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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犀I真盖和紧身封闭技术规范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采用金属材料的电站锅如屋事益和紧身封闭结构的材料选用、设计、制作、包装贮
运、安装的原则和方法3 电厂其他结才司等可参照本规范筑行。飞

本规范适用于金属材料的道主占锅炉屋顶盏和紧身封闭结构
安装。 / 
2 规撞性引用丈f牛／

下列文件对于重革与毛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p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如牛9 俱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辉的号11'：文件9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GB/T700 藏蒙辅句钢
GB/T 702 蜗立翻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厅 122&J ；翻结构用高强度大＋岛守

GB/T 口2＃占钢如构用高强度大
GB/T 123轧钢错构用高强度垫

GB/T 1231t~；立钢结构用高强度大
GB/T 159~P=11最合金高强度结构
GB/T 309址：紧固件机械性能
GB/T 3099" ~l川紧固件机械性自
GB/T 3632：♂赞结构用扭剪型高
GB/T 5282 ；；卉槽垂头自攻螺钉
GB/T 5283 持有革提头自攻螺钉
GB/T 5284 竞梅毒扭头自攻螺钉
GB／丁绍85 六角1号哥哥螺钉
GB/T 5780 六角头乱螺栓、马C 级
GB/T 5782 六角头螺栓 v飞飞
GB/T 6725 冷弯型钢通思技术要若是＂－，，，协♂、~－＜＜~－；＂＇ ,£?' P' 

GB/T 8478 铝合金门窗飞飞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乒叫~＇＜＂＂~抖俨～
GB/T 12615.1 封闭型平圆头抽芯哪钉 11 级
GB厅 12615.2 封闭型平圆头抽芯娜钉 30 级

GB厅 12615.3 封闭型平圆头抽芯胡钉 06 级

GB厅 12615 固4 封闭型平圆头抽芯娜钉到级

GB/T 12616.1 封闭型沉头抽芯例钉 11 级

GB/T 12617.1 开口型沉头抽芯胡钉 10、 11 级

GB/T 126172 开口型沉头抽芯锵钉 30 级

GB/T 12617.3 开口型沉头抽芯哪钉 12 级

GB/T 12617圄4 开口型沉头抽芯佛钉 5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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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617.5 开口型沉头抽芯钢钉 20、 21 、 22 级
GB/T 12618.1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锵钉 10、 11 级

GB/T 12618.2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哪钉 30 级
GB/T 12618.3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哪钉 12 级
GB厅 12618.4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哪钉 51 级
GB/T 12618.5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哪钉 20、 21 、 22 级
GB/T 12618.6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哪钉 40、 41 级

GB/T 12755 建筑用压型钢板
GB/T 15856.1 十字槽盘头自钻自攻螺钉
GB/T 15856.2 十字槽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GB/T 15856.3 十字槽半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GB/T 15856.4 六角法兰面自钻自攻螺钉
GB/T 17795 建筑绝热用玻璃棉制品

GB/T 19686 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

GB/T 22395 锅炉钢结构设计规范
GB/T23932 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

GB/T 28887 建筑用塑钢窗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8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61 钢结构焊接规范
NB/T47043 锅炉钢结构制造技术规范

NB/T47055 锅炉涂装和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G/T 144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构件
JG/T 186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玻璃钢〉窗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锅炉屋顶盖 roof of boiler 

布置在锅炉顶部，具有通风、防雨、保温等功能且不承担锅炉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围护结构，含
彩铜板、模条、支撑结构等。

3.1.2 锅炉紧身封闭 siding of boiler 

布置在锅炉四周，具有通风、防雨、保温等功能且不承担锅炉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围护结构，含
彩铜板、墙梁、托架等。

3.1.3 喇叭形焊缝 flare groove welds 

连接圆角与圆角或圆角与平板间隙处的焊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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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符号

3.2.1 作用及作用鼓应

B 双力矩p 压型钢板波距；

F 一一集中荷载；

也 构件的重力荷载标准值；

M 一－截面所承受的最大弯矩；

Mx、 My 一一由水平荷载和坚向荷载产生的对截面主轴 x轴和主轴y轴的弯矩设计值；

N 一一轴压力；

Ni 一个连接件所承受的拉力；

Nv 一－一个连接件所承受的剪力；

p 一一集中荷载产生的作用于面板计算模型上的集中力；

PEK 一一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R →一支座反力p 掏件承载力设计值？螺钉群体效应折喊系数；

s 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EK →一一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

