土厚度较大且分布范围较小时，可设置梁、板等跨

越。

    当表层软弱土层很薄并且处于稍湿状态时，可直接在原土表面进行夯压处理或选择合适的换填材

料作为垫层。对于埋藏不深的软弱土层也可采用换土垫层、重锤夯实、砂桩、碎石桩、灰土桩等方法处

理。

    第5.3.11东 垫层材料可采用级配良好的砂石、有机质含量不超过5写的素土、体积配合比为

2:8或3:7的灰土及质地坚硬、性能稳定、无侵蚀性的工业废渣等。

    垫层的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荃基础设计规范》中软弱下卧层验算确定。
    第53.12亲 当地表需要处理的松散土层为碎石土、砂土、粉土、低饱和的粘性土、素填土和杂填

土等时，可采用强夯法。对于饱和度较高的粘性土等地墓，当有工程经验或试验资料证明采用强夯法有

加固效果的也可采用强夯法。

    第5.3-13条 当地基软土层厚度较大，难以挖除或挖除不经济时，可采用透水材料，加速排水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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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地基土强度，此透水材料可使用砂砾、土工合成材料或两者结合使用

过验算。上部结构施工时应严格控制加载速率，确保工程安全。

。但地基稳定性与变形必须经

第六章 砖砌体房屋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6.1.1条 本章适用于烧结普通砖实心砌体承重的房屋，承重墙厚度不应小于240mm,

第‘.1.2亲 砖砌体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宜优先采用纵横墙共同承重方案;

二、横墙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三、安全层以下各层楼板不应采用木楼板。
第6.1.3条 安全层以下承重横墙间距不应超过表6.1.3的规定。

                                  表‘.1.3 承盆欲姗间距(.)

楼(屋)盖类型 房屋两端 房 魔中部

装 配 式
4

11

现浇或装配整体式 15

第6.1.4条 安全层以下房屋的局部高度不宜超过表6.1.4的规定。
                            襄‘1.4 安全层以下房皿的局部高度(m)

37

一
24

  楼板或室内地坪、楼梯间休息平台上表面至钢筋混凝土窗台板上表

面的高度

  楼板或屋橄板、楼梯间休息平台下表面至钢筋混凝土过梁下表面的

高度

墙 厚

  0.24

高 度

  0.75

1.00

0.35

0.37 0.55

    第6.1.5条 安全层以下外墙的开洞率不宜小于0.32;洞口大小及分布应均匀;内纵墙和从房屋

两端算起的第一道内横墙的开洞率宜与外墙相近。
    注:开洞率为洞口面积与墙体毛面积之比.

    第6.1.6东 安全层以下承重孤立墙体的中部必须设置钢筋混凝土抗浪柱〔以下简称抗浪柱)。

    抗洪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多层房屋，尚应在外墙四角、大房间内外墙交接处、楼梯间横墙与外墙交接

处、山墙与内纵墙交接处设置抗浪柱。
    注:孤立墙体指两洞口之间的墙体，并且该墙体没有与之相连接的垂直堵体;当有垂直墙体相连接时，称为非孤立绮体.

                              第二节 计算要点

    第6.2.1条 砖砌体房屋的波浪荷载可按本规范附录二的方法确定。

    第6.2.2条 在波浪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墙体承载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原则:
一、受剪承载能力验算的截面，可取垂直于波峰线且承受波浪水平荷载面积较大或竖向压应力较小

的墙段;验算截面的竖向压应力应包括波浪荷载所产生的竖向效应，

  二受弯承载能力验算的截面，可取平行于波峰线且承受波浪压强大或受波浪作用面积大的墙段。
    第6.2.3条 墙体截面受剪承载能力可按本规范附录六验算;各墙体承担的剪力设计值可按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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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刚度的比例分配

    第6.2.4条 当计算水深不超过3m，且不开洞的承重横墙间距符合表6. 2. 4要求时，单层房屋可

不进行横墙受剪承载能力验算

表‘.2.4 不开洞的承，横姗间距

墙 厚(m) 横 墙 长 度(m) 承重横墙问距(m)

0. 24 >6 镇6. 6

0. 37

>6 (10.0

>7 毛12. 0

    第6.2.5条 抗洪安全等级为一、二级房屋的下列部位墙体，可按本规范附录六进行沿齿缝受弯承

载能力验算:
非孤立的洞间墙体;

中部设置抗浪柱的孤立墙体;

、房屋四角外边缘至门窗洞边的墙体

第6.2.6条 对符合本规范第6.1.5条规定和满足表6. 2. 6条件的墙体，可不进行受弯承载能力

验算

衰‘.2，‘ 可不进行受宵承载力验算的琦体亲件

墙

厚

(m)

墙 宽(m) 计算

风速

(m/s)

计算

水深

(m )

风区

长度

(km)

房屋四角外边缘

至门窗洞边墙体

非孤立的

洞间墙体.

