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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9.3.2 连续梁的内力包络图 连续梁是工程中常用的一种结构，如房屋建筑中的肋形
楼盖，它的板、次梁和主梁一般都按连续梁进行计算。这些连续梁将受到恒载和活载的共同作用，因
此，设计时必须考虑两者的共同影响，求出各个截面可能产生的最大和最小内力值，作为选择截面尺
寸的依据。连续梁在恒载和活载共同作用下不仅会产生正弯矩，而且还会产生负弯矩（这里正弯矩是
指梁下边受拉；负弯矩是指梁上边受拉）。因此，与简支梁不同，它的弯矩包络图将由两条曲线组成
，其中一条曲线表示各截面可能出现的最大弯矩值；另一条曲线则表示各截面可能出现的最小弯矩值
（当该截面的弯矩为负值时，此最小值即为最大的负弯矩值）。由于恒载经常存在，它所产生的内力
是固定不变的；而活载引起的内力则随活载分布的不同而改变。因此，求梁各截面最大内力的主要问
题在于确定活载的影响。只需求出活载作用下的某一截面的最大和最小内力，然后再加上恒载产生的
内力，即可得到恒载和活载共同作用下该截面的最大内力和最小内力。将梁上各截面的最大内力和最
小内力用图形表示出来，就得到连续梁的内力包络图。 由上节可知，当连续梁受均布活载作用时，其
各截面弯矩的最不利荷载位置是在若干跨内布满荷载。这只需按每一跨单独布满活载的情况逐一作出
其弯矩图，然后对于任一截面，将这些弯矩图中的对应的所有正弯矩值相加，便得到该截面的最大正
弯矩；同样，若将对应的所有负弯矩值相加，便得到该截面在活载作用下的最大负弯矩值。于是，对
于这种活荷载作用下的连续梁，其弯矩包络图可按如下步骤进行绘制： （1）求出恒载作用下的弯矩
图。 （2）依次按每一跨上单独布满活载的情况，逐一求出其弯矩图。 （3）将各跨分为若干等份，对
每一等分点处截面，将恒载弯矩图中该截面的竖标值与所有各个活载弯矩图中对应的正（负）竖标值
叠加，便得到各截面的最大（小）弯矩值。 （4）将上述各最大（小）弯矩值在同一图中按同一比例
用竖标表示，并以曲线相连，即得到所求的弯矩包络图。 有时还需要作出表明连续梁在恒载和活载共
同作用下的最大剪力和最小剪力变化情形的剪力包络图。其绘制步骤与弯矩包络图相同。由于设计时
用到的主要是各支座附近截面上的剪力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通常只将各跨两端靠近支座处截面
上的最大剪力值和最小剪力值求出，而在每跨中以直线相连，近似地作为所求的剪力包络图。 例9.6 
试绘制图9.16（a）所示三跨等截面连续梁的弯矩包络图和剪力包络图。梁上承受的恒载为q=20kN／m
，均布活载为P=40kN／m。 解：首先作出恒载作用下的弯矩图[图9.16（b）]和各跨分别承受活载时的
弯矩图[图9.16（c）、图9.16（d）、图9.16（e）7，将梁的每一跨分为4等份，求得各弯矩图中各等分
点处的竖标值，然后将恒载弯矩图中各截面的竖标值和各跨分别承受活载的弯矩图中对应的正（负）
竖标值相加，即得最大（最小）弯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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