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3SG619-5 

房屋建筑抗震加固〈五〉
〈公共建筑抗震加固〉

I I I I Ji）建筑f1J~~fi~设计师究院

的
｜
。
－c
o
ω的
←
－
－J
ω工
ω
Z
D
Z
N
O
〈
一
∞D
Z
N
Z〈
一
可
〈
一
亏
。
2
0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3SG619-5 

房屋建筑抗震加固〈五〉
〈公共建筑抗震加固〉

批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组织编制：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中阁计划生版拉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批准《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等14项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的通知

建质［2013]74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规划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
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

经审查，批准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等15个单位编制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等14项标准设计为国家建筑标准设计，自2013年7月 1 日起实施。原《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02J404-l ）、 《内装修一轻钢龙骨内（隔）墙装修及隔断》（03J502-l) 、 《混凝土结构加固构造
（总则及构件加固）》（06SG311 1 ）、 《户内电力电缆终端头》（930101-1）、 《户外电力电缆终端头》
(930101-2）、 《电力电缆接头》（930101-3）、 《电力电缆终端头和接头》（930101-4）、 《预制分
支电力电缆安装》（000101一7）标准设计同时废止。

附件：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名称及编号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0一三年五月三日

“建质［2013] 74号”文批准的14项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号

序号 图集号 序号 图集号 序号 图集号 序号 图集号 序号 图集号

13J404 4 13J816 7 13SG121-2 10 13SG619-5 13 130101-1 ~ 4 
2 13J502-1 5 13J817 8 13G311-1 11 13SG905-1 14 130101-7 

3 13J815 6 13J933-2 9 13SG364 12 13K511 



《房屋建筑抗震加固（五）（公共建筑抗震加固）》编审名单

编制组负责人：

编制组成员：

苗启松

李文峰

审查组长： 沙志国

甘明 韩龙勇 李兴旺 周中发 徐金蓓

审查组成员： 杨勇新 王文栋 汪训流 李国胜 徐福泉 尤天直 黄志刚 崔鼎九

项目负责人： 张玉梅

项目技术负责人：刘 敏

国标图热线电话： 010-68799100 发行电话： 010-68318822

查阅标准图集相关信息请登录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网站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房屋建筑抗震加固
公共建筑抗震加固

〈五〉 主编单位负责人

批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批准文号 建质（2013]74号

主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编号 GJBT-1243 

实行日期 二0一三年七月一日

目录…·

总说明－．

钢筋混凝土结构

图集号 13SG619-5

目

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加固说明…………………… A-1

框架结构加钢构套、钢筋混凝土套平面示意图………· A-5 

框架柱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A-6 

框架梁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A-10

框架柱加钢筋混凝土套节点详图· · · · · · · · · · · · · · · · · · · · · ·A-16 

框架梁加钢筋混凝土套节点详图· · · · · · · · · · · · · · · · · · · · · ·A-20 

框架结构增设抗震墙加固平面示意图·．．．．．．．．．．…… ·A-21

框架结构新增抗震墙与中柱的连接·．．．．．．．．．．………伫22

框架结构新增抗震墙与边柱的连接·．．．．．．．．．．……… A-24

框架结构新增抗震墙与角柱的连接·．．．．．．．．．．………护26

框架结构新增抗震墙边缘构件遇梁做法·．．．．．．．．．．…· ·A-28 

框架结构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加固平面示意图·………A-29

技术审定人

设计负责人材；啊！

录

框架结构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外贴混凝土框架型及内
衬钢框架型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 ·A-30

外贴混凝土框架梁柱与原框架连接方式·．．．．．．．．．．…· · A-31 

防屈曲消能支撑外贴混凝土框架型消能部件节点详图·…A-32

防屈曲消能支撑内衬钢框架型消能部件节点详图·…… ·A-33

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加固平面示意图·…… ·A-34

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外贴抗震短墙型
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 ·A-35

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内置抗震短墙型
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 ·A-36

消能器与内设抗震短墙连接节点加固详图·．．．．．．．．．．… A-37

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

立面示意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8 

金属剪切型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连接节点详图·……·仕”

框架－抗震墙结构原抗震墙墙体加固平面示意图……· · A-41 

｜叫 l肌619
审核｜李文峰 页



2 

框架－抗震墙结构原抗震墙墙体加固节点详图·………A-42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加固平面示意图·………A-44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做法（一）立面示意图·…· ·A-45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做法（一）加固节点详图·…A-46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做法（二）立面示意图·…· ·A-47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做法（二）加固节点详图·…A-48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型消能器加固平面示意图·…A-49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立

面示意图………………………………A→o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消能器单斜杆型消能部件

立面示意图……………………………·伫51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加

固节点详图…………………………… ·A-52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限

位装置节点详图…………………………A-53

钢结构屋盖

钢结构屋盖加固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 
焊接球节点受拉杆件加固·．．．．．．．．．．．．．．．．．．．．…… ·B-3

焊接球节点受压杆件加固·．．．．．．．．．．．．．．．．．．．．…… ·B-4

受弯钢构件加固·．．．．．．．．．．．．．．．．．．．．．．．．．．．．．．…· ·B-5 

偏心受力钢构件加固…………………………·· B-6 

焊接球节点处替换杆件加固……………………·· B-7 

螺栓球节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B-9 
螺栓球节点及杆件加固方法·．．．．．．．．．．．．．．．．．．．．…· ·B-11 

支座节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B-12

支座加固方法·．．．．．．．．．．．．．．．．．．．．．．．．．．．．．．…… ·B-13

板式支座加固方法·．．．．．．．．．．．．．．．．．．．．．．．．．．．．．．… B-14

局部增加上弦再分杆的加固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B-16 
局部增加垂直支撑加固方法·．．．．．．．．．．．．．．．．．．．．…· ·B-17 

局部增加水平支撑加固方法·．．．．．．．．．．．．．．．．．．．．…· ·B-18 

才有架整体加固方法·．．．．．．．．．．．．．．．．．．．．．．．．．．．．．．… B-19

钢屋盖预应力加固·．．．．．．．．．．．．．．．．．．．．．．．．．．．．．．… B-20

基础
基础加固说明………………………………·· C-1 

柔性基础改为刚性基础做法……………………· · C-2 

新加抗震墙基础做法…………………………·· C-3 

独立基础改条形基础做法（肋梁式）……………… C-4

独立基础改条形基础剖面详图（肋梁式）…………· · C-5 

示例

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D-1

图集号｜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页



总说明

编制依据

本图集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函［2009] 81号文“关于

印发《2009年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编制工作计划》的通知”进行

编制。

2 主要设计依据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 50001-2010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2012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2003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2009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 GB/T 50105-2010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2008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1999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2006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2010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 JGJ 7-2010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 JGJ 116-2009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 JGJ 123-2000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JGJ 145-2004 

（〈钢结构加 00 技术规范）〉 CECS 77-96 

当依据的标准、规范进行修订或有新的标准、规范发布实

施时，应对本图集有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选用。

3 适用范围

本图集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 6 ～ 8 度地区，经抗震鉴定

后需要进行抗震加固的现有多（高）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多（高）层钢筋混凝土框架一抗震墙结构、大跨钢结构屋盖

的抗震加固。所针对的建筑类型包括体育建筑、影剧院、博

物馆、档案馆、商场、展览馆、会展中心、旅馆、办公建筑、

科学实验建筑等公共建筑。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的公共建筑

应采用更加严格的加圄措施，并应专门研究。本图集不适用

于列为文物保护的公共建筑。

本图集列举出较为典型的加固方法及构造措施，具体的

工程设计中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他有效的加固方法及构

造做法。当各地区或行业有专门规定时，尚应满足地区或行

业的相关规定。

4 公共建筑的抗震设防分类

公共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2008的规定确定。

5 公共建筑的后续使用年限

现有公共建筑应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按下列规定选择

其后续使用年限：

5. 1 在 1980年以前建造经耐久性鉴定可继续使用的，其后续

使用年限不应少于30年；在1980～1989年建造（按TJ 11一78

系列设计）的，宜采用40年，且不得少于30年。

5. 2 在1990～2000年建造（按GBJ 11-89系列设计）的，后续

图集号｜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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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在2001年以后建造（按GB 50011-2001系列设计）的，后

续使用年限宜采用 50年。

5. 4 后续使用年限为 30年的公共建筑简称A类；后续使用年

限为 40年的公共建筑简称 B 类；后续使用年限为 50年的公共

建筑简称C 类。

6 加固工作程序

6. 1 公共建筑的抗震加固工作必须遵循以下程序：建筑安全

性鉴定、抗震鉴定→加固方案选定→初步设计→加固施工图

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竣工验收

6. 2 建筑抗震鉴定

6. 2. 1 现有公共建筑的抗震鉴定，应收集现有公共建筑的设

计图纸、计算书、详细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变更洽商、竣

工验收等原始资料；当资料不全时，应根据鉴定的需要进行

补充或实测。

6. 2. 2 调查公共建筑现状与原始资料相符合的程度、施工质

量和维护状况，发现相关的非抗震缺陷和是否存在局部损伤，

并对现有公共建筑的缺陷损伤进行专门分析，抗震加固时一

并处理。

6. 2. 3 鉴定时应依据其设防烈度重点检查下列薄弱部位。 6

度时，应检查局部易掉落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楼梯间非结

构构件的连接构造。 7 度时，除应按 6 度区的要求检查外，

尚应检查梁柱节点的连接方式、框架跨数及不同结构体系之

间的连接构造； 8 度时，除应按 6 、 7 度检查外，尚应检查

梁、柱、墙的配筋，材料强度，各构件间的连接，结构体型

的规则性，短柱分布，使用荷载的大小和分布等。

6. 2. 4 根据各类公共建筑结构的特点、结构布置、构造和抗

震承载力等现状条件，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2009采用相应的逐级鉴定方法，进行综合抗震能力

分析。

6. 2. 5 对现有公共建筑整体抗震性能应作出评价，对符合抗

震鉴定要求的公共建筑应说明其后续使用年限，并提出鉴定

报告；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公共建筑提出相应的抗震减

灾对策和处理意见，并提出鉴定报告。抗震鉴定报告应明确

现有建筑后续使用年限、加固方案及对加固设计的相关要求。

6. 3 结构加固设计

6. 3. 1 加固设计原则

1）加固方案应根据抗震鉴定结果经综合分析后确定，分

别采用房屋整体加固、区段加固或构件加固，加强公共建筑

的整体性、改善构件的受力状况、提高综合抗震能力。

2）加固或新增构件的布置，应消除或减少不利因素，防

止局部加强导致结构刚度或强度突变（本层刚度超出相邻下

一层30% 时即可视为结构刚度突变。本层受剪承载力超出相

邻下一层20% 时，可视为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层间受剪承载

力突变）。当结构刚度或强度突变时，相邻下一层也需要加固。

3）新增构件和原构件之间应有可靠连接，新增的抗震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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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脸、出屋顶烟囱等易倒塌伤人的非结构构件，应予以拆除

或降低高度；需要保持原高度时，应对其进行加国。

4）当结构加固费用占同类新建工程费用的70 %以上时，

宜拆除重建。

6. 3. 2 加田方案的选定

1）加固方案宜结合维修改造，改善使用功能并注意美观，

并宜结合原结构的具体特点和技术经济条件的分析，采用新

技术新材料。加固点法应便于施工，并应减少对使用功能的

影响。

2）加固设计应力求受力合理，施工方法可靠。设计内容包

括：加固前后结构内力分析及承载力计算、截面设计、构造

措施、拟采用的施工方法及工艺要点等。

3）不规则的现有公共建筑，宜使加固后的结构质量分布较

均匀、刚度较对称。对抗震薄弱部位、易损部位，其承载力

或变形能力宜采取比一般部位增强的措施。

6. 3. 3 加固验算

1）现有公共建筑抗震加固设计时应对加固后的结构进行

整体分析，一般情况下，应在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进行抗震验

算。 8 、 9度的大跨度和长悬臂结构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2）结构的计算简图应根据加固后的荷载、地震作用和实

际受力状况确定。

3）结构构件的计算截面尺寸及配筋，应采用实际有效的

截面尺寸及配筋。

4）原结构材料的强度等级应采用实际达到的强度等级，

且取值一般不高于原设计强度等级。

5）结构构件的承载力验算时，应计入实际荷载偏心、结

构构件变形等造成的附加内力，并应根据加~后的实际受力

情况、新增部分的应变滞后和新旧部分协同工作的程度对承

载力的影响进行验算。

6）加固后结构刚度和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变化分别不超过

原结构的 10 %和5% 时，应允许不计入地震作用变化的影响。

7）抗震加固验算方法有以下两种：①采用加固后的综合

抗震能力指数作为衡量抗震能力的指标；②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一2010的方法对加固后的结

构进行抗震验算。

当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进行结构验算时，体系影

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应根据房屋加固后的状态取值，力口固

后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应大于1. 0, 并应防止出现新的综

合抗震能力指数突变的楼层。当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的方法验算时，应防止加固后出

现新的层间受剪承载力突变的楼层。

8）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一2010

的方法进行抗震验算时，宜计入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2009对各类建筑所规定的结构经加固后仍存在的构造

影响，并应符合下列要求：各建筑类别结构设计特征周期、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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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行国家标准应按表l执行。各建筑类别结构构件的承载力