中部有抗浪柱

的孤立墙体

0.24

0. 74 1.25 1. 25 <22. 6 <8 <20

0.84 1.50 1.50

簇15. 5

簇19.0

蕊22. 6

<8

(6

<5

镇20

簇20

镇16

0. 37 0. 96 1. 75 1. 75 <22. 6 <8 镇20

    第6.2.7亲 抗浪柱可按下端嵌固、楼(屋)盖处简支的连续梁设计。

    第6.2.8条 对符合第6.1.5条规定且安全层以下层高不大于3. 6m,宽度不大于1. 5m的孤立墙

体，当其抗浪柱符合下列要求时，可不进行验算:
    一、断面尺寸不小于240mm X 18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20;

二、抗浪柱纵向配筋符合表6.2.8的要求;
                                  衰6.2.9抗浪往纵向配筋

(Kit(m/s )
外 墙 宽度不大于1. 5m的

内纵墙及房屋两端

  第一道内横墙墙宽1.25. 墙宽1. 50m

蕊12.3 4014(4014) 4016 ( 4014) 4014(4014)

蕊15.5 4016 (44,16) 4018(4016) 4014(4中14)

蕊19.0 44518(44,16) 4020(4018) 4016(4014)

簇22.6 4020(4018) 4022(4020) 4D16(44)16)

注:①表中括弧内的数字适用于单层和安全等级为三级的房屋

②抗浪柱横截面的长边应垂直于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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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浪柱箍筋间距宜符合下列要求:

当纵向配筋为4中18~4币22时，箍筋间距不宜大于150mm;当纵向配筋为4中14~4份16时，箍筋间

距不宜大于200mm;在柱的上下端各500mm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宜大于10omm

第三节 构造措施

    第6.3.1条 抗浪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设置抗浪柱的墙体应先砌墙后浇柱;抗浪柱与墙体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搓，并应沿柱高每隔

50Omm设2O6拉结钢筋，每边伸至门窗洞边;
    二、抗浪柱可不单独设置基础，但应锚入墙体基础内;

    三、抗浪柱顶端应伸至近水面安全层楼板，并应与各层的圈梁或楼板有可靠的连接;

    四、非孤立墙体的抗浪柱纵向配筋可采用4o14。

    第6.3.2条 承重墙交接处必须咬搓砌筑;当内外墙交接处未设置抗浪柱时，对抗洪安全等级为一、二

级的房屋，应沿墙高每隔500mm配置2份6拉结钢筋，每边深人墙内不宜小于100mm或伸至门窗洞边。

    第6.3.3亲 安全层以下后砌非承重墙体应沿墙高每隔500mm配置2公6钢筋与承重墙或柱拉

结，并伸人墙内不宜小于1。。omm。后砌非承重墙体顶部应与楼板或梁拉结。

    第6·3.4亲 近水面安全层及其以下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板处的外墙、内纵墙、房屋两端算起的前
两道内横墙，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

    房屋中部内横墙圈梁可隔间设置。

    第‘·3·5系 钢筋混凝土圈梁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圈梁应闭合;圈梁宜与楼板设在同一标高处或紧靠板底;

    二、圈梁的截面高度不应小于12o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Z。;当计算风速不大于17m/s

时，纵向最小配筋为4份8，最大箍筋间距为250mm;当计算风速大于17m/5且不超过22.6m/5时，纵向

最小配筋为4份10，最大箍筋间距为200mm。

    第63.6亲 抗洪安全等级为一、二级的房屋，应在安全层以下的下列部位设置钢筋混凝土现浇带:
    一、窗台标高处;
    二、当内纵墙和房屋两端算起的第一道内横墙门洞上部墙体高度大于本规范表6.1.4的规定且不

超过1o00mm时，过梁上表面标高处。

    第6.3.7东 钢筋混凝土现浇带的截面高度可采用60mm，宽度不应小于240mm;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宜低于C20;纵向钢筋不宜小于2中12;并应与抗浪柱或与其相垂直的墙体锚固。

    第6.3.8条 近水面安全层及其以下的门窗洞口，应采用钢筋混凝土过梁，过梁搁置长度不应小于
240mm.

    第6.3.，亲 当墙体的开洞率不满足本规范第6.1.5条的规定时，可在局部采用轻质材料砌筑，且
其砂浆强度等级不宜大于MO.4。

    第6.3.10条 屋檐高度低于本规范第3.2.4条第二款关于安全层楼(屋)盖板底面设计高度规定
的坡顶房屋，其屋面构造宜符合本规范第八章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 钢筋混凝土房屋

第一节 一般 规 定

第7.1.1条 钢筋混凝土房屋根据计算风速和蓄滞洪区运用机遇可按半透空式或透空式设计。

                                                                                                                                                647

www.b
zf

xw
.c

om



    第7.1.2条 房屋平面内抗侧力构件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第7.1.3条 框架一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墙至少应延伸至近水面安全层楼板，且横向与纵向剪力

墙宜相联

    第7.1.4条 抗洪安全等级为一、二级房屋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三级的不应低于C20

    第7.1.5条 半透空式房屋安全层以下填充墙的墙体开洞率、开洞位置及处理方法，宜符合本规范

第六章的有关规定。

    第7.1.6条 透空式房屋的填充墙宜采用轻质材料、低强度等级砂浆砌筑。当采用非轻质材料时，

应计入退洪后垮墙墙体重量对楼板的作用

第二节 计算要 点

    第7.2.1条 在波浪荷载作用下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其承载能力和变形的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砌体填充墙不作为抗侧力构件时，波浪荷载全部由框架承担;

