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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整体式拼缝连接的预制楼板－预制剪力墙节点在预制楼板悬臂端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受力性能，进行了 １ 个边

节点试件和 ２ 个中节点试件的静力试验．结果表明：３ 个试件的裂缝分布相同，且均为楼板受弯破坏；３ 个试件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前的楼板悬臂端竖向荷载－挠度曲线基本相同，预制楼板固端受弯承载力差别不大，且与规范公式计算值的比值平均为

１．２９；套筒挤压搭接连接可有效传递预制楼板钢筋拉力；整体式拼缝可保证全装配楼盖的整体性，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采用全装

配楼盖时，预制楼板与预制墙之间可采用本文试件的整体式拼缝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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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式楼盖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及现浇混凝土

结构中均有较多应用，装配式楼盖可分为叠合楼盖

和全装配楼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１］ 规

定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宜采用叠合楼盖，并且规定了

叠合楼盖的设计方法，给出了双向叠合板板端与支

承梁或剪力墙的连接构造［１－２］（图 １）．
无后浇面层的全装配楼盖预制板的厚度、平面外

刚度都比叠合楼盖预制板的大，运输、安装中不易开

裂，现场湿作业少．文献［３－４］对采用无后浇面层预制

板楼盖的钢框架－钢板剪力墙结构进行了振动台试验

和拟动力试验，板端伸出Ｕ 形钢筋锚固于钢梁上方的

后浇混凝土内，同时设置蛇形弯起抗剪钢筋．试验结

果表明，８ 度罕遇地震作用下，预制板楼盖可保证钢

框架和钢板剪力墙协同工作，认为在高烈度地区可采

用无后浇面层的全装配楼盖代替现浇楼盖．
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采用全装配楼盖时，为使全

装配楼盖能与现浇楼盖一样承受竖向重力荷载、传
递水平力，预制楼板与预制剪力墙之间应采用整体

式拼缝连接，即预制混凝土构件之间预留一定宽度

的现场浇筑混凝土的后浇段，预制构件受力钢筋在



后浇段内连接、锚固．受力钢筋在后浇段内连接可采

用焊接、搭接、机械连接等多种方式，受力钢筋在后

浇段内锚固应符合现浇混凝土结构的要求．

　 　 （ａ）边支座 （ｂ）中间支座　 　 　 　 　

图 １　 叠合楼盖板端支座构造［１－２］

钢筋套筒挤压连接是钢筋机械连接方法之一［５］，
成本低，接头质量容易检查．现浇混凝土结构中，套
筒挤压连接适用于直径不小于 １６ ｍｍ 的钢筋连接．
为将其用于预制楼板小直径钢筋的连接，研发了适

用于直径 ８～１６ ｍｍ 的钢筋套筒挤压搭接连接技术，
即被连接的 ２ 根钢筋在套筒内搭接且钢筋端头伸出

套筒不少于 ５ ｍｍ，通过挤压套筒实现钢筋连接．为
研究预制楼板与预制剪力墙之间设置后浇段、受拉

钢筋在后浇段内套筒挤压搭接连接或锚固、受压钢

筋在后浇段内锚固的预制楼板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

受力性能，本文作者完成了 １ 个预制楼板－预制剪

力墙边节点试件、２ 个预制楼板－预制剪力墙中节点

试件的静力试验．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试件设计及制作

按照“强墙肢弱楼板”的原则，设计了 ３ 个预制

楼板－预制剪力墙节点试件，编号分别为 ＷＳＪ１、ＷＳＪ２
和 ＷＳＪ３．其中，试件 ＷＳＪ１ 剪力墙单侧有楼板，模拟实

际工程中楼板与边墙连接，为边节点试件；试件 ＷＳＪ２
和 ＷＳＪ３ 剪力墙两侧均有楼板，模拟实际工程中楼板

与中间墙连接，为中节点试件．试件几何尺寸及构造

见图 ２．试件均由地梁、下预制墙、上预制墙、预制楼板

和后浇段组成．地梁用于将试件固定在试验台座上．预
制墙 厚 ２００ ｍｍ， 双 层 双 向 配 筋， 竖 向 钢 筋 为

１２＠ ２００，水平钢筋为 ８＠ ２００．预制楼板厚１１０ ｍｍ，
双层双向配筋，与墙垂直的受力配筋为 １０＠ ２００，与
墙平行的非受力配筋为 ８＠ ２００．预制墙、预制楼板的

