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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最小配筋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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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sic structure measure problems in the revision of Code for design of concrete structure were described，

mainly including: the principle of identifying the expansion joints spacing，the adjustment of thickness of concrete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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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造问题的重要性

1. 1 混凝土结构的构造问题

混凝土结构设计除应进行结构方案、内力分析、
截面计算以外，还必须满足构造要求。构造问题解

决构件中钢筋的合理配置，使其能够达到计算需要

的承载受力状态;同时还解决构件之间的连接构造，

使连接部位( 节点) 具有足够的承载受力性能，能够

达到内力分析中该处所必须的传递内力的能力，并

具备必要的变形及裂缝控制性能。
1. 2 构造问题的重要性

构造问题一般都不采取计算的形式，而多表达

为根据具体条件确定的构造措施。这种做法使很多

设计者对构造问题比较轻视，不去深究其中的机理

和条件，不能准确灵活地掌握和应用，而只生搬硬套

地机械执行，甚至加以忽略。这种做法十分有害。
构造问题是结构和构件承载受力的基本条件。

如果不能满足，则结构分析和截面设计中的基本假

定和计算简图就根本不能成立，设计出来的结构安

全度就会大成问题。尤其是构件之间的连接构造措

施，如果得不 到 保 证，轻 则 发 生 超 过 允 许 限 值 的 变

形、裂缝，重则达不到承载力要求，甚至造成构件解

体、结构倒塌的严重后果。事故分析和灾害调查屡

屡证实了这一点，应当引起设计人员的重视。

1. 3 基本构造的内容

构造问题分为两类:基本构造规定及各类构件

的构造措 施。前 一 类 解 决 有 关 构 造 的 共 性 技 术 问

题，包括伸缩缝的设置、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受力

钢筋的锚固与连接、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后一类

针对板、梁、柱、墙等具体构件，根据其受力特点分别

提出了相应的构造要求。这类措施都是经过试验研

究探讨、工程经验总结甚至事故原因分析而归纳总

结得到的。尽管不一定需要复杂的计算，但对于结

构安全却是至关重要的。
1. 4 修订规范的原则

本次规范修订基本保持了 2002 年 版 规 范 的 内

容，只是根据近年来的科研探索、技术发展、工程经

验和事故灾害调查，对原内容加以补充和拓展，在某

些方面适当加严了构造措施的要求，以继续提高结

构的安全度水平。下面介绍基本构造规定的修订情

况，而对各类构件的构造措施，则因改动不大且过于

繁琐，不再在文中阐述。
2 混凝土结构的设缝问题

2. 1 结构缝的概念

体形庞大、复杂的混凝土结构往住要分解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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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单元，这种分割结构的间隙称为“结构缝”。从所

起的作用和功能而言，结构缝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七

类:1) 膨胀缝:分割超静定结构，减小因膨胀造成约

束应力积累 而 引 起 不 利 间 接 作 用 的 缝;2) 收 缩 缝:

分割超静定结构，减小因收缩造成约束应力积累而

引起不利间接 作 用 的 缝;3) 沉 降 缝:分 割 超 静 定 结

构，减小因地基不均匀沉降而引起结构附加内力不

利影响的缝;4) 体 形 缝:分 割 形 状 复 杂 的 结 构 为 规

则平面，使结 构 的 质 量 及 刚 度 分 布 均 匀 的 缝;5) 构

造缝:为避免在结构形状突变处因质量及刚度不均

匀，引起应力集中而设置的缝;6) 防震缝:为避免结

构在地震时因互相撞击造成局部破损而设置的缝;

7) 分割缝:为避免结构在偶然作用下因局部倒塌蔓

延，而控制倒塌范围的缝。
从缝的结构形式而言，有完全将结构断开的缝;