    二、当砌体填充墙作为抗侧力构件时，波浪荷载由框架和填充墙共同承担;框架与填充墙之间的协

同作用计算方法可按本规范附录七采用。

    第7.2.2条 安全层以下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有

关规定进行验算;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可按室内高湿度环境选用。

    第7.2.3亲 按半透空式房屋设计的框架填充墙，在波浪荷载作用下的墙体受弯承载能力可按本

规范附录六验算。

    第7.2.4条 当风速小于22. Om/s时，钢筋混凝土房屋沿边长大于8m的方向可不进行整体抗倾
fff验算。

第三节 构造措施

    第7.3.1东 框架梁、柱截面尺寸宜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一、梁截面的高宽比不宜大于4;
    二、梁净跨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宜小于4;

    三、柱净高与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不宜小于4,

    第7.3.2条 梁端箍筋加密范围及加密区箍筋配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加密区长度采用梁高的i's倍和500mm二者中的较大值;

    二、箍筋最大间距采用1/4梁高、8倍纵向钢筋直径和150mm三者中的最小值;

    三、箍筋最小直径为Smm;肢距不大于250mme

    第7.3.3条 柱端箍筋加密范围宜按下列规定采用.:
    一、柱端采用截面高度(圆柱直径),1/6柱净高和500mm三者中的最大值;

    二、底层柱，采用刚性地面上下各500mm.
    第7.3.4条 柱加密区和框架节点核芯区的箍筋配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箍筋最大间距采用8倍纵向钢筋直径和150m。二者中的小值;角柱的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100mm ;

    二、箍筋最小直径为Smm;当柱截面尺寸不大于400mm时，箍筋直径不小于6mm;

    三、箍筋肢距不大于250mm，且每隔一根纵向钢筋在两个方向有箍筋约束。

    第7.3.5氛 半透空式房屋安全层以下砖砌体填充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施工时必须先砌墙，后浇梁柱;柱与墙体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搓;墙厚不应小于240mm ;

    二、沿墙体高度每隔500mm设置2416拉结钢筋并伸人柱内;拉结筋在填充墙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l000mm或伸至门窗洞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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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6条 安全层以下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符合表7.3.6的要求

    板、墙中分布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15mm;梁柱中箍筋和构造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20mm e

衷7.3.‘ 涅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mm)

构 件 类 别
混凝土强度等级

镇C20 C25,C30

墙、板 35 25

梁、柱 45 35

第八章 单层空旷房屋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8.1.1条 本章适用于俱乐部、礼堂和食堂等空旷的公共建筑。

    第8.1.2条 俱乐部、礼堂等公共建筑的附属房屋应具有集体避洪功能。

    第8.1.3条 单层空旷房屋的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当两侧有附属房屋时，其附属房屋的总高不宜低于大厅搪口高度;
    二、当两侧无附属房屋时，大厅的柱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

    三、不得采用无端屋架的山墙承重方案。
    第8.1.4条 屋架下弦高度低于本规范第3.2.4条第二款关于近水面安全层楼板底面高度时，应

采用有擦体系的轻型屋盖。

    第8.1.5条 大厅不宜设置悬挑结构。

    第8.1.6亲 单层空旷房屋的围护墙宜采用嵌砌式。

    第8.1.7条 单层空旷房屋的山墙应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和梁，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

第二节 计算要点

    第8.2.1条 单层空旷房屋，可划分为前厅、后厅、大厅和侧房等若干独立结构，根据其结构类型按

本规范有关章节的规定进行验算，但应考虑各独立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8.2.2条 两侧无附属房屋的大厅，可取一个典型开间验算:
    当围护墙与柱脱开或在波浪荷载作用下墙体能自行垮掉时，可采用透空式房屋计算波浪荷载;

    当围护墙与柱、圈梁等有牢固连接，且墙体的开洞率符合本规范第六章有关要求时，可采用半透空

式房屋计算波浪荷载。
    第8.2.3余 单层空旷房屋山墙的柱和梁应进行平面外抗洪验算。

第三节 构造措施

第8.3.1亲 有镶屋盖构件的连接及支撑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擦条应与屋架牢固连接，并留有搁置长度;
二、当屋架下弦高度小于本规范第3.2.4条第二款关于近水面安全层楼(屋)盖板底面设计高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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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浪荷载作用下模条上的槽瓦、瓦楞铁、石棉瓦等应与模条脱离;

三、当采用木屋盖时，木望板应稀铺;

四、有模屋盖的支撑布置宜符合表8. 3. 1的要求。

表8.3.1有神屋盖的支摊布皿

支 撑 名称
屋架下弦高度 (̂m)

人)h, h< h

屋
架
支
撑

上弦横向支撑
  房屋单元端开间各设一道
  天窗开洞范围的两端各增设局部

支撑一道

  房屋单元端开间及每隔20m设一
道下弦横向支撑

隔间设置并加下弦通长水平压杆跨中竖向支撑

天
窗
架
支
撑

两侧竖向支撑   天窗两端开间及每隔30m各设一
道   天窗两端开间及每隔18m各设一

道

上弦横向支掸 天窗两端开间各设一道

    注 人。为近水面安全层楼(屋)盖板底面设计高度

    第8.3.2条 钢筋混凝土排架柱的箍筋加密区，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l00mm，加密区范围应符合