配筋均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６］（简称《混规》）
最小配筋的要求．

　 　 （ａ）正视图 （ｂ）ＷＳＪ１ １－１ 剖面

（ｃ）ＷＳＪ２ １－１ 剖面 （ｄ）ＷＳＪ３ １－１ 剖面

图 ２　 试件几何尺寸及构造（ｍｍ）

　 　 ３ 个试件的主要变化参数为：连接预制楼板与

预制剪力墙的水平后浇段位置，预制楼板受拉钢筋

在水平后浇段内的连接方法．３ 个试件水平后浇段

位置分别示于图 ２ （ ｂ）、 （ ｃ）、 （ ｄ）． 试件 ＷＳＪ１ 和

ＷＳＪ２ 的水平后浇段位于上、下预制墙之间，与上、下
预制墙的水平后浇段合一，后浇段宽 ２００ ｍｍ，与剪

力墙的厚度相同，高 ２７０ ｍｍ．试件 ＷＳＪ３ 的水平后浇

段位于剪力墙外的一侧楼板端，宽 ２００ ｍｍ，高

１１０ ｍｍ，与上、下预制墙的水平后浇段组成 Ｌ 形后

浇段．试件 ＷＳＪ１ 预制楼板顶面受拉钢筋伸入剪力墙

１８０ ｍｍ（＞０．４ｌａｂ，ｌａｂ为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后，
向下弯折 ９０°至楼板底，与现浇结构楼板边支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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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钢筋锚固方法相同．试件 ＷＳＪ２ 两侧预制楼板顶

面受拉钢筋在水平后浇段内套筒挤压搭接连接．试
件 ＷＳＪ３ 一侧预制楼板顶面受拉钢筋伸过上、下预

制墙的水平后浇段，与另一侧预制楼板顶面受拉钢

筋在楼板端的水平后浇段内套筒挤压搭接连接． ３
个试件的预制楼板底面受压钢筋均伸过预制墙中心

线，锚固于上、下预制墙的水平后浇段内，与现浇结

构受压钢筋在支座内的锚固方法相同．为了方便预

制楼板顶面受拉钢筋套筒挤压搭接连接施工，试件

ＷＳＪ２ 和 ＷＳＪ３ 预制楼板顶面受拉钢筋与底面受压

钢筋错开布置．３ 个试件上、下预制墙的竖向钢筋逐

根套筒挤压搭接连接．
试件 ＷＳＪ２ 和 ＷＳＪ３ 的制作过程：分别制作下预

制墙和地梁、上预制墙、预制楼板，受力钢筋伸出预

制墙和预制楼板端面，预制墙与水平后浇段的结合

面凿毛为粗糙面，预制楼板与水平后浇段的结合面

设置键槽；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后，安装就位下

预制墙和预制楼板，预制楼板顶面受拉钢筋套筒挤

压搭接连接；安装上预制墙，上、下预制墙竖向钢筋

套筒挤压搭接连接；水平后浇段支模、浇筑混凝土．
试件 ＷＳＪ１ 制作过程与试件 ＷＳＪ２、ＷＳＪ３ 类似，仅没

有预制楼板受拉钢筋套筒挤压连接工序．图 ３ 为试

件的制作照片．

（a）WSJ1楼板-墙连接部位

（b）WSJ3楼板-墙连接部位

图 ３　 试件 ＷＳＪ１、ＷＳＪ３ 制作照片

１．２　 材料强度

楼板 １０ 受力纵筋实测屈服强度 ｆｙ ＝ ４３９

ＭＰａ，极限强度 ｆｕ ＝ ６７７ ＭＰａ；屈服应变 εｙ ＝ ｆｙ ／ Ｅｓ ＝
２．１９５×１０－３，钢筋弹性模量 Ｅｓ ＝ ２．０×１０５ Ｎ ／ ｍｍ２ ．