有基础相连而仅分割地上结构的缝;有仅分割屋盖

部分的交叉式缝;有仅断开混凝土但钢筋相连而仍

具有一定 传 力 功 能 的 缝 等 等。从 形 成 缝 的 时 间 而

言，还有为消除阶段性间接作用而设置的临时性缝，

如施工 缝 ( 接 槎 )、预 制-装 配 缝、后 浇 带、引 导 ( 控

制) 缝等。我国设计人员大多缺乏有关“结构缝”的

概念，应逐步加强对结构缝的认识，结合结构方案合

理地布置结构缝，并进行结构缝的设计。
2. 2 伸缩缝的作用

从结构的受力和安全而言，大尺度的超静定结

构整体稳固性较好。但混凝土胀缩变形会在超静定

结构中引起约束应力，当结构体量较大时，这些胀缩

变形和约束应力积累过多，往往就会引起较大的次

内力和裂缝。“伸缩缝”是膨胀缝和收缩缝的合称，

其目的是避免由于结构尺度过大，约束应力过度积

累而引起间接裂缝。
混凝土结构膨胀的原因是温度上升，热源是施

工期的水化热和使用期的季节温差 ( 夏季升温) ;而

引起混凝土收 缩 的 原 因 是 施 工 期 的 凝 固 硬 化-收 缩

和使用期 的 季 节 温 差 ( 冬 季 降 温)。近 年 混 凝 土 结

构体量增大，建材工业提供的水泥具有高强、快凝、
发热大的特点，再加上推广现浇结构和商品混凝土，

以及“泵送”、“免振”等新的施工工艺，上 世 纪 末 以

来混凝土的收缩明显增加，现浇结构中引起的间接

裂缝十分普遍，以致成为用户投诉的首位。
2. 3 修订原则

其实此类由于胀缩变形引起的间接裂缝对结构

安全并无实质影响，但有可能影响使用功能( 防水、渗
漏等)，主要是从观感上给用户造成“不安全”的心理

压力，住往引起矛盾和纠纷。而为防止这类不影响安

全的“无害裂缝”，过多的经费投入并不值得。
影响间接裂缝的内外因素多，且不确定性很大，

目前很难找出定量计算方法或成熟的控制措施。为

此，本次修订基本维持原现范有关伸缩缝间距的规

定，仅将“宜”改为“可”，给设计人员更大 的 选 择 余

地。同时总结近年我国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列举

应加严或放宽伸缩缝间距的措施，供设计人员参考。
2. 4 减小伸缩缝间距的情况

柱高不大的排架结构常用作单层工业厂房。屋

盖因季节温差的胀缩变形，会引起端柱过大的水平

强迫移位而造成次内力，无保温、隔热措施时尤甚。
故应限制伸缩缝间距，控制胀缩变形引起的水平位

移的积累。
干燥、炎热而常遭暴雨影响的地区和常处于高

温作用的结构，因同样的理由应加严控制。
滑模施工的墙体( 不仅是剪力墙) 结构，整体性

很强，故约束很大，也应该加严控制。
采用泵送和免振( 自流平) 施工工艺的混凝土，

一般收缩较大;跨季节施工而结构外露时间过长;尤

其是北方地区冬季干燥、寒冷、多风的影响，都容易

发生开裂，需控制伸缩缝间距。
挑檐、雨篷等外露构件受气候影响太大，伸缩缝

间距不能按结构考虑而应减小。根据实践经验，统

一取为 12m。
2. 5 增大伸缩缝间距的措施

施加预应力可以抵消混凝土的约束拉应力，在

易开裂的部位布置构造配筋也可以改变裂缝的形态

( 细而密)。在采取此类有效的措施以后，伸缩缝间

距可以适当放大。
采取控制 材 料 的 措 施 ( 采 用 专 门 原 材 料、改 善

级配、外加剂等) 可以控制混凝土收缩，因而加大伸

缩缝间距，但实际工程效果不一，学术界和工程界对

此尚有很大的争议。故需经试验验证后方可应用。
采取控制温 差 的 措 施 ( 保 温、隔 热、散 热 等) 也

可以减小温度应力，增加伸缩缝间距。
混凝土的水化热和体积收缩都发生在混凝土凝

固早期。因此采取跳仓法浇筑、后浇带施工、布置膨

胀补偿带、妥善处理施工缝、加强早期养护等措施，

都可以有效地减小早期收缩，因而适当减小留缝间

距。但这些临时性的设缝绝不能代替伸缩缝，因为

其只起临时 性 作 用，无 法 在 使 用 期 继 续 发 挥 作 用。
对此，设计人员必须牢记。
2. 6 控制缝的作用

对约束应力引起的间接裂缝可用堵、补、导三种

手段解决。前述方法多属于“堵”，实践证明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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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纯想堵住裂缝是不可

