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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在25～50击，中风化大于50击。粉砂岩或砂岩，
全风化层在12～30击，强风化在30～75击，中风化
层大于75击。强风化泥岩的单轴抗压强度主要分布在
0.2MPa～2.5MPa，中风化泥岩大于2.5MPa；强风化砂
岩单轴抗压强度主要分布在0.2MPa～7.5MPa，中风化大
于7.5MPa。

6  泥岩风化带划分建议
根据统计结果：同等风化的泥岩、砂岩标准贯入击

数及天然单轴抗压强度有较大的差异，根据不同岩性制
定不同的划分标准。因此，笔者建议，一是按表3标准
贯入试验击数进行风化分类，二是按表4单轴抗压强度
进行风化分类。在实际工作中应综合两个分类指标及实
际经验进行泥岩的分类划分。

7  结语
根据南宁盆地泥岩风化带划分现状及出现的有关工

程问题，进行风化带划分讨论分析，用多项工程不同风
化带、不同岩性的标准贯入试验击数及单轴抗压强度统
计，总结泥岩风化带划分经验，提出不同的划分方法和标
准，供同行参考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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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程度 岩性 标准贯入试验N（击） 单轴抗圧强度试验Rb（MPa）

全风化

黏土（泥岩）
统计个数（工程） 6 统计个数（工程）

实测范围值 5～25 实测范围值
平均值范围 15～25 平均值范围

砂土（砂岩）
统计个数（工程） 6 统计个数（工程）

实测范围值 13～30 实测范围值
平均值范围 15～25 平均值范围

强风化

泥岩
统计个数（工程） 15 统计个数（工程） 10

实测范围值 21～67 实测范围值 0.3～5.32
平均值范围 27～56 平均值范围 0.67～3.87

砂岩
统计个数（工程） 8 统计个数（工程） 6

实测范围值 40～80 实测范围值 0.43～7.9
平均值范围 43.5～68 平均值范围 1.39～5.4

中风化

泥岩
统计个数（工程） 6 统计个数（工程） 6

实测范围值 53～180 实测范围值 0.61～7.32
平均值范围 72.7～150 平均值范围 2.33～4.4

砂岩
统计个数（工程） 6 统计个数（工程） 6

实测范围值 76～300 实测范围值 6～46.7
平均值范围 110.2～250 平均值范围 8.9～27.2

表2  风化泥岩、砂岩标准贯入/单轴抗压强度试验统计

注明：1.标贯击数未经修正，超过50击是按实打击数和相应贯入量推算得出；2.单轴抗压强度是天然状态下的测定

值；3.统计个数指工程项目个数，平均值指一个项目平均值

表3  标准贯入试验击数N（击）进行风化分类

地层 全风化 强风化 中风化

泥岩、粉砂质泥岩 ≤25 25～50 ≥50
粉砂岩、砂岩 ≤30 30～75 ≥75

表4  单轴抗压强度Rb（MPa）进行风化分类

地层 全风化 强风化 中风化

泥岩、粉砂质泥岩 ≤0.2 0.2～2.5 ≥2.5
粉砂岩、砂岩 ≤0.2 0.2～7.5 ≥7.5

利用楼板布置部分梁内负筋的新型配筋方式梁
受力性能研究

□  黄  琦    郑宏宇    秦  鹏    许迪鑫

[摘   要]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梁柱节点是主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施工中经常会发现梁、柱节点钢筋纵横交错，钢筋较
密，局部振捣不到位，造成浇筑后每根钢筋不能被混凝土包裹，混凝土与钢筋在构件中不能共同工作，使建筑留下安全隐患。提出
利用楼板布置梁内负筋的新型配筋方式，以减少梁内负筋层数，提高浇筑质量。通过Abaqus有限元软件，建立1根传统配筋方式梁
和1根新型配筋方式梁的仿真模型，对比两种配筋方式的受力性能。研究表明，新型配筋方式试件与传统配筋试件相比，承载力更
高，延性更好。

