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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环境下 Ｈ型钢柱局部点蚀对抗震性能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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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鑫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西安 ７１０３００）

摘　要：为研究腐蚀环境下钢结构局部点蚀对抗震性能的影响，选择了５根Ｈ型Ｑ２３５钢柱并对其不同位置
进行了相同程度的点蚀，采用低周反复加载试验，评估不同位置局部点蚀对钢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并通过数

值模拟，分析了点蚀损伤对钢柱的荷载和耗能能力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局部点蚀会显著降低钢柱的峰值荷

载、刚度以及承载力；纯弯段点蚀对钢柱抗震性能的削弱程度远高于弯剪段点蚀，且右半截面点蚀后钢柱的抗

震性能降低程度同样高于下半截面点蚀；针对局部点蚀钢柱提出修复方法，包括表面处理、补强加固等，为腐

蚀环境下钢结构建筑的抗震性能研究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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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钢结构凭借轻质

高强、抗震性能好、施工速度快、可回收利用等优

势，已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１］。然而，在诸多工业

建筑、海洋工程以及一些长期处于恶劣环境的钢结

构建 （构）筑物中，钢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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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导致结构可靠性下降，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

成威胁［２－３］。

钢结构的腐蚀可分为均匀腐蚀和局部点蚀。局

部点蚀指只发生在金属表面的局部，其危害性比均

匀腐蚀严重得多，往往发生于钢柱的柱脚等局部位

置［３－４］。这种局部点蚀会导致钢柱截面削弱，从而影

响其承载能力和抗震能力。目前，国内外学者就钢

结构腐蚀已开展了许多研究。Ｈｕ等［５］、Ｚｏｕ等［６］通

过研究蚀坑对钢材的影响，发现钢材的强度和延性

随蚀坑密集程度和深度增加而显著降低；阮建等［７］

利用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研究了局部腐蚀作用对钢结
构承载性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局部腐蚀作用易导致

钢柱出现应力集中现象，从而削弱其抗震性能；赵

炳震等［８］结合了有限元方法研究点蚀对钢结构性能

产生的影响，提出的理论公式可较精确地预测点蚀

后钢结构的承载力；张志强［９］为了增强钢结构在大

气腐蚀环境下的抗腐蚀能力，研发了石墨烯改性复

合涂层，结果表明使用该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在一年

半后无任何腐蚀现象，防腐蚀保护时间相较传统的

保护涂层提升了 ３倍；Ｗｙｓｏｋｏｗｓｋｉ［１０］评估了腐蚀对
在役铁路和公路钢桥结构疲劳承载力的影响，建立

了一个大气腐蚀模拟设施进行测试，发现两种桥梁

钢的疲劳极限均显著降低，最高可达初始状态的

５０％。而对钢结构腐蚀防护措施，目前有在钢结构
混凝土中添加粉煤灰、矿物掺合料［１１］等，或对钢结

构涂防腐涂层，包括环氧涂层［１２］，也可添加苯骈三

唑［１３］、烷基氨基醇［１４］等防腐材料对钢结构进行防腐

保护。除了采取以上防腐措施外，也可以采取一些

技术手段直接对钢结构进行防腐，如热浸锌防腐技

术和阴极保护技术等［１５］。何童童［１６］针对桥梁结构设

计中的钢结构腐蚀防护，提出了涂防腐层、阴极保

护和优化设计等措施，使钢结构长期保持优越的耐

久性能。综上，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均匀腐蚀对

钢结构性能的影响，而对于钢结构的局部点蚀，尤

其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局部点蚀对钢结构抗震性能的

影响和修复措施鲜有研究。

为此，选择某桥梁工程用的 Ｈ型钢柱作为研究
对象，对钢柱的不同位置进行局部点蚀，采用低周

反复加载试验，探究腐蚀环境下的点蚀作用对钢结

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修复策略，研究

结果为钢结构的点蚀防腐提供借鉴意义。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工程概况
某大型桥梁工程采用 Ｈ型 Ｑ２３５钢柱作为构件，

截面尺寸为宽翼缘 ＨＷ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９ｍｍ×
１４ｍｍ。工程所在地环境潮湿且含有腐蚀性介质 （氯

