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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 规范辊压钢板组合结构技术在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和验收中的

应用，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 8 度（0.3g）及 8 度以下地区的多、高层民

用建筑工程中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设计、制作、安装和验收。

1.0.3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设计、制作、安装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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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辊压钢板 rolled steel plate (RSP)

由钢板通过辊压成型的有规律起伏波折线，且波高不宜大于 25mm 并且

不宜小于 15mm 的波形板件。

2.1.2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 concrete-filled rolled steel plate wall (CRSW)

由辊压钢板、内填混凝土和套筒螺栓（或连接桁架）组成的受力构件。

2.1.3 辊压钢板组合墙 concrete-filled rolled steel plate composite wall 

(CRSCW)

由辊压钢板、内填混凝土、套筒螺栓（或连接桁架）和钢管混凝土边缘

构件组成的受力构件。

2.1.4 套筒螺栓 connecting bolt

用于连接两块辊压钢板的螺栓。套筒螺栓在辊压钢板内侧可采用限位钢

管定位，外侧采用螺母固定。

2.1.5 连接桁架 connecting truss

连接两块辊压钢板的桁架，用自攻螺钉与钢板连接。

2.1.6 约束效应系数 confinement factor

钢管（或钢板）截面与其内部混凝土截面的名义轴心受压承载力的比值。

2.2 符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M —— 弯矩设计值；

Mu ——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平面内受弯承载力；

N —— 轴力设计值；

Nu —— 轴心受压承载力；

V —— 组合墙的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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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 —— 组合墙的受剪承载力。

2.2.2 材料力学性能：

Ec

Es

——

——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钢材的弹性模量；

Ecs、Ecc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钢材和混凝土的弹性模

量；

Eeq,c、Eeq,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的等

效弹性模量；

Esc —— 辊压钢板组合墙组合截面的轴心受压弹性模量；

Ews、Ewc —— 分别为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钢材和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I)eq —— 辊压钢板组合墙组合截面的弹性抗弯刚度；

Gsc —— 辊压钢板组合墙组合截面的剪变模量

Gcs、Gcc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钢材和混凝土的剪变模

量

Gws、Gwc —— 分别为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钢材和混凝土的剪变模量

N1、N2 ——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临界轴压力；

Nc —— 受压区核心混凝土截面承担的轴力设计值；

Ns,C、Ns,T —— 分别为受压区和受拉区垂直于剪力墙宽度方向形心轴

的矩形钢管截面承担的轴力设计值；

Nρs,C、Nρs,T —— 分别为受压区和受拉区平行于剪力墙宽度方向形心轴

的矩形钢管截面承担的轴力设计值；

fc,c、fc,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内的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k,c、fck,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内的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fsc,c、fsc,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组合

截面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s,c、fs,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钢

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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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 钢材的屈服强度；

fy,c、fy,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钢

材的屈服强度；

2.2.3 几何参数：

Acs、Acc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钢材和混凝土的截面面

积；

Asc ——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组合截面面积，Asc=Acs+Acc+Aws+Awc；

Asc,c、Asc,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的组

合截面面积；

Aws、Awc —— 分别为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钢材和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Aρcs、Aρws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平

行于组合墙宽度方向的钢材截面面积；

B —— 辊压钢板组合墙宽度，B=2bc+bw；

bc ——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宽度； 

bw ——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宽度； 

b1 —— 相邻套筒螺栓竖向间距；

dc,C —— Nc 到形心轴的距离；

ds,C、ds,T —— 分别为 Ns,C、Ns,T 到形心轴的距离；

dρs,C、dρs,T —— 分别为 Nρs,C、Nρs,T 到形心轴的距离；

H —— 组合墙高度；

hc ——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厚度；

hw ——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厚度；

hwe —— 双层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等效为双层平钢板剪力墙的核

心混凝土厚度；

Ics、Icc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矩形钢管和核心混凝土

平行于墙宽度方向的形心轴的惯性矩；

Ieq,c、Ieq,w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和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平行

于墙宽度方向的形心轴的等效惯性矩；

Iws、Iwc —— 分别为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辊压钢板和核心混凝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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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计算方向的形心轴的惯性矩；

Iws,x、Iwc,x —— 分别为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辊压钢板和核心混凝土平

