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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设计一些新做法
余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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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库结构设计时
,

应选择合宜的结构体系
,

控制变形
,

同时
,

采取适 当措施
,

减小收缩变形
,

避免墙体开裂
.

防止跑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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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食品加工业不断发展
,

冷藏量随之不断扩大
,

冷冻工

程规模也由小型逐渐向中
、

大型发展
,

同时
,

为了节约建筑用

地
,

冷库建筑由单
、

低层向多
、

高层建筑发展
。

然而
,

冷库建筑

属特殊专业工程
,

对节点构造等要求特别高
,

如处理不当
,

小

则结露
、

滴水
、

影响外观
,

大则跑冷
、

浪费能源
、

停产翻修
。

针

对较普遍存在问题
:

库门口跑冷
、

滴水 ; 回笼间门口的整浇面

层酥裂
、

露筋 ;围护砖墙顶部压裂
、

角部开裂 ; 以及屋面收缩开

裂等
,

笔者结合近几年来设计几个从千吨到万吨单
、

多高层冷

库
,

进行收集
、

探讨
、

总结
,

特别对其中之一 目前国内建筑高度

最高
、

吨位较大的高层冷库 - 一 地下一层
、

地上七层
,

建筑高

度 4 2
.

6 m
,

库容量 2 万吨
,

经过多次论证
、

探讨
,

采取 了一些特

别而合理做法进行构造处理
,

克服了存在问题
。

下面就一些

具体做法与同行交流
。

一
、

结构选型
、

荷载取值

因使用要求
,

一般冷库建筑的层高
、

跨度都较大
,

抗震区

的冷库结构宜采用框架结构或板柱结构
,

采用板柱结构的柱

距宜在 6 米左右
,

同时须考虑布置适量抗震墙
,

以满足抗震要

求 ;采用框架结构柱距可大一些 :单层库宜在 or 米内
,

多层库

宜在 7 米左右
。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
、

增加净高
、

减少能耗
,

采

用框架结构时
,

可以考虑采用宽扁梁框架结构
。

对冷库外围

护墙可采用砖混结构
,

但在抗震区要注意其适用高度
,

如 7 度

区
,

其最大限制高度为 21 米 ;从考虑变形协调方面
,

采用框架

结构的围护墙更合宜
。

笔者设计的 2 万吨 7 层库库体采用宽

扁梁框架结构 ; 围护墙采用普通框架结构 ;同时考虑增强整体

结构刚度
,

尽量减少高层库位移变形
,

在库体四个角框架端跨

加设钢筋混凝土斜支撑
,

本冷库结构平面详下图
。

目前大多数冷库进出货采用机械叉车装卸
,

库内堆货高

度都较高
,

尤其有些单层库堆高达 6 米之多
,

如按规范冷藏物

堆载 20 kN/ m Z

就偏小
,

应按实际堆货容量换算 ;另外
,

计算沉

降的活荷载准永久系数 ; 以及多层库柱
、

基础活荷载折减系

标准层结构平面

数
,

应按冷库设计规范规定的系数考虑
,

如按荷载规范规定或

计算程序默认的系数进行计算就偏不安全
。

二
、

结构构造

1
.

降低位移变形 外围护墙由钢筋混凝土框架和实心砖

填充墙形成一密闭结构
,

整体结构刚度相对大
,

位移变形小
,

而库体只有框架梁
、

柱抵御变形
,

位移相对大
,

如按 扮550 来

控制层间变形
,

则与围护结构位移变形相差较大
,

会因变形不

协调引起墙体开裂
、

跑冷
,

故宜适当提高库体结构整体变形能

力
,

笔者在设计高层库时
,

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加设钢

筋混凝土斜支撑
,

增强抵御变形能力
,

降低了位移变形值
。

当

然
,

条件允许的话
,

也可以考虑布一些钢筋混凝土墙来限制位

移变形
。

2
.

减小混凝土胀缩变形 冷间混凝土构件长期在较低温

工况下工作
,

收缩变形大
,

一般在 0
.

8% I
J

左右
,

如不采取一些

措施预防
.

就会因收缩而出现拉裂
、

跑冷
,

尤其平面尺寸较大

的冷库特别明显
,

目前一般采用后浇带
、

加强 (下转第 24 页 )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总第 95
、

6 9期 ) 2加 5年第 5
、

6 期 林东杰
·

小议住宅性能认定

评价标准的历史
,

它不仅为购房者对于住宅性能的了解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
,

还在对商品房住宅性能进行监督的同时为开

发商提高住宅性能提供技术指导
,

这一制度会使我国住宅性

能得到大幅度地提升
。

社会各界也对这项崭新的工作产生了

浓厚兴趣
,

三
、

性能认定促进住宅朝商品质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住宅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具备高舒适度
、

高

功能配置
、

高性能标准
、

高技术集成
、

高性价比的具有
“

五高
”

