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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下内部压力的局部体型系数如何选

徐 珂

不久前接到@姚小瑞 的微信留言：请问GB50009-2012中8.3.5是内部压力的局部体型系数。

那有没有8.3.1那样的内部压力总体体型系数？”

姚同学是在国外工作的结构工程师，因为检查与之合作国内设计单位的设计成果，对此有疑

问，我们在微信上交流半天没有结果，她主要关心开放类建筑的内压系数是多少。我则是对规范

这条新扩展的条文没有琢磨过，看规范也有些糊涂。为了说明这个事情，先把相关的条文列在下

面：

规范条文

8.3.1 房屋和构筑物的风荷载体型系数μs，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房屋和构筑物与表8.3.1 中的体型类同时，可按表8.3.1 的规定采用；

2 房屋和构筑物与表8.3.1 中的体型不同时，可按有关资料采用，当无资料时，宜

由风洞试验确定；

3 对于重要且体型复杂的房屋和构筑物，应由风洞试验确定。

8.3.3 计算围护构件及其连接的风荷载时，可按下列规定采用局部体型系数μsl:

1 封闭式矩形平面房屋的墙面及屋面可按表8.3.3 的规定采用；

2 檐口、雨篷、遮阳板、边棱处的装饰条等突出构件，取-2.0；

3 其他房屋和构筑物可按本规范第8.3.1 条规定体型系数的1.25 倍取值。

8.3.5 计算围护构件风荷载时，建筑物内部压力的局部体型系数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封闭式建筑物，按其外表面风压的正负情况取-0.2或0.2；

2 仅一面墙有主导洞口的建筑物，按下列规定采用:

1)当开洞率大于0.02 且小于或等于0.10 时，取0.4μsl；

2) 当开洞率大于0.10 且小于或等于0. 30 时，取0.6μsl；

3) 当开洞率大于0.30 时，取0.8μsl。

3 其他情况，应按开放式建筑物的μsl取值。

注: 1 主导洞口的开洞率是指单个主导洞口面积与该墙面全部面积之比；

2 μsl应取主导洞口对应位置的值。

条文说明：

8.3.5条

对封闭式建筑物，考虑到建筑物内实际存在的个别孔口和缝隙，以及机械通风等因

素，室内可能存在正负不同的气压。参照国外规范，大多取正负（0.18~0. 25) 的压力

系数，本次修订仍取正负0.2 。

对于有主导洞口的建筑物，其内压分布要复杂得多，和洞口面积、洞口位置、建筑

物内部格局以及其他墙面的背景透风率等因素都有关系。根据本条第2 款进行计算时，

应注意考虑不同风向下内部压力的不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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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第3 款所称的开放式建筑是指主导洞口面积过大或不止一面墙存在大洞口的

建筑物(例如本规范表8.3.1 的26 项)。

关于内压问题，如果大家去蒙古包或者帐篷里应该感觉得到，外边风很大时，内部实际上能

够感受到空气流动，因此维护结构除了承受外部风压，内部也存在内部风压，这是我们讨论的关

注点。

以表8.3.1封闭房屋第2项为例来说明，其整体的风荷载体型系数μs为下图，根据条文说明

介绍，风荷载体型系数是指风作用在建筑物表面一定面积范围内所引起的平均压力(或吸力)与来

流风的速度压的比值，它主要与建筑物的体型和尺度有关，也与周围环境和地面粗糙度有关，按

我的理解就是外压，这里主要观察外墙的系数：

根据表8.3.3的介绍，封闭房屋外墙面的局部体型系数μsl为下图，其中侧面的系数主要以

Sb为主，这里再理解一下，8.3.3条文说明写到，局部风压体型系数是考虑建筑物表面风压分布

不均匀而导致局部部位的风压超过全表面平均风压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挑整，说明该值仍然是外表