SaE 一一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SGK 一一永久重力荷载效应标准值；

Sore 可变重力荷载效应标准值；

SWK 一一风荷载效应标准值；

v 一一剪力；

瓦，max＇鸟，由且 由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产生的截面主轴 x轴和主轴y轴方向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g 一一板面均布荷载：

p 一一由板面均布荷载产生的作用于面板计算模型上的钱均布力；极面荷载标准值；

单跨夹芯板的抗弯承载力；

qre 沿板宽方向的均布荷载。

计算指挥

E 一一钢材的弹性模量；

G 一一钢材的剪切模量；

A布 一一压型钢板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N: 一一→个自攻螺钉或射钉的抗拉承载力设计值；

N! 一一一个连接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Rw 压型钢板腹板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Vu 压型铜板腹板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f 一一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p 挠度：

fcw 、万、 fvw→一对接焊缝的抗压、抗拉和抗剪强度设计值；

hw →一角焊缝的抗压、抗拉和抗剪强度设计值；

fy 一→一钢材的屈服强度；

p －一－质量密度；

σ －一～正应力；

T 一一剪应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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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一一一剪切屈曲临界应力。

3.2.3 几何参数

A 一一毛截面面积，芯材的截面面积；

Ad 一一下铜板的截面面积：

Aen 一一有效净截面面积：

Ar 一一－实腹式横梁被支撑翼缘的截面面积；

Au 一－上铜板的截面面积；

D 一一－芯材厚度：

H 一一支座的高度：

I 一一毛截面惯性矩，上下金属面对中和轴的惯性矩；

Ls 一一－支座长度；

L。 一一金属复合夹芯板跨度：

w 一一毛截面模量，金属复合夹芯板宽度：

吭 一一有效截面模量；

Wex, W今一一分别为对主轴 x 轴和主轴 y 轴的有效截面模量（对冷弯薄壁型钢）或毛截面模量

（对热轧型钢）：

民町、民ny 一一对主轴x轴和主轴y轴的有效净截面模量（对冷弯薄壁型钢）或净截面模量（对热

轧型钢）；

Ww 一一与弯矩引起的应力同一验算点处的毛截面扇性截面模量：

吭 一一对x轴的截面模量：

bo 一书面的计算宽度（或高度）：

d 一一自攻螺钉的公称直径，钢板厚度；

dr 一一作用标准组合下构件的挠度值；

dr.lirn 一一－构件挠度容许值；

do 一一自攻螺钉连接的板件上的预制孔径：
h 一一书面或板件的高度；

ho 一一－截面的计算高度（或宽度）：

!!h 一一屋面板上铜板形心轴到底面位置距离；

l、 L 一一长度或跨度，侧向支撑点间的距离；

le 一一支座处的支撑长度：

lo 一一计算长度；

t 一一腹板厚度，支座等效厚度，墙梁壁厚，较薄板的厚度；

民 一一被连接板的总厚度：
儿 一一夺了杆的圆柱状螺纹部分钻入基材中的深度；

向 一一支座腹板最小厚度，较厚板的厚度；

t2 一一支座腹板最大厚度：

θ 一一夹角，腹板倾角；

λ 一一长细比。

3.2.4 计算系数

K 一一剪应力不均匀系数；

Ri 、 Rz、匙、 R4一一计算系数：

α 一一一线膨胀系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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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一一局部受压承载力设计值系数：

n1 一一螺钉个数：

购 一一可变重力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附 一一风荷载作用效应的组合值系数；

也皿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β 一一剪力分配系数；

βE 一一地震作用动力放大系数：

rG →一永久重力荷载分工顶

rQ 一一可变重1).

rw 一一讯赶嚣吩项

rE 一－~集作用给藏絮数；

y。 一南理事拼重要性系数；

ψ f茧嚣邮费是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伊K A盘暂的整体稳定系数；
T/ f 略7折算系数：

μ 豆豆苦登一计算长度系数。

4.1 钢材选

a）用于非用顶盖及紧姻问醒醒噩噩哥哥 700 规定的 Q2'5呻 GB厅肌规定的
Q34 

b）用于羁矗结构的钢材应具有？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噩墨西民点和硫、磷的雄限含麓的合格保证，对焊

接结在萨罐具有碳含量的合噩噩踵噩噩噩噩噩噩噩噩酷l及重要的非焊接承露结构采用的钢材还应
具有、

4.2 钢材的强

进行取值。

4.3 钢材的物理

／吉E 吨，：~G I :z如／ I m；！~p 
凡有划。3 I _.../'12× 10~ I 

4.4 
合但IT 12755，基板与涂层板均可直军
学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金属复合夹芯板应符合 GB/T23932，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2 热镀铸、热镀铝辞基板的力学性能

