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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当前剪力墙轴压比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讨论，指出了目前规范关于剪力墙轴压比计算方法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介绍了剪力墙轴向内力的分布特点，提出了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和水平地震作用下“分段轴压比”的计

算方法，给出了剪力墙轴压比限值建议，并通过工程案例说明了方法的应用。结果表明此方法更加合理，更有利于

充分发挥剪力墙的抗震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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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alculation method of shear wall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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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shear wall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was discussed，and some problems in calculation
method of shear wall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according to current code were pointed ou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xial internal forces of shear wall were introduced，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sectional axial compression ratio”under
gravity load representation and horizontal earthquakes was put forward，and the suggestion of the shear wall axial
compression ratio limit was given． An engineering example was offered to expla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more reasonable，and is more conducive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eismic potential of shear 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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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轴压比是控制剪力墙在竖向荷载和地震共同作

用下进入塑性阶段和防止塑性变形过大的重要因

素，是剪力墙抗震设计中的一个关键参数。在设计

过程中常通过设置约束边缘构件来提高端部剪力墙

的塑性变形能力，从而改善剪力墙的延性提高整体

结构的抗震性能。
《高层 建 筑 混 凝 土 结 构 技 术 规 程》( JGJ 3—

2010) ［1］( 简称高规) 规定墙肢轴压比是重力荷载代

表值作用下墙肢承受的轴压力设计值与墙肢的全截

面面积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之比值，

并没有反映地震作用下剪力墙两端受压的情况。当

剪力墙两端轴压力达到一定值后，即使在端部设置

约束边缘构件，剪力墙仍可能因混凝土压溃而丧失

承受重力荷载的能力，因此对剪力墙轴压比加以适

当控制是必要的。
1 高规剪力墙轴压比计算公式

高规规定剪力墙墙肢轴压比 μ 计算公式如下:

μ = 1．2NG / fcAc ( 1)

式中: 1. 2 为荷载分项系数; NG 为重力荷载代表值

作用下的墙肢轴力标准值，NG = 恒载 + 0. 5 × 活载;

fc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Ac 为剪力墙墙肢

的全截面面积。
高规对剪力墙轴压比限值的规定如表 1 所示。

剪力墙墙肢轴压比限值 表 1
抗震等级 一级( 9 度) 一级( 6～8 度) 二、三级

轴压比限值 0. 4 0. 5 0. 6

对于剪力墙轴压比的计算公式及其限值的合理

性存在以下几点疑问:

( 1) 式( 1) 表明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体沿

截面轴向应力假设均匀分布，而实际工程中剪力墙

轴向应力分布是不均匀的，主要受楼板的传力方式、
墙上搭梁以及墙端连接构件情况等影响。

( 2) 不同设防烈度时，地震作用的大小也是数

倍之差，留给不同烈度地震作用的空间应有差别，但

高规对一级抗震 6，7 度及 8 度采用同一限值 0. 5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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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不合理的。
( 3) 式( 1) 的表述是以设计值为准，但大震分析

时是以标准值为准，因而不易判断其对大震作用留

下的富余空间，下面以荷载和材料标准值来定义轴

压比，可得:

μ1k =
NG

fckAc

= μ
1. 4 × 1. 2

= 0. 60μ ( 2)

按式( 2) 求得高规中墙肢以标准值表示的相应

轴压比限值如表 2 所示。

相应高规限值时按标准值计算的轴压比 表 2
抗震等级 一级( 9 度) 一级( 6～8 度) 二、三级

轴压比限值 0. 24 0. 30 0. 36

表 2 表明，以标准值表达的剪力墙墙肢轴压比

限值较小，这实际上是设计给予大震作用下墙肢所

产生的轴压比预留的空间。如在表 1 中，7 度的剪

力墙轴压比限值为 0. 50，按荷载和材料标准值计算

时其限值为 0. 30，大震作用下轴压比仍然有 0. 70
的空间。

( 4) 不能反映水平地震作用下，与地震作用同

方向剪力墙墙肢轴向应力两端大且反号、中段小、中
和轴处为零的特点，因此式( 1) 及式( 2) 用全截面面

积来定义墙肢轴压比的方法不适用于地震作用下剪

力墙墙肢不同部位轴向应力差异反号的实际状况。
( 5) 表 1 及表 2 为仅考虑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