[关键词] 框架节点；楼板；梁内负筋；配筋方式；受力性能

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人们对框架结构

的需求不断向大跨度、大净空的趋势发展，在进行内力
计算时，为了满足抗震规范的要求[1]，在框架梁柱节点
区域配置大量的梁端负筋和柱纵筋，两者相互交错，布
置十分密集，钢筋绑扎难度大；在实际浇筑工程中，易
造成纵筋偏移或直接采用并筋的措施，节点处混凝土振
捣不到位，混凝土与钢筋因不能完全相互包裹而存在黏
结力缺陷，不能保证框架节点核心区的质量，理论上会
对结构整体工作性能和抗震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上
述问题，郭猛等[2]、赵辉等[3]从概念上提出把框架梁端
的第二层负筋移至梁侧楼板一定宽度范围内，可降低节
点处施工难度，保证核心区混凝土的浇筑质量，对于此
布筋方式梁的受力性能研究较少。因此，研究利用梁侧
楼板布置一定数量梁内负筋的新型配筋方式梁的受力性
能，对解决节点浇筑质量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Abaqus有限元软件，分别对1根传统梁内配筋方
式的钢筋混凝土梁和1根新型配筋方式钢筋混凝土梁进行
建模分析，研究其在单调静力竖向作用力下的受力性能。

2  基于Abaqus的单调静力加载受力分析
2.1  模型设计概况
在实际工程中，框架梁端附近存在反弯点，由于反

弯点处弯矩为零、剪力和转角不为零，故两反弯点间的

受力形式与简支梁相似。因此，为了研究利用楼板布置
梁内负筋的新型配筋方式梁的力学性能，将梁端负弯矩
区简化为钢筋混凝土T型梁，模拟楼板受拉的情形。两
种配筋方式的钢筋混凝土梁的配筋梁均为829m2，混凝
土设计强度等级为C30，钢筋为HRP400型钢筋，配筋 
示意图如图1所示。
               

                             （a）配筋剖面图 

        

（b）传统配筋方式梁   （c）新型配筋方式梁

图1   L-1配筋图

3  基于Abaqus的有限元分析
3.1  模型的建立
模型参数设置为混凝土单元采用八节点六面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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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缩减积分单元C3D8R；钢筋单元采用三维桁架单元
T3D2进行模拟[4]；采用分离式模型把钢筋和混凝土作为
不同的单元进行建模；混凝土采用Abaqus有限元软件
自带的塑性损伤模型，钢筋采用弹塑性的双斜线本构模
型。模拟过程中假定钢筋与混凝土之间具有良好的黏结
作用，并通过Embedded模拟两者之间相互连接作用，
为了防止应力集中，加载点处和支座处创建刚度无限大的
垫块，钢筋混凝土梁的加载方式为两点加载，在上部垫块
中心施加对称竖向位移，混凝土单元网格大小为50mm。

3.2  有限元计算结果分析
3.2.1  混凝土应力云图对比

通过对两种不配筋方式梁进行建模计算，两种配筋
方式梁的混凝土应力分布如图2、图3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配筋方式的钢筋混凝土梁应
力分布相差不大，两者的混凝土等效拉应力主要集中在
模拟梁的跨中纯弯段内，梁侧截面由低至高表现为最大
拉应力向最大压应力逐渐发展。

3.2.2   荷载—跨中挠度、负筋应变曲线对比

根据模拟计算结果，提取并绘制出模拟梁的荷载—
跨中挠度曲线，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配
筋方式梁在弹性阶段的曲线基本重合。随着荷载的增
加，新型配筋方式梁与传统配筋方式梁相比，屈服前的
刚度有较小的提高。峰值荷载过后，新型配筋方式梁与
传统配筋方式梁的承载力无明显下降，均表现出良好的
延性。  

跨中截面的梁内负筋荷载—应变曲线如图5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曲线发展的初始阶段，两种配筋方
式试件的曲线基本重合，翼板开裂后，负筋应变迅速增

加，新型配筋方式梁的负筋应变大于传统配筋试件，其
原因是翼板存在受拉剪力滞效应[5]，使翼板负筋应变发
展滞后，梁箍筋内的负筋作为主要的受力负筋发展较
快，应变增大速率较高。
   