能的。比较现实的出路是在开裂以后对可见裂缝进

行修“补”，消除其对于观感、功能和耐久性的影响。
还有一种方法是“导”，即利用设计手段在施工时削

弱结构的确定部位，利用混凝土的收缩在此形成局

部裂缝，并预先在此采取措施，消除裂缝可能带来的

不利影响。
例如超长的墙体结构可以不设伸 缩 缝，而 间 隔

10m 布置薄弱截面并预先埋入止水带。这样在浇筑

混凝土收缩后，就不会无规则地开裂，而只会在指定

截面以 10m 间距形成规则裂缝。由于预埋了止水带，

防水抗渗的问题已不存在;再加上用建筑手段掩盖裂

缝，开裂引起不利影响的问题就妥善解决了。这种采

取“预留-引导”裂缝按预定位置、预定方式出现的“控

制缝”应成为今后解决间接裂缝的有效方法之一。
3 混凝土的保护层

3. 1 混凝土保护层的作用

混凝土结构中钢筋被混凝土包裹，才形成可以

承载受力的构件。规范修订将混凝土的保护层定义

为最外层钢筋至最近构件表面的距离。保护层混凝

土的作用是握裹钢筋，通过粘结锚固作用建立起设

计所要求的应力;同时混凝土碱性的环境还隔绝了

酸性介质对 钢 筋 的 腐 蚀 ( 钝 化) ;此 外，当 火 灾 等 意

外事故发生时，还保护了钢筋免遭高温作用。
3. 2 确定保护层厚度的原则

设计中确定保护层厚度的因素有三个:纵向受

力钢筋的保 护 层 厚 度 不 得 小 于 钢 筋 直 径 ( d) ，在 此

基础上确定了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而耐久性则因

环境类别、混凝土碳化速度和使用时间，提出了最小

保护层厚度的要求;同样，结构防火也提出了类似的

要求。
过大 的 保 护 层 厚 度 会 降 低 截 面 的 有 效 高 度

(h0 ) ，直接减小构件的承载力，明显影响结构安全。
我国传统设计基本不考虑耐久性及防火，出于承载

力的要求，保护层厚度明显小于国外规定。近年基

于可持续发展及国外“五倍定律”的前车之鉴，耐久

性问题受到重视。经调查研究及试验分析，权衡各

方面的利弊，本次规范修订确定原则为:对一般构件

稍有加大，而恶劣环境的保护层厚度则大幅度增加。
3. 3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修订规范给出了不同环境类别下，最小保护层

厚度的限值。构件类型划分为杆状( 梁、柱) 及面状

( 板、墙、壳) 两类，这是因为其碳化速度和构件的重

要性不同。对强度等级规定也作了简化。表中数值

基本与 2002 年版规范相当，但最重要的变化是保护

层厚度的 取 值 由“纵 向 受 力 钢 筋”改 为“最 外 层 钢

筋”，因此实 际 上 普 遍 增 加 了 箍 筋 或 构 造 钢 筋 的 直

径;而对于恶劣环境，则保护层厚度增加更为明显。
应该注意的是:规范提供了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的要求。对于 100 年的结 构，需 乘 以 1. 4 的 系 数

加大。这是根据碳化速度推论的结果，当然还须配

合其他的耐久性措施。
3. 4 保护层厚度的调整

鉴于实际工程的复杂性，在总结实践经验并反

映试验研究及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提出，采取下列措

施时，可以适 当 减 小 保 护 层 的 厚 度:1) 构 件 表 面 如

有可靠的防护层，则其改善了可能引起混凝土材料

性能弱化的 环 境 条 件;2) 工 厂 化 生 产 的 预 制 构 件，

工艺、设备条件较好，混凝土质量能够得到保证;3)

在混凝土材料中掺加阻锈剂，对钢筋采取阴极保护

措施;4) 地 下 室 墙 体 采 取 防 水 做 法 或 防 腐 措 施;5)