下剪力墙轴压比限值，其剩余部分轴压比无疑是留

给地震作用的，但同一烈度大震与小震作用的大小

达数倍，因此，采用小震还是大震作用下轴压比进行

设计控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表 1
及表 2 限值对此均不明确。

广东省《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DBJ
15-92—2013) ［2］( 简称广东省高规) 规定: 当地震作

用下核心筒或内筒承担的底部倾覆力矩不超过总倾

覆力矩的 60%时，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核心

筒或内筒剪力墙的轴压比不宜超过表 3 限值。

剪力墙墙肢轴压比限值 表 3
等级

或烈度

一级

6，7 度( 0. 1g) 7( 0. 15g) 、8 度
二、三级

轴压比限值 0. 60 0. 55 0. 65

综上所述，在地震作用下用全截面面积 Ac 统一

考虑该墙肢的轴压比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它不能反

映剪力墙不同位置轴力的差异，也未较完善考虑不

同地震烈度时地震作用及同一烈度时大、小震作用

的差别。本文就此展开讨论，提出相应的设计建议，

并结合实际工程说明了方法的应用。

2 剪力墙轴向应力分布特点

2. 1 在自重下剪力墙轴向应力分布特点

结合深圳某超高层建筑进行分析，结构体系为

巨柱-核心筒结构，建筑高度为 350m，地震烈度为 7
度( 0. 1g ) ，基 本 风 压 为 0. 75kN /m2。结 构 地 下 4
层，地上 79 层。在建筑避难层的位置设有环桁架，

即 6 层、17 层、29 层、41 层、53 层、65 层、79 层这 7
个位置。17 层、41 层、65 层这 3 个位置设有伸臂，

首层结构平面布置如图 1 所示。

图 1 首层结构平面布置图

首层墙 W1 ( 一字形) 、W2 ( L 形) 、W3 ( T 形) 、
W4( 工字形) 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轴向应力

如图 2 所示，剪力墙轴向应力主要是受楼板的传力

方式、墙上搭梁以及墙端连接构件情况等影响。从

属面积会增加剪力墙构件负荷从而直接影响剪力墙

轴向应力分布，通常情况下剪力墙两端的从属面积

稍比中间部位大，如对于一字形剪力墙，其轴向应力

呈“哑铃型”分布。墙上搭梁情况对于剪力墙轴向

应力的影响体现在增加集中力和重新影响楼板荷载

导荷形式等方面，墙上搭梁的位置一般轴向应力

较大。
2. 2 地震作用组合下剪力墙轴向应力分布特点

计算剪力墙轴压比时需考虑水平地震作用的不

利影响，参照高规中对于框架柱轴压比的计算方法，

具体如下:

μ' = ( 1．2NG ± 1. 3NE ) / fcAc ( 3)

式中 NE 为小震作用下的轴力标准值。
以 2. 1 节案例进行分析，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与

水平地震组合作用下，不同形式剪力墙轴向应力如

图 3 所示。图中工况 1，3，4 为 max［1．2×( D+0. 5L) ±
1. 3Ey］，工况 2 为 max［1．2 × ( D+0. 5L) ± 1. 3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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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剪力墙轴向应力分布图 /MPa

