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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是在空腹夹层板楼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大跨度楼盖结构ꎬ具有网格造型美观、受力性

能好等特点ꎮ 为研究新型楼盖结构的刚度ꎬ以拟建工程为例ꎬ基于 Ｍｉｄａｓ Ｇｅｎ 建立有限元模型ꎬ分析各个因素对正交斜放空腹

夹层板楼盖刚度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对于现场浇筑一次成型的空腹夹层板ꎬ在设计时应考虑上肋表层混凝土板作为翼缘对空

腹夹层板整体刚度的贡献ꎻ上、下肋高度对空腹夹层板刚度影响最大ꎬ在楼盖设计时ꎬ上、下肋肋高宜按网格边长的 １ / １０~１ / １５
取用ꎻ当楼盖的长跨比>１.５ 时ꎬ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楼盖相较于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ꎬ刚度储备大ꎬ抗变形能力更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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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Ｕ３７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８３￣０５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ｎ 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ｅｌ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Ｐａｎｅｌ ｗｉｔｈ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ＷＵ 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ꎬ ＭＡ Ｋｅｊｉａｎ∗ꎬ ＬＵ Ｙａｑｉｎꎬ ＧＵＯ Ｚｈｏｎｇｘｕａｎꎬ ＬＩＵ Ｃｏｎｇꎬ Ｘ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ｐｌａｃｅｄ 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ｅｌ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ｐｌａｔｅ 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ｎ ｆｌｏ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ｗｅｂ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ｐａｎｅｌ ｆｌｏｏ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ｇｒｉｄ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ｌｏ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ｄａｓ Ｇｅ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ｌｙ
ｌａｉｄ ｏｐｅｎ－ｗｅｂ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ｓｌａｂ ｆｌｏｏｒ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ｗｅｂ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ｓｌａｂ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ｓｔ ｏｎｃｅ ｏｎ ｓｉｔｅꎬ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ｉｂ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ｌａｂ ａ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ｎｇ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ｗｅｂ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ｓｌａｂ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ｂｓ ｈ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ｗｅｂ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ｓｌａｂꎻ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ꎬ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ｂ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１ / １０~
１ / １５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ｈ ｓｉｄｅ ｌｅｎｇｔｈꎻ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ｐａ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５ꎬ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Ｖｉｅｒｅｎ￣
ｄｅｅｌ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Ｐａｎｅｌ ｆｌｏｏｒ ｈａ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ａｎｔｉ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ｅｌ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Ｐａｎ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ｅｌ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ｐｌａｔｅꎻ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ꎻ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言

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楼盖是马克俭院士团队

在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楼盖的基础上创新出的一

种新型楼盖结构ꎮ 相较于密肋井字梁楼盖采用实

腹肋传递剪力ꎬ空腹夹层板楼盖采用剪力键传递剪

力ꎬ克服了密肋井字梁楼盖自重大、制造成本较高

的缺点ꎬ且空腹夹层板楼盖的空腹部分ꎬ可作为设

备管线层ꎬ无须再设置管线支架ꎬ可进一步节约建

筑造价[１]ꎮ 正是由于以上优点ꎬ空腹夹层板楼盖结

构在公共和工业建筑中大面积使用ꎬ工程应用如图

１ 所示ꎮ
随着空腹夹层板楼盖体系的推广及应用ꎬ空腹

夹层板结构理论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拓展ꎮ
田子东等[２] 通过分析某活动中心钢筋混凝土空腹

夹层板的施工过程ꎬ介绍了空腹夹层板楼盖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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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及特点ꎻ刘盼盼等[３－４]通过参数化分析ꎬ分析了