抗震调整系数所遵照的现行国家标准应按表2执行。

表1 设计标准

建筑类别 所遵照的现行国家标准

A类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 

B类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 

C类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表2 设计标准

建筑类别 所遵照的现行国家标准

A类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 

B类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C类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构件承载力应根据加固后的情况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 JGJ 116-2009 、 《建筑抗震鉴定标

准》 GB 50023-2009规定的方法计算。

6. 4 加固施工

6. 4. 1 加固施工应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伤原结构构件。发

现原结构或相关工程隐蔽部位的构造有严重缺陷时，应会同

加固设计单位采取有效处理措施后方可继续施工。对可能导

致的倾斜、开裂或局部倒塌等现象，应预先采取安全措施。

6. 4. 2 新旧混凝土交界处，原混凝土构件表面应凿毛、清洗

干净并充分润湿，必要时刷界面剂。

7 地基基础

7. 1 抗震加固方案宜减少地基基础的加固工程量，多采取提

高上部结构的刚度和整体性等抵抗不均匀沉降能力的措施。

当建筑位于不利场地时，还应计入不利场地的影响。

7. 2 抗震加固时，天然地基承载力可计入建筑长期压密的影

响，并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验算。其中，基础底面压力值应按加固后的

情况进行计算，而地基土长期压密提高系数仍按加固前取值。

7. 3 当地基竖向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可做下列处理：

7. 3. 1 当基础底面压力值超过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在10% 以内

时，可采取提高上部结构抵抗不均匀沉降能力的措施。

7. 3. 2 当基础底面压力值超过地基承载力特征值10%及以上

时，可采取放大基础底面积、加固地基或减少荷载等措施。

扩大基础原底面积时，应考虑新加部分与原基础间应力应变

滞后的影响，且新增加的基础底面积宜比计算值提高10 %或

采取可靠措施消除或减小应力应变滞后的影响。基础加固应

尽量在进行上部结构加固改造之前完成。

7. 3. 3 液化地基的液化等级为严重时，对乙类和丙类设防的

建筑，宜采取消除液化沉降或提高上部结构抵抗不均匀沉降

能力的措施；液化地基的液化等级为中等时，对乙类设防的

B 类建筑，直采取提高上部结构抵抗不均匀沉降能力的措施。

8 材料

图集号｜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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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结构加固所用材料（钢筋、水泥、肢体等）质量标准，应

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尤其是强制性条文规定，必须严

格遵守。

8. 2 结构加固所用混凝土，一般情况下其强度等级应比原结构

实测强度等级提高一级，且不得低于C25级。 混凝土粗骨料粒

径D应与加固厚度 δ相应，一般满足Dmax 《 δ ／ 3要求。

8. 3 结构加固所用钢筋和钢材，一般应选用屈服变形较小的普

通钢筋和钢材（如HPB300 、 HRB335 、 HRB400和Q235等）；对于

高强钢筋（如钢绞线、高强钢丝）直采用预应力技术；材料选

用时尚应考虑加固结构二次受力对后加部分材料强度的充分利

用。

8. 4 混凝土结构加固所用浇筑材料和粘结材料，应考虑新旧两

部分的整体工作共同受力问题。对于混凝土和砂浆，要求粘结

力强，收缩性小，宜微膨胀；对于粘结剂和灌浆材料，要求粘

结强度高、耐老化、无收缩、无毒。

8. 5 钢材焊接连接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2003 、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2011 、 《钢筋

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2012等规范的要求。 未注明钢筋在

混凝土中的锚固长度和搭接长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的有关规定。

9 索引方法 节点编号

图集号小
\__X~ 
｜选用页次

10 其他

10. 1 图集中的尺寸，除注明外，均以毫米（ mm ）为单位。

10. 2 本图集对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2009简称为《鉴定标准》，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

JGJ 116-2009简称为《加固规程》，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简称为《抗震规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GB 50010-2010简称为《混凝土规范》。

10. 3 r/J 表示直径，＠表示HPB300级钢筋，由表示HRB335级钢

筋， 曲表示HRB400级钢筋。

10. 4 本图集专用图例见表3。

表3 本图集专用图例

序号 名 称 图 例
－一一－一一－一－原有结构轮廓线 细双点长画线
－－－一一一－－－一一一－－－2 不可见结构线 虚线

3 锚栓 + F一＋ >--+

4 植筋 + 一→ 一－＋

5 防屈曲消能支撑

6 金属剪切型消能器 1:8:1 

图集号｜ 1肌61川

审核｜李文峰 页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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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加固说明

1 一般说明

1. 1 抗震加固时应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选择加固方案，包括

提高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提高结构变形能力、同时提高结

构构件抗震承载力和结构变形能力、改变结构体系等方案。

1. 2 采用综合抗震能力指数验算时，加固后楼层屈服强度系

数、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应根据房屋加固后的状态

计算和取值。

1. 3 加固设计，包括总体布局、设计计算及连接构造，应充

分考虑加固结构的受力特征，最大限度发挥其加固效率。

1. 4 加固后的框架应避免局部形成短柱、短梁或强梁弱柱。

1. 5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 B 类房屋应符合现行

《鉴定标准》的有关规定， C类房屋应符合《抗震规范》的
有关规定。

2 材料

除应满足总说明中材料要求外，混凝土强度等级一般情

况下应比原结构实测强度等级提高一级，且不得低于C25级。

3 裂缝的修补

当裂缝宽度超过现行《混凝土规范》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时，应先修补裂缝，裂缝修补好后方可进行抗震加固。

4 加固方法及其优缺点

4. 1 直接加固法：主要有增大截面法、外包型钢法、外粘钢

板法、外贴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等方法。直接加固法优点是

有长期的使用经验，施工简单，适应性强。缺点是施工周期

较长；当结构需整体力口固时，加固量大，对原有建筑主体结

构及装修影响较大。

4. 2 间接加固法：主要有增设抗震墙加固法、增设消能支撑

加固法、增设钢支撑加固法等。增设抗震墙的方法能大幅度

提高结构整体抗震性能，降低框架部分承担的地震力，方法

成熟、性能可靠；缺点是抗震墙的布置需上下对应，受建筑

条件限制较多，对建筑布置影响比较大，同时新增的抗震墙

需湿作业，周期较长。增设消能支撑或钢支撑的方法能提高

结构整体抗震性能，减少结构整体地震反应，可避免对梁柱

进行普遍加固，施工周期较短，布置方式灵活。

4. 3 直接加固与间接加固的方法可配合使用。

5 加固方法的选择

5. 1 公共建筑抗震加固方案的选择应综合考虑结构现状、建

筑功能、造价、施工工期、加固工艺可靠性等因素；应从提

高结构综合抗震能力的角度，尽量采用增设抗震墙、增设钢

支撑、增设消能减震装置等方法进行抗震加固；应尽量避免

采用普通加固梁柱的方式进行抗震加固，以避免对梁柱的普

遍加固。为控制造价、缩短工期，直接加固法宜与新增抗震

墙及增设消能支撑和钢支撑的方法配合使用，或用于局部加

固。

5. 2 本图集对公共建筑抗震加固方案进行了对比（见第A-2 页

表），该对比表仅反映了各加固方案间的大致关系，对具体

工程还需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论证。

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加固说明｜图轩 I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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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加固方案比较

抗震加固方案对比项
普遍 增设 增设 增设消能

加固梁柱 剪力墙 钢支撑 减震装置

对建筑功能的影响 较小 较大 中等 中等

需加固的构件数量 较多 较少 较少 较少

结构拆除恢复工程量 较大 较小 较小 较小

基础加固的工程量 较小 较大 中等 较小

与原构件连接的难度 较小 中等 中等 中等

5. 3 当采用增设消能装置的方法加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时，

直采用位移相关型消能器（防屈曲消能支撑、金属剪切型消

能器等）；当采用消能装置加固钢筋混凝土框架一抗震墙结

构时，宜采用速度相关型消能器（粘滞型消能器等）。

6 增设混凝土抗震墙加固要求

6. 1 墙厚不应小于140mm, 竖向和横向分布钢筋的最小配筋

率均不应小于0. 20% ，且直径不应小于8mm, 间距不应大于

300阳。对于B、 C类钢筋混凝土房屋， 其墙厚和配筋应符合

《抗震规范》对抗震墙体相应抗震等级的有关规定。

6. 2 增设抗震墙后应按《抗震规范》对相应结构体系的有关

规定进行结构抗震分析，新增墙体的混凝土和钢筋的强度均

应乘以规定的折减系数，折减系数不直大于0. 85；当新增的

混凝土强度等级比原框架柱高一个等级时，可直接按原强度

等级计算而不再计入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折减系数。加固抗震

分析时，抗震墙之间楼、屋盖长宽比的局部影响系数应做相

应改变。

6. 3 增设抗震墙施工时，原有的梁柱表面应凿毛，浇筑混凝

土前应清洗并充分润湿，浇筑后应加强养护。锚筋应除锈，

锚孔应采用电锤钻孔成形，不得用手凿；孔内应采用压缩空

气吹净并用水冲洗；注胶应饱满并使锚筋固定牢靠。

7 增设消能支撑加固要求

7. 1 消能减震部件的选用应综合考虑结构类型、周围环境、

设防目标、消能部件的力学性能以及消能机理、消能部件的

价格、施工安装及维修费用等因素。

7. 2 消能支撑的布置应有利于减小结构沿平面或竖向的不规

则性。

7. 3 消能支撑可根据需要沿结构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设置。

消能支撑宜设置在变形较大的位置，其数量和分布应通过综

合分析合理确定，并有利于提高整个结构的消能减震能力，

形成均匀合理的受力体系。

7. 4 消能支撑的形式可为交叉形或人字形，其水平夹角应控

制在35。〈 θ 《 5 5° 间。支撑应与原有钢筋混凝土构件可靠

连接，并应采取措施将支撑的地震内力可靠地传递到基础。

7. 5 采用消能支撑加固框架结构时，结构抗震验算应符合现

行《抗震规范》的相关要求；其中，原构件的材料强度设计
值和抗震承载力，对A、 B类钢筋混凝土结构，应按现行《鉴

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加固说明
审核｜李文峰回 4 A-2 

9 



10 

关规定采用。

7. 6 在消能器工作时1. 2倍最大输出阻尼力作用下，消能器与

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部件，应在弹性范围内工作，避免整体

或局部失稳。

7. 7 消能器的极限位移应不小于罕遇地震下消能器最大位移

的1. 2倍；对于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消能器的极限速度应不

小于罕遇地震下消能器最大速度的 1. 2倍， 且消能器应满足

在此极限状态下的强度要求。消能器的极限位移同时还应考

虑消能器制造及施工安装偏差。

7. 8 消能支撑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符合普通支撑构件与主

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和锚固要求，并应采取防止混凝土构件因

出现塑性破坏而导致锚固失效的有效措施。

7. 9 消能部件的设计应便于消能器的安装、维护和更换。

7. 10 消能部件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能和环境适应性。 应采

取防腐措施，并应根据需要采取防火措施。在安装前应按规

定进行性能检测，检测的数量应符合《抗震规范》的要求。

7. 11 为了保证消能器的可靠性能，消能部件的连接精度应满

足本图集的规定。

7. 12 型钢和钢板的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

构钢》 GB/T 700,...2006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1-2008的规定。

7. 13 螺栓和锚栓

7. 13. 1 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C级》

GB/T 5780-2000和《六角头螺栓》 GB/T 5782-2000的规定。

7. 13. 2 高强度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

大六角头螺栓》 GB/T 1228-2006 、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

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1231-2006或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GB/T 3632-2008的规

定。高强度螺栓的设计预拉力值、摩擦面抗滑移数值按现行

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2003的规定采用。

7. 13. 3锚栓的性能等级及质量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

凝土用膨胀型、扩孔型建筑锚栓》 JG 160-2004的规定。

7. 14 焊条和焊剂

7. 14. 1 手工焊接用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结

晶粒钢焊条》 GB/T 5117-2012 、 《热强钢焊条》 GB/T

5118-2012的规定。选用的焊条型号应与主体金属力学性能相

适应。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振动荷载且需要验算疲劳的结

构，宜采用低氢型焊条。

7. 14. 2 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采用的焊丝和相应的焊剂，

应与主体金属力学性能相适应，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2011 的规定。

8 其他

8. 1 外包型钢、粘钢加固框架梁等未注明的做法详见国标图

集13G311-1 《混凝土结构加固构造（总则及构件加固）》，

加固钢材截面根据计算确定。

13SG619-5 

A-3 



的位置，植筋时应避开原构件主筋，以避免伤害原有结构。

8. 3 加固前，应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承重结构植筋的锚固深度必须经设计计算确定；严禁按短期拉拔试

验值或厂商技术手册的推荐值采用；对穿螺栓等在原结构构件穿孔部位应待焊接完成后采用胶粘剂灌注锚固。

8. 4 消能减震结构加固设计流程：

开始 设置消能减震器

设计目标的确定 计算分析

地震动参数和地震波 关键构件校核与连接节点设计

结构模型建立 结构构件设计

荷载计算 判别

结构分析 基础设计

结束

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加固说明｜图集号 I 13SG619-5 

页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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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加钢构套、钢筋混凝土套平面示意图
注 ： 1 . 本图中结构平面布置、尺寸仅为示意．