图 3 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轴向应力分布图 /MPa

从轴向应力分布规律上不难发现，考虑地震组合后

剪力墙出现轴向应力分布大的情况往往在核心筒外

围墙上及角部墙肢及长墙的端部处。
3 剪力墙的分段方法

由于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和水平地震共同

作用下的轴向应力一般呈现出端部大、中间小的分

布规律，如图 4 所示。通过应力大小分段计算轴压

比能够较好反映实际受力情况，本文基于此提出剪

力墙分段轴压比的计算方法，主要考虑将剪力墙两

端边缘约束构件范围内的轴压比控制在安全合理的

范围，同时也应考虑到由于墙中段的轴压比与边缘

约束构件相比其变形能力相对较弱，故墙中段的轴

压比的控制宜相应较严。
3. 1 剪力墙的分段依据和方法

为了将剪力墙沿长度分段，首先需要合理确定

墙端分段长度，遵照高规剪力墙边缘构件长度的规

定，建议根据剪力墙不同构成情况，按照以下相应原

则划分，而对于有梁搭于墙上的情况，需单独划定墙

段长度。以 X 向墙为例，以下为剪力墙分段方法。

图 4 重力荷载代表值和水平地震组合下轴向应力分布图

3. 1. 1 一字形墙

图 5 一字形墙分段方法

一字形墙两端约束边缘构件阴影部分按暗柱分

段，lc 为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其取值依据高

规第 7. 2. 15 条表 7. 2. 15 计算，bw 为墙肢厚度，阴影

部分为约束边缘构件长度 Lu，Lm 为除去约束边缘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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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一字形墙墙面外搭梁时分段方法

件阴影部分 Lu 后的墙肢长度，其分段见图 5。
3. 1. 2 一字形墙面外搭梁

一字形墙面外搭梁一般分为墙端搭梁、墙端梁位

置偏移 b1 以及墙中部搭梁三种情况，其分段见图 6。
3. 1. 3 端柱搭梁

当墙有端柱且墙端也有搭梁时，其分段见图 7。

图 7 端柱搭梁时分段方法

3. 1. 4 一端与垂直向墙相连

当 Y 向墙与 X 向墙相连形成 T 形或 L 形墙肢

时，其分段见图 8。
3. 1. 5 一端与垂直向墙相连且垂直向墙面外搭梁

当 Y 向墙与 X 向墙相连形成 T 形或 L 形墙肢，

且在 X 向墙面外搭梁时，分段见图 9。
剪力墙墙肢分段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 1) 当 Lm＜min( 300，bw ) 时，Lm 平分到其相邻左

右两侧的暗柱; 当 min ( 300，bw ) ＜Lm≤2 000 时，Lm

为一个计算长度; 当 Lm ＞2000 时，应进一步等分剖

分，将 Lm 剖分后的单元长度不宜大于 2 000 且不宜

小于 min( 300，bw ) 。
( 2) 当两侧暗柱存在重叠( 即 Lm 段不存在) ，两

侧暗柱应合并，且合并后的新暗柱总长不宜大于

2 000mm，否则平分成 2 个暗柱分别计算其轴压比。
( 3) 当图 6( b) 面外偏置一道梁，其偏置的距离

b1 不大于 bw 时，端部暗柱按照图 6( b) 所示取值; 当

b1 大于 bw 且满足以上第( 1) 和( 2) 条时，可按第( 1)

和( 2) 条所述合理进行合并。

( 4) 次梁荷载较小，不考虑其对墙肢轴压比的

影响，仅考虑主梁的作用。
( 5) 当图 8 ( c) ，9 ( c) 中的 Lx ＞bw1 +bw2 时，同图

8( a) ，9( a) 情形分段。
( 6) 当图 9( a) ～ ( c) 右端与端柱相连或者与 Y

向墙相连又或者如图 6( b) 面外偏置了一道梁时，其

右端的阴影部分尺寸参照以上各图的情形。
4 剪力墙分段轴压比计算方法和限值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建议采用剪力墙分段计

算，考虑地震作用在内及以标准组合表述的新的轴

压比计算方法。
4. 1 标准组合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鉴于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和水平地震共同

作用下轴向应力呈现明显不均匀分布规律的特性，

剪力墙轴压比宜按第 3 节的分段方法并给出剪力墙

分段轴压比公式，这样才能更为合理地反映剪力墙

的受压特性。当采用标准组合时，第 i 段墙肢轴压

比可用下式表示:

μ2ki =
NGi + NEi

fckAci
( 4)

式中: 下标 i 为剪力墙全截面分段后任意段; NGi 为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 i 段墙肢的轴力标准值; NEi

为小震作用下 i 段墙肢的轴力标准值; fck 为墙体混

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 Aci 为 i 段墙肢截面面积。
4. 2 小震组合作用下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假设小震组合作用下 i 段墙体轴力占重力荷载

代表值产生轴力的比值为 λ i，可得:

λ i =
NEi

NGi
( 5)

将式( 5) 代入式( 4) ，得:

μ2ki =
( 1 + λ i ) NGi

fckAci
( 6)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标准组合剪力墙分段

轴压比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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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一端与垂直向墙相连时分段方法