离子、二氧化硫等），Ｈ型钢柱表面的防护层会逐渐
被破坏，形成局部的点蚀坑。

１２　试验设计
１２１　锈蚀试验

采用室内快速电化学腐蚀的方式对 Ｈ型钢柱的
纵向方向及横截面的不同位置进行点蚀，依次为纯

弯段下半截面 （Ⅰ）、纯弯段右半截面 （Ⅱ）、弯剪
段下半截面 （Ⅲ）、弯剪段右半截面 （Ⅳ）、未点蚀
（对照组 （Ⅴ）），点蚀数量为１，腐蚀率均为１０％，
点蚀具体位置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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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抗震试验
利用 “横柱竖梁”的模式加载，柱的两端采用

铰链连接，高度为３ｍ；梁端施加低周循环荷载，半
跨梁的长度为３５ｍ。采用位移控制的加载方法，通
过Ｔ形试样的位移角控制，分为±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６ｒａｄ，每段需重复加载２次；若试样尚未达到最
大荷载，则继续以±００６ｒａｄ加载，直至试样的荷载
值降至最大荷载值的９５％以下，或无法继续承载为
止。试验装置布置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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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局部点蚀模型
利用数值模拟软件构建点蚀Ｈ型钢柱损伤模型，

选择圆柱形作为点蚀坑，直径为２０～６０ｍｍ，点蚀坑
深度为板厚的０２～１０倍，钢柱不同位置的点蚀损
伤模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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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骨架曲线
点蚀前后的Ｈ型钢柱荷载－位移骨架曲线如图４

所示。各钢柱的荷载随位移变化的趋势均一致，均

随位移的增加荷载呈线性增大而后降低，且曲线斜

率同样呈先增大后再减小的趋势。施加位移初期，

荷载增大速率较缓；后期随着荷载迅速增大，直至

钢柱破坏。各钢柱的荷载峰值按从大到小排序为：

未点蚀 （Ⅴ） ＞弯剪段下半截面点蚀 （Ⅲ） ＞弯剪段
右半截面点蚀 （Ⅳ） ＞纯弯段下半截面点蚀 （Ⅰ） ＞纯
弯段右半截面点蚀 （Ⅱ），表明未点蚀的钢柱承载能力
最强，弯剪段点蚀的钢柱承载能力要高于纯弯段点

蚀的钢柱，且抗震能力逐渐削弱。这是因为钢柱被

点蚀后，试件表面的点蚀坑会产生应力集中，导致

点蚀钢柱提前进入塑性变形，加速材料劣化，影响

了钢柱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响应和内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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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承载力
通过点蚀前后钢柱每级循环的最大荷载与次数

关系来评估不同点蚀位置对钢柱承载力造成的影响，

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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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循环加载次数的增加，各钢柱的承载力呈

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具体来说，在加载前期 （循

环次数不超过 １２次），各钢柱的承载力逐渐增大；
待循环次数继续增加后，点蚀前后各钢柱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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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衰减的迹象并逐渐趋于平稳。对比不同点蚀

状态下的钢柱，未腐蚀状态下的钢柱承载力最高，

承载力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未点蚀 （Ⅴ） ＞弯剪段下
半截面点蚀 （Ⅲ） ＞弯剪段右半截面点蚀 （Ⅳ） ＞纯
弯段下半截面点蚀 （Ⅰ） ＞纯弯段右半截面点蚀 （Ⅱ），
原因在于不同的点蚀位置导致了不同钢柱出现了不

同的性能劣化，其中纯弯段右半截面 （Ⅱ）的腐蚀
对钢柱承载力的削弱最为严重。

２３　刚度退化
各钢柱的刚度随循环次数变化的规律如图６所

示。在屈服前，各点蚀状态下钢柱的残余变形均很

小，未出现明显的刚度退化迹象；屈服后，位移的

增加导致钢柱刚度退化现象显著，并逐渐趋于稳定。

随着循环次数增加，各钢柱的刚度呈阶梯式下降，

表明刚度不断退化；而当循环次数超过１３次后，各
钢柱刚度的退化现象趋向于稳定。将不同点蚀状态

下钢柱的刚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列：未点蚀 （Ⅴ） ＞
弯剪段下半截面点蚀 （Ⅲ） ＞弯剪段右半截面点蚀
（Ⅳ） ＞纯弯段下半截面点蚀 （Ⅰ） ＞纯弯段右半截
面点蚀 （Ⅱ），这说明将钢柱的右半截面进行点蚀对
刚度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将钢柱下半截面进行点蚀造