12 

2. 本方案适用于综合抗震承载力与地震作用相差较Jj＼， 不需改变结构体系的情况．

属于直接加固方法 即外包型钢浩、增大截面法等．

3. 本图中心③为框架柱如钢构套节点详图索引号、①N⑩姑娘加钢构套
节点索引号①NC沸框架柱如钢筋混疆土套节点详图索引号．

4. 框架黝钢筋混凝土套节点详图割面A-A 、 B-B见栩如－20页．

5 . 采用外包型钢、粘钢浩如固，应持钢材坪接完成后在钢与混提土接触面进行注肢．

口 表示柱加固

---- 表示梁加固

框架结构加钢构套、钢筋混凝土套平面示意图｜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在也席｜校对｜李兴旺咋础·Jll茸计｜韩龙勇｜却也副 页 I A-5 



细石I摄土或水泥砂t覆盖
厚30
1 : 1 水泥砂辈找平

柱顶缀·~－7旦5

- H结构柿3 I‘节「一－一
－、ζ飞gg一一一一－

| 

量板~－40X4
间距~200/ 400 

2 

注－5景E等代届钢
与角钢挥接

① 
注： 1. 柱包钢法适用于柱截面承载力不足而不需提高柱子刚度时采用．

2. 柱箍板加密区范围应满足相应抗震等级的构造要求．

3. 新增受力；角钢、节点区等代箍篇及箍板截面按计算确定．

新增受力角钢
~L75x5 

牒
一

坦
响
叫
一
n
u

也
咀τ阿

1-1 2-2 

注L75x5新增受力分段角
钢，与梁E等代届钢得接
注一5渠E等代届钢
与角钢拜接

加强届钢箍．与角钢及等
代届钢焊接注 100X5 

~－ 5梁E等代届钢
与角钢辉接

新增曼力；角钢
注L75x5

注L75x5新增曼力分在角
氧与等代届钢割口焊接

对接姆缝
应能实现上下层角钢相

结F互制、翩翩

3-3 

梁区等代扁钢节点做法轴侧图

框架柱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审核｜李文峰 t .... _ 

图集号

页

13SG619-5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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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细石l摄土或水泥砂辈覆盖

厚30
1 :1 水泥砂t找平

注L75x5新增受力分段角 ｜！
钢j与渠E等代届钢焊接

① 

了 j班主直
－、二三当一一一一一

2 

一| 

加强型钢箍
注L75X5

节点E等代箍篇
与角钢辉接

注：边梁处景区等代局钢做法参照本图集A-6 页．

3-3 

新增受力；相
~L75x5 

2-2 

框架柱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审核｜李文峰＇ ....... 

图集号｜ 13SG619-5 

页 I A-7 



- H结构楠

卫工「

2 2 

2-2 

楼层结构标高

7::::7二a--一
二

< 1 

3-3 

③ 图集号｜ 13SG619-5 

页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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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式筷板基础柱包钢构套柱底做法
（原基础顶面来用比原基础高－级混凝土进行找平，角钢与基础顶景．）
注： ref.min 为锚栓最小锚固深度； Sm in为锚栓最小间距．

注 ： 1 . 底座角钢及其如劲助需有足够刚度保证在锚桂之间共同工作．

2. 柱脚锚桂采用双爆桂帽 拧紧后点挥固定．

16 

3. 新增受力角钢在基础的锚固宜栩栩制附栓锚固方式，当瞅瞅

素混凝土或基础埋深较深时可呆用新增钢筋混凝土套锚固的方法，新增

混草坪根结构接触面做法详见本图集C-2 、 C-3页．

梁式筷板基础柱包钢构套柱底做法

（当地基景宽于j柱尺才时参照平板式钱板基础做法）
注： Id 为植简锚固深度设计1i; Smin为铺栓最小间距．

附 I i肌1川

页 I A-9 



届钢箍~－100X6

原横向框架梁！

2 

注： 1. 景也钢法适用于景截面承载力不足情况可以避免粟纵筋锚固时植筋困难．

2. 梁壤板加密区范围应满足相应抗震等级的构造要求．

2 

3. 梁上铁环形箍板中脚顶面不宜超过建筑面层本方法不适用于当建筑物使用过程中不允许梁

下铁环形箍板中助板外臼情况．

4. 当景端原下铁与加固后上铁数量关系满足规范对不同抗震等级的框架辈的要求且新增景底受力

角钢仅为跨中受力所需要时，端部可不设加强板．

5. 新增受力；角钢、环形钢箍、罪行及壤板截面直接计算确定．

6. 本页景下铁组合钢箍锚固节点为仰视图，适用于纵横梁底同标高情况．

景顶曼力届钢注－ 100X5
与环形箍互挥后遭环氧

事轩

翩如 100X6 ，翩翩对焊 ！＼／ : ｜缀li.~ － 40X4@200/400
与环形钢植董互焊后遭环革 : 

环形钢董厚度呈－6

与届钢箍互焊后章环草

一」一－人一－＇－－ 1-1 
｛中柱节点处梁加国上铁组合钢箍锚田方式一）

梁底受力角钢注L50X5
切肢与环形箍互焊，后堪环氧

爆杆

局锅箍注－100X6 ，局钢箍间对焊 I \/ I 一一 ｜缀，报呈－40X4@200/400
与环形钢板箍互焊后遭环草 I 

－一－一飞」一一－－ 2-2 

（中柱节点处梁如固下铁组合钢董锚固方式一）

框架梁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图集号｜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 页 I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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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本页节点为仰视图，适用于纵横梁底标高不同 且穿柱等待事轩不影响柱原有钢篇的情况．

. 2 . 当兼中原下铁与加固后上铁数量关系满足规范对不同抗震等级的框架荣的要求且新增辈底受

力；角钢仅为跨中受力所需要时端部可不设加强板．否则应设置加强缸，且此时穿柱等代爆

杆的截面承载能力之和应不低于新增景底受力角钢截面承载能力之和．

18 

连接短角钢注L100X5
与角钢得接，后遭环革

等代爆杆注目16
穿拉后拧景

一」「产一」

蒙底曼力；南铜注L50X5
后遭环革

（中柱节点处景如固下铁穿孔耀栓锚田方式一｝

级l;;.-4QX4@200/400

2-2 
｛中柱节点处渠加盟下铁穿孔爆栓锚固方式二）

框架梁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图集号｜ 13SG619-5 

挂出过－· • ,, 页 I A-11 



理鲤堕cl
与届钢锺E焊后堪环氧

组组跑主1
与环形锺互焊，后遭环革

爆杆

。
可

届钢锺》－100X6 ，局钢董间对骂

与环形钢板箍E碎后遭环革

1-1 
（中柱节点处梁如回上铁组合钢箍铺固方式二）

① 

环形钢锺厚度呈－6

与届钢肇E焊后章环最

l应受力角铜注L50X5
切肢与环形董E焊后灌环革

银行

据
町
，d

叶
坷
－

b

阳
问
－

A
M
Y
董
一
－L

队
可
翩
响
一
布
于

局
一
到
，

」
S
B唱

内3
7
E用

怕
川
一
幅
降

旧

E
A

V
川
、
一
植
g

i

－
－K岳
恨

、
，
Z
姐
’

植
’
品
一
税
m
w

翩
响
－g
咛

应
属
τ
习

2-2 
（中柱节点处梁如回下铁组合钢箍锚田方式二）

梁底受力角钢端部节点

框架梁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图集号 I 13SG619-5 

些民主主 A-12 页

19 



量顶曼力；角钢注L50X5
与环形箍E焊，后堪环革

环形钢董厚度呈－6

与屠钢锺互焊后遭环革

扁钢箍呈一100X6 ，届钢量问对辉
与环形铜板箍互烨后灌环扭

章顶受力；南铜注L50X5
与环形箍互焊后遭环革

渠顶曼力届钢呈一100X5
与环形箍互焊，后遭环革

理杆

渠底曼力；角钢注L50X5
与环形董互焊，后堪环革

量底曼力；角钢~L50X5

切肢与环形肇互焊，后遭环氧

爆行

缓Jt~ － 40X4@200I 400 

局铜箍注－100X6 ，届钢箍间对焊

与环形钢板箍互焊后遭环革

翩如－（100＋角制长）X6 , ~二卫
局钢量问对焊、与环形钢板董互焊后遭环氧

届钢量与角钢侧肢对辉

渠底受力；角钢h臼OX5

与环形量互岸，后遭环革

回
国

峙
’

撞
事

捆
啊

A口相
且

2·m 
－
·
回
回

2
·

黝品凡卡且排节必仕捕电

1-1 

｛边柱节点处渠加固上铁组合钢箍锚固）

届钢董注－100X6

注： 本页下最组合钢箍锚固节点为仰视图，适用于纵横架底同标高情况．

梁底受力角钢端部节点

框架梁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审核｜李文峰 I ......... 'f_l n ... II 半

图集号｜ 13SG619-5 

页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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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或⑩

A-A 

注：本页节点为仰视图，适用于纵横景底标高不同，且穿柱媒栓不影响柱原有钢筋的情况．

连接短角钢l~L100X5

与南钢辉接，后遭环草
等代理轩洲16

穿柱后拧景

⑩节点1-1 音lj面
｛础时处累加固陈凯爆剧团）

级板注－40X4@200/40

⑩节点1-1剖面
（角柱节点处梁加固下铁穿孔爆栓锚固）

框架梁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审核｜李文峰｜ 芳、，.!1-1 .irt ..J.I "'- "'.,.,. I""- "' \..l 'll'il H _b. 画 I • 

图集号｜ 13SG619-5 

页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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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量与角钢侧刷焊 梁顶曼力；南钢注L50X5 届钢量与角钢侧放对辉 缓板;i-40X4@200/400
与环形箍互焊，后遭环氧 局钢董》－100X6 ，届钢量问对焊

缀板注－40X4@200/400 与环形钢植锺互焊后遭环革

品铜箍
翩如一｛100＋角钢叫X6, D 
局钢箍间对焊、与环形钢板箍互焊后遭环革

锚栓
注M12

局钢量与角钢侧般对焊

II＂＂＇~ ＂－~ J大 · ::J~ I / I~ 

环形钢董厚度呈－6 ~Ill\-.. ｜渠底受力；角钢注L50X5
环形钢箍厚度;i-6 I ：果顶受力属铜注－100X5 与届钢董互焊后堪环革 切肢与环形箍互焊，后遭环氧

与届钢箍互焊后堪环氧 与环形箍互焊，后章环革

局部加强届钢
规格同角钢单脏尺寸

1-1 2-2 
（角柱节点处渠如回上最组合钢箍锚固） （角柱节点处渠加固下最组合钢锺铺固）

理轩洲14@200/400、下端
与角铜焊接，上端穿板及届钢后排辈

梁底受力角钢端部节点

注：本页下铁组合钢箍锚固节点为仰视图 适用于纵横梁底同标高情况． 框架梁加钢构套节点详图 图集号｜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 页 I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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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受力钢菌

DmFA 

z
＃
崎

D盯
F
A

楼层结构标高

2 2 

原柱 b

2一21-1 
（中柱加班援土著加固梁柱节点E做法－） （中协混凝土著非节点时回做法一）

。
且v
d
E
A

ζ
＃
皿
『

。
且
←
〉
，
。
由

A

新增箍筋穿纵横梁

刷刷盼的构造筋

ι
主
、3

通
一
州

a
m
一
、
，

翩
啊
－w且

布
N
－
泪
如

a
x
－
跑
啊

蛐
咱
一
缸
’
凰

缸
刷
一
一

新增董描

原柱 b川
凹

13SG619-5 

2-2 

图集号

｛中柱加混凝土套非节点E加固做法二｝
1-1 

（中柱加混摄土著加固梁柱节点E做法二）① 
注： 1. 柱加混凝土套加固it适用于柱截面承载力不足且需提高柱子刚度时采用．

2. 柱新增截面尺寸、柱主筋及箍筋由计算确定柱箍筋加密E范围、最小箍简直桂、主筋直径应满足

相应抗震等级的构造要求．

3. 植筋用钢筋应采用带助钢简且应满足锚固深度要求 图中植入柱内拉简不计入截面抗算箍筋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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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受力钢筋

叫
法

品
咽m

＆
刷F

J，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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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牵－
耻

丛
仕

抽
咀

构造筋

原柱 b

新增受力钢筋

L
＃
晒

z
＃
皿
『

川
叫

1-1 
｛边协混凝土牵制梁柱f.U.做法一）

梁

性。E柱 b）~ 

正
嚼
蜡

。
且
←
〉
胃
口

U
A口阳

门四

Tr且－－－－ I -y n-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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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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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 

『~幡MJ结忌构标高 -; 

II 
/ 

L 丰．

长 ’、

/ 

新增箍脑

』

新增曼力铜If雪旦

’‘ 

「人 1
－般情况直冲16

·. 