下列要求:

    一、柱头取柱顶以下500mm并不小于柱截面长边尺寸;

    二、变截面柱取变截面处上、下各300mm;

    三、柱根取下柱柱底至室内地坪以上500mm,

    第8.3.3条 舞台口的横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舞台口横墙两侧及墙两端应设置钢筋混凝土柱;

    二、舞台口横墙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卧梁，其截面高度不宜小于180mm，并应与屋盖构件有可靠连

接;

    三、舞台口大梁上不应设置承重墙体。

    第8.3.4条 大厅的砌体围护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当采用透空式结构时，围护墙与柱和圈梁不应拉结，且沿墙与柱、圈梁间可设置隔离层;

    二、当采用半透空式结构时，围护墙、山墙的开洞率和墙体与柱、圈梁的拉结应符合本规范第六章和

第七章的有关规定。

    第8.3.5条 砖围护墙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圈梁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大厅柱(墙)顶标高处应设置圈梁一道，圈梁与柱或屋架应牢固连接;圈梁与柱连接的锚拉钢筋

不宜小于4012，且锚固长度不宜小于35倍钢筋直径，

    二、半透空式房屋沿墙高每隔3m左右增设圈梁一道;

    三、圈梁的截面宽度与墙厚相同，高度不应小于180mm;配筋不宜小于4014,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四、对软弱或不均匀地基，应增设基础圈梁一道。

    第8.3.6条 大厅与附属房屋不设缝时，在同一标高处应设置封闭圈梁并在交接处连通，墙体交接

处沿墙高每隔500mm应设置206拉结钢筋，且每边深人墙内不宜小于lm,

    第8.3.7条 山墙应沿屋面设置钢筋混凝土卧梁，并应与屋盖构件锚拉。

    第8.3.8条 山墙的钢筋混凝土柱，其截面与配筋不宜小于排架柱;间距不宜大于4m，并应通到山

墙的顶端与卧梁连接。

    第8.3.9条 山墙沿墙高每隔3m左右应设钢筋混凝土梁，梁与大厅圈梁应连成封闭形式;梁的截

面高度不应小于240mm，其纵向配筋按计算确定;箍筋直径不宜小于8mm，其间距不宜大于
l00m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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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本规范名词解释

附表1. 1 名 词 解 释

名 词 名 词 解 释

蓄滞洪区
  为降低洪峰高度，减少洪水对堤防的威胁，国家水行政部门在江河堤外划定的

供临时停滞和贮存洪水用的低洼及湖泊地区

蓄滞洪设计水位 国家水行政部门颁发的蓄滞洪区运行最高水位

蓄滞洪计算水深 蓄滞洪设计水位与一个计算风区地面平均高程之差

建筑淹没水深 蓄锵洪设计水位与建筑物室外地坪高程之差

风增减水高度 建筑物所在地风增减水位与苗滞洪设计水位之差

建筑设计水深 建筑淹没水深与风增减水高度之和

蓄滞洪期 蓄滞洪区在每年汛期内可能用以蓄滞洪水的时段之和

蓄滞洪期最大风速
  每年蓄滞洪期内所遇到的蓄滞洪设计水位以上lom高处自记10min平均最大

风速

波浪要素 表示波浪形态和运动特征的物理量，一般指波商、波长、波浪周期和波向等

安全层

  避洪房屋中位于蓄滞洪设计水位以上、在蓄滞洪期间作为人员避洪和重要物品

堆放场所的楼层或屋盖.安全层可为单层或多层，最靠近静水面的那一层又称为

近水面安全层

安全庄台 在洪水淹没较浅地区用岩土垫起的用以建房用的平台

避水台 在洪水淹没较浅地区用岩土垫起的供临时避洪用的平台

透空式房屋
  无维护墙或在波浪作用下维护墙已垮掉的框架、排架房屋、波浪透过后，波高、

波长、波浪周期基本不变

半透空式房屋
  迎浪面、背浪面外墙及内墙上的门窗洞口.前后大体对齐且前后各道墙的开洞

率大体相等，波浪可部分通过的房屋

安全超高
  防洪建筑物规定部位超出蓄滞洪设计水位加风增减水高二者之和或超出蓄滞

设计水位加风增减水高加波浪塑高三者之和所规定的余留高度

抗浪柱
  设置于砖砌体避洪房屋安全层以下的墙体内与墙体共同承受波浪水平荷载的

钢筋混凝土柱

土的浮重度 土的饱和重度与水的重度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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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半透空式房屋波浪荷载的计算方法

    一、作用于开洞墙面上的波浪荷载分布q,., q} AN /m') (附图2. ll ,当水深d大于2倍波高时，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1静水位以上((d成z<-k,H+d):

                                4,o“k2Y  (k,H一(z一d)D (附2. 1)
    2.徐水位以下 (0<-.<-d)

9a=k,k,YH
cosh 2x

(附2-2)
型
‘

cosh

k,二0.5(1+k:一k)

                                          k,二+/ 1一k;

式中 ‘— 静水位以上作用于开洞墙面上的波浪压强(kN/m');

      4=e - 静水位以下作用于开洞墙面上的波浪压强(kN/m');

      k,— 波浪压强系数，

(附2-3)