图 9 一端与垂直向墙相连且垂直向墙面外搭梁时分段方法

μ1ki =
NGi

fckAci
( 7)

联合式( 6) 和式( 7) 得:

μ2ki = ( 1 + λ i ) μ1ki ( 8)

当 λ i 值 在 0. 10 ～ 0. 40 之 间 变 化 时，μ2ki =
( 1. 1 ～ 1. 4) μ1ki，当地震作用占比较大时，墙体轴

压比也将增大。
如表 2 所示重力荷载代表值 NG 作用下，一级

( 6 ～ 8 度) 抗震等级剪力墙标准值轴压比限值为

0. 3，则小震组合作用下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 1 +
λ i ) μ1ki 的限值不大于 0. 3( 1 + λ i ) ，此时通过 λ i 反

映了不同地震烈度的影响，远优于以往不反映地震

烈度取同一限值的做法，但对小震作用下的限值进

行规定对抗震设计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它不能反映

相应大震作用下的剪力墙分段轴压比，而这却是满

足大震抗震设计必须加以关注和控制的参数。
4. 3 大震组合作用下剪力墙分段轴压比分析

设在大震、小震作用下结构按弹性分析的剪力

墙墙段轴力比为 γe，γe 值即为相应水平地震影响系

数最大值 αmax 之比，如表 4 所示。

弹性分析时 γe 比值 表 4
地震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小震 αmax 0. 04 0. 08( 0. 12) 0. 16( 0. 24) 0. 32
大震 αmax 0. 28 0. 50( 0. 72) 0. 90( 1. 20) 1. 40

γe 7. 0 6. 25( 6. 0) 5. 63( 5. 0) 4. 44
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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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大震弹塑性分析表明，考虑结构进入塑

性时刚度衰减的影响，剪力墙墙段大震轴力与小震

轴力之比 γp 将小于 γe。大震作用时考虑塑性影响

的标准组合剪力墙分段轴压比可按下式计算:

μ3ki =
NGi + γpNEi

fckAci
( 9)

将式( 5) 代入式( 9) ，得:

μ3ki =
( 1 + λ iγp ) NGi

fckAci
( 10)

按式( 10) 计算剪力墙分段轴压比时，需给定相

应的 γp 值，根据已有大量大震弹塑性分析结果的统

计，建议 γp 近似取值见表 5。

弹塑性分析时 γp 比值 表 5
地震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γp 6 5 3. 5～4. 5

注: 8 度区 γp 取值按 8 度中震结构破坏程度取值: 破坏较轻微
时取 4. 5; 破坏较严重时取 3. 5。

在设计过程中常在剪力墙两端设置约束边缘构

件来提高剪力墙的塑性变形能力，从而提高剪力墙

的延性［3］。端部剪力墙往往配置较多的竖向钢筋

或放置型钢，考虑竖向钢筋和型钢的贡献后，标准组

合下剪力墙分段轴压比计算公式如下:

μ4ki =
( 1 + λ iγp ) NGi

fckAci ' + fakAai + fykAsi
( 11)

或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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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4ki =
( 1 + λ iγp ) NGi

fckAci( 1 － ρai － ρsi +
fak
fck
ρai +

fyk
fck
ρsi )

( 12)

