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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混凝土墙体墙梁受力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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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３组不同强度等级的再生碎砖混凝土浇筑上部墙体的墙梁、１组烧结砖和砂浆砌筑上部墙体
的墙梁试验，研究了再生混凝土墙体墙梁的破坏荷载、应力应变、裂缝、挠度等力学特点。试验结果表

明：再生碎砖混凝土墙梁开裂荷载与极限荷载比普通墙梁有所增大；墙梁上部墙体的强度是影响再生碎砖

混凝土开裂荷载的重要因素，且其对墙梁的极限荷载也有一定影响；与传统墙梁一样，再生碎砖混凝土墙

梁的托梁也为偏心受拉构件；再生碎砖混凝土墙梁的刚度比普通砖砌筑墙梁大，且随上部墙体再生碎砖混

凝土强度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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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传统的墙梁已有较多的研

究［１－４］，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出现，一些新型墙

梁结构被提出，并对其进行了一些研究，齐盨等

研究得出钢纤维能提高墙梁结构的开裂荷载和极

限破坏荷载，也能够增大墙梁的延性，减小构件

裂缝宽度［５］；聂维中等指出钢纤维体积率与结构

开裂荷载、破坏荷载、钢筋应变、混凝土应变、

裂缝形式有相关关系［６］；敬登虎等提出钢板 －砖
砌体组合托梁的抗弯刚度相对上部墙体平面内刚

度的系数明显增大［７］；丁大钧对混凝土砌块砌筑

墙梁及其组合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对国家现行规

范中的计算方法提出探讨和建议［８］。但是对于上

部墙体为再生混凝土浇筑的简支墙梁的研究还很

少，尤其是对于用再生碎砖混凝土的墙梁尚无人

涉及，再生碎砖混凝土墙梁指上部墙体由碎砖混

凝土浇筑，下部托梁用普通混凝土浇筑组合而成

的结构。由于再生碎砖混凝土墙梁的上部墙体由

碎砖混凝土浇筑而成，其抗压强度比普通烧结砖

强度大，并且上部墙体与托梁的粘结力增强，必

然会引起结构力学性能的改变。本文通过对再生

碎砖混凝土简支墙梁的受力试验，期望为此再生

新型墙梁提供有力的设计依据。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件设计
试验浇筑４组试件，其尺寸详见图１。其中托

梁混凝土设计强度为 Ｃ２５，托梁纵向钢筋采用４
!

１４，托梁箍筋采用
!

６＠２００；上部墙体结构中，分
别采用强度等级 Ｃ４、Ｃ７、Ｃ１０的再生碎砖混凝
土、ＭＵ１０的粘土砖和强度等级为 Ｍ１０水泥砂浆
砌筑。

１２　试件制作
上部墙体混凝土分别按表１中 Ｃ４、Ｃ７、Ｃ１０

的配合比进行配置，标准条件养护后，试验测得

其抗压强度平均值为１０２、１３５、１７２ＭＰａ。下
部托梁按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９］中 Ｃ２５
标准进行配置。各墙梁详细的材料性能指标如表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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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墙梁试件构造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ａｌｌｂｅａ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表１　墙梁上部墙体混凝土试验配合比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ｏｆｕｐｐｅｒｗａｌ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ｋｇ／ｍ３

目标强

度等级
水胶比

砂率／
％

水泥
碎砖

骨料
砂 水

Ｃ４ ０６３ ３５ ２２２３ １０４４８５ ５６２６１ ２５７９９
Ｃ７ ０５４ ３５ ２５９３ １０１５１８ ５４６６３ ２５６３４
Ｃ１０ ０４８ ３５ ２９１７ ９８９２２ ５３２６６ ２５４９

　注：根据文献 ［１０－１２］进行配合比设计，其中碎砖骨料的粒
径１０～４０ｍｍ，表观密度为２２６６ｋｇ／ｍ３，吸水率为５５５％，压碎
指标为２３１。

１３　试验设备及加载方法
采用ＹＡＷ－５００型电液伺服长柱试验机对墙

梁构件进行加载试验，并在试件上放置钢梁以形

成均布荷载形式进行加载 （图２）。在墙梁底部跨
中和试件两端上方 （支座位置）各安装一个 １０
ｍｍ量程百分表，对墙梁的挠度进行测量；按照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１３］中的试验加载要求

进行加载。

１４　试验现象
４组试件裂缝产生和发展情况相似 （图 ３），

在跨中部位的托梁底部首先出现垂直裂缝，其分

布较为分散，宽度在０２～０５ｍｍ，且随着上部墙
体强度的增大其发展高度增加越靠近托梁与墙体

的分界面。接着在托梁的靠近支座部位出现由下

至上的斜裂缝，斜裂缝与水平方向呈７０°～８０°角，
荷载增加，裂缝宽度逐渐增大并向上发展，穿透托

梁与墙体的分界面，上部墙体出现裂缝，随着荷载

的增加继续向上发展、贯通，整个构件破坏。

图２　墙梁加载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ｏｆｗａｌｌｂｅａｍ

表２　各墙梁详细的材料性能指标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ｂｅａｍ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ＭＰａ