３ 个试件的预制墙、预制楼板同批次浇筑混凝

土，水平后浇段同批次浇筑混凝土．每次浇筑混凝土

时，浇筑一组 １５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 立方体试

块，试验当天实测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即实测值） ｆｃｕ，ｍ，结果列于表 １．
表 １　 试件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ｆｃｕ，ｍ ＭＰａ

试件编号 预制墙、预制楼板 水平后浇段

ＷＳＪ１ ４０．４ ４１．１
ＷＳＪ２ ４３．４ ５０．８
ＷＳＪ３ ４５．７ ５２．６

１．３　 加载及量测方案

试件 ＷＳＪ２、ＷＳＪ３ 的试验加载装置见图 ４，Ｓ 为

南侧，Ｎ 为北侧，试件 ＷＳＪ３ 楼板的水平后浇段位于

Ｎ 侧．用 １ 个千斤顶通过分配梁在预制剪力墙顶部

施加固定轴压力 ４００ ｋＮ，墙体设计轴压比约为０．１３．
用 １ 个（试件 ＷＳＪ１）或 ２ 个（试件 ＷＳＪ２、ＷＳＪ３）千斤

顶在预制楼板悬臂端施加向下的竖向荷载，加载位

置距楼板与剪力墙交界面 １ ０００ ｍｍ，模拟实际工程

中楼板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受力状态．试件 ＷＳＪ１ 只

有一侧有楼板，在楼板悬臂端施加竖向荷载将导致

墙体承受平面外倾覆弯矩，所以，在试件 ＷＳＪ１ 预制

墙的顶部设置水平拉杆，约束预制墙的面外位移．

图 ４　 试验加载装置及位移测点布置

试验时先施加预制墙上的轴压力，稳定后逐级

施加楼板悬臂端竖向荷载（以下简称“竖向荷载”）．
楼板固端（与墙连接端）板顶受拉钢筋屈服前采用

荷载控制加载，屈服后采用楼板悬臂端加载点的竖

向位移（以下简称“竖向位移”或“挠度”）控制加载．
试验采用分级单调加载，直至竖向荷载达到峰值后

下降或千斤顶达到最大行程试验结束．荷载控制阶

段，每级荷载递增 ５ ｋＮ；位移控制阶段，每级位移递

增 ３ ｍｍ；加载前期，在两级荷载或位移之间，变形稳

定后施加下一级竖向荷载或竖向位移．３ 个试件采

用相同的加载制度．
试验量测了施加的竖向荷载、楼板悬臂端加载点

的竖向位移、楼板钢筋应变．采用力传感器量测施加

的竖向荷载，力传感器安装在千斤顶与试件之间．采

·３８·第 ６ 期 赵作周， 等：整体式拼缝连接的预制楼板－预制剪力墙节点试验



用位移计量测试件位移，位移测点布置见图 ４，Ｄ１ 和

Ｄ２ 在 Ｓ 端，Ｄ３ 和 Ｄ４ 在 Ｎ 端，分别位于预制板的两

侧，量测楼板悬臂端竖向位移，同时监测楼板悬臂端

的竖向位移是否一致，用以判断楼板是否发生扭转．
结果表明，试验过程中楼板未发生明显扭转．采用电

阻应变片量测楼板固端受拉钢筋的应变，应变片距楼

板固端约 ２０ ｍｍ，３ 个试件的应变测点布置见图 ５．
应变片 后浇段

预制楼板

TL3-1

TL2-1

TL1-1

应变片 后浇段

预制楼板

TL3-1

TL2-1

TL1-1

应变片 后浇段

预制楼板

TL3-1

TL2-1

TL1-1

TL3-2

TL2-2

TL1-2