钢筋混凝土空腹夹层板各部位起拱对内力的影响ꎬ
并提出上肋、剪力键及表层板起拱时ꎬ应对设计内

力进行调整ꎬ且空腹夹层板的起拱高度越高ꎬ越需

要注意对构件所在层的影响ꎻ徐增茂等[５] 通过对比

正交正放钢空腹夹层板等代与非等代模型ꎬ验证了

Ｈ 型钢弹性模量折减率 β 与网格尺寸的关系ꎮ

图 １　 某活动中心内景图

目前ꎬ关于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土正交斜放空腹

夹层板楼盖刚度研究较少ꎬ本文通过建立大量参数

化模型ꎬ分析边框梁的高度和宽度、上肋和下肋的

宽度、上肋和下肋的高度、高跨比及表层板的厚度

对空腹夹层板楼盖刚度的影响ꎮ 并将正交斜放空

腹夹层板模型与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模型进行对

比ꎬ意在完善空腹夹层板楼盖理论体系ꎬ为以后的

工程实践提供指导ꎮ

１ 空腹夹层板的构造及类型

空腹夹层板是由上肋、下肋、表层混凝土板及

连接上、下肋的剪力键这 ４ 个部分组成ꎬ其空间示意

如图 ２ 所示ꎮ 空腹夹层板按照材料类型可以分为钢

空腹夹层板、钢筋混凝土空腹夹层板及 Ｕ 型钢－混
凝土组合型空腹夹层板ꎻ按照网格形式则可以分为

正交正放、正交斜放、斜交斜放及蜂窝型空腹夹层

板ꎮ 由于空腹夹层板具有网格形式美观、受力性能

好等优点ꎬ其可作为楼盖结构应用于板柱结构、框
架结构、盒式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等结构体系ꎮ

图 ２　 钢筋混凝土空腹夹层板空间示意

２ 空腹夹层板的分析方法

２.１ 空腹夹层板实用分析法－等效刚度法

目前ꎬ进行空腹夹层板分析时主要的分析方法

有有限单元法、连续化分析法和等效刚度法ꎮ 由于

连续化分析法公式烦琐ꎬ步骤复杂ꎬ所以工程实践

中常采用等效刚度法－将空腹夹层板按照抗弯刚度

等效原则ꎬ将空腹网格梁等效成实腹网格梁截面ꎬ
再利用设计软件进行内力分析ꎮ

等效刚度法[６] 基本假定如下:(１)空腹夹层板

交叉的空腹梁截面符合平面假定的特性ꎻ(２)空腹

夹层板的网格数应大于 ５ꎬ以保证其网格板的力学

特性ꎻ(３)采用变形内力增大系数ꎬ考虑结构剪切变

形的影响ꎬ分析计算时只考虑折算抗弯刚度的影

响ꎻ(４)空腹夹层板上肋无叠合层时ꎬ忽略肋预制板

的刚度贡献ꎬ当上肋有叠合层时ꎬ需要考虑叠合层

板参加工作ꎬ并根据现行规程确定板参加工作的

范围ꎮ
２.２ 等代实腹梁 ｂＬ的计算方法

２.２.１ 预制带肋板空腹夹层板等代计算

对于表层板使用预制带肋板的钢筋混凝土空

腹夹层板ꎬ在进行空腹夹层板设计时ꎬ应按照等效

刚度原则ꎬ将空腹梁等代成实腹梁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其

中 ｈ 为空腹夹层板的高度ꎻｈ１为上、下肋的高度ꎻｈ２

为空腹夹层板的净空高度ꎻｂ 为上、下肋的宽度ꎻｂＬ

为实腹梁的折算宽度ꎻ ｈ３ 为等代后的实腹梁的高

度ꎮ ｂＬ按式(１)计算:

ｂＬ ＝ ｂ １ －
ｈ２

ｈ
æ

è
ç

ö

ø
÷

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图 ３　 预制带肋空腹夹层板等代示意　
２.２.２ 现场整体浇筑空腹夹层板等代计算

对于现场一次性浇筑成型的钢筋混凝土空腹

夹层板ꎬ在进行空腹夹层板设计时ꎬ应考虑上肋表

层混凝土板作为翼缘对空腹夹层板整体刚度和承

载力的贡献ꎮ 其中翼缘的有效计算宽度 ｂｆ应按照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７] 取用ꎮ 按照等代刚度原

则ꎬ计算实腹梁的折算宽度 ｂＬ时ꎬ由于空腹梁形心

轴不确定ꎬ所以应先利用面积矩公式(式(２))ꎬ求出

空腹梁截面形心轴的坐标 ｙｃꎬ

ｙｃ ＝
∑ｙｃｉＡｉ

∑Ａｉ

(２)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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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ｙｃｉ指截面组成部分的形心坐标ꎻＡｉ为截面组成