断后伸长率
% 

结构钢强度级别
上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Nlmm' 
N/mm2 

?: 
N/mm2 

主，r>

气f> 公称厚度
mm 

运0.7 >0.7 

250 250 330 17 1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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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 ’「

断后伸长率
% 

结构钢强度级别
上屈服强度 抗拉强度

N/mm三
N!mm' 

:::::: 
N/mm2 

:::::: 

>/ 公称厚度
mm 

运0.7 >0.7 

280 280 360 16 18 

320 320 390 15 17 

350 350 420 14 16 
~ 

550 550 560 

表 3 金属复合夹芯板主要性能指标

指 标

项目 硬脂聚氨醋 岩棉、矿渣棉 玻璃棉
夹芯板 夹芯板 夹芯板

传热系数
:::;;o.45 主三0.85 运0.90

WI Cm2 • K) 

薪结强度
二：：： 0.10 二0::0.06 二三0.03

N/mm2 

金属面材厚度 彩色涂层钢板基板不小于 0.4mm，压型钢板不小于 0.5mm

芯材密度
二三38 二：：： 100 王三64

kg/m 

剥离性能 载结在金属面材上的芯材应均匀分布，并且每个剥离面的教结面积不小于 85%

芯材燃烧性能按 GB 8624 的有关规定分级。
防火性能 岩棉、矿渣棉夹芯板，当夹芯板厚度小子或等于 80mm 时，耐火极限应大于或等于 3伽血；当

夹芯板厚度大于 80mm 时，耐火极限应大于或等于 60min

4.5 配套使用的铝合金窗、塑料窗、玻璃钢窗等应分别符合 GB/T 8478 、 GB/T 28887 和 JG/T 186 等的

规定。

4.6 焊缝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4和表 5 选用。焊缝质量等级应符合 GB 50661 的规定。

表 4 热轧钢材的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单位： N/mni2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 角焊缝

焊接方法和焊条型号 抗压强度
焊缝质量为下列等级时，

抗剪强度
抗拉强度、

牌号
厚度或直径 抗拉强度／，w 抗压强度和

mm fcw fvw 
抗剪强度 ftw

一级、二级 三级

自动焊、半自动焊、 运16 215 215 185 125 160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 Q235 

E43××型焊条的手工焊 17~ 40 205 205 175 120 160 

自动焊、半自动焊、 运16 310 310 265 180 200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 Q345 

E50××型焊条的手工焊 17~ 40 295 295 250 170 200 

注 l：厚度小于 16mm 的铜板采用高频电阻焊，在焊接质量达到－级、二级标准并经过拉力试验验证后，其焊接接
头的强度设计值可以参照对接焊缝的强度设计值确定。

注 2：对接焊缝在受压区的强度设计值取g ，在受拉区的强度设计值取／，w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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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冷弯薄壁型钢钢材的焊缝强度设计值 单位： N/mm2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 角焊缝

牌号
抗压强度 焊缝质量为下列等级时，抗拉强度 J.w 抗剪强度 抗拉强度、抗压强度和

few 
一级、二级 三级 f了 抗剪强度 Jrw

Q235 205 205 175 120 140 

Q345 300 300 255 175 195 

注：当 Q235 钢与 Q345 钢对接焊接时，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应按本表中 Q235 钢的数值采用。

4.7 普通螺栓应符合 GB/T 5782 和 GB/T 5780 的规定，其机械性能应符合 GB/T 3098.1 的规定。

4.8 高强度螺栓应符合 GB/T 1228、 GB/T 1229 、 GB/T 1230、 GB/T 1231 或 GB/T 3632 的规定。

4.9 抽芯佛钉的材料应采用 GB/T 702 中规定的 BL2 或 BL3 号钢，同时应符合 GB/T 12615.1～4、

GB/T 12616.1 、 GB/T 12617.1～5 或 GB1T 12618.1～6 的规定。

4.10 自攻螺钉应符合 GB/T 15856.1～4、 GB/T 3098.11 或 GB/T 5282~ GB/T 5285 的规定。

4.11 结构用黠胶、胶带、硅胶、防潮膜等薪结密封材料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12 用于锅炉屋顶盖及紧身封闭的保温材料一般采用纤维保温材料，纤维保温材料应符合 GB/T

17795 和 GB/T 19686 的规定。

5 设计原则

5.1 一般规定

5.1.1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5.1.2 锅炉屋顶盖及紧身封闭应按围护结构进行设计，并应具有规定的承载能力、刚度、稳定性和变

形协调能力，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5.1.3 锅炉屋顶盖及紧身封闭应进行重力荷载、风荷载、雪荷载等作用计算分析：抗震设计时，应考虑