2 

2-2 
（边柱如遇猥土事非节点E加国做法二）

1-1 
（边拉加混摄土套加固梁柱节点E做法二）

① 
框架柱加钢筋混凝土套节点详图

• ＇设计｜韩龙勇－－

13SG619-5 

A-17 

图集号

页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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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受力钢筋

原桂 b

2 

2-2 

｛角拉加混援土著非节点E加固做法－）
1-1 

新增受力钢篇

｛角拉加温援土著加固梁柱节点E做法一）

寸
」
恻

－
－
撞
理

。
且
←
〉
－

D
U
A

新增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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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式筷板基础柱加大截面柱底做法

注：／d 为植搞错固深度设计ii; Cmin为最小边距．

原桂 ~乌

独立柱基柱加大截面柱底做法

注： h 她制固深度设计佳Cmin为最小边距．

梁式筷板基础柱加大截面柱底做法

（当地基果直于脱尺寸时参照平板式撤基础做法）
注： Id 为植篇锚固深度设计ii; Cmin为最小边距．

注： 1 . 柱州布置参照栩如 16tvA-18 页．

2 . 新增柱主插在基础的锚固宜呆用植筋锚固方式 当原基础为素混疆土或基础埋琛较深时可呆用

新增钢筋混疆土套制的方法，新增峨土套与原结构接触面做法详见本图集C-2 、 C-3页．

框架柱加钢筋混凝土套节点详图 图集号｜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4 页 I 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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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增设抗震墙加固平面示意图

注· 1. 本图中结构平面布置、尺才仅为示意．

2. 本加田方案适用于综合抗震承载力与地震作用相差较大，需改变结构体系的情况－

3. 本固抗震墙的位置仅为示意新增抗震墙实际布置应以实际设计为准．

4. 此加田方法为间接加固法（改变结构体系）·

5. 新增费力墙需满足相应规范以及构造要求、费力i吉自身要求等．

6. 新增费力墙门窗洞口需设置暗柱，做法制栩如－28页．

EZ2LJ 表示新加抗震墙

框架结构增设抗震墙加固平面示意图
审核｜李文峰｜苦之峙「｜校对｜李兴旺比~JJlii刊韩龙勇 l “．、 页 A-21 

图集号｜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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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等代皇向连接筋植入渠内

? 

① 

新增精体量向筋

新增墙体水平筋

等代水平连接筋植入柱内

川
山4

1 一1

注： 1 . 键槽深度20 .

2 . 新增墙体宜采用细石混凝土新增墙厚应由计算确定．

3 . 新增墙倒向及横向分布锹面按计算确定且应满足设计时构俩相抗震等级翩翩椒构造要求．

墙体拉结筋间距宜为600 梅花形布置．等代连接筋均16 其间距应根据等代面积计算．

4. 本页增设抗震墙与中柱的连接适用于原柱配筋可满足边缘构件要求的情况；新增费力：墙洞边的边缘构件纵筋

应在楼层间通过；新增财墙坚向分布筋参与姊计算时，应在楼层间通过 · 做法制栩如－28 页．

5. 等代连接简直满足锚圄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筋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 . 2倍Im l 的要求 ．

2-2 

图集号｜ 13SG619-5 

页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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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帆。① 1-1 

30 

2. 新增截面宜采用细石混凝土新增墙厚应由计算确定．

3. 端柱主筋及箍筋由计算确定其最小箍筋、主筋直径直满足相应抗震等级构造要求．
4. 图中协峨土套加固做法的示意根据不同情况参照相集A-16NA-18页做法．

5. 本页增设抗震墙与中柱的连接适用于原柱配筋不能满足边缘构件要求情况；新增费力墙洞边的边缘构件纵简

应在楼层间通过；新糊力墙时分布简参与受警计算时，应在楼层间通过；做法详见本图集A-28页．

6. 等代连接筋应满足锚固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简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2倍l尼）的要求．

加大拉截面箍筋 加大柱截面

等代水平连接筋植入柱内

2-2 

图集号｜ 13SG619-5 

页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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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 1 键槽深度20.

2. 新增墙体宜采用细石混凝土，新增墙厚应由计算确定．

1-1 

刷 刷刷水平筋

等代水平连接篇植入柱内

墙体拉结胁中6@600
梅花形布置

原框架景

3. 新增墙体坚向及横向分布筋截面按计算确定且应满足设计时构件所采用抗震等级的相应规范及构造要求．墙体

拉结简间距直为600 ，梅花形布置．等代连接筋均16 ，其间距应根据等代面积计算．

4. 本页增设抗震墙与边柱的连接适用于Jg,柱配篇可满足边缘构件要求的情况·新增费力：墙洞边的边缘构件纵筋应在

楼层间通过；新增费力墙坚向分布简参与姊计算时，应在楼层间通过；做法制本图集A 28 页．

5. 等代连接筋应满足锚固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筋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 . 2倍l厄）的要求．

2-2 

图集号｜ 13SG619-5 

页 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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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混摄土墙

柱外加混报土牵

新增墙体量向草

等代里向连接筋

墙体拉结筋注中6
1 梅花形布置

楼层结构标高

新增混凝土墙

原框架边柱

柱外加混猿土著

墙体拉结筋判6@'60
梅花形布置

等他向连接筋似梁

结合面苗毛并清洗干J争｜
新增精体里向篇

原框架迪拉

l ⑦ 
注： 1. 键制度20.

32 

2. 新增截面宜采用细石混提土新增墙厚应由计算确定．

3 . 端柱主筋及箍篇由计算确定其最小箍陆主筋直径直满足相应抗震等级构造要求．

4. 图中柱加混凝土耕田做法仅为示意根据不同情况参照相知－16NA-18页做法．

5 本页增设抗震墙与边柱的连接适用于原柱配筋不能满足边缘构件要求情况·新增费力：墙洞边的边缘构件纵简直

在楼层间通过；新增费力墙时分布筋参与受警计算时，应在楼层间通过；做法制本图集A- 28 页．

6. 等代连接筋应满足锚固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筋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2倍Im l 的要求．

2-2 

框架结构新增抗震墙与边柱的连接 图集号 13SG619-5 

页 I A-25 



新增

( 3 ) 
注： 1 . 制深度20.

2 . 新增墙体宜采用细石混提土，新增墙厚应由计算确定．

~ 

w ~ ~ 

1-1 

3 . 新增墙体坚向及横向分布篇截面按计算确定且应满足设计时构件所采用抗震等级的相应规范及构造要求．墙

体拉结筋间距直为600 ，梅花形布置．等代连接插均16 其间距应根据等代面积计算．

4. 本页增设抗震墙与角柱的连接适用于JN,柱配简可满足边缘构件要求的情况·新增费力墙洞边的边缘构件纵简直

在楼层间通过；新糊力墙坚向分布筋参与受警计算时，应在楼层间通过；做法详见本图集A-28页．

5. 等代连接筋应满足锚固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筋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2倍l厄）的要求．

2-2 

图集号｜ 13SG619-5 

页 I 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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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混摄土墙 原框架角柱

原挂靠角柱

拉外加混援土著

墙体拉结筋刘6筒。
梅花罪布置

等代E向连接筋植入梁

结合面苗毛并清洗干净
新增精体里向筋

注： 1 键槽深腔o. ( 3 ) 
F新增墙体水平筋

2 . 新增截面直采用细石温i疆土，哥增墙厚应由计算确定．

3 . 端柱主篇及箍筋由计算确定其最小箍篇直桂、主筋直径直满足相应抗震等级构造要求．

4. 图中柱加混凝土剧团做法仅为示意根据不同情况参照栩如－16NA-18页做法．

1-1 

5 . 本页增设抗震墙与角柱的连接适用于J脱配筋不能满足边缘构件要求情况 · 新增费力墙洞边的边缘构件纵筋应

在楼层间通过；新增费力墙时分布篇参与受警计算时，应在楼层间通过 ； 做法详见本图集A-28 页．

6 . 等代连接简直满足锚固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篇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 . 2倍l厄）的要求．

34 

2- 2 

酣I 13SG6川

页 I A-27 



盟主组革

楼层结构标高
•L」？当•J_… 7一 牛一一江三

·册 I k_ ： ~•＂＇－ ＿／习

1-1 

： 脱赚两端支护后刷苗
1 以贯通暗柱纵1配原渠篇保留｝
l 后与新增精体共同没辑 ’ 

原框靠边梁

（适用于新增抗震墙墙厚小于J.框靠渠宽度较大的情况）

新增墙体水平筋

新增墙体水平筋

楼层结构标高

- ..，，－，，.「一一－一

·~ ~，，，：.. . y:J 

新增墙体门窗洞口边暗柱坚向通长筋

遇梁后按＇1: 6曹折射？

框架结构新增抗震墙边缘构件遇梁做法

（适用于新增抗震堵墙厚大于原框架渠宽度或两者尺寸较接近的情况）

注： 1. 新增抗震墙边缘构件主筋及箍筋直接计算确定其最小箍简直径、主筋直径直满足相应抗震等级的构造要求．

2. 边缘构件主筋需上下贯通．

3 . 剔凿原在荣景施工前应先部捕并采取可靠的支挥措施． 框架结构新增抗震墙边缘构件遇梁做法
4. 新增剪力墙坚向分布筋参与受警计算时纵筋在楼层间通过做法可参照本页．

审核｜李文峰

图集号

页

13SG619-5 

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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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例．

增设的防屈曲消能支撑
框架结构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加固平面示意图

仁二罕r-~兰兰兰兰兰寺－＝斗
J.,L 与L

结构内部增设的防屈曲消能支撑

卡＝＝＝非λ；；：~~~~~~斗＝＝＝斗
J.,L 与L

原结构轮靡外新增混报土框架

注： 1. 防屈曲消能支器对位移非常敏感且布置灵活对建筑内部交通赢散等影响较小．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加固法适

用于综合抗震能力与地震作用有较大差距 需提高整体结构阻尼特性降低地震反应、提高一定抗侧刚度的结构．

2 . 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后，原结构框架梁柱是否如固需由计算确定．

3. 1-1 、 2-2嗣详见栩如一30页．

13SG619-5 图集号框架结构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加固平面示意图
‘ E设计｜韩龙勇『 ，u •• A-29 页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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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截面框架梁 旦坦盖章 τ

一3

娜
一卜

在
－

E
鼻
－

掀翻阱柱

1-1 

｛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外贴混援土在架型消能部件立面图BRB1) （增设防屈曲酒量支撑内衬钢框靠型清能部件立面图BRB2l

注.1. 在结构外轮廓外侧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的形式一般仅适用于消能器承担地震力较小的情况．

2. 防屈曲消能支靠中心线应尽量与梁柱节点E中心重合 当偏心较大时应考虑偏心受力对梁柱节点区的不利影响－

3. 3-3幅详见栩如－31 页．
框架结构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外贴混凝土框架型及内材铜框架型

｜图集号
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

l校对｜李兴旺险事」tJJI茸计｜韩龙勇 页

13SG619-5 

A-30 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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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点仅适用于防屈曲消能支撑最大输出阻尼力小于50t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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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由于消能器端部节点安装于新增混凝土套中 国此应由键槽及植筋传递上下层

支撑节点所有内力至原有结构使之共同受力，键槽及植筋数量应由计算确定． 外贴混凝土框架梁柱与原框架连接方式｜图集号 I 13SG619-5 

页 A-31 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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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混摄土内预埋件

①消能描外加梁的连接 ①消能描外加梁棚接
注：当埋件位于塑性使E时，直采用图中对拉锚筋．预埋件的设计应满足《混疆土规范》相关要求．

13SG619-5 

页 I 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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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锚栓注2M16@300/1000

I I 

叫田由计”胁！俐
I （柑由计叫

H型钢

机械锚栓注2M16@300/1000

①防屈曲消能支撑附
注 ： 由于消能器端部节点安装于内衬钢架中 应由加密区机械锚栓传递节点所有内力至原有结构使之共同

受力 机械锚桂数量应由计算确定．

40 

① 

机l锚栓注2M16@300 /1000 

如曹范围由计算确定且均情景画

（锚桂由计算确均

防屈曲消能支撑节点详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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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能器与原结构连接构件困例，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加固平面示意图
原结构轮廓外侧增设抗震短墙

睡坦人并在上下捕时间增设制＼ 但坦
工工工..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苦二二..：＿－－！

框架内增设抗震短墙
并在上下抗震短墙间增设消能器＼

1’「 ＼ 甘T

仁＝＝非二:;;;o::;;;o::;;;o::;;;o:k:;;;o::;;;o:啡＝＝二斗
.J.,L .J.,L 

注： 1. 增设金属费切型消能器法较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加固法能更有效提高整体结构阻尼特性

金属算切型消能器也属于对位移敏感型适用于网度相对较小结构．布置得当对建筑内部

交通赢散等影响较小．

2 . 在结构外轮廓外侧增设金属费切型消能器的形式一般仅适用于消能器承担地震力较小的情况．

3. 原结构框架梁柱是否如固需由计算确定．

4. 1-1 制面详见A-35页， 2-2 、 3-3~面详见，A-36 页， 4-4制面详见A-38页．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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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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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勇切型消能器加固平面示意图
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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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增设金属’切型消能器外贴抗震短精型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ZNQ1 l 

注 ： 1 景如宽尺寸及墙厚、墙截面高度应根据计算以及实现消能器安装确定．

2 . 键槽及植筋应能传递上下层新增抗震短墙根部所有警短及费力至原有结

构使之与原结构共同受力，键捕及植篇数量应由计算确定．

3. 抗震短墙端部预埋锚桂应满足消能器传力；要求，其数量由计算确定．

4. 本图节点仅适用于金属算切型消能器最大输出阻尼力小于50t的情况．

墙植面高度

B一B

百
叫
叫
→

新增抗震短墙配筋方式示意图 ~ 
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外贴抗震短墙型消能部件

立面示意图
审核｜李文峰｜智主峙「｜校对｜李兴旺 ＇ I

图集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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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如金属算切型消能器没有释放坚向变形的能力 在消能器产品检测时应考虑阻

尼器水平变形导致的坚向拉伸对消能器性能的影响在结构加固设计时也应考虑

消能器水平变形导致的坚向拉伸对相连构件的不利影响．

2. 莱加宽尺才、墙厚及墙截面高度应根据计算以及消能器安装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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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内置抗震短墙型消能部件
立面示意图