基础设置垫层，从垫层顶面算起的保护层厚度可取

40mm;6) 梁、柱、墙 中 保 护 层 大 于 50mm 时，保 护 层

内加配的防裂-防 剥 落 网 片 钢 筋 的 保 护 层 厚 度 可 取

25mm，但应采取措施与受力钢筋隔绝。
4 钢筋的锚固

4. 1 钢筋锚固的机理

混凝土结构是复合材料结构，钢筋与混凝土的

粘结锚固是结构承载受力后，两者协调受力的基础。
受力钢筋只有在周围混凝土的充分握裹下，才能建

立起设计所需的应力。粘结锚固作用由界面的化学

胶结力、摩阻力、钢筋横肋与混凝土齿的咬合力，以

及钢筋端部构造的局部挤压作用所构成。直段钢筋

靠锚固长度上的咬合作用锚固;当锚固长度不足时，

还要依靠钢筋端部的机械锚固作用。
根据试验研究，影响锚固的因素很多，主要是钢

筋的强度及外形，还有握裹层混凝土的强度、保护层

厚度、握裹层内的配筋约束、锚固长度、侧向压力、筋
端构造的形式、锚筋间距等因素。但设计时前述因

素不能都有反映，只能选择主要因素作简化处理。
4. 2 钢筋的锚固长度

一般钢筋以锚固长度实现锚固。根据试验研究

结果，校准传统方法并参考国外规范，修订规范提出

了计算锚固 长 度 的 公 式。基 本 锚 固 长 度 lab 反 映 了

钢筋强度、外形、直径以及混凝土强度的影响。本次

修订淘汰了锚固性能极差的刻痕钢丝，将适用混凝

土强度等级提高到 C60，以 缩 减 高 强 混 凝 土 中 的 锚

固长度。反映锚固条件的影响，实际 的 锚 固 长 度 la
还应以基本锚固长度 lab乘修正系数 ζ a 而得。

应该强调:基本锚固长度是在最小保护层厚度、

721



建 筑 结 构 2011 年

必要的约束构造配筋条件下得出的。因此设计时应

注意满足锚固长度范围内横向构造钢筋直径和间距

的要求。
4. 3 锚固长度修正系数

当锚固条件有变化时，锚固长度 la 可以减短或

加长，锚固长度修正系数 ζ a 取值如下:1) 大 直 径 带

肋钢筋的相对肋高减小，锚固性能减弱而应加长锚

固长度，修正系数 ζ a 取 1. 10;2) 为耐久性而采用环

氧涂层钢筋时，粘结性能变差而应加大锚长，修正系

数 ζ a 取 1. 25;3) 采用滑模施工等工艺时，施工荷载

扰动了钢筋的粘结锚固，应增加锚长，ζ a 取 1. 10;4)

保护 层 加 厚 有 利 于 锚 固: 保 护 层 为 3d 时 ζ a 可 取

0. 8，保护层为 5d 时 ζ a 可取 0. 7，中间内插取值，锚

固长度因而可以缩短;5) 实际配筋比计算值有裕量

时，可以比例减 短 锚 固 长 度，修 正 系 数 ζ a 可 按 比 值

求得，但此项修正不适用于抗震设计及疲劳问题。
利用修正系数连乘，可以有效地减短锚固长度，

但应有一个最低限度。修订规范规定，连乘后的总

修正系数不得小于 0. 6，锚固长度不得小于 200mm。
对于受压钢筋的锚固长度，根据试验研究及传

统经验，取受拉锚固长度的 0. 7 倍。
4. 4 筋端的机械锚固措施

随着钢筋强度增加，锚固长度越来越长，给设计

和施工带来很大的困难。根据试验研究、工程经验

并参考国外规范，提出了在钢筋端部采用机械锚固

的解决办法。其机理是机械锚头的局部挤压作用;

形式有 90°弯 钩、135°弯 钩、一 侧 贴 焊 锚 筋、两 侧 贴

焊锚筋、焊接锚板、螺栓锚头六种形式。
前三种形式为偏置锚固，弯后余长(12d，5d) 及

锚筋长度 (5d) 应 满 足 受 力 要 求。当 布 置 在 截 面 边

角时，还应将弯钩、锚筋偏向内侧，以防止挤压引起

劈裂裂缝。后 三 种 形 式 为 对 称 锚 固，焊 缝 ( 双 锚 筋

长度 3d、穿孔塞焊) 及螺栓长 度 均 应 满 足 承 载 力 要

求。锚板及锚头的挤压面积应为锚筋面积的 4 倍，

对方形边长 1. 98d，对圆形直径 2. 24d 即可;此外锚

筋净间距不宜小于 4d，否则应考虑群锚的影响。
当然锚固区还须符合前述约束构造配筋条件，

在满足上述所有要求的情况下，采用机械锚固的锚

固长度 la ( 投 影 长 度) 就 可 以 减 短 为 基 本 锚 固 长 度

lab的 0. 6 倍。
5 钢筋的连接

5. 1 钢筋接头的形式

混凝土结构体量庞大，而钢筋的长度有限，故受

力钢筋的连接不可避免。钢筋接头的形式有绑扎搭

接、机械连接、焊接三种形式。搭接是最传统的连接

形式，适用于 直 径 不 大 ( 受 拉 钢 筋 不 大 于 25mm、受

压钢筋不大于 28mm) 的钢筋连接，且不得用于轴拉

及小偏拉构件;焊接对钢筋的品牌及直径有所选择;