地震作用的影响，并采取适宜的构造措施。当温度作用不可忽略时，结构设计应考虑温度效应的影响。

5.1.4 除另有规定外，锅炉屋顶盖及紧身封闭的结构重要’性系数几＝1 。

5.1.5 结构构件的强度应按净截面计算；稳定性应按毛截面计算；变形和各种稳定系数除有规定者外

均可按毛截面计算。

5.2 作用及组合

5.2.1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必要时尚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偶然组

合，采用荷载设计值和强度设计值进行计算。荷载设计值等于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强度设

计值等于材料强度标准值除以抗力分项系数。

5.2.2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

5.2.3 设计支撑结构、攘条和墙粱时，应考虑由于风吸力作用引起构件内力变化的不利影响，此时永
久荷载的荷载分项系数应取 1.0 。
5.2.4 结构构件应按下列规定验算承载力和挠度：

a）承载力应符合式（ 1) 要求：

式中 z

s 一一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 一一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y。一一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

roS三R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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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荷载作用方向上，挠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6击运d王Jim

式中：

dr 一一作用标准组合下构件的挠度值：

dr.lim 一一构件挠度容许值。

(2) 

5.2.5 设计轻型屋面的压型铜板、金属复合夹芯板和模条时，按不上人屋面考虑，不上人屋面的均布

活荷载标准值（按投影面积计算）取 0.5kN/m2：设计支撑轻屋面的构件或结构时（支撑结构、刚架

等），当仅承受一个可变荷载且受荷水平投影面积超过 60m2 时，屋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可取为
0.3kN/m2 。

5.2.6 设计屋面板和模条时，尚应考虑施工及检修集中荷载，其标准值应取1.0kN 且作用在结构最不利

位置上；当施工荷载有可能超过上述荷载时，应按实际情况采用。

5.2.7 面板、直接连接面板的支撑构件（包含模条）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 GB 50009 围护结构的有关规

定计算确定。

5.2.8 锅炉屋顶盖及紧身封闭的雪荷载、施工检修荷载应按 GB 50009 的规定采用。

5.2.9 与面板直接连接的支撑结构构件，作用于水平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式 (3 ）计算。

PEK=f3E他且马 (3) 

式中：

PEK 一一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kN;

卢E 一一地震作用动力放大系数，可取 5.0;

他剧一一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符合 5.2.10 的规定；

4 一一构件（包括面板和框架）的重力荷载标准值，剧。

5.2.10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6 采用。

表 6 水平地震影晌系数最大值

地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8 度 9度

α田血 0.04 0.08 (0.12) 0.16 (0.24) 0.32 

注： 7 度、 8 度时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和 0.30g 的地区。

5.2.11 面板及与其直接相连接的结构构件按极限状态设计时，当作用和作用效应按线性关系考虑时，

其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8 

a）无地震作用组合效应时，应按式（4）进行计算：

S = YGSGK +lj/QyQSQK +lf/wYwSWK (4) 

b）有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时，应按式（引进行计算：

S=rGSGE +rESEK +lf/wrwSWK (5) 

式中：

s 一一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oK 一一永久重力荷载效应标准值：
SaE 一一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取值应符合 GB 50011 的规定；

SQK 一一可变重力荷载效应标准值：

SWK一一风荷载效应标准值；
SEK 一一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

YG 一一永久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YQ 一一可变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占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Yw 一一风荷载分项系数：

YE 一一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lf/w －一一风荷载作用效应的组合值系数：

lf/Q 一一可变重力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DL IT 1905 - 2018 

5.2.12 进行构件的承载力设计时，作用分项系数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a）一般情况下，永久重力荷载、可变重力荷载、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岛、 YQ 、 Yw 、

YE 应分别取 1.2 、 1.4, 1.4, 1.3；当支撑结构不与锅炉构架一同进行抗震计算时，地震作用应

乘以放大系数，此时放大系数

b）当永久重力荷载的效应

c）当永久重力荷载的混厦对构
5.2.13 可变作用的组合

a）无地震作用直

b) 

5.3.1 锅炉

5.3.2 锅炉屋顶盖
用相应的压型钢板板

5.3.3 压型钢板采用咬
度不宜小于 5%。

5.3.4 锅炉屋顶盖及紧身封闭的

5.4 排水设计

值系 lf/w ，应取 1.0，此时可变重力

悖电肘，其组合值系数 lf/Q 应取

起控制作用时，风荷载

结构

能、屋面坡度等情况，采

5.4.1 屋顶盖排水可分为有组织排水和无组织排水。有组织排水时宜采用雨水收集系统。通常锅炉、
脱硝、侧煤仓、炉前、炉侧公共跨屋顶盖等应采用有组织排水，并设计相应的雨水收集系统。电梯
井、楼梯间、司水小室屋顶盖、燃烧器防雨篷等可采用无组织排水。

