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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延性混凝土条带法加固砖砌墙体抗震性能数值模拟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ＢｒｉｃｋＷａｌｌ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ｉｐＭｅｔｈｏｄ

朱振北，夏海余，彭春阳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天津 ３００１７１）

摘　要：为提升砖砌墙体抗震性能，保证墙体的安全，提出高延性混凝土条带法加固砖砌墙体抗震性能数
值模拟方法。采用ＡＡＣ砌块、钢筋和混凝土制备试件，选择粉煤灰、水泥、砂以及ＰＶＡ纤维等材料制备高延性
混凝土，采用横向、纵向以及交叉条带加固砖砌墙体试件。利用有限元软件模拟加固和未加固试件的抗震性能。

结果表明：加固后试件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试件承受载荷范围在３０５３～－３０２７ｋＮ之间；条带加固能够显著
延缓砖砌墙体的刚度退化，开裂载荷和峰值载荷最高值分别达到４１９２和５１１０６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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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砖砌结构作为传统的建筑结构形式，在我国有

着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老旧建筑物中占据重要地

位。然而，这类结构往往存在抗震性能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其安全性备受关注［１－２］。

因此，对砖砌墙体进行抗震加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近年来，大量学者在加固砖砌墙体抗震性能方

面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模拟地震负载下的试验方

法，对加固前后的墙体进行受力实验，比较分析其

抗震性能的改进情况［３－５］。敬登虎等［６］提出在横向钢

板带预加拉力，测试预应力钢板对砖墙抗震性能的

提升效果，得出墙体高宽比达１时，适当提高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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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进一步增强承载力的结论。邓明科等［７］提出

采用高延性混凝土加固砌块墙，采用拟静力试验，

论证了用高延性混凝土可以提高无筋墙的承载力、

变形和耗能能力，减少裂缝，减缓刚度退化的性能。

陈氏凤等［８］使用纤维编织网混凝土对砌体墙进行单

侧加固，研究了三种试件的破坏形态、滞回曲线、

侧向承载力、刚度退化和耗能等性能；ＢＴＲＣ单侧加
固能改变破坏形态，大幅提升侧向承载力。周铁钢

等［９］采用新型机制生土砖与专用砂浆制作墙体评估

其抗震性，结果表明砂浆固化剂能显著提高墙体承

载和变形能力，薄灰缝影响有限，且荷载 －位移数
据无量纲化后，与四折线骨架曲线模型吻合良好。

寇佳亮等［１０］采用了高延性混凝土加固技术对震损框

桁式复合墙体进行抗震性能提升，通过在墙体中加

入高延性混凝土加固材料，复合墙体结构的抗震性

能得到了显著提高。赵浩等［１１］采用环氧树脂和甲基

丙烯酸甲酯对试件进行加固，结果表明，高分子材

料能有效控制墙体裂缝，提升承载力和变形能力，

墙体承载力和延性也分别得到了增强。程东辉等［１２］

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ＣＦＲＰ）布加固方形、Ｔ
形截面及 Ｔ形截面加角钢锚固不同截面混凝土柱，
结果显示可有效地提升了混凝土柱的极限承载力。

目前，虽然在提升砖砌墙体抗震性能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加固效果的不均匀性、材

料刚度退化以及加固后结构重量增加等问题，因此，

采用高延性混凝土条带法加固砖砌墙体，对其抗震

性能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为类似工程提供一种更为

高效经济且适用性广的加固方案。

１　试件制备及装置

１１　原材料
选择ＡＡＣ砌块作为墙体砌筑材料［９］。ＡＡＣ砌块

是一种由粉煤灰、水泥等多种原材料，经一系列加

工工艺制备形成的一种多孔混凝土板材。ＡＡＣ砌块
等级为Ａ５０级，尺寸为６０ｃｍ×２４ｃｍ×１９ｃｍ。

高延性混凝土主要采用粉煤灰、水泥、砂以及

ＰＶＡ纤维、水等材料，按照一定比例制备。粉煤灰，
化学成分为ＣａＯ，等级为国标Ⅰ级，密度为２１ｇ／ｃｍ３；
水泥为Ｐ·Ｏ４２５的白水泥，细度为８０μｍ；砂选择
细砂，其含水率为００１％，含泥量为００１％，表观

密度为２５００ｋｇ／ｍ３；ＰＶＡ纤维，性能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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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拉强度

／ＭＰａ
弹性模量

／ＧＰａ
伸长率

／％
密度

／（ｇ／ｃｍ３）
１２ ３３ １４９６７ ３５８ ７ １２９

１２　试件制备
制备粉煤灰加固样本材料为粉煤灰水泥、砂和

水，将材料按照１∶１∶０７５∶０５５进行配比。ＰＶＡ纤
维掺量为２５％，按照上述比例完成高延性混凝土加
固材料的制备。

制备砖砌墙体样本：采用 ＡＡＣ砌块、钢筋以及
混凝土进行墙体砌筑。墙体顶梁为钢筋混凝土砌筑，

砌筑墙和底梁为蒸压加气混凝土砌筑。墙体厚为

２４ｃｍ，墙体高宽比为０６２，柱截面尺寸为１２ｃｍ×
１９ｃｍ。墙体内部纵筋和箍筋均 ６钢筋。制备完成
后，进行２８ｄ养护。

试件上共安装４个位移计和２个百分表。加载梁
中间位置和底部 （Ｗ１和Ｗ２）、墙体一侧对角线方向
各１个 （Ｗ３和Ｗ４），墙体两侧距离梁底１／２倍高处
位置各１个百分计 （Ｗ４和Ｗ５）。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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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加载装置
采用反复静载荷加载试验装置，获得地震时加