TL3-2

TL2-2

TL1-2

(a)WSJ1 (b)WSJ2 (c)WSJ3

S N S NS N

接头 接头

图 ５　 楼板钢筋应变测点布置（俯视图）

２　 试验现象及破坏形态

试件的裂缝均出现在楼板上，板－墙连接区域

及剪力墙未见裂缝．竖向荷载约为 ５ ～ ６ ｋＮ 时，３ 个

试件的预制楼板与水平后浇段结合面开裂，试件

ＷＳＪ３ 的 Ｎ 侧楼板距固端 ８０ ｍｍ 处同时开裂．随着

竖向荷载增大，楼板开裂区域由固端向悬臂端扩展，
并从楼板顶面向底面发展，裂缝宽度也随之增加．试
件 ＷＳＪ１ 竖向位移 Δ＝ ４５ ｍｍ（θ＝ １ ／ ２２，θ＝Δ ／ Ｌ 为楼

板转角，楼板悬臂长 Ｌ ＝ １ ０００ ｍｍ，下同）时，裂缝

最大宽度为 １．５ ｍｍ，裂缝基本出齐，裂缝间距约为

１２０ ｍｍ；竖向位移 Δ＝ ７０ ｍｍ（θ ＝ １ ／ １４）时，预制楼

板与水平后浇段结合面裂缝宽度约为 ５ ｍｍ．试件

ＷＳＪ２ 两侧楼板竖向位移 Δ ＝ ５８ ｍｍ（ θ ＝ １ ／ １７）时，
楼板裂缝基本出齐，裂缝间距约为 １００ ｍｍ，预制楼

板与水平后浇段结合面裂缝宽度约为 １．５ ｍｍ．试件

ＷＳＪ３ 两侧楼板在相同竖向荷载作用下的挠度不完

全相同， 当 Ｓ、 Ｎ 侧竖向位移 Δ 分别为 ４５ ｍｍ
（θ＝ １ ／ ２２）、３７ ｍｍ（θ＝ １ ／ ２７）时，楼板裂缝基本出齐，
裂缝间距约为 １５０ ｍｍ，裂缝最大宽度约为１．５ ｍｍ．试
验结束时，试件 ＷＳＪ３ 的 Ｎ 侧楼板水平后浇段根部底

面混凝土压坏，其余试件楼板混凝土未见压坏．
３ 个试件均在竖向荷载达到峰值且下降后，试

验结束．试件的破坏形态基本相同，为楼板受弯破

坏，见图 ６．图 ７ 所示为试验结束时楼板侧面裂缝分

布图．可以看出，试件 ＷＳＪ１ 的预制楼板、试件 ＷＳＪ３
的 Ｓ 侧预制楼板与水平后浇段结合面的裂缝竖直向

下发展，没有发生沿板端键槽发展的现象；试件

ＷＳＪ２ 的 Ｓ、Ｎ 两侧预制楼板、试件 ＷＳＪ３ 的 Ｎ 侧预制

楼板与水平后浇段结合面裂缝均沿板端键槽开展．

图 ８（ａ）为试件 ＷＳＪ１ 试验结束后预制楼板与

水平后浇段结合面受拉钢筋周边混凝土破坏的照

片，可以看出，在混凝土基材上形成了以受拉钢筋为

中心的倒锥形破坏面，破坏发生在钢筋受拉屈服后，
说明受拉钢筋未发生锚固失效．图 ８ （ ｂ） 为试件

ＷＳＪ３ 试验结束后套筒挤压搭接接头照片，套筒没有

开裂，被连接的钢筋没有发生滑移．

（c）WSJ3

（b）WSJ2

（a）WSJ1

图 ６　 试验结束后试件照片

（c）WSJ3

（b）WSJ2

（a）WSJ1

S N

S N

S N

图 ７　 试验结束后楼板侧面裂缝分布

（a）WSJ1楼板受拉钢筋周边混凝土锥形破坏

（b）钢筋套筒挤压搭接接头

图 ８　 试件局部破坏及钢筋接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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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１　 竖向荷载－挠度曲线、承载力及变形能力