部分的面积ꎮ
再利用平行移轴公式(式(３))求出空腹梁截面

的惯性矩 Ｉｘꎬ其中 ｙ 为微面积 ｄＡ 到截面形心轴的距

离ꎻＡ 为截面面积ꎮ 然后根据公式(４)可求出实腹梁

的折算宽度 ｂＬꎮ 等代示意图如图 ４ 所示ꎮ

Ｉｘ ＝ ∫
Ａ

ｙ２ｄＡ (３)

ｂＬ ＝
１２Ｉｘ
ｈ３ (４)

图 ４　 现场整体浇筑空腹夹层板等代示意

３ 结构分析软件与模型设计参数

３.１ 结构分析软件

目前在土木工程行业中ꎬ主要存在 ２ 类结构分

析软件ꎮ 一类是结构设计软件如 ＰＫＰＭꎬＥＴＡＢＳ 及

Ｍｉｄａ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等ꎬ由于这些软件对结构层的概念要

求高ꎬ所以此类软件在分析空腹夹层板实际模型

时ꎬ会误将空腹夹层板的下肋作为一个标准层计

算ꎬ软件分析出错ꎬ故通常利用此类软件的优点对

空腹夹层板的等代模型进行计算ꎮ 另一类是通用

分析软件如 ＡｎｓｙｓꎬＳＡＰ２０００ 及 Ｍｉｄａｓ Ｇｅｎ 等ꎬ此类

软件对结构层的概念要求不高ꎬ可直接分析空腹夹

层板的实际模型ꎬ计算结果也更为精确ꎮ
因此本文采用 Ｍｉｄａｓ Ｇｅｎ 分析各个因素对大跨

度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楼盖刚度的影响ꎬ并同正交

正放空腹夹层板模型进行刚度对比分析ꎮ
３.２ 模型设计参数

分别建立长跨比为 １ꎬ１.５ 和 １.７５ 的正交斜放空

腹夹层板模型和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模型ꎬ如图 ５~
６ 所示ꎬ结构短跨方向为 ３２ ｍꎬ柱距 ８ ｍꎮ 采用梁单

元模拟边框梁、空腹夹层板上下肋和剪力键ꎬ并用

壳单元模拟表层混凝土板ꎬ通过梁单元与壳单元共

用边界模拟表层混凝土与上肋整体现浇ꎮ
楼面结构的主要荷载有: 楼面均布恒荷载

－２ ｋＮ / ｍ２ꎬ楼面均布活荷载－４ ｋＮ / ｍ２ꎮ 同时结构模

型的自重系数定义为－１.０ꎬ即将结构自重转化为恒

荷载ꎮ

图 ５　 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模型示意

图 ６　 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模型示意

空腹夹层板楼盖高度取 １.２ ｍꎬ结构模型中其他
构件尺寸、材料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结构模型构件尺寸

构件名称
截面尺寸
(ｍｍ×ｍｍ) 材料

弹性模量
/ Ｇｐａ 泊松比

上肋 ３５０ × ３００ Ｃ４０ ３２.６ ０.２
下肋 ３５０ × ３００ Ｃ４０ ３２.６ ０.２
表层板 １００ Ｃ４０ ３２.６ ０.２
十字型剪力键 ６００ × ３５０ Ｃ４０ ３２.６ ０.２
边框梁 １ ３００ × ６００ Ｃ４０ ３２.６ ０.２

４ 楼盖刚度的参数分析

对于楼板结构在竖向均布荷载作用下ꎬ楼盖的
最大挠度[７]可用式(４)计算:

ｗ ＝ Ｃｓ ｑＬ
４

ＥＩ
(５)

式中:ｗ 为楼板结构的最大挠度ꎻＣｓ 为挠度系数ꎻｑ
为楼盖承受的竖向均布荷载ꎻＬ 为楼板结构的跨度ꎻ
ＥＩ 为楼板的抗弯刚度ꎮ

其中 ＥＩ 可用式(６)计算:

ＥＩ ＝ Ｅｈ３

１２(１ － μ２)
(６)

式中:Ｅ 为楼板材料的弹性模量ꎻ μ 为为泊松比ꎮ
由式(５)和式(６)联立可知ꎬ楼盖结构的挠度与

竖向刚度呈反比关系ꎬ故本文通过研究正交斜放空

腹夹层板在楼面竖向均布荷载作用下的挠度来研
究楼盖结构的刚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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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边框梁截面刚度对楼盖刚度的影响

本文在 ３ 类长跨比下ꎬ共建立 ３６ 个正交斜放空
腹夹层板模型ꎬ通过改变边框梁截面高度与宽度ꎬ
研究边框梁截面刚度对楼盖跨度的影响ꎮ 边框梁
截面高度取值范围为 １.２ ~ １.４５ ｍꎬ边框梁截面宽度
取值范围为 ０.４５~０.７５ ｍꎬ均以 ０.０５ ｍ 为梯度递增ꎬ
计算结果如图 ７~８ 所示ꎮ 结果表明ꎬ随着边框梁截
面高度和宽度的增大ꎬ空腹夹层板跨中最大挠度逐
渐递减ꎬ并在边框梁截面高度或宽度取最大值处取
得最小值ꎮ 这是因为随着边框梁截面尺寸的增大ꎬ
边框梁的刚度也逐渐增大ꎬ进而增加了对空腹夹层
板楼盖的约束力ꎬ使得空腹夹层板楼盖跨中最大挠
度逐渐减小ꎮ

图 ７　 边框梁截面高度对挠度的影响

图 ８　 边框梁截面宽度对挠度的影响
　
４.２ 上、下肋截面刚度对楼盖刚度的影响

肋是空腹夹层板的重要组成构件ꎬ其作用是将
上部楼面荷载传递至竖向承重构件ꎮ 通常为了施
工方便ꎬ上、下肋采用相同的截面尺寸ꎮ 为了研究
上、下肋截面高度和截面宽度对正交斜放空腹夹层
板楼盖刚度的影响ꎬ共建立 ４２ 个结构模型ꎬ通过改
变上、下肋截面高度和截面宽度探究二者对正交斜
放空腹夹层板楼盖刚度的影响ꎮ

４.２.１ 上、下肋截面高度对楼盖刚度的影响

随着上、下肋截面高度的增加ꎬ空腹夹层板楼

盖跨中挠度逐渐减小(图 ９)ꎮ 在 ３ 类长跨比下ꎬ正
交斜放空腹夹层板楼盖的跨中最大挠度分别减小

３８.８％、３７％和 ３４％ꎬ这表明上、下肋截面高度对空

腹夹层板楼盖的刚度影响较大ꎬ但是当上、下肋截

面高度大于 ３００ ｍｍ 即空腹夹层板网格尺寸的 １ / １０
左右时ꎬ随着上、下截面高度的增大ꎬ空腹夹层板楼

盖跨中最大挠度变化率变缓ꎮ

图 ９　 上、下肋截面高度对挠度的影响
　
４.２.２ 上、下肋截面宽度对楼盖刚度的影响

上、下肋截面宽度对楼盖挠度的影响如图 １０ 所

示ꎮ 随着上、下肋截面宽度的增加ꎬ空腹夹层板楼

盖跨中挠度分别减小 １３.６％、１２.９％和 １３.２％ꎮ 这是

因为上、下截面宽度与上、下截面刚度呈线性关系ꎬ
所以增加上、下肋截面宽度可增大空腹夹层板楼盖

刚度ꎬ但对空腹夹层板楼盖刚度的影响不如上、下
截面高度那么显著ꎬ故在工程实践中空腹夹层板

上、下肋截面宽度常采用 １.５~３.５ 倍的上、下肋截面

高度ꎮ

图 １０　 上、下肋截面宽度对挠度的影响
　
４.４ 表层混凝土板厚度对楼盖刚度的影响

表层混凝土板是空腹夹层板楼盖中直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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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面荷载的构件ꎮ 为研究表层混凝土板的厚度对