(附2.4)

k,— 与房屋迎浪面相对尺度b与1.,之比有关的系数，当b与1-之比大于。.8时,k:取1.0;当

      b与编之比在。.2̂ 0.8之间时，k:取。.75;6为房屋平行于波峰线的尺寸(m)3

Y— 水的重度(kN/m3);

二— 竖向坐标轴;

左— 透浪系数;

k, - 波浪反射系数，根据静水位以上1. OH至静水位以下1. 5H范围的房屋迎浪墙面开洞率

      p+按附表2.1确定.
                                  附农2.1 波浪反射系盘

开洞率砰 0.0 0.1 0.2 0.3 0.4

波浪反射系数粼 1.00 0.66 0.60 0.77 0.75

三

、 I     e

附图 211 开洞姗面上的波浪荷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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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作用于二;至z:之间开洞墙面单位宽度上的波浪总荷载Q.,, Q,b (kN /m)及其作用点到z截面

的距离d- d,,, (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静水位以上(附图2. 2 (a) , d<z, <z,<k, H十d) e

~ k,Y

Who=言(Z(k,H+d，一z，一-,)(z “一z) (附2-5)

d,。二
(3(k,H十d)一2z:一z,3(z:一z,)

3 (2 (k,H +d)一z:一z,)
(附2-6)

2.静水位W下(附图2. 2 (b) , 0<z, <zi<d) %

Qeb
k,k2YHI�,

2nd

r ，2z, ，2xz门
Ls inn石一.in.百」 (附2.7)

1,.,

d,6=

2x 、 。2xz, 、2xz,， ，2xz,
瓜kz，一z, )smn.百~一cosn lm丁-r cosn -瓦

2xl ，
i-l5，n，，2nziI..  一t2rz, }}一、VIII万 I

(附2-8)

式中 Q.o . Qab— 作用于z，至z:之间开洞墙面单位宽度上的波浪总荷载(kN/m);

d.o,d.b—      Q.o.Q.、作用点至二、截面的距离(m).

毖

、{v

附图2.2 波浪荷载Q-Q.b及其作用位置

附录三 透空式房屋波浪荷载的计算方法

    一、作用于建筑物竖向构件及水平构件的波浪荷载分布，当波高H不大于0.2倍水深且d不小于

。，2倍波长1-或波高11大于。.2倍水深且水深不小于0.35倍波长1-时，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I竖向构件。作用于距水底面z(m)处(附图3. la)构件单位长度上的波浪荷载4=，当垂直于波峰线

的杆件断面尺寸a不大于。3倍波长I-且平行于波峰线的杆件断面尺寸b不大于。.2倍波长1�..时，可

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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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

奋
国
拿

                    (b)

附图3.1波浪对竖向、水平构件的作用

4二二4.v十4., (附3. 1)

9.v~ Y77-
‘g
7/.vbV. I V. (附3.2)

4.}片

Y
二7.0
名 :a v.at (附3. 3 )

      n月
V.= 二书-

                1

    ，27fz
cosn工丁

2nd
cosnit (附3-4)

sinh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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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侃qV,      2rr'H

at         T2

cosh

sm wt (附3.5)

式中 q.— 作用于构件单位长度上的波浪荷载(kN/m);
  q.v, q.,— 分别为波浪荷载的速度分量和惯性分量(kN/m);

      )— 水的重度(kN/m') ;

      b— 构件垂直于波向线的尺寸(m);

      A.— 构件截面计算面积(m' );

      q.v 惯性荷载系数，圆形截面可采用1. 2,a/b不大于1.5的矩形截面可采用2. 0 ;

      7*,— 速度荷载系数，圆形截面可采用2. O,a/b不大于1.5的矩形截面可采用2.2;
    dV

vx、蕊~— 分别为水质点运动的水平速度和水平加速度;

。— 圆频率(s-')， w=2;r/T;

t— 时间(s)，当波峰通过构件中心线时，t=0.

q:的最大值q.~按下列两种倩况取值:
当q.v..:不大于0. 5q.,m.:时:

q....= q, . (附3.6)

此时相位为wt=2700.

当q.vm..大于0. 5q.,.,。时:

_ __ I、，八。，q.'‘二1
V- 一 ，.v,...I 1- - LJ- 1

                        、 甘.V- ./
(附3. 7)

    此时相位为。t=arcsin(一0. 5q} /q., ).

    2.水平构件。作用于距水底面z(m)处(附图3. 16)水平构件单位长度上波浪荷载的水平分量q二和

竖向分量q, (kN/m )，当垂直于波峰线的杆件断面尺寸a不大于0.1倍波长1-且平行于波峰线的杆件
断面尺寸b不大于0.1倍波长1-时，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 1)水平分量q二仍可由式(附3.1)至(附3.3)确定。
    (2)竖向分量q:可由下式确定:

                                        ，:=q.v+q., (附3-8)

        Y
q.v= -_}l,vav.!V:}

            ‘g
(附3-9)

 
 
A 
 
札
y
一9

q.,=
av.
  ar

(附3.10)

          才月
F，= 一 ~石二‘

                  I

__，2厅月gum万 “

二万2ndsm-
吕‘nn1�,

(附3.11)

型
lw.