式中: Aci ' 为 i 段墙肢内扣除型钢和钢筋的截面面

积; Aai 为 i 段墙肢内型钢的截面面积; fak 为型钢强

度标准值; Asi 为 i 段约束边缘阴影部分钢筋截面面

积; fyk 为钢筋强度标准值; ρai 为型 钢 的 含 钢 率，

ρai =Aai /Aci ; ρsi为约束边缘构件配筋率，ρsi =Asi /Aci。
4. 4 剪力墙分段轴压比限值建议

剪力墙分段后还可分为约束边缘构件段、构造

边缘构件段和墙体中段。在抗震设计时，边缘约束

构件段墙体由于配有较多较密的箍筋，因此具备较

好的变形能力，一般可允许在大震作用下出现轻微

的受压屈服，按上述方法计算，根据大震下近似计算

结果其轴压比限值可初步建议为 μ4ki ≤ 1. 1，当不

允许屈服时，建议为 μ4ki ≤ 1. 0; 构造边缘构件段建

议 μ4ki ≤ 0. 9 ～ 1. 0; 墙体中段一般无约束配筋，不

宜在大震作用下屈服，其限值建议为 μ3ki ≤ 0. 9。
综上，按第 4 节方法设计时剪力墙厚度的确定

可以更趋合理。

图 10 μ4ki /μ1k 关系曲线

5 高规剪力墙轴压比限值调整建议

高规关于剪力墙轴压比限值的规定见表 1，当采

用标准组合时其限值见表 2，此法主要优点是设计应

用方便，不足之处是不能具体考虑大小地震作用的影

响，不能量化明确不同地震烈度地震作用下留给大震

作用的空间，6～8 度时的地震作用本有成倍差异，却

规定为相同的轴压比限值，显然需要改进。
为得到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μ4ki 与标准值计算轴

压比 μ1k 的关系，将式( 11) 改写为下式:

μ4ki = ( 1 + λ iγp ) μ1k ( 13)

对式( 13) 各参数进行以下分析，取 μ1k 分别为

0. 3，0. 35，0. 4，γp 为 3，4，5，6，求标准组合剪力墙分

段轴压比 μ4ki，如图 10 所示。根据图 10( a) ～ ( c) 的

结果，不难看到如下规律:

( 1) 当标准组合轴压比限值 μ1k = 0. 3，λ i 在

0. 2 左右时，即使 γp 达到 6，剪力墙分段轴压比尚

远小于 1. 0; 当 λ i 增大至 0. 3 ～ 0. 4 之间时，其轴压

比仍小于 1. 0。
( 2) 当标准组合轴压比限值 μ1k = 0. 35，λ i 在

0. 3 左右时，即使 γp 达到 6，剪力墙分段轴压比仍小

于 1. 0。
( 3) 当标准组合轴压比限值 μ1k = 0. 4，λ i 在

0. 2 左右时，即使 γp 达到 6，剪力墙分段轴压比也

尚小于 1. 0。
由此可见，6 度区地震作用较小，λ i 值较小，

现高规规定全截面面积轴压比限值 μ1k 可从 0. 3
调大至 0. 4; 7 度区地震作用增大，λ i 值居中，全截

面面积轴压比限值 μ1k 可从 0. 3 调大至 0. 35; 8 度

区地震作用较大，λ i 值可能较大，其全截面面积轴

压比限值 μ1k 可按高规原规定取为 0. 3，表 6 为建

议的 μ1k 值，相 应 的 设 计 组 合 轴 压 比 μ 也 列 入

表中。

高规调整轴压比限值 表 6
抗震等级 一级 二、三级

地震烈度 9 度 8 度 7 度 6 度

μ1k( 标准组合) 0. 24 0. 30 0. 35 0. 40 0. 42
μ( 基本组合) 0. 40 0. 50 0. 58 0. 66 0. 70

本文中第 4 节提出了剪力墙分段轴压比计算方

法及其限值的建议，相对于高规剪力墙轴压比的计

算方法和限值规定都更为合理，若设计时不采用剪

力墙分段轴压比和限值建议，也可按表 6 所列对高

规限值进行调整，这能明确不同地震烈度地震作用

下预留给大震的空间。
6 工程案例分析

结合第 2 节案例在不考虑和考虑地震组合两种

不同荷载组合下剪力墙轴压比计算的差异，按照第

3 节剪力墙的分段法进行剪力墙的轴压比分析。首

层核心筒剖分平面布置见图 11。
按现行高规式( 1) 计算的剪力墙轴压比不分段

且仅考虑重力荷载代表值基本组合 1. 2 ( D+0. 5L)

作用下时，大部分剪力墙轴压比大于 0. 5，如图 12
所示，显然不满足高规对轴压比限值的要求; 按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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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首层核心筒剖分平面布置图 图 12 现行高规计算首层剪力墙轴压比

图 13 现行高规调整首层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图 14 小震标准组合首层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节剪力墙的分段方法和现行高规式( 1) 计算剪力墙