校对｜李兴旺 I .I 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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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消能器底部新增抗震短墙与消能器连接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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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注 ： 1. 新增墙体与原框架柱之间的问障大小由军遇地震下的变形要求确定．

2 . 原结构框架梁柱是否如固及新增抗震短墙配筋均由计算确定．

3 . 节点预埋锚栓应满足消能器传力；要求，其数量由计算确定．

后增加梁下最植入

柱中（计算确均

3~耳10Q 酬肺100
8-8 

审核｜ 李文峰

至仨
联

金属’切型消能器
梁加宽革10

矿T
组扑1；时

c-c 

13SG619-5 

A-37 



附加穿柱爆栓

（助板难以奏效时使用） ；

附
「

\-

nu
/ 

、
－

a
斗

d

一
口U
一
－
－

/-

AH

\ 

、
、
l
l
l

」
1
1
1
8
1
1
1

41
｜
／
＼

、

，

}

/ 

「·
·
1
1←

l
L
I

－
－
「
1
I
l
l

-

…- 

「
－
－

L

｜
｜
－
－
－
－

f

｜
｜

l
l
a－

-

…- 

「
1
1
←

1
11
1
1
「
l
I
l
l
－
－
二
－

－

…
忡
忡
！

L
1
卜
r

－
、
＼

一

一
「
飞

司

一
性
一

－

…

R
h
｜
」
「
－
呻
盟

』
－
＋

十｛
－

u
m－

4Tlr

+-

E 

－

R
l
！
「
－

一

、
、

。口工口

4-4 
（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切型消能器门集型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ZNQ4l

注 ： 1. 增设金属第切型消能器后原结构框架梁柱是否如固需由计算确定．

2 . 斜撑中心线应尽量与梁柱节点臣中心重合 当偏心较大时应考虑偏心受力对梁柱节点区的不利影响．
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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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增设金属剪切型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
立面示意图

审核｜李文峰｜有~Joi「｜校对｜李兴旺目，

45 



46 

2 

否2级Q?~ffZ~Y/22202

？一←？
？一卜？

①酬构增设金属删消揣门架脚部件配－）

注： 1. 为防止支挥连接处外包钢板及锚板发生剧变形可采用增加外包钢板厚度、设置加制．

2. 对穿媒栓应能承担所有由金属算切型消能器传递给读节点的内力，靠桂数量由计算确定．

2 

1-1 

2-2 

金属剪切型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连接节点详图｜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页 A-39 



事栓

＋辈革＋

+ 

注结构胶

①框架翩翩金属明肖辅门架酬阳配二）
注： 1. 为防止支挥连如t外包钢板及锚板发生翘曲变形，可采用增加外包钢板厚度、设置

加动助．当柱截面较大前两种方式难以奏效时可采用附加穿柱埋栓的方法．

2. 柱包钢、景区对穿理栓或穿板理行应能承担所有读方向由锅挥传递给节点的内力－

3. 所有钢板待挥接完成后于混凝土接触面堪注结构肢．

7一一～一一「－附加嚷柱爆栓
（助板难以奏效时使用

。 ｜

（应先辉接连接板后植铺栓）

国
2-2 

1-1 （做法二）

（应先睹连接板脱制）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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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抗震墙结构原抗震墙墙体加固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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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本图适用于If结构综合抗震承载力与地震作用相差不多 只需增强费力：墙抗震承载力的结构．

2. 本固抗震墙的位置仅为示意新增抗震墙实际布置应以计算结果为准．

3. 门窗洞口边的边缘构件做法略．

4. 加固墙体四周宜设置构造暗框暗框与原有框架柱、框架景以等代面积的锚简相连．

5.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墙体如田方法参见框架结构增设抗震墙加固平面示意图及节点详图．

6. 墙体单面加固可参照及面加固执 13SG619-5 

A-41 

图集号

页

框架－抗震墙结构原抗震墙墙体加固平面示意图
‘ l设计｜韩龙勇 I ·- ·' • 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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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代连接筋穿过接板

① 

等代连接插植入往内

1-1 

注： 1 当刷柱或边缘构件耐不满足要求时参照栩如－21"'A-28页做法．

2. 新增混提土层厚度应由计算确定回中墙体单侧增厚尺寸t》 120时采用财怖加固，

60<t<120时采用单排篇加固．
3. 新增钢筋由计算确定其坚向和横向分布筋及拉结筋构造规定应满足《抗震规范》相应抗震

等级要求，等代连接篇均16 ，其间距应根据等代面积计算．

4. 等代连接简直满足锚固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简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 . 2倍／/E)
的要求．

5. 墙体加厚应考虑整体结构的刚度均句．

框架－抗震墙结构原抗震墙墙体加固节点详图｜ 图集号 I 1阳山
审核｜李文峰｜有主席｜校对｜李兴旺 ~JJI时｜韩龙勇｜却也、却 页 I 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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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代连接篇穿过楼板

⑦ 

50 

注： 1. 当刷刷边缘构件耐不满足要求时参照栩如一21rvA-28页做法．

2 新增混凝土层厚度应由计算确定，图中墙体单侧增厚尺寸t》 120时，采用则呻加固；

60<t<120时采用单排筋加固．

3. 新增钢筋由计算确定其坚向和横向分布篇及拉结筋构造规定应满足《抗震规范》相应抗震

等级要求，等代连接篇均16 ，其间距应根据等代面租计算．

4. 等代连接筋应满足锚固深度、最小边距及与墙体分布简最小间接搭接长度（可取1.2倍／/E)

的要求．

5 . 墙体如厚应考虑整体结构刚度的均句．

框架－抗震墙结构原抗震墙墙体加固节点详图｜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页 A-43 



36900 

I 11 

NON 

Tll 
Ill 
Il l I I 
Il l I . 
111 I ' 
Il l I , 
Il l I ' 
:.1 [1 

」
~ 

6600 

1一一一一一一－ J ·~ 

_l L一一一一一＿＿l JL=-; 
i lT一一一一一一－－｝＿l ZC1 「一一一一

ill ~ i -- ill i ---T -·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1· － ·－一－－寸

6600 

一一f 
Ill 
I ll 
Ill 
Ill 
Ill 
I ll 
I ll 
I l l 
I ll 
Ill 

6600 6600 7800 

0
0的
寸

0
0盯
寸

0
0白
白

ooum

•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加固平面示意图

－－－表孟加国钢支撑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加固平面示意图
、 l设计｜韩龙勇 1 ’”。

13SG619-5 图集号

注 ： 1. 增设钢支撑加固法适用于框架、框架抗震墙结构加固

能有效提高结构整体则度减小相应构件地震作用反应．

2. 原结构框架梁柱及墙体是否如固需由计算确定．

3. 1-1 嗣详见A-45 、 A-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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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页审核｜李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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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靠－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加固立面示意图－）

注． 当支撑中心线与梁柱节点区中心不重合偏心较大时应考虑偏心受力对梁柱节点区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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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刷刷「
寸一一～一一「

！ （州以品使用）

」一一～一一」 」一一午一一」

①时震墙结构增设附加阳羊图
注： 1 为防止支撑连接处外包钢板及锚板发生翘曲变形可采用增加外包钢板厚度、设置加动助

当柱截面较大前两种方式难以奏效时可采用图中附加穿柱媒栓的方法．

2. 柱包钢、景区对穿媒栓或穿板媒杆应能承担所有读方向由支撑传递给节点的内力－

3. 所有铜板待捍接完成后于混凝土接触面堪注结构肢．

1-1 （做法一） 1-1 （做法二）

（应先捍接连接板后植锚检）

4. 为保证斜向支撞在平面内具有足够的转动能力 避免结构在最大位移条件下与节点板发生碰撞，

斜向支挥端板与节点板的问障d宜取10"'15.

5. 为保证消能器性能的充分发挥，销栓与球佳的问障宜《0.1.

6 . 为保证球使连接能适应消能部件的平面外变形 同时销桂处于纯算状态，建议耳板与两侧节点板

间的问障为2"'3·

13SG619-5 

页 I 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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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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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 

架－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做法（二）立面示意图｜图集号

｛框靠－抗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加固立面示意图二｝

注： 1 . 当支靠中心线与梁柱节点臣中心不重合偏心较大时应考虑偏心受力对梁柱节点巨的不利影响．

2. 柱包钢、景区对拉锚栓应能承担所有读方向由支撑传递给节点的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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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穿桩事栓
（助板难以要效时使用）

。 ｜

（踹揣用）

给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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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上
一
十

」~ν＿＿］＿＿

1-1 （做法二）

（应先焊接连按时制栓）ta 
」一一气「一」

1-1 （做法一）①时震墙结构增设钢支撑加酣详图

2-2 注： 1 . 为防止支靠连接处外包钢极及锚板发生翘曲变形可采用增加外包铜板厚度、设置加动助

当柱截面较大前两种方式难以奏效时可采用图中附加锚栓的方法．

2 . 柱包钢、景区对穿理栓或穿板媒杆应能承担所有读方向由支雄传递给节点的内力－

3. 所有铜板待挥接完成后于混提土接触面掌注结构肢．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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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型消能器加固平面示意图

13SG619-5 

A-49 页

－－－表示粘章南能暑

注 ： 1 . 增设粘滑型消能器如固jf适用于综合抗震能力与地震作用相差较大需

显著提高整体结构阻尼特性 阵f民地震反应的框架和框架抗震墙结构．

2 . 原结构框架梁柱及墙体是否如固需由计算确定．

3. 1-1 割面详见A-50 、 A-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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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粘章消能器门靠型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ZNQ1 l 

注：斜靠中心线应尽量与梁柱节点区中心重合｛e=O），当偏心较大时应考虑偏心受力对梁柱节点区的

不利影响．
图集号｜ 13SG619-5 

页 I A-50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
立面示意图

审核｜李文峰｜苦之呻「｜校对｜李兴旺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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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穿柱螺栓
（助板难以奏效时使用）

1-1 

13SG619-5 

A-5·1 

图集号

页

｛增设粘章清能器单.行型消能部件立面示意图ZNQ2)

审核｜李文峰

注 ： 1 . 当支撑中心线与梁柱节点区中心不重合偏心较大时应考虑偏心受力对梁柱节点区的不利影响．

2. 消能器与斜撑的连接应为刚接，消能器本身应有足够的抗弯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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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栓

乡公

。 。 国
」一一乍一_L

1-1 （做法一）
2-2 

①酬滞消能器门架
注： 1. 为防止支撑连接处外包钢板及锚板发生姐曲变形可呆用增加外包钢板厚度、设置加动助，当柱

截面较大前两种方式难以奏效时可采用围中附加对拉锚栓的方法．

2. 柱包钢、景区对穿螺栓或穿板媒杆应能承担所有读方向由科雄传递给节点的内力．

3. 所有钢板待挥接完成后于混疆土接触面难注结构肢．

路

＃
－V－i 刷
一。 。

斗一斗「_l_

1-1 （做法二）

（应先鼻接连接板后植锚栓）

4. 为保证消能器性能的充分发挥，销栓与球佳的问障宜《0.1.

5. 为保证球住连接能适应消能部件的平面外变形 同时销桂处于纯费状态建议耳板与两侧节点提

间的问障为2rv3,

框架－抗震墙结构增设粘滞消能器门架型消能部件 ｜图集号｜ 13SG619-5 
加固节点详图

审核｜李文峰｜智主席｜校对｜李兴旺陇东非/bl茸计｜韩龙勇 I ~－｛ ii 页 I 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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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①限位装置节点详图
注 ： 1 . 胆位夹板长且i;;. 200. 限位板每侧宽出限位夹板长度C直大于消能器的极限位移．

2 . 考虑荣的坚向变形及安装空间d1 、 d2 、 d3均宜》so.