固后砖砌墙体结构试件的滞回曲线和骨架曲线变化

结果。检测装置是否正常，通过载荷 －位移混合方
式将竖向载荷分级加载在试件的顶部。上梁均匀分

配载荷后保证顶部载荷恒定为０５ＭＰａ。试件发生屈
服时，载荷按照加载等级等差降低。试件发生屈服

后加载方式改为位移载荷，位移等级之差为２ｍｍ。
以８５％极限载荷作为标准，试样的承载能力下降到
该值则终止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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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有限元模拟
采用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进行抗震性能模拟。

利用Ｐａｒｔ模块按照实际尺寸构建试件底座、梁、柱、
条板、纵筋、箍筋等三维模型。利用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模块定
义混凝土、钢筋等材料截面几何属性。利用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模块组装构件，构建加固后的砖砌墙体试件模

型［１３－１４］。通过Ｓｔｅｐ模块设定位移边界条件，完成水
平位移加载。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模块中设定几何构件间相
互作用属性。利用 Ｍｅｓｈ模块划分网格，完成构件有
限元模型，进行抗震性能模拟。

２　试验分析

２１　滞回曲线试验分析
滞回曲线变化情况如图２所示。试件加固前，在

受到位移载荷作用后，产生的曲线斜率变化幅度较

小，滞回环的面积较小；试件加固后，在相同的位

移载荷下，产生的滞回斜率变化明显，滞回环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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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回环的饱满度较高。因此，加固后试件的滞

回性能更佳，即表示加固后试件具有良好的恢复性，

抗震性能良好。

２２　骨架曲线试验分析
骨架曲线如图３所示。随着位移载荷的不断变化，

加固前试件受到载荷作用后，其承受载荷范围在

２２０４ｋＮ～－２２２６ｋＮ之间；加固后试件承受载荷范
围在３０５３ｋＮ～－３０２７ｋＮ之间。因此，加固后试件
延性显著提升，并且可增加砖砌墙体抗倒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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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试样能耗能力分析
分析两种试件在屈服位移、峰值载荷下位移以

及极限位移三种情况下，两种试件的累计能耗结果，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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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ｋＮ·ｍｍ）

试验指标
试件类别

加固前 加固后

屈服位移 ６５９６４４ ８１０２１４
峰值载荷下位移 ７２１１８５９ ８４２２６０６
极限位移 １８９００６３３ ２４５９０６９４

两种试件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产生的累计能

耗结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变化。加固前试件在３种情
况下的累计能耗结果分别为 ６５９６４４、７２１１８５９、
１８９００６３３ｋＮ·ｍｍ，加固后试件在３种情况下累计
能耗分别为８１０２１４、８４２２６０６、２４５９０６９４ｋＮ·ｍｍ。
加固后试样的累计能耗结果显著优于加固前的试件

结果，说明采用高延性混凝土进行条带加固后，能

够极大程度提升砖砌墙体在破坏阶段的能耗能力。

２４　刚度退化能力分析
试件在不同位移载荷下的刚度变化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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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两种试件在位移载荷加载初期时的刚度结果下降
显著，发生较大变化；当位移增加至 １０ｍｍ以后，
未加固试件的刚度仍旧发生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

小；加固后试件则趋于稳定，没有明显下降趋势，

刚度值保持在５５５ｋＮ·ｍｍ。因此，采用高延性混
凝土进行条带加固后，能够显著延缓砖砌墙体的刚

度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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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载荷

／ｍｍ
试件类别

加固前 加固后

２ ７７７３ ５７６４
４ ４４９２ ３３７２
６ ３６９５ ２０６８
８ ２５４１ １１１７
１０ １７４５ ５５５
１２ ９９７ ５５５
１４ ６６４ ５５５
１６ ６３２ ５５５
１８ ６０１ ５５５
２０ ５７８ ５５５

２５　有限元模拟试验分析
相同载荷作用下，试件有限元模型的时刻应力

变化结果如图４所示。在相同的载荷作用下，加固前
试件的应力云图发生较为明显的形状变化，并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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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件内部的应力呈现不规则的斜向变化；加固后试件

的应力云图则变化较小，仅在试件４个角落位置存在
较小的应力变化，但是墙体内部没有发生变化。因

此，加固后试件具有更佳的抗震性能。

２６　承载力试验分析
在推拉两种载荷加载方式下，试件测试结果见

表４。在相同的加载方式下，加固前试件的开裂载荷
和峰值载荷均在３００ｋＮ以内；加固后试件在两种加
载方式下，开裂载荷和峰值载荷均在 ３００ｋＮ以上，
两者的最高值分别达到４１９２ｋＮ和５１１６ｋＮ。因此，
加固后试件的具有更佳的抗震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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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方式
试件类别

加固前 加固后

推加载

拉加载

开裂载荷 １２５８ ４０７１
峰值载荷 ２８９９ ５１１２

开裂载荷 ２０４４ ４１９２
峰值载荷 ２９５３ ５１１６

３　结论

本文提出高延性混凝土条带法加固砖砌墙体抗

震性能数值模拟方法。通过横向、纵向以及交叉条

带加固砖砌墙体试件，并利用 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
模拟试件的抗震性能。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通过高延性混凝土条带法对砖砌墙体进行
加固处理，能够延缓砖砌墙体的刚度退化，提升墙

体的抗震能力，保证了墙体在服役过程中的稳定。

（２）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现代传感技术与数
据分析，开展更全面的性能评估，包括抗震、耐久

性等，以及加固墙体在实际地震中的表现，为工程

应用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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