３ 个试件的竖向荷载－挠度（Ｐ－Δ）曲线见图 ９，
Ｐ 为施加在楼板悬臂端的竖向荷载，Δ 为位移计 Ｄ１
与 Ｄ２、Ｄ３ 与 Ｄ４ 分别量测的 Ｓ 端、Ｎ 端楼板悬臂端

加载点的竖向位移平均值．可以看出，试件的 Ｐ－Δ
曲线可分为两个阶段，楼板受拉钢筋屈服前，竖向荷

载随挠度增加迅速增加；受拉钢筋屈服后，挠度随竖

向荷载增加而迅速增加．由于中节点试件 Ｓ、Ｎ 侧的

竖向千斤顶采用油路串联方式加载，当一侧楼板达

到其受弯承载力后竖向荷载下降时，另一侧的竖向

荷载也会随动下降，导致中节点试件南北加载点的

竖向位移会相差较大．试件 ＷＳＪ３ 的 Ｓ、Ｎ 侧峰值竖

向荷载略有差异，但 Ｎ 侧楼板水平后浇段受压区混

凝土压坏严重，后期板端挠度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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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竖向荷载－挠度曲线

表 ２ 列出了试件不同状态时的竖向荷载 Ｐ、对应

的挠度 Δ 及楼板转角 θ．表 ２ 中，开裂荷载 Ｐｃｒ为出现

第一条可见裂缝时的竖向荷载；屈服荷载 Ｐｙ为楼板

固端顶面钢筋受拉屈服时的竖向荷载；峰值荷载 Ｐｐ

为加载过程中的最大竖向荷载；Ｐｕ为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对应的竖向荷载．根据 ＧＢ ／ Ｔ ５０５１２—２０１２《混凝土

结构试验方法标准》 ［７］，对于混凝土悬臂受弯构件，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是指弯曲挠度达到悬臂长度的 １ ／ ２５
时的状态．表 ２ 还列出了楼板固端开裂时的竖向荷载

计算值 Ｐｃｒ，ｃ、楼板固端受拉钢筋屈服时的竖向荷载计

算值 Ｐｙ，ｃ和楼板固端受弯承载力对应的竖向荷载计

算值 Ｐｐ，ｃ ．Ｐｃｒ，ｃ按文献［８］方法计算得到，Ｐｙ，ｃ、Ｐｐ，ｃ分别

为按《混规》现浇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公式

计算得到的承载力对应的板端竖向荷载，计算 Ｐｙ，ｃ时

纵筋抗拉强度采用实测屈服强度，计算 Ｐｐ，ｃ时纵筋抗

拉强度采用实测抗拉强度，混凝土抗压强度采用实测

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换算得到的轴心抗压强度

（０．７６ｆｃｕ，ｍ），并考虑构件自重影响．
由图 ９ 和表 ２ 可知：
１）达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挠度为 ４０ ｍｍ）前，试