‘V. 2X2H
at=一-TZ

_ L2rrz。:‘川1�
coS创之 (附3.12)

式中 q.— 作用于水平构件单位长度上波浪荷载的水平分量(kN/m) ;
        q.— 作用于水平构件单位长度上波浪荷载的竖向分量(kN/m),

    q,v.q.,— 分别为波浪荷载竖向分量的速度分量和惯性分量((kN/m) ti
        A,— 构件截面计算面积(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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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速度荷载系数，圆形截面可采用

'1.1 惯性荷载系数，圆形截面可采用
2,b/a不大于1. 5的矩形截面可采用2. 0 ;

O,b/a不大于1.5的矩形截面可采用2. 2 ;

V 、 — 分别为水质点运动的竖向速度和竖向加速度。坠
决

q:的最大值q..“按下列两种情况取值:
当9.vm..不大于0. 5q-..时:

q....= q-.. (附3. 13)
此时相位为

当q.vm.二大于

wt=00

0. 5q.,...时

q.v_二一。.vm。 . } 1+。.::伞 {
                    、 q种�,.. I

(附3. 14)

    此时相位为。t=arccos(一0. 5q.，二。x匆,v.。二)。

    (3)作用于水平构件单位长度上的抓kN/m)一般可按下式确定:

                          。一q q=+。:
    q的最大值qm“可取下列两种组合情况的较大者:
    ①最大水平荷载时加相应相位的竖向荷载;

    ②最大竖向荷载时加相应相位的水平荷载。

    二、作用于整个竖向构件上的最大速度荷载分量Q.v、二((kN)和最大惯性荷载分量

直于波峰线的杆件断面尺寸a不大于0.3倍波长1-且平行于波峰线的杆件断面尺寸b

长1.,.时，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附3. 15)

Q.,m。二(kN),当垂

不大于。2倍波

1.对于z,至z:间断面相同的构件，当波高H不大于。.2倍水深且水深不小于0.2倍波长1�。或波

高H大于0.2倍水深且水深不小于。.35倍波长1�..时，作用于该段上的Q.v~和

16)

17)

、 Y石H'

碌工v�,..=乳v一1下之，

Q.,. 。分别为:

            (附3.

Q二、，一。，MAYA-H k,2

一鲁+sinh弩- sinh 44 rz'

(附3.

k,=
4rrz,I�,

(附3.18)
鲤
lw.

8sinh

    .:2;rz" .，2;rz,

_Slnn万一”nn万
    。2ad

cosnl二，

(附3.19)

Q.v.“和Q.i-.对z。截面的力矩M.v~和M.w..分别为:

              7b月01_.
1".V.，二= I/.v-气花丁一         k,

                                      乙产毛
(附3.20)

M.,-:一、1YA,Hl.,'        k47r    ' (附3.21)

k,=
(2l�.)'

  一，4众门
sum 1..一」丝

‘
_1sinh

n2 (z:一z')2 ;r (z:一z,)
    8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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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2I cosh 4i4}z, - cosh 4}z,}」 (附3.22)

k, _
    ，2耐

cosn瓦介

F21r(z:一z,)_一122rz2 { ，2rz2 ，2rz,(，
L一一L �,一一，,no a..一(corn jWe一一cosh 1..'」 (附3. 23)

式中 Q.v-— 作用于整个竖向构件上的最大速度荷载分量(kN);

        Q.,... — 作用于整个竖向构件上的最大惯性荷载分量(kN);

      M.vm。二— Qxv二.x对z,截面的力矩(kN·m);

        M-..—     Q-。二对z,截面的力矩(kN·m).

    对于等截面构件，在计算Q.vm.二及其对水底面的力矩M.vm.二时，z，取。、z2取d+hm..;而在计算
Q.,m。及其对水底面的力矩M.-:时，z，取。,z:取d-Fhm,.-H/2。其中h...为波峰在静水面W上的高度

(m)，由本规范第三章确定。

    2对于z,至z:间截面相同的构件，当波高H不大于。.2倍水深且水深小于。.2倍波长1-或波高

H大于0.2倍水深且水深小于。35倍波长1-时，按本款1的规定计算波浪荷载后，对Q.vm..乘以系数

。;对从vm..乘以系数沙。a和浮可分别由附图3.2和附图3.3查取。
    三、作用于竖向构件上最大水平总波浪荷载Q.m..分下列两种情况计算:

    1.当Q-...不大于0. 5Q.1-时:

                                      Q.-:二Q...二 (附3.24)

    2当Q.v，二大于0. 5Q,、二时:

。 。 {，.___Q.}.)
W.-=}.}}..} 1 ,- V. 受兀蓝二} (附3.25)

对水底面的最大总力矩M-.为

“一‘一{‘+0. 25   }.1 (附3.26)

式中 Q二。— 作用于竖向构件上最大水平总波浪荷载((kN),
      M.m..- Q.m.二对水底面的最大总力矩(kN·m).