试件编号
抗压强度

上部墙体再生碎砖混凝土 托梁混凝土 普通砖（ＭＵ１０） 砂浆（Ｍ１０）
梁钢筋

屈服强度

托梁钢筋

抗拉强度

ＷＢ－ＯＢ－１ － ２７２ １３５ １２８ ３７０ ５７２

ＷＢ－ＲＣ－２ １０２ ２７２ － － ３７０ ５７２

ＷＢ－ＲＣ－３ １３５ ２７２ － － ３７０ ５７２

ＷＢ－ＲＣ－４ １７２ ２７２ － － ３７０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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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再生碎砖混凝土墙体墙梁试件裂缝
Ｆｉｇ３　Ｃ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ｂｅａ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ｏｆｔｈ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ｂｒｉｃｋｂａ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１　竖向承载力分析
试验各墙梁的下部托梁开裂荷载和整个结构

的极限荷载试验结果如表３所示，结果显示再生碎
砖混凝土墙体墙梁的托梁开裂荷载和整个结构的

极限荷载比普通墙体墙梁有所增加，且托梁的开裂

荷载增加明显，整个结构的极限荷载增加较小。墙

梁上部墙体的强度是影响再生碎砖混凝土墙梁开

裂荷载的重要因素：当再生碎砖混凝土强度较低

时 （Ｃ４），其托梁开裂荷载偏低，当上部墙体的混
凝土强度较高 （Ｃ７和Ｃ１０），结构的托梁开裂荷载
增长较小。但是上部墙体的强度对再生碎砖混凝

土墙梁的极限荷载影响较小，依然随着墙体强度的

增加而增加。

２２　托梁纵向钢筋应变分析
如图４和图５所示：各组试件下部托梁中的纵

向钢筋都发生正应变，在同一荷载作用下托梁下部

钢筋应变比上部略大，表明结构下部托梁偏心受

拉。４组墙梁构件托梁上、下部纵向钢筋应变的变
化规律在整个加载过程中变化相似。在加载初期，

钢筋应变呈线性，随上部墙体强度的增加应变增加

的幅度增大；由于混凝土自身承担一定的拉应力，

当托梁出现裂缝，混凝土承受的拉应力转移到纵向

钢筋，钢筋应变发生突变，钢筋进入弹塑性阶段，

由于再生混凝土墙体墙梁的托梁属于偏心受拉构

件，上部钢筋和下部钢筋应变相差增大，当荷载增

加到结构出现上下贯通的斜裂缝时，荷载不再继续

增长，构件发生剪切破坏，钢筋未屈服。

２３　挠度分析
如图６所示，４组墙梁试件的荷载 －跨中挠度

曲线走向大致相似，基本可分为加载到构件出现裂

缝和试件开裂到构件破坏两个阶段：第１阶段，在
加载初期，试件还未开裂，结构处于弹性变形阶段，

图４　上部钢筋应变对比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ｕｐｐ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图５　下部钢筋应变对比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表３　墙梁的下部托梁开裂荷载和整个结构极限荷载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ｌｏａｄ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ｊｏｉｓｔａｎ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ｏａｄ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试件编号
托梁开裂荷

载／ｋＮ
墙梁极限荷

载／ｋＮ
较普通墙梁提高比例／％

托梁 墙梁

较Ｃ４再生碎砖混凝土墙梁提高比例％

托梁 墙梁

ＷＢ－ＯＢ－１ １１９ ４３７ ０ ０ － －

ＷＢ－ＲＣ－２ １５６ ４８８ ３１１ １１７ ０ ０

ＷＢ－ＲＣ－３ ２０４ ５１５ ７１４ １７８ ３０７ ５５

ＷＢ－ＲＣ－４ ２２１ ５５３ ８５７ ２６５ ４１６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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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全部墙梁试件荷载－跨中挠度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ｐａｎ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

ａｌｌｔｈｅｗａｌｌｂｅａ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挠度随着荷载的增加近似呈线性变化，且挠度增

长缓慢；第２阶段，在构件开裂之后到构件破坏，
由于裂缝的存在，挠度发生了突变，其增长幅度

变大，不再为线性变化。在同一级别荷载下，相

对于普通砖砌筑的墙梁，再生混凝土墙体墙梁的

跨中挠度较小，上部墙体强度较高的再生碎砖混

凝土比墙体较低的再生碎砖混凝土的跨中挠度小，

说明由于上部墙体材料弹性模量的增大，墙梁的

截面抗弯刚度增大，致使挠度相应减小。

３　结　论

（１）再生碎砖混凝土墙体墙梁中托梁的开裂
荷载和整个结构的极限荷载均比普通墙梁的要高；

（２）再生碎砖混凝土墙梁的上部墙体强度是影响

下部托梁开裂荷载的重要因素，且其对墙梁的极

限荷载也有一定影响；（３）与普通墙梁一样，再
生碎砖混凝土墙体墙梁的托梁也为偏心受拉构件；

（４）再生碎砖混凝土墙体墙梁刚度比普通砖砌筑
墙梁大，且随上部墙体再生碎砖混凝土强度的增

大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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