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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架减震球型钢支座减震性能振动台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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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网架结构的受力特点，提 出了一种新型 网架减震球型钢 支座。按 照相似原理制作 了网 

架减震球型钢 支座的缩尺模型 ，并通过模拟地震振动 台试验 系统地研 究了这种 支座在地震作 用下 

的减隔震性能。试验结果表明，网架减震球型钢支座能够有效阻隔地震动向上部结构的传递，滞回 

环饱满、等效阻尼比大，具有良好的隔震及减震耗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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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ing Table Test Study on Damping Performance of 

Steel Ball_bearing for Gri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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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type of stee1 ball— bearing is presented to match the stress features and require— 

ments of grid structures．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principle，four scale models of grid steel 

ball—bearing were made and shaking table test was carried out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isolation 

and damping performance of them under different seismic inpu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ar— 

ings can effectively isolate the input of seismic vibration into upper structure and have better 

damping and energy dissip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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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结构减隔震技术是近些年来结构抗震研究领域 

内的一个热点。在结构的适 当位置安装减隔震支座 

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减震隔震方式[1 ]，目前在桥梁结 

构中有着较多研究和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及人们抗震意识的提高，在民用建筑中通过采用 

这一技术手段来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 

网架结构因其经济美观、节点形式灵活等优点 

成为空间结构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类型_3]。网架 

结构 中只考虑杆件承受拉压作用 ，通常按节点铰接 、 

支座简支来进行设计 。为了使结构实际受力与计算 

假定相符以保证计算结果 的准确可靠 ，同时提高结 

构的减隔震性能 ，网架支座 的合理形式应该具有万 

向转动 、双向活动以及 良好 的耗能能力 。针对 以上 

要求，本文依据我国现行行业标准[4]提 出了一种新 

型网架减震球型钢支座 ，并通过模拟地震振动 台试 

验系统地研究 了这种支座的减隔震性能。 

1 网架减震球型钢支座 

网架减震球型钢支座主要 由上支座板、球面四 

氟板、中间球面板 、平面四氟板、不锈钢板 、弹性元件 

(板弹簧)、底座和下支座板等部件组成，如图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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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工况依次加载，将实际台面输入加速 值——动力放大系数列于表 3。 

度峰值、质量块最大加速度反应 以及二者的比 

表 2 振动台试验步骤 

注 ： a⋯ 设计 台面输入加速度最大值／g 

表 3 加速度反应及动 力放大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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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各测点处主拉和主压应力的峰值。数据表明 

支座应力分布较为均匀 ，未出现局部应力过大等现 

象 ，且均远小于支座钢构件 的设计许用应力。由此 

可说 明支座安全可靠 ，工作性能良好 。 

4 结论 

由网架减震球型钢支座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的 

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该支座有效阻隔了地震动 向上 

部结构中的传递 ，减小了上部结构的动力响应 ，隔震 

效果好；支座的滞 回环饱满 ，等效阻尼比大 ，减震耗 

能能力强 ；试验加载过程中支座应力反应小而均匀， 

安全储备高；全部试验结束后，支座模型外观无异 

常 ，未见四氟乙烯滑板挤出及其它构件变形或开裂， 

支座的工作稳定性 良好。 

网架减震球型钢支座能够有效实现结构的减隔 

震控制 ，且构造简单、造价经济 ，因此是一种值得推 

广的网架结构减隔震技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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