空腹夹层板楼盖刚度的影响ꎬ共建立 ２１ 个模型ꎬ板
厚取表层板板跨的 １ / ４０ ~ １ / ２２ꎬ以 １０ ｃｍ 为梯度递

增ꎬ计算结构如图 １１ 所示ꎮ 结果表明ꎬ随着表层混

凝土板厚度的增加ꎬ空腹夹层板跨中最大挠度逐渐

减小ꎬ这是因为表层混凝土板在增加空腹夹层板楼

盖刚度的同时ꎬ还可以改变上肋的应力分布ꎬ进而

对正交斜放网格起到水平支撑作用ꎮ 在 ３ 种长跨比

下ꎬ表层混凝土板对空腹夹层板楼盖跨中最大挠度

减小率分别为 ５％、４.０１％和 ３.８％ꎮ 所以在工程实

践中ꎬ对于现场一次性浇筑成型的钢筋混凝土空腹

夹层板在设计时ꎬ应该考虑上肋表层混凝土板作为

翼缘对空腹夹层板整体刚度的贡献ꎮ

图 １１　 表层板厚度对挠度的影响　
４.５ 跨高比对楼盖刚度的影响

跨高比是指空腹夹层板楼盖短跨跨度同空腹

夹层板高度的比值ꎮ 空腹夹层板的跨高比一般取

１ / ２０~１ / ３０[８]ꎬ共建立 ２１ 个模型ꎬ通过改变空腹夹

层板的高度ꎬ探究跨高比对空腹夹层板楼盖刚度的

影响ꎬ结果如图 １２ 所示ꎮ 结果表明ꎬ在 ３ 种长跨比

模型下ꎬ随着跨高比的增大ꎬ空腹夹层板楼盖跨中

最大挠度分别增加 １８.４％、２０.７％和 ２１％ꎮ 所以工

程实践中ꎬ可以采用减小跨高比提高空腹夹层板楼

盖的整体刚度ꎬ但跨高比不宜过小ꎬ还要满足空腹

率以保证水电管线的布置ꎮ
４.６ 网格形式对楼盖刚度的影响

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与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

是目前工程实践中应用最多的空腹夹层板结构形

式ꎮ 建立 ６ 个模型ꎬ对比 ２ 种网格形式对楼盖刚度

的影响ꎬ结果如图 １３ 所示ꎮ 当楼盖结构的长跨比≤
１.５ 时ꎬ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与正交斜放空腹夹层

板跨中最大挠度均能满足规范要求ꎬ且正交斜放空

腹夹层板楼盖跨中最大挠度明显小于正交正放空

腹夹层板楼盖ꎮ 但从经济角度上讲ꎬ长跨比≤１.５
时ꎬ采用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用料更省ꎬ更为经济ꎮ
当楼盖结构的长跨比>１.５ 时ꎬ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

楼盖跨中最大挠度为 １１５. ２１ ｍｍꎬ为跨度的 １ /
２７７.７５ꎬ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为 １０４.８７ ｍｍꎬ为跨度

的 １ / ３０５ꎬ满足规范规定ꎬ这表明正交斜放空腹夹层

板楼盖相较于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整体刚度更大ꎬ
抗变形能力更强ꎮ

图 １２ 结构跨高比对挠度的影响

图 １３　 网格形式对挠度的影响

５ 结论

１)增大表层混凝土板厚度在一定程度上可提

升空腹夹层板整体刚度ꎬ对于现场浇筑一次成型的

空腹夹层板ꎬ在设计时应考虑上肋表层混凝土板作

为翼缘对空腹夹层板整体刚度的贡献ꎮ
２)提高上、下肋截面高度可显著提升正交斜放

空腹夹层板楼盖的整体刚度ꎬ但上、下肋截面不宜

超过空腹夹层板网格尺寸的 １ / １０ꎮ
３)减小空腹夹层板楼盖的跨高比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提升正交斜放空腹夹层板楼盖的整体刚度ꎬ
但是跨高比不宜太小ꎬ否则不利于水电管线的布置ꎮ

(下转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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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楼盖结构的长跨比>１.５ 时ꎬ正交斜放空腹夹

层板楼盖相较于正交正放空腹夹层板整体刚度更

大ꎬ抗变形能力更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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