的高品质住宅
。

相当多的建筑之所以被拆除是由于结构安全及其它质量

问题
,

全面迅速地提高住宅品质是当务之急
。

而住宅的全寿

命高品质依靠完整的住宅产业体系来实现
,

其中的住宅性能

认定
,

既是住宅产品体系
,

又是质量管理的重要制度
。

我们应

借鉴日本的做法和经验
,

及时对我国住宅性能认定工作加以

完善和提高
,

重点是对现在试行的《商品住宅性能认定管理

办法》进行修改
,

加以必要的充实和调整
,

并上升为国家标

准
。

通过性能认定
,

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通过性能认定
,

还消费者以知情权 ;通过性能认定
,

维护当事主体的合法权

益
。

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住宅性能认定
、

住宅部品认证
、

淘汰制

度
,

将住宅作为最终产品
,

通过对适用性能
、

安全性能
、

耐久性

能
、

环境性能和经济性能五个方面分析做出综合评价
。

要按

照住宅部品
、

部件标准化
、

通用化
、

系列化以及建筑节能
、

节

水
、

节地
、

节材等要求
,

建立相应的认证和淘汰制度
。

四
、

住宅性能认定的推广和应用

建设部从 19 99 年 7 月 l 日颁布试行(商品住宅性能认定

管理办法》
,

为了使该办法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

建设部拟通过

试点探索住宅性能认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

并通过试点总结

经验
,

对《商品住宅性能认走管理办法 (试行 ) 》进行修改
,

完

善《商品住宅性能评定方法和指标体系(试行 ) 》
,

为编制行业

技术标准 (住宅性能认定标准 )提供依据
。

建设部 2X() 3 年 3

月 2 1 日发布了《关于开展住宅性能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 》
,

拟用 3 年左右的时间
,

选择部分城市和省份开展住宅性能认

定试点 ;到了 2X() 3 年 5 月全国就有江苏省
、

陕西省
、

沈阳市
、

大连市
、

南京市
、

杭州市
、

厦门市
、

济南市
、

深圳市
、

武汉市
、

成

都市
、

郑州市
、

温州市等 13 个省市申报试点
,

开展住宅性能认

定工作
。

同时为贯彻落实国办发【1999 」72 号文件的精神
,

建

设部又于 200 3 年 4 月 2 日下发通知
,

决定在住宅性能认定中

引人质量保证保险机制
。

目前全国已有深圳蛇口花园城 (一

期 )等 172 个小区通过了性能认定预审
,

其中有 46 个小区通

过了性能认定终审
。

住宅问题关系国计民生
,

住宅的寿命和品质问题
,

涉及人

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

居住质量和生活水平
。

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新时期
,

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从

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出发
,

要特别

关注住宅的全寿命及其性能和质量
,

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产

品
,

实行住宅性能认定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

我们应总结和完善我国住宅性能认定制度
,

提高认定工作的

科学性
、

公正性和权威性
,

在试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认定范

围
,

为促进住宅技术进步
、

完善住宅性能
、

提高住宅质量
,

为消

费者提供准确的商品信息
,

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

发挥更

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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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3 页 )带或自应力混凝土等做法
。

笔者在设计高层

库中
,

对各层楼板采用加强带措施
,

且钢筋采用二级钢 ; 对屋

面板采用自应力混凝土措施
,

并对屋面聚氨脂保温层采取倒

喷
,

避免屋面板长期在低温工况
,

减少收缩变形
。

另外
,

库门

口处 ( 回笼间 ) 的整浇层由于门开启交替冻融
,

很容易因结露

水产生冻胀引起混凝土酥裂剥落
、

露筋
,

为此
,

设计该库时
,

采

取对此处的混凝土整浇层掺适量钢纤维
,

以增强混凝土抗裂
、

抗渗能力
。

3
.

加强围护墙抗裂能力 为提高围护墙整体刚度
,

增强

变形能力
,

围护墙结构宜采用框架结构
,

在本库设计中
,

除采

用框架结构外
,

考虑顶部围护墙相对薄弱
,

在墙中增设水平混

凝土梁
,

同时
,

适当加密墙体拉结筋
,

并对围护墙的外粉刷掺

适量玻璃纤维
。

4
.

合理设计围护墙顶部愉口 节点 库体顶层因温差大及

库体整体低温收缩而产生变形相对较大
,

导致其变形与围护

墙结构不协调
,

使得围护墙顶与库体屋面交接处的变形缝节

点容易开裂
、

漏水
,

引起此处氛凝隔汽层和保温层开裂而失

效
,

以至跑冷
,

然而该部位的修补难度却很大
,

为此
,

笔者在设

计该库时
,

对本节点传统做法进行一些改进
,

改变顶层围护墙

体与库体保温层直接枯贴关系
,

采用了双墙结构
,

具体见下

图
。

三
、

结束语
1

.

冷库建筑具有较强专业特点
,

结构设计时
,

应全面考虑
,

选择合宜的

库体和围护墙结构型式
。

2
.

冷间建筑构件长期处于低温工

况
,

应充分考虑收缩变形
,

并采取相应

预防措施
。

3
.

顶层檐 口和库门口的节点合理

与否直接影响冷库使用及其寿命
,

本

文的双墙顶层节点构造合理解决了传

统做法存在的不足
,

同时
,

对门口等细

部构造进行优化处理
,

明显弥补了以

前存在的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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