件 ＷＳＪ１、ＷＳＪ２ 的 Ｓ 侧、ＷＳＪ３ 的 Ｓ 侧、ＷＳＪ３ 的 Ｎ 侧

的 Ｐ－Δ 曲线基本一致，试件 ＷＳＪ２ 的 Ｎ 侧 Ｐ－Δ 曲线

在板端挠度大于 ２０ ｍｍ 后略低．
２）３ 个试件的 Ｐｙ、Ｐｕ和 Ｐｐ分别接近，与其平均

值的最大相对偏差分别为 １５．４％、６．２％和 ７．３％；３
个试件的 Δｙ和 Δｐ分别接近，与其平均值的最大相对

偏差分别为 １２．０％和 ６．８％．
３）３ 个试件的 Ｐｐ与《混规》现浇构件受弯承载力

公式计算值对应的竖向荷载 Ｐｐ，ｃ的比值均大于 １．１９，
平均为 １．２９，说明可按《混规》公式计算采用整体式拼

缝与预制墙连接的预制楼板的固端受弯承载力．
４）３ 个试件的 Ｐｐ与 Ｐｕ的比值平均为 １．１５，预制

楼板固端受弯承载力有一定的安全储备．
５）３ 个试件的峰值转角 θｐ约为 １ ／ １０，预制楼板

的变形能力强．
表 ２　 试件不同状态的竖向荷载、挠度及转角

试件

编号

开裂

Ｐｃｒ ／
ｋＮ

Δｃｒ ／
ｍｍ

θｃｒ

屈服

Ｐｙ ／
ｋＮ

Δｙ ／
ｍｍ

θｙ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Ｐｕ ／
ｋＮ

Δｕ ／
ｍｍ

θｕ

峰值

Ｐｐ ／
ｋＮ

Δｐ ／
ｍｍ

θｐ

Ｐｐ ／
Ｐｕ

Ｐｃｒ， ｃ ／
ｋＮ

Ｐｃｒ ／
Ｐｃｒ，ｃ

Ｐｙ，ｃ ／
ｋＮ

Ｐｐ，ｃ ／
ｋＮ

Ｐｙ ／
Ｐｙ，ｃ

Ｐｐ ／
Ｐｐ，ｃ

ＷＳＪ１ ５．０ １．４５ １ ／ ６８８ １２．１ ９．５４ １ ／ １０５ ２２．９ ３９．９７ １ ／ ２５ ２７．９ １０２．８８ １ ／ １０ １．２２ ４．９ １．０２ １２．３ ２０．２ ０．９８ １．３８

ＷＳＪ２
Ｓ ５．０ １．１８ １ ／ ８４６ １３．８ ８．９５ １ ／ １１２ ２２．６ ４０．０３ １ ／ ２５ ２６．１ ９２．４８ １ ／ １１ １．１６ ５．２ ０．９６ １２．３ ２０．２ １．１２ １．２９
Ｎ ５．０ １．３７ １ ／ ７３０ １３．８ １０．４８ １ ／ ９５ ２１．２ ４０．０１ １ ／ ２５ ２５．８ ９６．７４ １ ／ １０ １．２２ ５．２ ０．９６ １２．３ ２０．２ １．１１ １．２８

ＷＳＪ３
Ｓ ６．０ １．３５ １ ／ ７３９ １５．７ １０．２５ １ ／ ９８ ２３．０ ４０．０１ １ ／ ２５ ２６．２ ９３．７８ １ ／ １１ １．１４ ５．５ １．１０ １２．３ ２０．２ １．２７ １．３０
Ｎ ５．０ １．４０ １ ／ ７１３ １６．０ ８．３８ １ ／ １１９ ２３．３ ４０．０３ １ ／ ２５ ２４．１ ９５．７４ １ ／ １０ １．０３ ５．９ ０．８５ １２．３ ２０．２ １．３０ １．１９

平均值 ５．２ １．３５ １ ／ ７３９ １４．３ ９．５２ １ ／ １０５ ２２．６ ４０．０１ １ ／ ２５ ２６．０ ９６．３２ １ ／ １０ １．１５ ５．３ ０．９８ １２．３ ２０．２ １．１６ １．２９