机械连接是近年开始工程应用的新型连接形式，其

应用条件也应加以控制。总之，三种连接形式不分

优劣，都可在工程中得到有效的应用。
5. 2 钢筋连接的基本要求

钢筋通过接头传力，与整体钢筋相比，其传力性

能不可避免地会弱化，这是所有设计者都必须牢记

的重要基本概念。传力性能包括:强度、变形性能、
恢复力、破坏形态、质量稳定性。钢筋直至屈服、拉

断也不发生接头断开，这是所有连接形式都必须满

足的基本要求。
搭接接头受力后相对滑移，机械连接螺纹间隙

造成的伸长变形加大，都使变形的割线模量小于整

筋的弹性模量，因而就可能造成裂缝、刚度及内力分

配不匀的问 题;同 样 的 理 由，当 钢 筋 接 头 受 力 后 卸

载，整筋可以完全复原，而连接接头处就会因残余的

伸长而形成永久性的变形和裂缝。只有通过接头熔

融金属直接传力的焊接才没有变形性能及恢复力弱

化的问题。但是焊接的弱点是施工质量的稳定性及

破坏形态:焊接缺陷、温度应力、检验手段的局限性

可能影响其传力性能，甚至可能发生脆断的破坏形

态。某些机械连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有绑扎搭

接接头，只要 保 证 长 度，绝 不 可 能 因 脆 断 而 中 止 传

力，造成结构解体。
5. 3 钢筋连接的原则

由于所有接头都是对传力性能的削弱，钢筋连

接的原则如下:1) 接 头 宜 设 置 在 受 力 较 小 处，如 反

弯点附近;并宜避开关键受力部位，如梁、柱端部，尤

其是可能出现塑性铰的箍筋加密区;2) 应限制在同

一跨度或层高内受力钢筋连接头的数量，以确保传

力可靠;3) 应限制同一连接区段内受力钢筋的接头

面积百分率，以 保 证 传 力 性 能 弱 化 不 过 于 集 中;4)

应保证搭接长度，并按有关规程保证机械连接及焊

接的施工质量及连接区段的配筋构造要求。
近年有些接头声称具有“超强”的力学性能，可

以“不受限制”地在结构的“任何部位”应 用。对 于

此类并无科学根据的广告式宣传，稍有结构常识的

设计人员即可识破，因而绝不能轻信。鉴于受力钢

筋传力失效、中断可能引起构件断裂、结构倒塌的严

重后果，应严格执行设计规范的要求，才能真正保证

结构的安全。
5. 4 钢筋的绑扎搭接

绑扎搭接是可靠的传统连接形式，其本质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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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相向锚固钢筋通过握裹层混凝土的传力，因此搭

接长度 ll 由锚固长度 la 导出。对搭接长度、接头面

积百分率、连接区段的定义、受压钢筋的搭接连接、

搭接区段的约束构造配筋要求等规定，本次修订未

改动。长期工程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本次修订仅在以下两处作了小的修改、完善:搭

接长度修正系数 ζ l 由定点取值改为可按内插取值;

对预制构件的拼接连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可有条件

地放宽为 100%。
5. 5 焊接及机械连接

机械连接及焊接的工艺要求及质量检验，分别

由国 家 现 行 标 准《钢 筋 机 械 连 接 技 术 规 程》
( JGJ107) 及《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18) 予以保

证。设计规范仅规定了连接区段的长度，统一取为

35d，而接头面 积 百 分 率 不 宜 大 于 50%。此 外 鉴 于

连接套筒处直径加大，适当放松了保护层厚度的要

求，由“应”改为“宜”;问样连接区段中箍 筋 间 距 应

适当调整( 减小) ，以避开套筒所处位置。
6 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6. 1 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的意义