3. 为有效限制消能部件平面外的变形 限性板与豪四革乙姆板的问障不宜大利 ， 同时限位板和

限位夹板应具有足够的厚度．

2-2 



钢结构屋盖加固说明

1 一般说明

1. 1 抗震加固方案确定时，应根据有关规范、结构现实情况、

构件承载力及结构的变形能力选择最佳结构方案。

1. 2 加固时，应注重易损部位构件的加固（如节点、和节点相

联系的杆件）。

1. 3 大跨钢结构加固设计应与实际施工方法紧密结合，并应采

取有效措施，保证新增构件与原结构连接可靠，形成整体共同

工作。应避免对未加固的部分或构件造成不利的影响。

1. 4 大跨钢结构构件加固时如需焊接，应采取措施保证原结构

不会因焊件过热而变形失稳。

1. 5 钢结构加固施工需要拆下构件或卸荷时，必须措施合理、

传力明确、确保安全。

1. '6 焊接过程中应注意做好防火、防漏电工作。

2 加固材料的选择

2. 1 大跨钢结构加固材料的选择，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设计规范》 GB 50017-2003的要求，便于施工，使新老结构能

共同工作，并应注意新老材料之间的强度、塑性、韧性及焊接

性能的匹配，以利于充分发挥材料的潜能。

2. 2 加固连接所用材料应与结构钢材和原有连接材料的性质匹
配，加固件的焊缝、螺栓、钟钉等连接的计算可按《钢结构设

计规范》的规定进行，但计算时，对角焊缝强度设计值应乘以

0. 85 ，其他强度设计值或承载力设计值应乘以0. 95 的折减系数。

2. 3 对于以下情况可采用焊接连接：①原结构使用焊缝连接。

②原结构不是焊缝连接，但加固处允许采用焊缝连接，且使

用焊接施工又比较方便。焊缝加固应首先考虑增加焊缝长度

来实现，其次考虑增加焊脚尺寸或同时增加焊缝长度和焊脚

尺寸。

2. 4 原有螺栓或钟钉松动、损坏失效或连接强度不足需要更

换或新增时，应优先考虑采用相同直径的高强度螺栓连接。

其次，如果钢材的可焊性满足要求，也可以采用焊接。对于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高强度螺栓应采用摩擦型螺栓。

摩擦型高强度螺栓与绑钉混合连接时，其承载力按共同工作
考虑。用高强度螺栓更换有缺陷的螺栓或钟钉时，可选用直

径比原钻孔小1～ 3mm的高强度螺栓；若不扩孔的情况下，替

换的螺栓或绑钉的承载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在满足强度和构

造要求的前提下可扩大螺栓孔径，采用螺栓直径提高一级。

当在负荷下进行结构加固，需拆除结构原有的螺栓、佛钉或

增加、扩大钉孔时，除应设计计算结构原有构件和加固件的

承载力外，还必须校核板件的净截面的强度，并采取临时支

撑措施。采用焊接连接加固普通螺栓或绑钉连接，不考虑两

种连接共同工作，应按焊接承受全部作用力计算，但不宜拆

除原有连接件。

2. 5 为加固结构而增设的板件（加固件），除需有足够的设

计承载力和刚度外，还必须与被加固结构有可靠的连接，以

保证二者良好的共同工作。

钢结构屋盖加固说明 图集号｜ 13SG619-5 

审核l 甘明 设计｜周忠发 11主 页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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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固方法

3. 1 直接加固法：采用加大截面加固钢构件时，所选截面形

式应有利于加固技术要求并考虑已有缺陷和损伤的状况。加

固构件受力分析的计算简图，应反映结构的实际条件，考虑

损伤及加固引起的不利变形，力口固期间及前后作用在结构上

的荷载及其不利组合。对于超静定结构尚应考虑因截面加大，

构件刚度改变使体系内力重分布的可能。必要时应分阶段进

行受力分析和计算。

3. 2 改变结构计算简图的加固方法：是指采用改变荷载分布

状况、传力途径、节点性质和边界条件，增设附加杆件和支

撑、施加预应力、考虑空间协同工作等措施对结构进行加固

的方法。改变结构计算简图的加固过程（包括施工过程）中，

除应对被加固结构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计算外，

尚应注意对相关结构构件承载能力和使用功能的影响，考虑
在结构、构件、节点以及支座中的内力重分布，对结构（包

括基础）进行必要的补充验算，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合理构造

措施。

4 焊缝修复

如原加固结构发现焊缝存有夹杂、开裂等现象时，宜先

采取必要修复措施后再进行后续加固。

5 结构计算

结构计算应采用构件的实际有效截面积，并考虑结构在

加固时的实际受力状况，即原结构的应力超前和加固部分的

应变滞后特点，以及加固部分与原结构共同工作的程度。

6 施工注意事项

焊接钢结构加固时，现有构件或连接的实际名义应力值

应小于0. 55fy，且不得考虑加固构件的塑性变形发展；非焊

接钢结构加固时，现有构件或连接的实际名义应力值应小于

0. 7 fy。当现有结构构件的名义应力值大于上述规定时，则不

得在负荷状态下进行加固。

在负荷下进行结构构件的加固时，采用焊接加固件加大

截面法加固结构构件，可将加固件与被加固件沿全长互相压

紧；用长20～ 30mm的间断300～ 500mm焊缝定位焊件后，再由加

固件端向内分区段（每段不大于70mm）施焊所需要的连接焊缝，

依次施焊区段焊缝应间歇2～ Smino 对于截面有对称的成对焊

缝时，应平行施焊；有多条焊缝时，应交错顺序施焊；对于

两面有力口固件的截面，应先施焊受拉侧的加固件，然后施焊

受压侧的加固件；对一端为嵌固的受压杆件，应从嵌固端向

另一端施焊，若其为受拉杆，则应从另一端向嵌固端施焊；

负荷加固时，应对被加固件采取临时卸荷及稳定措施。

钢结构屋盖加固说明 ~业三



加固前

焊接球节点受拉杆件加固

( d ) 

｛加固件截面形式）

( f) 

A-A 

、
‘
，
／

-n ，
，
，
‘、

审核｜甘明

焊接球节点受拉杆件加固 图集号｜ l削9-5

页 I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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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加固后

焊接球节点受压杆件加固

L~ ＇ ~~1； 圃E叩刚
回中去开中土工i ＋二~－~ 三I
Lι冲牛 幽乱／气KP

( h ) 

注· 1. 加固件的布置应适应原有构件的儿何形扶或已发生的变形情况 以利施工．

2. 当采用挥接补强时，应尽可能源少挥接工作量及注意合理的焊接廉序，以降低

坪接变形和挥接应力井揭力避免仰焊．

3. 加大截面的尺才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进行计算．如

回后构件的最条等构造措施需满足规范要求．

A-A 
（加固件截面形式｝

y 

皿品中二三

酣I 1阳19-5

页 I B-4 审核｜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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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口固前 加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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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弯钢构件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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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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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

引才
幽画寸→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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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幽画二气厂→x

目叫－..

A-A 

（加固件截面形式｝ 注： 1. 应保证加固构件有合理的传力途径保证加固件与原有构件能够共同工作．无论是轴心受力构件还是偏心受力构件（即

拉营或压曹受力构件），如固件均宜与原有构件的支座（或节点）有可靠的连接．

2. 加固件的布置应适应原有构件的几何形状或已发生的变形情况 以利施工．

3. 当采用脚相时，应尽可能减少挥接工作量及注意合理的牒脯，以降低挥接变形和挥接应力，并竭力避免仰．

4. 轻钢结构中的小角钢和国钢杆件不宜在负带壮态下进行＃接必要时应采取适当措施．

5. 加大截面的构造不应过多制弱原有构件的承载能力．

6 . 加大截面的尺寸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进行计算．

13SG619-5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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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受力构件简图

平丁i二 原嗣 r

时二二 且民亟1
｜＝＝｛也飞；十｛

( d) 

注： 1. 应保证如固构件有合理的传力途径保证加固件与原有构件能够共同工作．无论是袖心受力构件还是
加固件截面形式

( e ) 

66 

偏心受力构件（即拉夺或压曹受力构件） 加固件均宜与原有构件的支座（或节点）有可靠的连接．

2. 加固件的布置应适应原有构件的几何形状或已发生的变形情况，以利施工－

3. 当采用挥拼博时，应尽可能减少挥接工作量及注意合理的焊接顺序，以阵↑脚接变形和焊接应力，

并竭力避免仰挥．

4. 轻钢结构中的小角钢和国钢杆件不直在负精壮态下进行拜接，必要时应呆取适当措施．

5. 加大截面的构造不应过多制弱原有构件的承载能力．

6加大截面的尺寸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进俐算．

审核｜甘明

酣 I 13SG619-5 

页 I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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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前
•....,._ 

拆除需替换杆件

回铜管
一一＼

丝杆
理栓

H型钢

回盟主

if 
替换安装新杆件 焊接球节点处替换杆件加固

拆除位杆后

注.1 . 原同架结构刷发生拉屈承载能力不满足要求需进行替换首先在营忻耐牒球之间将

丝杆用煤栓固定在 H型钢上然后替换原料件安装新杆最后去掉丝杆．

2. 韭析尺寸需根据加国后析件内力进行设计 同时丝杆与挥接之间应采取可靠的连接措施－

3. 对于原同集结构杆件加固前受拉力的情况，该如固方式适用． 焊接球节点处替换杆件力。固
审核｜甘明

图集号｜ 13SG619-5 

页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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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铜管 目钢管

~ 111.i.o:! ~＼：－：－｛ le ~~ 
替换安装新杆件

产
J、dμ

拆除倒链后

焊接球节点处替换杆件加固

注： 1.l结构杆件发生拉屈，承载能力不满足要求，需进行替换，首先在原杆件两端拜接球之间将倒链

加以固定棋后替换原行件安装新析最后去掉倒也

2. 倒链尺寸需根据加固后行件内力进行设计 同时倒链与挥接球之间应采取可靠的连接措施－

3. 该如田方式适用原结构行件承受拉力的情况． 图集号｜ 13SG61川

页 I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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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螺栓球节点 螺栓球节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加固后

皿血、f, 皿？＼达仁

3i←~f) 
(a) ( b ) 

注： 1. 本方法为增加原杆件截面的加固方式．在新增带载后，高强度理栓抗拉承载力满足要求，但与媒桂

球连接原行件目稳定承载力不足无法承担后续措载加田方案为在原结构特件上增加截面．

2. 脐眼椭接电流调小，采用小规格的牒，不要集中焊接．采取脯，对称跳跃式的精方式－

3. 大截面的尺寸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进行计算．

( d) ( e ) 

A-A 

（加国轩截面｝

螺栓球尹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附 I i肌阳
审核｜甘明片如咽｜校对｜徐金蓓晴、A提｜设计｜周忠发 11在他段｜ 页 I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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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坡、栓球节点
螺栓球节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幽幽气， 自y 幽幽＇＞ r、

识→ -3f)
幽挝、报如

」ι｜」i-x

且fa'
( a ) 、

｝
／

LU 
J
，
，
‘
、

( d ) ( e) 

y 

（加固杆截面）

x 
注： 1 班加国方法为增加原杆件截面 并且在所增加截面直接通过新增锥管与媒栓球拜接．即在新增带

载后，高强堪栓和原杆件承载力均不满足要求，可采用上述方法加固．

2. 施挥时要将拜接电流调小采用小规格的捍条及合适的焊条型号，不要集中焊接．采取断焊，

对称跳跃式的拜接方式．注意呆取措施阳脚接温度和充分散热．

3. 加大截面的尺寸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进行计算．

国
问

h相圃厅

笛E
E
惜

锥
－
剧

增
－
协

新
－
u
m

k
寸

固
厅

睡
笠

螺栓球尹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附 I i肌61川
审核｜甘明片如咽｜校对｜徐金蓓睛、a捂｜设计｜周忠发 1 1刽也民｜ 页 I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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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螺栓球节点 A-A 

一＼
／／气

\\ 
// 

I~且飞；／
队扭扭

\\ 

B-B 

螺栓球节点及杆件加固方法 （加固后｝

注： 1. 某网架下在杆件和媒栓球承载力均不足，采用增加截面的加固方法对行件加固后的同时，在需加固杆件之间增加环

板环板与理栓球拜接．

2 . 施焊时要将挥接电流调小，采用小规格的挥条及合适的挥条型号，不要集中弹接．采取断拜，对称跳跃式的鼻接方

式．注意采取措施阳脚接温度和充分散热．

3 . 加大制的尺寸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 96进俐算．

4连接环板厚度不小于相连轩件的最大珊，刷版d1 不小甜甜件最大直径，厚度与新增截面的厚度相同．

螺栓球尹点及杆件加固方法 ｜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甘明 μ步，1dl校对｜徐金蓓晦~tll设计｜周忠发 11刻也民｜ 页 I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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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支座节点

支座节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注： 1. 原支座杆件完好但无法承担后续搞载在原杆件基础上通过增加截面的方式进行加固．

2. 挥接时使用小电流挥杂，捍接时与挥接球相连杆件的应力』i小于0.55/y·

杆件加固后

3.拜接时应尽可能或少挥接工作量及注意合理的挥接顺序，以阵↑脚接变形和挥接应力，并竭力避免仰岸．

4. 加大截面的构造不应过多自1弱原有构件的承载能力．

~ · 加大截面的尺才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进衍愧

( e ) 

A-A 

｛加固杆截面｝

支座节点处杆件加固方法
审核｜甘明 I I~ ~I 1 .. ,1 I ...._’ 

( d ) 

图集号｜ 13SG619-5 

页 I B-12 



原支座

支座加固方法

注： 1 . 球佳支座连接半球目壁厚较薄无法满足承载力要求在半球内堪注混凝土增强半球内壁侧向

约束 同时在杆件与连接球之间增加加动助板提高承载力．

2 . 填充材料采用高强辙膨胀章浆料或高压堪浆料，章荣前在半球上开孔作为透气孔－

3 . 加劲助板宽度不小于相连杆件最大直径，板厚不应小于相连行件壁厚．

审核｜甘明

加固后

支座加固方法 图集号 I i肌阳

页 I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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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原支座库接球与支座底板之间连接板（包括原助板和垂直支撑圆钢管）过薄，在后续带载中

承载力不够如田方法为在支座对角位置增加四块加动肋加动助极与芹接球、过在板之间

焊接，挥缝尺寸及形式满足《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的要求．

2 . 加动助极尺寸普根据新措载支座反力进行计算．

A-A 

｛原支座）

板式支座节点加固方法

板式支座加固方法
审核｜甘明

垂直支j回铜管

A-A 

（如回后）

图集号｜ 1阳19-5

页 I B-14 



原支座

板式支座节点加固方法

注： 1 . 原支座定位爆杆及锚筋被男断在原有锚板基础上外贴钢板并用锚桂锚固．锚桂英型建议采用

后扩底锚栓如采用化学锚桂需解决掉接时热量对化学肢的影响．

2. 外贴铜板的宽度不小于支座宽度，厚度不小于Jj支座底板厚度，且满足《混凝土规范》对锚板的

相关要求．

3. 外贴钢板与原支座底板的焊缝等级不小于二级．

审核｜甘明

加固后

图集号｜ 13SG619-5 

页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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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析架加固前

