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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由短肢剪力墙组成的多种结构形式的内力、位移等力学特征，提出一种合理的结构形

式，该结构既满足了墙肢截面弯矩不至过大，又保证了连梁截面高度不至过高的特点，且具有较好的力学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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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zes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l forces and displacements for various short shear
wall structures, and proposes a reasonable short-pier shear wall structure. The shear wall structure ensures not only little
bending moment but also low height of the coupling beam, which has bett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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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短肢剪力墙是由我国提出的一种结构形式，该

结构自重轻，且克服了普通框架露梁露柱的缺点，

提高了结构空间布置的灵活性。由于短肢剪力墙多

样，且各种结构形式力学性能差异较大，因此，通

过变换其影响因素，分析其力学特征，寻找一种较

合理的结构形式尤为重要。目前，工程领域对短肢

剪力墙的研究较多[1- 4]， 瀼程文 等人[4]采用整体性参

数 和肢强系数 Z来区分各种结构形式，并分析了整
体小开口墙，联肢墙和壁式框架 3 种常见形式的结
构性能。

本文结合短肢剪力墙的定义 [ 5 ]，通过调整整

体参数 和肢强系数 Z来分析联肢剪力墙结构、壁
式框架结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结构形式的力学性

能。分析结果表明，满足： ，＜10，
（其中，hw

为墙肢截面高度，bw
为墙肢截面

宽度，T表示墙肢矩系数，I表示剪力墙对组合截面
形心的惯性矩，IA

表示各墙肢截面积对组合截面形

心的面积 2 次矩之和）的结构为短肢剪力墙的合理
结构形式。

1 几种结构形式的力学特征

利用MATLAB, ANSYS等软件来分析以下3种结构
形式的力学特征[6-8]。图1为倒三角荷载q=1 000 N/m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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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的12层结构。取bw=200 mm，hw=1 200 mm，层高

h=3 000 mm，墙肢净距 a0=6 000 mm，连梁截面宽度

bb=200 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

1.1 联肢剪力墙结构

根据定义可知，满足 ，且 ＜1 0，
，可得连梁高度 hb

≤ 544.1 mm。因梁截

面高度常用范围为 ~ ，其中 l 0
为计算跨度，

因此，取连梁高度hb=500 mm。此时，=4.609 5，T=
0.990 8，Z=0.992 0，满足 T<Z。此结构的力学特征如
图 2所示。

由图 2可以看出，联肢剪力墙结构中各墙肢仍具
有短肢剪力墙的特征，各楼层未出现反弯点，各层

轴力变化均匀，剪力沿楼层无突变，结构整体侧移

较明显，整片墙肢成弯剪型分布，结构以弯曲破坏

为主。

1.2 壁式框架结构

根据定义可知，满足 ，且 ＞ 1 0，

，可得 hb
＞ 834.1。取 hb=850 mm，则 =

10.494 0，T=0.990 8，Z=0.955 9，满足T>Z。此结构的
力学特征如图 3所示。

 

图1 剪力墙结构受力图

Fig. 1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hear wall

a）弯矩图

b）轴力图

c）剪力图

d）位移图

图2 联肢剪力墙结构力学特征

Fig.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upled shear wall

a）弯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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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以看出，壁式框架结构各楼层均出现
反弯点，在各楼层间的轴力有明显突变，剪力沿楼

层的变化较均匀，整片墙肢成弯剪型分布，结构侧

移较小，结构以剪切破坏为主，明显具有框架结构

特征。

1.3 满足 ＜10，T＞ Z的新结构
根据 ＜10，T > Z，可得 hb>544.1 mm，取hb=550

mm。因为此结构在倒三角形荷载作用下的内力、位
移尚无专门计算公式，故采用ANSYS软件建立结构
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b）轴力图

c）剪力图

d）位移图
图3 壁式框架结构力学特征

Fig.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all-frame

a）弯矩图

b）轴力图

d）位移图
图4 新结构力学特征

Fig. 4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new structure

c）剪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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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可知，该结构部分楼层均出现反弯点，在
各楼层间轴力有突变，剪力沿楼层有突变，整片墙

肢成弯剪型分布，整体侧移较小，结构受力性能介

于联肢剪力墙结构和壁式框架结构之间。

2 结论

1）联肢墙结构中，当墙肢肢距一定时，随连梁
截面高度加大，结构整体性增强，水平侧移和墙肢

弯距减小；当墙肢肢距增大时，结构整体性减小，水

平侧移增大。

2）壁式框架结构中，当墙肢肢距一定时，随连
梁截面高度加大，结构整体性加强，水平侧移和墙

肢弯距减小；当墙肢肢距增大时，结构整体性减小，

水平侧移增大。水平侧移明显小于联肢墙结构，各

层墙肢均出现反弯点，整体性较强。

3）满足 ＜ 10，T＞ Z的新结构中，当墙肢肢距
一定时，随连梁截面高度的加大，结构整体性增强，

水平侧移和墙肢弯距减小；当墙肢肢距增大时，结

构整体性减小。各层最大墙肢弯矩、侧移与联肢剪

力墙相比明显减小，大多数楼层出现反弯点，且结

构整体性较强。连梁的截面高度与壁式框架结构相

比减小明显，较多楼层出现反弯点，由于结构水平

侧移显著增加，结构整体性弱于壁式框架。

满足 ＜ 10，T＞ Z的短肢剪力墙结构，既降低
了墙肢截面弯矩，又弥补了连梁截面高度过大的不

足，其力学性能介于联肢剪力墙与壁式框架结构之

间，是受力性能较合理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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