３．２　 钢筋应变

试件竖向荷载－楼板钢筋应变（Ｐ－ε）曲线见图

１０．楼板受拉钢筋均屈服；钢筋应变未出现突然减小

的现象，说明受拉钢筋未出现滑移，钢筋锚固与连接

可靠．试件 ＷＳＪ２、ＷＳＪ３ 套筒连接的两根钢筋应变随

竖向荷载增大而增大的规律基本一致，套筒挤压搭

接接头可有效传递钢筋拉力．

３．３　 刚度

楼板不同状态的割线刚度 Ｋ 可由竖向荷载与对

应挠度的比值确定，试验结果示于表 ３，表中括号内

为相应状态的刚度与开裂刚度的比值．３ 个试件的峰

值点、极限点割线刚度基本一致，试件 ＷＳＪ３ 的 Ｎ 侧

楼板屈服点刚度略大于其余试件．各试件楼板的割

线刚度－挠度（Ｋ－Δ）曲线见图 １１，随挠度增大，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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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割线刚度退化规律基本相同．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P/
kN

ε/10-3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P/
kN

ε/10-3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P/
kN

ε/10-3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P/
kN

ε/10-3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P/
kN

ε/10-3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P/
kN

ε/10-3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P/
kN

ε/10-3

(a)WSJ1 (b)WSJ2测点TL1-1、TL1-2 (c)WSJ2测点TL2-1、TL2-2 (d)WSJ2测点TL3-1、TL3-2

(e)WSJ3测点TL1-1、TL1-2 (f)WSJ3测点TL2-1、TL2-2 (g)WSJ3测点TL3-1、TL3-2

TL2-1

TL1-1

TL3-1
TL2-1

TL1-1

TL2-2

TL2-1

TL3-1

TL3-2
TL1-1

TL1-2

TL2-1

TL2-2 TL3-1

TL3-2

εy

εy εy εy εy

εy εy

图 １０　 竖向荷载－楼板钢筋应变曲线

表 ３　 试件不同状态的割线刚度 Ｋ ｋＮ·ｍｍ－１

试件编号 开裂 屈服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峰值

ＷＳＪ１ ３．４ （１．００） １．３ （０．３７） ０．６ （０．１７） ０．３ （０．０８）

ＷＳＪ２
Ｓ ４．２ （１．００） １．５ （０．３６） ０．６ （０．１３） ０．３ （０．０７）
Ｎ ３．６ （１．００） １．３ （０．３６） ０．５ （０．１５） ０．３ （０．０７）

ＷＳＪ３
Ｓ ４．４ （１．００） １．５ （０．３５） ０．６ （０．１３） ０．３ （０．０６）
Ｎ ３．６ （１．００） １．９ （０．５４） ０．６ （０．１６） ０．３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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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刚度－板端挠度曲线

４　 结　 论

通过 ３ 个预制楼板与预制剪力墙之间采用整体式

拼缝连接的预制楼板－预制剪力墙节点试件在楼板悬

臂端竖向荷载作用下的静力试验，得出如下结论：
１）３ 个试件都是楼板根部出现受弯裂缝、楼板

受弯破坏，与设计预期的破坏形态一致．
２）套筒挤压搭接连接的预制楼板受拉钢筋未

出现滑移，钢筋在后浇段内的连接、锚固可靠；套筒

连接的两根钢筋应变随竖向荷载增大而增大的规律

基本一致，套筒挤压搭接接头能有效传递钢筋拉力．
３）３ 个试件承载力极限状态前的竖向荷载－挠

度曲线基本相同，预制楼板的刚度退化、变形能力、
固端受弯承载力差别不大．

４）预制楼板固端受弯承载力试验值与规范计

算值的比值平均为 １．２９，实测峰值竖向荷载与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对应的竖向荷载的比值平均为 １．１５，
预制楼板固端受弯承载力有一定的安全储备．

５）整体式拼缝可保证全装配楼盖的整体性．装
配式剪力墙结构采用全装配楼盖时，可采用本文试

件连接预制楼板与剪力墙的整体式拼缝，包括后浇

段的位置及截面尺寸、预制楼板受力钢筋在后浇段

的连接与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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