「

f
r

一飞
－ l

飞
－ l

飞l

l

…

叮

l

二 l

飞
J4

－

l

二可
l
l

二〈
－

寸
「「「

屋面结构俯视图
平面才有架加固后

局部增加上弦再分杆的加固方法

注： 1. 晰架上时梢精力不满足采用增加屋架上在再分杆进行加固．

2上挂再分析截面的尺寸根据《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进行计算．

3 . 加固件的连接方法根据加固的原因、目的、受力状况、构造和施工条件，并考虑原有结构的连接方法

而确定．可采用挥接、高强度理栓连接和焊接与高强度理栓混合连接的方法．建议优先采用煤栓连接．

13SG619-5 

B-16 

图集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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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为提高原平面楠架平面外稳定承载力采用在特架之间增加垂直支靠的加田方式．

2.新增支撑截面需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2003. 《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 确定．

3. 加固件的连接方法根据加固的原因、目的、受力状况、构造和施工条件并考虑原有结构

的连接方法而确定．可采用挥接、高强度理桂连接和焊接与高强度理桂混合连接的方法．

建议优先呆用煤桂连接．

＝＝~ ＝＝平坦

一一一一------4一－一A-A 

（原街架）

屋靠攘托

二 ： ＝ · ＝ · ＝ ·~· ＝ · ＝ = : -

屋架下放

A-A 

（加固后增加垂直支靠的指靠｝

局部增加垂直支撑加固方法
审核｜甘明 M如咄｜校对｜徐金蓓｜磊、ittl设制周忠发 II在

图集号 13SG619-5 

页 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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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78 

增加水平支撑

A-A 

｛如回后增加水平支挥街靠）

一÷二二三千三二三~：r

一一二三二二二三l二二二二二二~l
－一一 ｜一－－－－－－－－－－－ :1

A-A 

（原衔靠）

注 ： 1 . 为提高原平面桔架平面外稳定承载力 采用在特架之间增加水平支器的加固方式．

2 . 新增支靠截面需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2003、《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 确定．