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ρmin ) 是区分钢筋混凝

土结构与素混凝土结构的界限。受拉钢筋的最小配

筋率是根据“开裂即破坏”的概念而确定的，该原理

至今仍为确定预应力构件最小配筋率的原则。但实

际上在混凝土构件中适度配筋，还有在受拉或受压

状态下保证 其 必 要 变 形 性 能 ( 避 免 非 延 性 破 坏 ) 和

控制混凝土长期性能( 徐变) 的作用。此外，设计规

范中的最小配筋率不仅是技术问题，还反映了当时

的经济状况，因而带有一定的社会性。
6. 2 历次规范修订的最小配筋率

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最小配筋

率曾远低于世界各国的水平。但文革后，情况有了

变化。表 1 为我国历次规范中一般受拉钢筋的最小

配筋率，以 及 考 虑 主 力 钢 筋 强 度 的 最 小 配 筋 强 度。

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及“以人为本、安全第

一”设计思 想 的 转 变，我 国 的 最 小 配 筋 率 有 了 大 幅

度的提高。随着时代进步，不排除今后继续提高的

可能性。

历次规范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及最小配筋强度 表 1

规 范 编 号 TJ10—74 GBJ10—89 GB50010—2002 GB50010—2010

最 小 配 筋 率 /% 0. 10 ～ 0. 20 0. 15 ～ 0. 20 0. 20 0. 20

最 小 配 筋 强 度 / MPa 0. 38 0. 47 0. 59 0. 86

注 :最 小 配 筋 强 度 为 常 用 最 小 配 筋 率 及 常 用 受 力 钢 筋 设 计 强 度 ( 按 应 用 比 例 ) 乘 积 的

数 值。

6. 3 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受弯及轴拉、偏拉构件中的受拉钢筋的最小配

筋率( ρmin) 采取“双控”的形式，即除 0. 20% 外，还受

控于配筋特征值 45 f t / fy，与混凝土及钢筋 的 相 对 强

度有关。其 物 理 意 义 为: 混 凝 土 强 度 越 高，材 料 越

“脆”，对破坏 形 态 不 利;配 置 钢 筋 则 可 增 加 强 度 及

延性，因此应用高强钢筋有利。故分别在分子、分母

中表达。此外，通常楼板( 悬臂板除外) 是较次要的

受力构件，根 据 工 程 经 验 及 设 计 习 惯，最 小 配 筋 率

0. 15% 也可保证足够的安全度及必要的结构性能。

还应指出的是:计算配筋率的底面积是构件的

全截面。因为在开裂前，保护层混凝土也是起作用

的。此外，配筋率是指构件一侧的钢筋，设计计算时

务必注意。
6. 4 受压构件的最小配筋率

受压构件的最小配筋率分为一侧 0. 20% ;全截

面 0. 40%。修订 规 范 中，一 侧 配 筋 不 变，而 全 截 面

配筋率与混凝土及钢筋的相对强度( f t / fy ) 有关。但

因与抗震设计衔接和匹配，未采用计算形式而按钢

筋强度级别，取为 0. 60% (300MPa 级、335MPa 级)、
0. 55% ( 400MPa 级 )、0. 50% ( 500MPa 级 ) ; 此 外

C60 以上 的 高 强 混 凝 土 还 须 增 加 0. 10%。此 规 定

比 2002 年版 规 范 普 遍 增 加 了 0. 05% ，因 而 会 更 加

安全。
6. 5 大截面构件的最小配筋率

实际工程结构中还有不少因构造或功能需要，

截面很大而内力极小的构件。若按最小配筋率的规

定配筋，就会出现截面越大配筋越多的不合理结果。

修订规范就此作了局部调整。

卧置于地基上的混凝土基础筏板，最小配筋率

ρmin可适度降低为 0. 15%。

结构中次要的大截面受弯构件，还可以用弯矩

和最小配筋率 ρmin 反求其临界高度 h cr，即在此临界

高度下的最小配筋率 Amin 已足可承受实际弯矩。则

截面高度继 续 加 大 的 情 况 下，仍 可 保 持 配 筋 不 变。

这样在确保结构安全的条件下可以节省配筋，临界

高度最多可取为 h /2，故减少配筋最多可达一半。
7 结语

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能是依靠基本构造措施加

以保证的。文中简介了伸缩缝间距、保护层厚度、锚
固长度及机械锚固措施、钢筋连接的原则及接头的技

术要求，以及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修订规范在传

统方法的基础上作了适当加严。本文可辅助设计人

员深入理解和正确执行修订后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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