行于墙宽度方向的形心轴的惯性矩；

Iws,y、Iwc,y —— 分别为辊压钢板混凝土墙中辊压钢板和核心混凝土垂

直于墙宽度方向的形心轴的惯性矩；

L0 —— 构件的计算长度；

s —— 辊压钢板一个波的展开长度；

tc ——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的矩形钢管厚度；

tw —— 辊压钢板的厚度；

twe —— 辊压钢板等效为平钢板的厚度；

w —— 辊压钢板的波长；

wh —— 辊压钢板的波高；

w1 —— 辊压钢板的波谷宽度；

w2 —— 辊压钢板的波折投影宽度；

w3 —— 辊压钢板的波峰宽度。

.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φ —— 轴心受压稳定系数；

 —— 正则化长细比；

ξc,k、ξc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的约束效应系数的标准值

和设计值；

ξw,k、ξw —— 分别为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的约束效应系数的标准值和

设计值；

ρ —— 考虑剪力影响的钢板强度折减系数；

x —— 塑性中和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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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包括辊压钢板组合墙结构、钢框架-辊压钢板组合墙

结构、钢框架-辊压钢板组合墙核心筒结构。

3.1.2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竖向和水平布置应简单、规则、有明确的竖向和

水平荷载传递路径，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的有关规定。

3.1.3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应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具有必要的结构

整体稳定性和构件稳定性，避免因刚度、承载力突变或局部失稳而形成薄弱

部位。

3.1.4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构件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分别进行计算或验算。承载能力计算应满足下列公式的要求：

1 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应满足下式规定：

 0 Sd£ Rd

2 地震设计状况应满足下式规定：

（3.1.6-1）

Sd£ Rd  RE （3.1.6-2）

式中：  0 ——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

于 1.1，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

Sd ——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

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有关规定计算；

Rd ——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E —— 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当进行压、弯承载力验算时，

应取为 0.8；当进行抗剪承载力验算时，应取为 0.85；当

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应取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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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辊压钢板组合墙

3.2.1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辊压钢板宜采用对称梯形波（图 3.3.1），两块辊压

钢板布置时应波谷与波谷相对，波峰与波峰相对。辊压钢板的一个波长参数

如下：波谷与波峰宽度宜采用相同尺寸，波高不宜大于 25mm，也不宜小于 

15mm。

(a)  辊压钢板组合墙截面示意图

图 3.2.1 辊压钢板组合墙截面示意图和辊压钢板几何参数            

1—截面中心线；2—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3—辊压钢板混凝土墙；4—辊压钢板；5—套筒螺栓；  

B—辊压钢板组合墙宽度；bw—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宽度；bc—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宽度；     

hc—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厚度；hw—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厚度；tc—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矩形钢管厚度； 

tw—辊压钢板的厚度；w—波长；w1—波谷宽度；w2—波折投影宽度；w3—波峰宽度；wh—波高

3.2.2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厚度不应小于 130mm，两块辊压钢板波谷之间的净

距离不应小于 80mm，辊压钢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4mm。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

中的矩形钢管厚度宜比辊压钢板厚度大 2mm 以上。

3.2.3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套筒螺栓布置可采用正交布置或错列布置（图

3.2.3）。套筒螺栓竖向间距（b1）宜满足以下要求：

4
w

w1 w2 w3 w2

1
(b)  辊压钢板的一个波长参数

h w

w h

h w
/2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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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正交布置：

b1 ≤130
tw

（3.2.3-1）

螺栓错列布置：

b1 ≤180
tw

（3.2.3-2）

式中：b1

tw

——

——

相邻套筒螺栓竖向间距（mm）；

辊压钢板的厚度（mm）；

fy,w —— 辊压钢板的屈服强度（N/mm2）。

(a) 正交布置

图 3.2.3 套筒螺栓布置方式

(b) 错列布置

1—辊压钢板混凝土墙；2—套筒螺栓

3.2.4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辊压钢板宜采用套筒螺栓连接。套筒螺栓在辊压钢

板内侧可采用限位钢管定位，外侧采用螺母固定[图 3.2.4(a)]。辊压钢板也可

采用桁架连接作为构造措施，且相邻自攻螺钉之间的竖向间距宜小于相邻套

筒螺栓之间的竖向间距[图 3.2.4(b)]。

235
fy,w

235
fy,w

2

1

2

1

b 1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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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套筒螺栓连接 (b) 桁架连接

图 3.2.4 辊压钢板连接剖面图

1—辊压钢板；2—螺杆；3—限位钢管；4—紧固螺母；5—自攻螺钉；6—桁架柱；7—连接板

1.1.1 辊压钢板与边缘构件矩形钢管之间宜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质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等有关规定。

1.1.2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的等效截面参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twe  s t 
w w （3.2.6-1）

hwe  Awc

w
（3.2.6-2）

式中：twe —— 辊压钢板等效为平钢板的厚度（mm）；

hwe ——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等效为双层平钢板剪力墙的核心混

凝土厚度（mm）；

w、s —— 分别为辊压钢板的波长和一个波的展开长度（mm）；

tw —— 辊压钢板的厚度（mm）；

Awc ——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内混凝土的截面面积（mm2）。

等效

w

(a)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 (b) 等效双层平钢板混凝土剪力墙

图 3.2.6 辊压钢板混凝土墙的等效示意图

1.1.3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的约束效应系数（ξ c）不应小于 0.6 且不应大于 4.0，