3. 加固件的连接方法根据加固的原因、目的、受力状况、构造和施工条件并考虑原有结构

的连接方法而确定．可采用焊接、高强度理桂连接和捍接与高强度理栓混合连接的方法．

建议优先采用煤栓连接．

局部增加水平支撑加固方法 图集号 13SG619-5 

审核｜甘明 川如咽｜校对｜徐金蓓晦d捂｜设计｜周忠发 11轧惜 页 B-18 



加固前

加固后

帕架端部刚接加固方法

注： 1. 柑架端部刚接加固方法为原结构为平面楠架体系 两根桔架原设计在支座处为使接 目屋面改造

增加了屋面带载，导致原平面指架承载力不能满足要求，采用改端部支承妓接为刚接的加固方式．

2. 桔架增柱加田方法为原结构回屋面改造增加屋面带载 导致原有结构难以满足承载力要求，采用

增柱的方式减小跨度．

3 . 新增杆件截面需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钢结构设计规b

GB 50017-2003、《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 77-96 确定．

4. 加固件的连接方法根据加固的原因、目的、受力状况、构造和施工条件并考虑原有结构的连接

方法而确定．可采用焊接、高强度理栓连接和挥接与高强度媒栓混合连接的方法．建议优先呆用

煤栓连接．

原结构网靠

「－矿－－ 来－ T －尔一！不－ T －不－1- 7卜－ T -f －广不－ l 
，，、、，、、，、、，，、、，、、，，、、，，、、，、、

行－ J_ _..,V＿ 」－业＿ L _..,v _ _ I ＿半－ J_ J扎 J 一业＿ L _..,v _ _ I ＿古p
u 幽~：

加固前
u 

「，c0~ T ~1' ，－广－
~~~」业： T~~~.f~」业L刊

加固后

审核｜甘明

斩架整体加固方法 图集号｜ 13SG6阳

页 I 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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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星面4青集

原钢聚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尺－r一介： 巧立－ r了不： 1
ν. I - ＇－ν ｜寸／｜吐，，. I 叫

←一一一＋ \ ＋一
在精靠下加直线预应力

( c ）在椅架下加直线预应力

(a ）在原钢梁下部增加撑杆及预应力拉杆 原屋面衔靠

一不一一l一一不一乒工了－i- －~ -
J二〉↓／＿／一 l一二、v：： 一｜一－立~－到

原屋面将靠

「二尺－ 1- ／－不：可买一1- ／~木： 1
二」－马比二＿ J_ －斗／－－｜－二↓ζ － . L 一 ( d ）在才有架下加折线预应力

- - T 、飞

- - f ：「＼、 i //: ~t 飞、
"' ”「、 l 、、； 二 止二 ;/’ l ／才飞、到
; ＼＼；／：生－ _:,i- 飞飞、 L I 

( b ）在原才有架下部增加撑杆及预应力拉杆

L - - I 

i 新增预应力fr析

( e ）增预应力拉杆

注 ： 1 . 钢梁或钢桔靠国屋面荷载增加导致承载力不足时可选择预应力；如固的方式．

2.根据受力大小和变形形式布置钢绞线，转向节点和固定锚具的构造是实施体外预应力加固的关键，需详细设计．

钢屋盖预应力加固 图集号｜ 1肌619-5

审核｜甘明 页 I 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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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加固说明

一般说明

因抗震加固导致基础结构承载力不足时，应对基础进行加

固。当基础本身承载力不足而地基承载力足够时，一般只加固

基础，尽量不要扰动地基。

2 增加基础截面高度法

2. 1 增加基础截面高度法适用于地基承载力满足要求，因抗震

加固而导致原基础结构承载力不足的情况。对于条形基础或独

立基础因配筋量不足、截面偏小或混凝土强度偏低时可采用此

方法。对于缆板基础，可于板面增浇叠合层加固。
2. 2 增加基础截面高度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2. 2. 1 当基础加固后增加一定截面高度，使得基础原配筋按新

截面计算，满足按柔性基础计算要求时，加固后基础仍旧可以

采用柔性基础方案，但此时加固后基础配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2 中有关柔性基础

最小配筋率等构造要求。

2. 2. 2 增加基础截面高度将原柔性基础改为刚性基础时，加固

后基础外形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 GB 50007-2012 中有关刚性基础台阶宽高比允许值的规定。

2. 2. 3 在灌注混凝土前应沿基础高度每隔900mm 用连接面植筋

方法设置锚固剪力短筋¢12@400mm-600mm，将原基础凿毛（凹凸

深度Smm左右），并清理干净，涂一层混凝土界面结合剂，以增

强新旧混凝土基础的粘结力。

3 加大基础底面积法

3. 1 加大基础底面积法适用于既有建筑的地基承载力或基础底

面尺寸不满足规范要求时的加固。

3. 2 加大基础底面积的设计和施工除应符合本说明第2. 2条

相应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3. 2. 1 当基础承受偏心荷载时，可采用不对称加宽；当承受

中心荷载时，可采用对称加宽。

3. 2. 2 条形基础加宽时，应按长度1. 5~2. Om划分单独区段，

分批、分段、间隔进行施工。

3. 3 无筋条形基础加宽底面积构造做法，详见03SG611 《砖混

结构加固与修复》，本图集略。

4 独立基础改为条形基础

4. 1 当独立基础不宜采用加大基础底面时，可将原独立基础

串联起来改变成为柱下条形基础。与独立基础相比，条形基

础不仅基底面积显著增大，而且整个基础结构的刚度和整体

性也大幅度增强。

4. 2 新增条形基础截面形式有平板式和肋梁式，新旧基础连

接方式一般采用刚接。平板厚度 t一般取 t＝ιI ( 3-5 ），且不

小于400mm, ln为原基础净距。肋梁高度h一般取h＝ιI C 6-8) , 

le为柱距；翼板（底板）厚度hf不应小于200mm，当 hf> 250mm 

时，宜做成变截面，坡度i 《 1: 3，边缘厚200mm, 根部厚度

不小于300mm 。

刚接时，新旧基础应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既承担剪力，

也传递弯矩，但新旧基础底部受力钢筋宜彼此焊接，部分构

造钢筋应植入原基础，同时，结合面应凿毛或设置键槽。

基础加固说明 ｜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页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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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面苗毛并清洗干净

柔性基础改为刚性基础做法 柔性基础改为刚性基础做法
（当地基承载力满足要求，面柔性基础配筋不足时来用） • （当地基承载力及柔性基础配筋不足时来用）

注： 1. 当柔性基础加固政；为刚性基础其台阶高宽比应满足相应规范的构造要求．

82 

2. 当基础加固后增加一定截面高度使基础原配筋按新截面计算满足按柔性基础计算要求时加固后基础仍

可采用柔性基础方案但此时加固后基础配筋需满足新截面下柔性基础最小配篇率等构造要求．

3. 新旧基础应连接为一个整体，新加基础截面与墙或柱连接面应设置键槽以传递费力，且新旧基础的底部纵向

受力撇此挥接以传递警矩．同时加大基础刷刷新加混凝土截面应能抵抗斯加基础励传给该州面的

费力 防止新加大基础截面破坏．

4. 连接面植筋植入原基础应满足最小锚固深度及最小边距要求锚入新加混疆土应满足最小锚田长度要求．

5. 对加大基础底面积的加宽部分地基上应铺设厚度和材料均与原基础相同的垫层．地基土直接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2的有关规定进好务实压密处理．
6 基础加固应尽量在的上部结构加固改造之前完成．扩大基础原刷刷应考虑新加部分与原基础间应力 加大基础底面新加下铁与原基础下铁连接方式
应变章后的影响 且新增加的基础底面积宜比计算值提高10% 或呆取可靠措施消除或减小应力应变章后的

影响． | 柔性基础改为刚性基础做法 ｜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页 C-2 



11 . 盖姐些 12 

原柱下柔性基础改为刚性基础做法
（框架结构改变为框’结构时基础做法，且愿独立基础配篇不满足时）

注： 1. 此做法适用于框架结构或框算结构新加费力：墙情况．

2. 新旧基础应连接为一个整体，新加基础截面与柱连接
面处设置键槽以传递费力 且新旧基础的底部纵向受

力j面故此挥接以传递夺矩．

新蝴震精基础

3. 连接面植筋植入原基础应满足最小锚固深度及最小边距要求锚入新加温摄土应满足最小锚田长度要求．

4. 新加抗剧与柱接触面连接做法详见本图集A-21rvA-28页．
5. 基础配筋根据计算及构造确定．
6 . 新加抗震堵墙体坚向筋锚入新加基础应满足相应锚固长度要求．

7. 对新加抗震墙基础，地基上应铺设厚度和材料均与原基础相同的垫层．地基土直接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2的有关规定进行务实压密处理．
8. 新增抗震墙基础应在进行上部结构加固改造之前完成．并应考虑新加部分与原基础间应力应变章后的影
响，且新增加的基础底面积宜比计算值提高10%或采取可靠措施消除或减小应力应变章后的影响．

审核｜李文峰

暗梁负筋．与原基础下铁辉接 B

Z桓宽度，由计算确定 | 

2-2 

新加抗震墙基础做法 图集号

页

13SG619-5 

c• 
83 



84 

键相200N300）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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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基础改为条形基础做法立面图

（端部呆用刚接）

（－－工丁 真报
一－－－＼

Y巨？：·~万也{ 
:dJ 回 E

|/ // 

\ 
\| 

一一－ 一且

独立基础改为条形基础做法平面图

（端部来用网斟

注： 1. 拙立基础改为条形基础其显著特点为基础底面积显著加大而且整个基础结构的刚度和整体性也

大幅增强．

2 . 新旧基础应连接为一个整体，新加条形基础与柱连接面处设置键槽以传递费力，且新旧基础的底

部纵向受力；曾被此岸接以传递营矩．

3. 割面1-1 及新旧受力钢筋拜接连接详见本图集C-5 页．

4. 对新加条形基础部分，地基上应铺设厚度和材料均与原基础相同的垫层．地基土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2的有关规定制情实压密处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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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她立基础改为条形基础应尽量在制？上部结构加固改造之前完成．并应考虑新加部分与原基础间 . 

应力应晰的树，蹄增加的基础底阳时值提高10%；£耕可靠措施消酬小 ｜独立基础改条形基础做法（肋梁式）｜图集号 I i肌619-5
应力应变滞后的影响． ｜审核｜李文峰 l .f4'.JOi"I校对｜李兴旺 ~d>liiitl 韩龙勇｜ 却也、副 页 I C-4 



新如牵形基础

新加条形基础肋梁负筋与原基础下铁焊接连接

助量受力主筋，也原基础或柱内

箍蔚计算确定

助景负筋．与原基础下最焊接 t

翼板宽度，由计算确定 | 

1-1 

（翼板等厚）

注： 1. 新增条形基础截面形式有平板式和助梁式．原基础净距较小且本身承载力较富裕

时可采用平板式否则直采用助架式．

2. 新加基础配篇应按计算确定并满足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篇率．

3. 新加条基助景负简应与原基础受力主筋相匹配，以满足相互岸接后主筋传力要求．

助渠曼力主筋，植入原基础或柱内

箍筋计算确定

助梁负筋．与原基础下铁算接 t

鼻板宽度．由计算确定 | 

1-1 

（真板变厚）

独立基础改条形基础剖面详图（肋梁式） ｜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页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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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1 工程概况

1. 1 建筑概况

该体育馆建于1968年，建筑面积39797川，檐高28m，东西
长112m，南北107m，观众席数为 17127个，该馆为综合性体育

馆，可进行球类、冰上比赛和大型文体活动等。

1. 2 原结构体系、主要截面尺寸及材料等级

体育馆主体结构为混凝土框架结构，柱混凝土标号为 300
号，梁混凝土标号为200号，梁、柱主筋抗拉强度设计值为

2400kg/cm2，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为 2100kg/cm2。屋盖为双向

正交斜放钢柑架结构，钢材？架水平投影面积约11108m2，主要的
才有架杆件由双角钢组成，上、下弦及长腹杆钢材牌号为 16Mn,

屈服强度360MPa；再分式腹杆钢材牌号为A3F。

1. 3 原基础

原基础为矩形混凝土预制桩基础，预制桩尺寸均为250mm

× 250mm，桩长5 ～ 7m，桩端砂卵石持力层承载力特征值为450
t/m2 。

2 抗震鉴定

该体育馆抗震加固后续使用年限为 30年。

该建筑抗震性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2. 1 由于原结构设计年代久远，原结构的抗震性能无法满足

《鉴定标准》对A类建筑的抗震要求。

2. 2 原设计中，钢屋架为正交斜放楠架体系，最大跨度超过

140m，为确保屋架抗震安全性，有必要对支座进行抗震加固。

3 整体加固方案选择

对本工程可采用的抗震加固方案进行了分析：

方案一：不改变原有框架结构体系，仅增大柱梁截面。

此方案对建筑功能影响最小，但加固量巨大，几乎所有框架

梁柱都需要加固，对原建筑物外墙造成破坏，改造费用很高。

方案二：增设柱间钢支撑。该方案可明显提高结构抗震

性能，且造价相对较低，但由于柱间钢支撑严重制约了门洞的

设置方式和大小，对建筑内部交通疏散非常不利。

方案三：增设剪力墙。该方案可明显提高结构抗震性能，

且由于剪力墙上门洞的设置比较方正，基本可以解决内部交

通疏散问题，改造费用也较低，但对顶层土建通风道面积影

响很大。

方案四：增设消能支撑。增加消能支撑后可以有效减小

地震响应，整体抗震性能会得到明显改善；且布置灵活，对

建筑内部交通疏散及顶层通风面积的影响较小。但是经过试

算，消能支撑数量较大，造价较高。

将以上方案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如果采用相对单一的加

固方案，那么基本上都无法兼顾抗震性能、功能、经济、美

观这四个基本要素。

经过试算和比较，综合了方案三、四的优点，选择了增

设剪力墙和增设消能支撑相结合的加固方案。由于体育馆看台

层及以下楼层人流密集，疏散要求高，因此下部楼层设置剪

力墙并利用剪力墙门洞可以有效解决整体抗震性能和内部交

通疏散；而看台层以上楼层由于疏散要求低但通风面积要求

高，设置消能支撑则可避免影响通风面积。体育馆东西向局

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图集号 I 13SG619-5 

审核｜李文峰 页 D-1 



部消能器及抗震墙加固剖面示意图·（见D-7页）。经计算，通

过增设剪力墙和消能支撑的方法，减少了加固量，可仅对与剪

力墙和消能支撑相连的梁柱进行加固。

体育馆屋架为正交斜放的钢网架体系，斜放最大跨度达到

140m，支座采用了弧形板弹簧支座。为了防止地震作用时支座

拔出后引起屋架的塌落，对支座采取了限位加固措施，在支座

上加设了支座裙套，在支座拔出后可限制支座的位移，防止屋

架塌落。

4 增设消能支撑结构的计算步骤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地震响应分析，按下述步骤

估算结构的等效阻尼比和各个防屈曲消能支撑的参数：

步骤一：假定各个防屈曲消能支撑的设计参数（等效刚

度、等效阻尼系数）和结构的等效阻尼比。

步骤二：将结构的等效阻尼比和各个防屈曲消能支撑的

设计参数导入分析模型中，按照《抗震规范》的规定，进行

结构线性分析。

步骤三：经由结构分析可得第i楼层的水平剪力 Fi、水平

相对位移Ui及第j个防屈曲消能支撑的阻尼力Fj及位移Ujo

步骤四：根据《抗震规范》第12. 3. 4条计算防屈曲消能

支撑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

步骤五：重新修正各个防屈曲消能支撑的设计参数（等

效刚度，等效阻尼系数），并估算结构等效阻尼比，即结构

本身固有阻尼比与防屈曲消能支撑附加阻尼比之和。

步骤六：将步骤五计算所得的结构等效阻尼比和各个防

屈曲消能支撑的参数作为初始假设值，并重复步骤二至步骤

五，反复迭代，直至步骤二使用的结构有效阻尼比与步骤五

计算所得的结构有效阻尼比接近为止。

5 消能器的选择

考虑看台下部楼层增设了部分剪力墙，而看台上部楼层

框架结构刚度较弱，选择了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由于其对
位移非常敏感，那么在小震作用下可以为上部楼层提供较大

的抗侧刚度，同时可以提供一定的附加阻尼。在中大震阶段，

防屈曲消能支撑可以充分发挥耗能减震作用，有效提高结构

抗震安全性，且其耐久性较好，性能稳定。

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图集号 I i肌川

审核｜李文峰－ 页 I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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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首层加固前平面示意图

注：此图仅给出体育馆局部部位以供参考． 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图集号 13SG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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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图仅给出单个制面以供参考． 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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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首层加固平面示意图

注： 1. 此图仅为加固示意图 图中制

面详围及节点做法详图从略．

实际工程设计中应由设计人员

逐一设计．

2 . 图中未注明柱加固范围为柱全

高，图中加固菜为首层顶板所

在楼层新增抗震墙墙顶标高

均为＇8.500m ，具体详见

D-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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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三～五层加固平面示意图

注 ： 此图仅为加固示意图， 1-1 副面详见－7页， 2-2 、 3-3嗣川． | 宴蚀盲惶拮富11口国17丧何II ｜图集号｜ 13SG619-5 

页 I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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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SG619-5 

D-7 

图集号

页

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审核｜李文峰

92 



6 整体抗震性能分析结果

6. 1 结构分析主要采用盯ABS V9软件，多遇地震下的水平地震

力作用弹性层间位移计算，其层间位移角结果见表1、楼层竖向

构件最大的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分别与该楼层平均值的比值两

者之大值见表2 。

表1 多遇地震

方向｜楼层｜层间位移奔

x 

6
-5
-4
-3
-2
-1
-6
-5
-4·ZJIL

-- 

1/1093 

1/1045 

1/1204 

1/1800 

1/4726 

1/6554 

1/1207 

1/1128 

1/2012 

1/3521 

1/5452 

1/6524 

y 

表2 多遇地震

方向 | 楼层 ｜层间位移比

x 

y 

6
-5
-4
-3
-2
-1
-rb75

-4
-3
-2
-1 

1. 006 

1. 006 

1. 007 

1. 006 

1. 006 

1. 007 

1. 001 

1. 001 

1. 001 

1. 003 

1. 004 

1. 003 

确定结构附加阻尼比及支撑的等效刚度后，在PKPM结构

计算软件中进行建模计算，此时防屈曲消能支撑的作用采用

普通钢支撑进行等效，结果查看时不考虑其稳定问题。考虑

到梁、柱构造不满足要求，构件承载力验算时折减系数0. 85 。

计算结果表明：增设防屈曲消能支撑后，除个别框架梁、柱

外，承载力均满足计算要求，对这些个别构件进行局部加固；

结构层间位移满足规范要求。

6. 2 罕遇地震下结构变形能力验算

使用 SAP2000进行了弹塑性时程分析考察了时程波作用下结构

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表3为两个方向罕遇地震下楼层最大层问

位移角。结构最大层间位移角均小于1/100，满足规范要求。

表3 罕遇地震下的层间位移角

楼层｜层间位移角｜ 方向 ！楼层｜层间位移角方向

x 

6
-5
-4
-3
-2
-1 

1/226 

1/175 

1/152 

1/692 

1/1116 

1/1523 

y 

6
-5
-4
-3
-2
-1 

1/161 

1/1~7 

1/425 

1/742 

1/1127 

1/1560 

、，

| 某体育馆抗震加固示例 ｜叫 l川－5
｜审核l 李文峰 1-f.主席｜校对｜李兴旺际础｜茸计｜韩龙勇 I -U.-t剔 页 I D-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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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资料

新型抗震技术一消能；威震系统

工程实例

粘滞流体阻尼器

荷载一位移关系滞回曲

线：

！＿~f•J 

实验滞回曲线图：

l~rm 

验实技术原理

当工程结构因振

动而发生变形时，阻尼

器活塞与缸体之间发

生相互运动，活塞前后

的压力差使粘滞流体

从阻尼器通道中通过，

从而产生阻尼力，耗散

外界输入结构的振动

能量，达到减轻结构振

动响应的目的。

通过软钢的剪切

屈服来消耗能量，为结

构提供附加刚度和阻

尼。这类阻尼器在很小

的位移下便能屈服耗

能，减小结构承受的地

震作用，能有效提高结

构的抗震能力。

口
口口产

粘
滞
流
体
阻
尼
器

剪
切
型
软
钢
阻
尼
器

一相对位移速度（mis);

一阻尼指数。

一消能系数（kN/(mlstl ;V 

一输出消能力（kN ); α 

式中： C

F 

F=CVa 粘滞阻尼器为速度依存型阻尼器符合公式：. 
指
标
特
点 特点

小震下提供刚度和耗能，布置灵活、性能稳定

极限位移（mm)

45~ 60 

屈服位移（mm)承载力（kN)产品类型／技术指标

软铜剪切型阻尼器 1.5~ 5.0 75~ 1000 

详细资料请登录 www.yishex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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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资料

新型抗震技术一消能减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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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原理

一种新的耗能减

震构件，具有优异的滞

回性能和良好的耗能

能力。既能提供必要的

抗侧刚度，又可用来减

小结构在地震作用下

的动力响应。为结构的

抗震设计和加固提供

了一种新的选择。

支撑刚度和强度

容易调整，设计灵活。

支撑小震满足规范的

变形要求，强震时提供

稳定的耗散能力。支撑

构件可以保护其他构

件免遭破坏，损坏支撑

在大震后可以方便地

更换，起到建筑物安全

保险丝的作用。

口
口口产

屈
曲
约
束
支
撑

特点

小震下提供刚度和耗能，布置灵活、性能稳定

小震下提供刚度，中震和大震下提供刚度和耗

能，价格经济

小震下提供刚度和耗能，中震和大震下也提供

刚度和耗能，耗能性能优异

详细资料请登录 www.yishexu.com

极限位移（mm)

45~ 60 

屈服位移（mm)

1.5~ 5.0 

承载力（kN)产品类型／技术指标

软钢剪切型阻尼器 75~ 1000 
指
标
特
点

1150 支撑长度1.5～ 1/800 耗能段长度150~ 5000 支撑型屈曲约束支撑

1150 支撑长度1.5～1/800 耗能段长度150~ 3000 耗能型屈曲约束支撑

注：本页是根据北京界射旭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编制，所有数据由该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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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片

桥梁加固柱加固楼梯加固

相关技术资料

YS-09 预张紧钢丝绳网片－聚
合物砂浆外加层加固技术简介

一种有效提高受弯、大偏心受

压混凝土构件强度和刚度的加固

方法。加固或修复结构构件（梁、

板、柱等）时，在安装过程中对钢

丝绳进行张紧，其张紧值应在 6×

7+IWS 钢丝绳弹性起点值的±15%

（弹性起点值一般为钢丝绳设计

拉力的 30%左右），达到或接近弹

性拉力区域，这样才能保证加固构
件在开始受力时，钢丝绳能够立即

受力参与共同工作，网片安装完成

后，再压抹聚合物砂浆，钢丝绳网

片与原结构结合为整体。显著提高

结构构件承载力，与被加固构件协

同工作效果优异。

加固系统优势：

a.消除钢丝绳网片初期受力滞

后，能从一开始就参与共同受力。

b.端部刚性连接，固定方式更

加可靠，最大限度地消除加固钢丝

绳的二次非线性变形。

c.不受构件表面平整度限制。

d.环保、耐腐蚀、耐湿热、耐

老化性能好，加固层与原结构同寿

命。

e.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对材料为非燃烧体的要求。

注：本页是根据北京界射旭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编制，所有数据由该公司负责。

固定板快速张紧装置方便测力仪
二l
专用化学锚栓

YS-09 加固系统主要材料

技术特点及主要技术参数

根据使用的不同位置固定

板可分为 GDBA、 GDBB、 GDBC、

GDBL 四种，镀辞钢板，厚度

运lOmm 不增大聚合物砂浆

层厚度，钢材高硬、高强。

不会引起钢丝绳二次非线

性变形

钢
丝
绳
网
片

用于节点抗拉强度满足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

范》 GB 50367-2006 的强度

要求

6 × 7+IWS 高强镀辞钢丝绳

网片。钢丝绳问距 20/30

阳，直径 3. 2/ 4.5mm 

满足《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

规范》 GB 50367-2006 I 级

砂浆要求

刽
形

不
股

强
线
高
非’次

节

二

定
绳
固
丝
制
钢
钢
起固

定
结

砂要
浆扬

产品

固
定
板

专
用
固
定
节
挤
压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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