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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技术

变截面门式刚架柱的稳定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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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变截面门式刚架柱的稳定性计算中#采用大头截面参数还是小头截面参数进行探讨#并提出稳定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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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的简

化公式" 通过对稳定系数
#

u

Q

的对比分析验证了简化公式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本文建议现行+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

规程,]9],!%"-"%%"'以下简称+门刚规程,(在今后修编时采用与现行+钢结构设计规范,FI)%%!'*"%%+ 接轨的本文简化计

算公式"

关键词#稳定系数##大头截面参数##简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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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变截面门式刚架柱"柱脚为铰接#的稳定

性$现行规范&规程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3门式

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4]9],!%"'"%%"

)!*

"以下简称3门刚规程4#中主要采用小头截面参数

计算$而3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4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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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3薄钢规范4#和3上海市轻型钢结

构设计规程4 VIi%(*&(*$'

)+*

"以下简称 3上海规

程4#主要采用大头截面参数计算( 本文就这一问

题进行探讨$并通过对 ""% 根楔形柱的稳定系数进

行分析计算$提出稳定系数计算的建议公式(

!"变截面刚架柱稳定性计算

3门刚规程4中$变截面柱在刚架平面内&平面

外的稳定性分别按式"!#和式""#计算(

6

%

#

!;

1

C%

%

+

)!

=

!

)! *"6

%

D6P

5!%

#

#

!;

*]

C!

$

- "!#

6

%

#

X

1

C%

%

+

,

=

!

#

(;

]

C!

$

- ""#

##以上两式与现行 3钢结构设计规范 4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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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压弯构件稳定性计算类似$但公式

第一项轴心应力效应中的参数和第二项弯矩作用

下的整体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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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均采用柱底小头的有

效截面"见图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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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它将不发生在同

一截面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应力效应相叠加$令人

费解(

图 !#变截面柱截面示意图

3薄钢规范4和3上海规程4在计算以上两项应

力效应时$均采用大头截面的参数$这符合常规同

一截面应力效应迭加的原则(

$"轴心力对稳定应力的影响

3门刚规程4中$平面内的计算长度 N

%

g

,

;

N$

3薄钢规范4和 3上海规程4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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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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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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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墙&柱的重力荷

载( 故可按大头截面计算轴心应力效应( 现采用

大头截面及相应的长度系数
,

(

平面外的计算长度/通常为N"不设隅撑时#或

+H"设隅撑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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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头截面

计算的轴心受压稳定系数# P

#

X

"按小头截面计算

的轴心受压稳定系数#$所以大&小头截面的轴心应



力效应略有差别(

实际上$在轻型门式刚架中轴心应力效应占全

截面稳定应力的比例较小( 故按大头截面参数计

算不会降低构件安全度(

'"受弯构件整体稳定系数
!

>3

3门刚规程4中$均匀弯曲变截面受弯构件的整

体稳定系数按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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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增加了多个计算参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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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十分繁琐$因此建议采用3钢结构

设计规范4中的公式$即式")#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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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和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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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按两种情况对以上公式的计算结果进行

分析(

"!# 选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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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F)!(!E

)'*的刚架柱截面"!&%

种$其中包括单跨刚架柱及双跨刚架边柱#$其中 /

"+<%H"设隅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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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选正在编写的3钢结构设计手册4第九

章门式刚架设计系列中刚架柱截面"&% 种$其中包

括单跨刚架柱及双跨刚架边柱#$其中 /"N"不设

隅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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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两个公式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离

散率较小( 而且由式")#和"'#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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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小于式

"+#的值$偏于安全(

+"等效弯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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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趋近于!$故并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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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

F"结语

"!# 建议文献)!*中对于变截面门式刚架柱的

平面内&平面外的稳定性计算公式均采用大头截面(

""# 受弯构件整体稳定系数
#

(;

可采用与现行

3钢结构设计规范4接轨的公式")#和"'#计算$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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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时$可将公式")#乘以增大系数 !<%)(

"+# 由于在实际工程中刚架柱一般不设隅撑或

在施工中取消隅撑时$须对刚架柱平面外的稳定性

充分重视"此时$平面外的计算长度 /一般取柱高

N#( 建议不设隅撑$为此宜加大柱宽$当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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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计算更为简便(

"E# 关于构件长细比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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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吊车轻型门

式刚架柱可取 !(%$而有吊车门式刚架阶形柱仍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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