的轴压比，结果如图 13 所示，与图 12 结果比较，剪

力墙分段后约束边缘构件阴影部分的轴压比计算结

果都较大，这是剪力墙分段后反映了重力荷载代表

值作用下，墙体沿截面轴向应力的不均匀性，是比较

符合实际的。分段阴影部分轴压比虽相对较高，但

按表 6 轴压比限值建议 7 度 μ 的控制，剪力墙分段

轴压比大部分小于 0. 58，仅个别大于限值 0. 58，基

本符合要求。
采用本文第 4 节剪力墙分段计算新方法，考虑

小震作用标准组合( D+0. 5L±E) 轴压比计算方法式

( 4) ，图 14 的计算结果显示，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

阴影部分轴压比较大，反映了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

表值和水平地震共同作用下受压不均匀的特性。图

14 小震标准组合剪力墙分段轴压比结果小于图 13
的计算结果且均小于 0. 5，说明按式( 4) 计算小震标

准组合作用下剪力墙分段轴压比时，仍为大震作用

下墙肢轴压比预留 0. 5 的空间。
为反映相应大震作用剪力墙分段轴压比的情

况，按本文第 4 节式( 10) 计算，结合表 5 取弹塑性

大震轴力与小震轴力比值 γp 为 5 进行计算，大震标

准组合( D+0. 5L±5E) 剪力墙分段轴压比如图 1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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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大震标准组合首层

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图 16 大震标准组合首层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 考虑约束边缘构件阴影区钢筋作用)

示，由图可知，约束边缘构件阴影部分轴压比较大，

多数集中在 0. 85～0. 95 范围内，少数接近 1，个别超

过 1( 图 15 矩形框示) ，按 4．4 节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限值建议，若允许约束边缘构件段在大震作用下出

现轻微受压屈服时，约束边缘构件分段轴压比限值

为 1．1，则图中所示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段轴压比均

满足要求。图中墙体中段分段轴压比大部分均小于

0．9，仅有矩形框位置轴压比大于 0．9，按 4．4 节剪力

墙分段轴压比限值建议，墙体中段不宜在大震作用

下屈服，宜采取相应加强措施。
约束边缘构件阴影区常配有较密的箍筋和纵向

受力钢筋，具备较好的变形能力，其对约束边缘构件

轴压比的影响往往不可忽略，在此基础上计算剪力

墙分段轴压比，结果见图 16 ( 仅列出大震组合下的

轴压比计算结果) ，与图 15 计算结果比较，考虑约

束边缘构件阴影区箍筋和纵向受力钢筋的作用后，

阴影区的轴压比约减小 11%，且满足要求。
以上的计算结果表明，在大震标准组合下计算

剪力墙轴压比以及限值规定是较为合理的，更能反

映剪力墙在竖向荷载和地震共同作用下轴压比的分

布及对构件的延性要求。
7 结论与建议

( 1) 对现有高规剪力墙轴压比的计算方法进行

了讨论，指出了现行高规方法未能反映在重力荷载

作用下剪力墙轴压比分布的不均匀性，也未区分不

同烈度地震作用的影响而采用同一剪力墙轴压比限

值的规定是不够合理的。

( 2) 高规原规定剪力墙轴压比的计算公式是以

设计组合表述，不能清楚表达出给大震作用下增大

的轴压比预留的空间，考虑到大震是以标准值为准

进行计算，本文中提出了以标准组合表述的轴压比

计算公式。
( 3) 介绍了剪力墙在竖向荷载作用下轴向内力

的分布特点，总结了剪力墙轴压比在重力荷载与水

平地震作用的共同组合下呈现出端部大中间小的分

布特点，据此本文提出了剪力墙标准组合下分段轴

压比的计算方法及相关限值建议。
( 4) 在本文成果的基础上对现有规范设计组合

下剪力墙同一的轴压比限值按照不同烈度进行了调

整，6，7 度时比原规定有所降低。
( 5) 结合实际工程案例说明剪力墙分段轴压比

计算方法的应用，计算结果表明新方法更加合理，更

有利于充分发挥剪力墙的抗震潜能。
( 6) 采用本文方法进行剪力墙轴压比计算及验

算时，需要将各墙肢按照文内剪力墙分段方法进行分

段划分。采用现行软件计算时需配合手工计算，但在

今后结构软件中增加这部分内容后计算将大为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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