0 0.02 0.06  0.1

‘八立’

附图3.2 系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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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2 0.06 0. 1

“八二.2

附图3.3 系数夕

附录四 楼板(阳台板、雨篷板)等水平板波浪荷载的计算方法

    一、波浪上托力.位于静水面以上。.8倍波高H至静水面以下。.5倍波高H范围内的房屋水平

板，其波浪上托力可按下述方法确定:

    1.作用于水平板的波浪上托力平均压强4m可按下式计算:
                                    4m=0. 75k� Y月 (附4.1)

式中 4m— 作用于水平板的波浪上托力平均压强((kN/m}) i
      km— 波浪最大压强系数。根据楼板底面距静水面的相对高度,h/H按附表4.1确定。当板底

            位于静水面以上时，Ah取正值;反之取负值(附图4. ll ,
    荷载的分布宽度(沿波浪传播方向))l。可取1/8倍波长1-。当板长I。不大于1/8倍波长l�.,时，l。取

l,;当板长l、大于1/8倍波长l..时，应考虑波浪向前传播时，分布荷载4m向前移动至不同位置的情

附图4.1波浪对水平板的上托力

况

www.b
zf

xw
.c

om



附衰4.1 波浪.大压强系橄

AhIH 一 0. 5 一0.4 一0.3 一 0.2 一 0 1 0 0.1

k�, 0. 20 0. 22 0. 28 0.42 0. 62 0.90 1. 22

Ah/H 0. 2 0. 3 0. 4 0. 5 0.6 0. 7 0.8

km 1. 50 1. 16 0. 64 0.39 0. 21 0.08 0.00

注:当dh/H<一0.5时，取km为。.2.

2.对于半透空式房屋的楼板，计算波高H可乘以透浪系数k�
二、波浪下冲力。位于静水面以上。8倍波高H至静水面以下0. 5倍波高H范围内的透空式房屋

水平板，在x。处(附图4.2)波浪下冲力的最大值qum..，可按下式确定:

qem.一‘·，2R[Uz+( U’]一(90。一) (附4. 2 )

U了   2,.a (附4.3)

U=0. 75C十V, (附4.4)

C = Zrntanh tad

KHcoth 2ndT       1-

(附4-5)

(附4-6)

    ___‘__{BTe}。一。1。“，1(丽I (附4-7)

式中 q，.二— 波浪对透空式房屋水平板下冲力的最大值;
      sy— 当波峰在板面以上高度为z。时，波浪对水平板下冲力最大值v、二的作用位置;

        U— 波峰破碎时水质点的速度;

        C— 波浪的传播速度;

      V,— 水质点轨道运动的水平分速度;

        a— 破碎水流与板面的交角.
    波浪对水平板的下冲力分布图形可近似取为等腰三角形，即在板的迎浪侧边缘处为零，波浪对水平

板下冲力最大值作用位置z。处为4}.,2s:处为零。

附图4. 2 波浪对水平板的下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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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地基上的承载力标准值

    当根据室内试验的物理、力学指标平均值查表确定地基承载力时，将查表所得地基承载力基本值乘

以折减系数0.85，得出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几。

    一、指标试验值应按下式确定:

。_旦土全Olw)G.pw
                  P

一 1

w.=GB(0fa)
Ip= wL一 祝)p

2之，，一 u r

一 Ip

(附5.1)

(附5-2)

(附5-3)

(附5-4)

a- 二二elPze,P,= 10(e:一ez) (附5-5)

式中 。、p— 土的天然含水量与密度;

        ‘.— 土粒相对密度(比重);

      P-— 水的密度;

        。— 孔隙比;

      w.— 土的饱和含水量;

    二L,wp— 土的液限、塑限含水量;

    ILJr— 土的液性指数与塑性指数;

    P1,P2— 固结压力，其值分别为IOOkPa和200kPa;
    e�e2— 分别对应于压力为lookPa和200kPa时的孔隙比;

      a，一:— 对应于压力从lookP。至200kPa之间的压缩系数(MPa)一’

    二、指标平均值应按下式确定:

  }1K
;一十 (附5-6)

式中 K— 土性指标试验值

      ”— 统计量。
注:液性指数IL求平均值时，如为负数应按零计.

                                  附农5.1 粉土承艘力荟本位((kPa)

  土的饱和 } } } } }
含水t
、“‘(%)

孔隙比e

‘;;;， (270)

{:::;
130110 ‘}::) (100)洲洲

05
06
07
08
09
10

  注:①有括号者仅供内插用.

    ②在湖、墉、沟、谷与河漫滩地段，新近沉积的粉土 应根据当地实践经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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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农5.2 钻性土承峨力基本值(kPa)

}LR}t} c一一)wd#}}I}C Ii-0.00 0.25 0.50 0. 75 1.00 1.20

0.5

0. 6

0. 7

0.8

0. 9

1.0

1.1

475

400

325

275

230

200

430

360

295

240

210

180

160

390

325

265

220

190

160

135

(360)

  295

  240

  200

  170

  135

  115

(265)

  210

  170

  135

  115

  105

170

135

105

注 ①有括号者仅供内抽用;

  ②在湖、塘、沟、谷与河慢滩地段新近沉积的粘性土、第四纪晚更新世(Q，)及其以前沉积的老拈性土均应根据当地实践经验取

      值

                        附玻5.3 沿海地区淤泥和淤泥质土承暇力墓本值

含水量、‘(%) 36 40 45 50 55 65 75

承载力墓本值
  几(kP.)

