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精品课程

钢结构设计原理

格构式轴心受压
构件截面设计

主讲 ：李海云

轴心受力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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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构式受压柱的组成

格构柱缀材布置轴心受压格构柱常用截面

1. 格构式柱的截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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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构式受压柱的组成
2. 格构式柱的分类

格构柱
缀条格构柱

缀板格构柱

在构件截面上穿过分肢腹板的轴叫“实轴”（通常用y轴表
示），穿过缀材平面的轴叫“虚轴”（通常用x轴表示）。

单虚轴 双虚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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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构式轴心受压柱的整体稳定

（1）对实轴（y-y轴）的整体稳定

绕实轴发生弯曲屈曲的情况同实腹式构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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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虚轴（x-x轴）的整体稳定

绕虚轴发生弯曲屈曲时，横向剪力由缀材承担，剪切变
形较大，产生较大的附加变形，会降低构件的临界力。

注意：求 用 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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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构式轴心受压柱的整体稳定

缀条柱

缀板柱

GB50017规定，双肢格构式构件对虚轴的换算长细比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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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构件对虚轴（x轴）的长细比
x

—整个构件的横截面毛面积A
—构件截面中垂直于x轴的各斜缀条的毛截面面积之和

1xA

—单肢对平行于x轴的自身形心轴的长细比，其计算长度取：
焊接时，为相邻两缀板的净距离；螺栓连接时，为相邻两缀
板边缘螺栓的距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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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构式轴心受压柱的分肢的稳定性

➢ 分肢在缀材节点之间是一个单独的实腹式受压构件

➢ 分肢截面的类别（c类）可能比整体截面的类别低（b类）

➢ 构件在弯曲状态下会使分肢产生附加弯矩和剪力

➢ 保证各分肢不先于构件整体失稳

缀条柱的分肢长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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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板柱的分肢长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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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材设计

（1） 格构式轴心受压柱的剪力

截面任一点的弯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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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材设计

截面任一点的剪力为：

截面最大剪力在杆件两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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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中点的挠度可由边缘纤维屈服准则导出。当截面边
缘最大应力达到屈服强度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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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方便，经简化计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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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材设计

（2） 缀条设计

➢ 缀条内力计算

一个斜缀条的轴力Nt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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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  ——分配到一个缀材面上的剪力;

n  ——一个缀材面承受剪力的斜缀条数。单系缀条时，n=1；
交叉缀条时，n＝2 ；

—— 缀条与横向剪力的夹角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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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材设计

➢斜缀条按轴心压杆设计

构件失稳时的方向可能向左或向右，横向剪力的方向也

会随之改变，导致斜缀条可能受拉或受压。

 =150容许长细比：

➢斜缀条采用角钢时应进行强度折减

斜缀条一般采用单角钢，单角钢只有一个边与分肢相连，

受力存在偏心。

➢横缀条设计

横缀条主要用来减小肢件的计算长度，其截面可取与斜

缀条相同，或按 确定。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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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材设计

（3） 缀板设计

➢ 缀板内力计算

1）缀板与柱肢组成单跨多层平面刚架体系；

2）假定受力弯曲时，反弯点分布在各段分肢和缀板的中点。

缀板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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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材设计
由内力平衡，可得缀板内力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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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板计算简图 连接焊缝计算简图



网络精品课程

缀材设计
➢ 缀板构造

1) 纵向高度hp≥2a/3，厚度 tp ≥a/40，且大于6mm。

2) 端缀板宜适当加宽，取hp ≈a。

3) 同一截面处两侧缀板线刚度之和不得小于一个分肢线刚度

的6倍。

4) 缀板与分肢间的搭接长度一般取20-30mm。

缀板尺寸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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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材设计
➢ 柱的横隔

横隔示意图

设置横隔的目的：提高抗扭刚度、保证运输和安装过程中截
面几何形状不变、传递必要的内力。
横隔的位置：受有较大水平力处、每个运送单元的两端、较
长构件的中间。
横隔的间距：不得大于构件截面较大宽度的9倍或8m。

横隔的做法：可用钢板或交叉角钢做成。



网络精品课程

结语

格构式轴心受压柱的截面形式及分类

格构式轴心受压柱的整体稳定计算

格构式轴心受压柱的缀材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