成的影响。原因在于当 Ｈ型钢柱的右半截面被腐蚀
时，其截面形状会发生显著变化，导致截面面积减

小，且可能产生应力集中现象；相比之下，如果腐

蚀发生在下半截面，虽同样会导致截面面积减小，

但因Ｈ型钢柱翼缘与腹板独特的分布构造，下半截
面的腐蚀对整体刚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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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滞回耗能
各钢柱的累积滞回耗能与循环次数关系如图７所

示。随着循环次数增加，各钢柱的累积滞回耗能不

断增大，具体表现为循环次数低于８次时，累积滞回
耗能增速缓慢，而当循环次数继续增大后，耗能增

速变大，且各钢柱的滞回耗能差距越来越明显。不

同点蚀状态下钢柱的滞回耗能从大到小排序为：未

点蚀 （Ⅴ） ＞弯剪段下半截面点蚀 （Ⅲ） ＞弯剪段
右半截面点蚀 （Ⅳ） ＞纯弯段下半截面点蚀 （Ⅰ） ＞纯
弯段右半截面点蚀 （Ⅱ）。这是因为在纯弯段的右半截
面点蚀 （Ⅱ）使钢柱的质量损失率达到最大，该区
域点蚀引发的应力集中效应最为强烈，使钢柱过早

进入屈服状态，进而产生不均匀的塑性变形，最终

导致钢柱的劣化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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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３１　骨架位移曲线模拟结果
骨架位移曲线模拟结果如图８所示。不同位置点

蚀后的荷载 －位移曲线数值模拟结果与原曲线结果
较为接近。特别是在位移为－５～＋５ｍｍ期间，模拟
曲线和原曲线几乎完全重合。由于各钢柱的点蚀率相

同，而点蚀位置不同，所产生的荷载也有所不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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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数值模拟后各点蚀状态下的钢柱荷载

峰值略低于原荷载峰值。

３２　滞回耗能模拟结果
滞回耗能模拟结果如图９所示。点蚀后的累积滞

回耗能试验曲线与数值模拟结果的曲线相接近，误

差较小，但模拟结果的曲线更加饱满，证明了模拟

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模

拟Ｈ型Ｑ２３５钢柱局部腐蚀后经低周反复作用下的抗
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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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修复策略

４１　表面处理修复
采用喷砂、打磨等机械手段，去除钢柱表面及

点蚀坑内锈蚀产物与腐蚀物，直至呈现金属光泽。

针对较深点蚀坑，用手工或小型电动工具精细处理。

在处理后的破损处依次涂抹一层界面剂与环氧胶泥，

再加入水泥砂浆修补。在清理好的表面涂刷如环氧

富锌漆、聚氨酯漆这类耐腐蚀性佳、附着力强的防

腐涂层，一般需多层涂刷，每层涂刷需间隔一定时

间，确保涂层厚度均匀，可有效防止腐蚀介质侵蚀。

４２　补强加固修复
（１）粘贴钢板加固：针对因局部点蚀严重致使

承载能力与刚度大幅下降的钢柱，可依其受力及点

蚀状况，设计适配的钢板尺寸与粘贴位置。采用高

强度结构胶，将钢板粘贴于钢柱受拉或受压侧，协

同原钢柱工作，提升承载与刚度。

（２）增设支撑加固：在钢柱周边合理增设角钢、
钢管等支撑构件，依据结构布局与钢柱实际情况设

计支撑布置，构建稳定支撑体系，降低钢柱地震受

力，增强整体稳定性，且支撑与钢柱连接要牢固，

保障力的有效传递。

５　结论

通过室内快速电化学腐蚀的手段对Ｈ型Ｑ２３５钢
柱的不同部位进行局部点蚀，以低周反复加载试验，

探究点蚀作用对钢柱抗震性能的影响，并提出相应

的修复策略，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１）局部点蚀会导致钢柱的峰值荷载、承载力
和刚度退化，对其抗震性能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循

环次数增大，钢柱的承载力和累积滞回耗能总体呈

增大趋势，而刚度却减小。

（２）纯弯段点蚀对钢柱抗震性能的削弱程度高
于弯剪段点蚀，且右半截面点蚀较下半截面点蚀抗

震能力下降得更快。

（３）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相接近，而数值
模拟的结果更加饱满，证明了模型的可行性。

（４）在实际工程中，应加强对钢结构建筑的定
期检测和维护，及时发现和处理钢柱的腐蚀问题，

采用合理的修复措施，确保结构在地震等灾害作用

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延长钢结构建筑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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