100 90 80 70 60 50 40

附农5.4 饱和黄土承暇力基本位((kPa)

蘸 w.lw} 0.8 0.9 1.0       1. 1

，

1.2

::; ;{;
180-

170 165

0.3

0.4 }:; 155140 };; };; 125

0. 50.6 130118 }{; 120110 };; 110108

0.70.8
106

10090 ;; 9080 {;

{一;
75 70

一::
附农5.5断近堆积货土承位力荟本位(kPa)

一森w.lw}x,-z (MPs)-' 0.4 0. 5 0.6 0. 7 0.8 0.9

0. 2

0.4

0.6

0.8

1.0

1.2

1.4

148

136

125

115

143

132

120

110

100

138

12

115

105

95

85

133

122

110

100

90

80

70

128

116

105

95

85

  75

65

123

112

100

90

80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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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半透空式房屋墙体承载能力验算

    一、开洞墙体沿齿缝受弯承载力计算。当两洞口间墙体的中部有与其相垂直的墙体或有抗浪柱时，
可沿洞高取一单位高度的墙体((a,,a3)作为悬臂梁(附图6.1)验算其在波浪荷载作用下沿齿缝的受弯

承载力。等效均布荷载可按下式确定:

                                                ql“0. 9q,

式中 q}- 等效均布荷载(kN/m') ;

      qd— 静水面处洞口间墙体所受波浪水平压强((kN/m3),

    二、墙体受剪承载力验算。距水底面z(m)处墙体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式计算:

                                  V(0.8(fv十0.18am)A,

式中 V 墙体剪力设计值;

        fv 墙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取用;

        ‘— 重力荷载在z处产生的平均压应力;

        A, :处墙体的截面面积。

(附6.1)

(附6-2)

附图6.1开洞墙体内力简化计算示意

附录七 砖填充墙框架抗洪验算

一、侧移刚度。砖砌体填充墙框架考虑抗侧力作用时，层间侧移刚度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K,�=K,十 K,

K，一。.9EE,I'}/(HW汽十狱)〕
Y=971./ALHo

汽 = 伙 令 1

(附7-1)

(附7.2)

(附7-3)

(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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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7. 5 ))3(卜I'�Iw卜I_�I,',
(卜A_;,At卜AwA0 (附7-6)

式中 Kf}— 填充墙框架的层间侧移刚度;

              Kf— 框架的总层间侧移刚度;

              K,- 填充墙的总层间侧移刚度，但洞口面积与墙面面积之比大于60%的填充墙不

                      考虑;

              E� 填充墙砌体的弹性模量，

              H� - 填充砖墙高度;
                Y- 剪切影响系数;

      A�(A幼.I;, (I� )— 分别为填充墙水平截面面积和惯性矩，开洞时可采用洞口两侧填充墙相应值

                    之和(附图7.1，上标t,b分别表示顶部和底部);

            汽、沪，— 洞口影响系数，无洞口时按式(附7.4)计算;开洞时按式(附7.5)和式(附

                    7.6)计算。

附图7.1 开洞填充墙截面面积和惯性矩

    二、波浪作用效应.
    1.楼层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按各福框架和填充墙框架的层间侧移刚度比例分配，但无填充墙框

架承担的剪力设计值，不宜小于对应填充墙框架中框架部分承担的剪力设计值(不包括由填充墙引起的

附加剪力)。

    2.填充墙框架的柱轴向压力和剪力，应考虑填充墙引起的附加轴向压力和附加剪力，其值可按下

列公式确定:
                                        N‘二V.Hf/l (附7.7)

                                          V。二V. (附7.8)

式中 Nf— 框架柱的附加轴压力设计值;

        V,. - 填充墙承担的剪力设计值，柱两侧有填充墙时可采用两者的较大值;

        H,— 框架的层高，

          l- 框架的跨度，

        vf— 框架柱的附加剪力设计值。

    三、截面抗洪验算。填充墙框架的截面抗洪验算，可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

                  Vf�(习(AT̀.+M}.) /H}十。.8名f.FA.o                    (W 7.”

                        0. 4V(� 名(AA+A1.)/H}                                     (W 7. 10)
                                        五F=SN·大 (附7.11)

式中 V (r- 填充墙框架承担的剪力设计值;
        fvl— 砖墙的抗洪抗剪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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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砖墙水平截面的计算面积，无洞口可采用1.25倍实际截面面积，有洞口可采用截面净

          面积，但宽度小于洞口高度1/4的墙肢不考虑;

NP., ml,— 分别为框架柱上、下端偏压的正截面承载力设计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的有关公式取等号计算;

    H— 柱的计算高度，两侧有填充墙时，可采用柱净高的2/3，两侧有半截填充墙或仅一侧有

          填充墙时，可采用柱净高;

    f.— 砖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采用;

    札— 砖砌体强度正应力影响系数，按附表7.1采用。
                              附农7.1 砖砌体强度正应力形响系橄

daft. 0.0 1.0 3.0 510 7.0 10.0 15.0

翻 0.8 1.0 1.28 1.50 1.70 1.95 2. 32

注。。为对应重力荷载代表值的砌体故面平均压应力。

附录八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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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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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或其它有关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一要求(或规定)”。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加单位: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
*692盆人，王开顺 钟 亮 巩正光 葛学礼 钟吕云 刘立强 蔡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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