5.4.2 屋顶盖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5.4.3 采用有组织排水时，屋顶盖每个汇水面积内，雨水排水管不宜少于 2 根：雨水口和落水管的位
置，应根据锅炉造型和屋顶盖汇水情况等因素确定。

5.4.4 严寒地区应采用内排水，寒冷地区宜采用内排水。
5.4.5 当采用天沟排水时，金属天沟纵向坡度宜为 0.5% 。

9 



DL/T1叫一2川

5.5 最小壁厚

除本规范各章另有规定外，用于攘条、墙梁的冷弯薄壁型钢的壁厚不宜小于 1.5mm；用于框架

梁、柱构件的冷弯薄壁型钢的壁厚不宜小于 2mm，热轧或焊接型钢的壁厚不宜小于 3mm。

5.6 折；戚系数

计算下列情况时，各类材料强度设计值均应乘以相应的折减系数：

a）单面连接的角钢：

按轴心受力计算强度和连接时 0.85; 

按轴1L.1受压计算稳定性时：

等边角钢 0.6+0.0015...1.，但不大于 1.0;

短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 0.5+0.002日，但不大于 1.0;

长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 0.70 。

其中， λ 为长细比，对中间无联系的单角钢压杆，应按最小回转半径计算确定。当 A.<20 时，

取 A.=20o

b）无垫板的单面对接焊缝 0.850 

c）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缝 0.90 。

d）两构件采用搭接连接或其间填有垫板的连接及单盖板的不对称连接 0.90 。

当以上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相应的折减系数应连乘。

5.7 结构变形的规定

5.7.1 计算钢结构变形时，可不考虑螺栓孔引起的截面削弱。
5.7.2 受弯构件的挠度不宜超过表 8 中所列的容许值。

表 8 受弯构件挠度容许值

项次 构件类型

支撑结构盖梁和支撑结构
仅支撑压型钢板屋面和冷弯型钢穰条
有起吊装置或支撑通风器及消声器

坚向挠度
模条
仅支撑压型钢板屋面

压型钢板屋面

墙架构件
水平挠度 支柱

压型铜板墙面的横梁

注： L 为受弯构件的跨度（对悬臂梁和伸臂梁为悬伸长度的 2 倍）。

6 压型钢板及夹芯板

6.1 一般要求

构件挠度限值

L/180 
L/400 

L/150 

L/150 

L/400 
L/150 

6.1.1 锅炉屋顶盖及紧身封闭用压型钢板及金属复合夹芯板设计应满足承载力、保温、防水、抗风及

整体连接等功能要求。

6.1.2 屋顶盖压型钢板宜采用紧固件隐藏的咬合板或扣合板，当采用紧固件外露的搭接板时，其搭接

板边形状宜形成防水空腔式构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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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坚向墙面板宜采用紧固件外露式的搭接板，横向墙面板宜采用紧固件隐藏式的搭接板。
6.1.4 泛水板、包角等配件宜选用与压型板相同材质、使用寿命相近的金属材料。

6.2 压型钢板的计算

6.2.1 在一个波距的面板上作用集中荷载F ［如图 l a）所示］时，可按集中荷载F折算成沿板宽方向

的均布荷载 q,e ［如图 l b）所示］，并按 q,e 进行单个波距的有效截面的受弯计算。
F 

q,. ＝ ηE (6) 

式中：

F一一集中荷载， N;

B一一波距， mm;

η一一折算系数，由试验确定；无试验依据时，可取 0.5o

「斗L「 「千「
a）集中荷载面板 b）均布荷载面板

图 1 集中荷载下犀面面板的简化计算模型

6.2.2 压型铜板的强度可取一个波距的有效截面，以模条或支座为梁的支座，按受弯构件进行计算。

2主ζ1
M u 

Mu ＝眨f

(7) 

(8) 

式中：

M 一一截面所承受的最大弯矩设计值，可按图 2 的面板计算模型求得， N•mm;

Mu一一截面的抗弯承载力设计值， N•mm;

民一一有效截面模量，应按 GB 50018 的规定计算。

4 丁Q二吉 子广于寸

今 l 牛↑↑牛 l 牛
说明：

P一一集中荷载产生的作用于面板计算模型上的集中力；

B一一波距， mm;

g 一一板面均布荷载， N/mm2;

p 一一由 g产生的作用于面板计算模型上的线均布力， N/mm;

l 一一跨距， mm.

图 2 屋面面板的强度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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