图4 荷载—跨中挠度曲线对比     图5 荷载—负筋应变曲线对比

3.2.3  承载力对比

两种配筋方式模拟梁的开裂荷载和峰值荷载见表1。
表1  模拟梁承载力

试件编号 开裂荷载Pcr /kN 竖向峰值荷载Pmax /kN

传统配筋方式梁 66 356.27
新型配筋方式梁 75 365.02

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型配筋方式梁与传统配筋方式
梁相比，开裂荷载和竖向峰值荷载均有一定的提高，其
原因是将负筋移至混凝土表面附近，抗裂更有效，传统
配筋方式梁的内排筋对翼板没有限制裂缝出现的作用；
新型配筋方式梁的负筋只有一排，提高了梁截面的有效
高度h0。

4  结语
（1）新型配筋方式梁与传统配筋方式梁的混凝土应

力分布情况相似。
（2）新型配筋方式梁与传统配筋方式梁相比，刚度

相差不大，延性基本相同。
（3）新型配筋方式梁与传统配筋方式梁相比，开裂

荷载、峰值荷载均有一定提高，具有较好的受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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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传统配筋方式的混凝土应力分布云图

图3  新型配筋方式的混凝土应力分布云图

谈建设项目施工阶段业主代表的现场管理

□  韦  敏

[摘   要]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美观程度、建
筑用材尤为重视。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业主利益，在建设项目开展之前，业主代表需对整个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进行协调管理，
对建筑设备的质量进行严格把控。介绍业主代表的概念和作用，分析业主代表应该承担的管理责任，发现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建设项目；业主代表；现场管理

1  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国的

建筑工程也逐渐由小规模发展为大规模。因此，业主代
表如何推选以及如何对施工现场进行管控是需要不断思
考的问题。在当前的工程建设项目中，业主代表除了应
重视工程质量，还应该重视建筑工程的各个阶段，严格
把控每一个步骤，严格监督建筑工程当中的施工人员、
施工用材以及各个施工步骤。本文将介绍业主代表的职
责和作用，分析目前施工管理过程中还需要改进的地
方，供有现实需求的人员参考。

2  业主代表的概念和作用
业主对建筑物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由这个群体

推选出来可以且有能力维护业主利益的人被称为业主代
表。但是，在项目建设中的业主代表和平时我们所说的
业主代表有一定的区别。项目建设中的业主代表，代
表的是项目的投资者，是建设项目的主体。在确定了
某一项建设项目后，业主成立项目小组或者团队，这
些小组和团队或者某个人就成为业主代表。建设项目
的业主代表主要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计划、施工进度以
及质量安全进行监督和检查，最大限度地维护投资者
的利益。

业主代表的设立对整个建设项目起着很大的作用。
首先，业主代表的设立可以帮助业主对建设项目全过程
监督，防止项目施工人员偷工减料、建设工程不达标等
情况发生。其次，建设项目的开展需要多方参与，也涉
及多方的利益[1]。因此，业主代表的设立，可以协调建
设项目当中的各种关系和利益，确保建设项目更加顺
利完成。除此之外，业主代表可以实时跟进项目的进

展，并实时对每一个阶段的任务进行检测核验。业主
代表的设立，可以带动建设项目朝着预期的计划和标
准发展。

3  业主代表的管理职责
业主代表需要承担应有的管理职责，现将业主代表

的管理职责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3.1  对建设项目的现场进行质量管控
对于建设项目而言，质量必须达到原先核定的应有

标准。因此，业主代表最为主要的管理职责就是严格监
督建设项目的整体质量。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几个阶段，
对于每一个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和每一部分应采用的建
设材料和标准都会有严格的标准。业主代表在每一部分
完成之后，按照既定的标准到现场进行核验，达到阶段
任务要求的标准后方可进行下一步任务，才能确保建设
项目的质量得到充分保障。

在建设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除了业主代表，还有工
程监理这一主体。工程监理受工程建设单位委托监督建
设项目。因此，为了确保建设项目的质量得以把控，还
应对工程监理进行监督，并对工程监理小组的人员综合
素质和能力进行评定，确保监理小组按照标准严格监督
建设项目的实行。

3.2  监督把控施工单位的工作
施工单位是建设项目当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其主要

任务是按照项目计划和要求建设工程。因此，业主代表
须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情况进行监督和管控。对施工单位
进行监督，业主代表要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的审核标准进
行审核，加强对建筑工程质量的检测力度。同时，还应
该对施工单位建立严格的管控制度，一旦施工单位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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