约束效应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1

3 2

4

7
5

6

w

t w
h w

t w
e

h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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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cs fy,c 

Acc fck,c

（3.2.7）

式中：fy,c

fck,c

——

——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钢材的屈服强度（N/mm2）；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内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N/mm2）；

Acs、Acc ——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钢材和混凝土的截面面

积（mm2）。

3.3 水平位移限值和舒适度要求

3.3.1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在风荷载作

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时不宜大于 1/350。

3.3.2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在多遇地震

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时不宜大于 1/300，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按弹塑性方法计

算时不宜大于 1/80。

3.3.3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应具有适宜的舒适度。风振舒适度验算和楼盖结构

舒适度验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

有关规定。

3.4 抗震等级

3.4.1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的规定确定，抗震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有

关规定。

3.4.2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应根据设防分类、设防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

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满足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辊压钢板

组合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3.4.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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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丙类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抗震等级

抗震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

6 度 7 度 8 度

高度（m） ≤80 ＞80 ≤24 25～
80 ＞80 ≤24 25～

80 ＞80
辊压钢板组

合墙结构
辊压钢板组

合墙
四 四 三 三 二

钢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
钢框架-辊压

钢板组合墙

结构
辊压钢板组

合墙
四 四 三 三 二

高度（m） ≤150 ＞150 ≤130 ＞130 ≤100 ＞100

钢框架 三 二 二 — — —
钢框架-辊压

钢板组合墙

核心筒结构
辊压钢板组

合墙核心筒
三 三 二 二 —

注：本标准中“一、二、三、四”指抗震等级为一、二、三、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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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计算分析

4.1 一般规定

4.1.1 荷载、地震作用及荷载效应组合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

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有关规定。

4.1.2 在竖向荷载、风荷载以及多遇地震作用下，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内力

和变形可采用弹性方法计算；罕遇地震作用下，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弹塑性

变形可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或静力弹塑性分析法计算。

4.1.3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进行内力和变形计算时，可假定楼盖平面内为无限

刚性，设计时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楼盖平面内的整体刚度。当楼盖可能产生

较明显的面内变形时，计算时应采用楼盖平面内的实际刚度，考虑楼盖的面

内变形的影响。

4.1.4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应进行整体作用效应分析，并应对结构中受力复杂

部位进一步深入分析；辊压钢板组合结构计算中不应计入非结构构件对结构

承载力和刚度的有利作用。

4.1.5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乙类和丙类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表 4.1.5 的规

定。对于甲类建筑，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6～8 度时宜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

度后符合本表规定，9 度时应专门研究；对于平面和竖向不规则的结构，宜按

表中高度适当降低；对于超过表内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

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表 4.1.5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m）

抗震设防烈度

8 度结构体系

6、7 度（0.10g） 7 度（0.15g）
0.20g 0.30g

辊压钢板组合墙结构

钢框架-辊压钢板组合墙结构

160 140 120 100

钢框架-辊压钢板组合墙核心

筒结构
220 190 15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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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如电梯机房、水箱、

构架等）。

4.1.6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宽比不宜超过表 4.1.6 的规定。

表 4.1.6 辊压钢板组合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宽比

结构类型 6 度 7 度 8 度

辊压钢板组合墙结构

钢框架-辊压钢板组合墙结构

7 6 5

钢框架-辊压钢板组合墙核心筒结构 7 7 6

注：计算高宽比的高度一般从室外地面算起。

4.2 计算指标

4.2.1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截面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sc,c  1.18+0.85c  fc,c （4.2.1）

式中：fsc,c ——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组合截面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2）；

fc,c ——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内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ξc ——

（N/mm2）；

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的约束效应系数设计值， 按式

（3.2.7）计算。

4.2.2 辊压钢板组合墙截面的等效弹性抗压刚度宜按下式计算：

Esc  Asc  Ecs  Acs  Ecc  Acc  Ews  Aws  Ewc  Awc （4.2.2）

式中：Esc —— 辊压钢板组合墙组合截面的轴心受压弹性模量（N/mm2）；

Asc —— 辊压钢板组合墙的组合截面面积（mm2），

Ecs、Ecc ——

Asc=Acs+Acc+Aws+Awc；

分别为钢管混凝土边缘构件中钢材和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N/mm2），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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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

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27064066044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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