面风压系数。

结合8.3.5.1条要求，内部压力的局部体型系数按其外表面风压的正负情况取-0.2或0.2，下

面计算一下内压与外压的和值：

迎风面 =1.0-(-0.2) = 1.2

背风面 =0.2-(-0.6) = 0.8

侧面 =-1.0-0.2 = -1.2

这是计算维护结构的计算系数，听起来有点绕，主要是GB 50009-2012将这两项按两个条文

来描述，中间还夹着8.3.4条，似乎讲不相关的事情，原来的规范没这么复杂，看一下2001版内

容：

7.3.3条

验算围护构件及其连接的强度时，可按下列规定采用局部风压体型系数:

一、外表面

1 正压区按表7.3.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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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压区

－对墙面，取-1.0；

－对墙角边，取-1.8；

－对屋面局部部位(周边和屋面坡度大于10°的屋脊部位)，取-2.2；

－对檐口、雨篷、遮阳板等突出构件，取-2.0。

注:对墙角边和屋面局部部位的作用宽度为房屋宽度的0.1 或房屋平均高度的0.4，

取其小者，但不小于1.5m。

二、内表面

对封闭式建筑物，按外表面风压的正负情况取-0.2 或0.2。

对比2012版和2001版，从字面理解计算维护结构时，正压区是提高的，负压区是降低的。下

面接着讨论2012版中8.3.5.3条怎么计算，即内压按“其他情况，应按开放式建筑物的μsl取值。”

这里的μsl还是局部体型系数，8.3.3.3条规定外压按“其他房屋和构筑物可按本规范第8.3.1 条

规定体型系数的1.25 倍取值。”看上面封闭建筑正面风压系数关系1.0/0.8=1.25，但其它部位

并不符合这个关系，背面是0.6/0.5=1.2倍，侧面大约是1.0/0.7=1.42倍。

按字面理解计算围护构件及其连接的风荷载时的系数就是2*1.25*μs，以表8.3.1 的26 项

为例，μs值为1.3，则上式计算结果等于2*1.25*1.3=3.25，该值是μs的2.5倍。

关于这个问题，我把它写在微博上，有以下的看法：

@段小廿：我认为8.3.3.3的系数1.25只该放大外部风压而不应放大内部压力。故我会如此计

算：1.3+1.25x0.5=1.925。香港2004年版风载规范就写得一点不含糊，直接给出总风压。对开放

式建筑，取2.0。（注：公式如何来的不明确。）

@王-立军 @靳卫填海：我的理解是不需要乘以2，表8.3.1条26项次中的-1.3应该就是内部正

压引起的，不需要重复考虑。

@推土机002:比较8.3.1第2项和第26项，可知开敞式体形系数实际是封闭式体型系数分别与

0.8和-0.5叠加的结果，即26项的体型系数已包含内压，也就是说对于开敞式建筑来说，计算主

体结构的体形系数必须考虑内压，既然26项的体型系数已包含内压，计算维护结构就应该是

1.25x1.3=1.625。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不太相同，以26项的案例也很怪异，这个案例中迎风面墙体中部

跟下面独立墙是否有区别？

独立墙体其实很明确，它不存在内压和外压，整体就承担1.3的风压系数，计算维护结构就

是放大1.25倍就可以。

还有一点，计算维护结构还需要计算阵风系数，体型系数过大，风荷载标准值计算下来岂不

是太大？以北京地区为例，风荷载基本风压值是0.45kN/m
2
，按B类地面粗糙度的阵风系数1.7，

地面附近的风荷载标准值等于1.7*3.25*0.45=2.49kN/m
2
，相当于每平米承担250公斤。

如果按不乘以2的方式计算，风荷载标准值是1.25 kN/m
2
，参看玻璃幕墙规程有一条规定，

就是计算用风荷载标准值不小于1.0 kN/m
2
，主要是针对低风压区和近地幕墙设计，所以我个人

认为不乘以2，附注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金新阳的看法，他提到大开口封闭建筑内部压力系数

可以达到0.6，说明极端情况下风压力会很大，仍是需注意的，但是开敞式建筑不太同于封闭式

建筑，@段小廿 认为计算取2.0系数，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只是如何定义公式有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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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金新阳对体型系数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