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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

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包括上玄武岩纤维复合

管（1）、锁紧装置（2）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

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底部与下玄武岩纤维复

合管（3）的顶部分别套装于锁紧装置（2）两端。上

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

（3）的内径和外径相同。锁紧装置（2）的外径从两

端到中间逐渐增大，锁紧装置（2）的最大外径等

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外径和下玄武岩纤维

复合管（3）外径。本发明能防止混凝土漏浆，且具

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延性、承载能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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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包括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

锁紧装置（2）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底部与下玄武岩纤维复

合管（3）的顶部分别套装于锁紧装置（2）两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上玄武岩纤维复

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2）的内壁上均匀间隔设有若干凸起（4）。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上玄武岩纤

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2）内壁上的相对两侧分别固定设有若干横梁（5）。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锁紧装置（2）两

端的分别开设有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底部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顶部对应的螺

栓孔，锁紧装置（2）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底部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顶部通过螺栓

（6）固定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上玄武岩纤维复

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为方形柱体或圆形柱体。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上玄武岩纤维复

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的内径和外径相同。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特征在于：锁紧装置（2）的

外径从两端到中间逐渐增大，锁紧装置（2）的最大外径等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外径和

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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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混凝土柱的玄武岩纤维复合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构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约束混凝土柱的玄武岩纤维复合

管。

[0002]

背景技术

[0003] 建筑结构里面的柱子或梁，通常采用钢管混凝土柱，采用钢管作为约束材料，内部

填充混凝土，但钢材的防火能力以及抗腐蚀能力非常差，因此每年的维护成本比较高，不经

济、不安全。另外传统钢管为整根，将其断开可保证其不直接承担外部荷载，从而达到对混

凝土约束最大化的目的，也可大大降低钢管自身发生局部屈曲的可能，但钢管间隔开缝需

要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开缝位置常存在漏浆问题。玄武岩纤维一般是作为一种掺料加入

到混凝土中，用来提高强度，但是将玄武岩纤维制作成为复合型材用作土木工程实际应用

中，代替传统的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外围钢管这尚未有前人研究。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CN  207598429  U、CN  207673491U、分别于2018年07月10及2018年

07月31日公开了“一种用于海洋环境的玄武岩纤维型钢混凝土复合立柱”，其将玄武岩纤维

管内部加型钢，会导致材料浪费，不经济，并不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因为玄武岩纤维型材

作为外围的约束，性能要优于钢管，内部浇注混凝土主要承受压力的作用，外面的玄武岩型

材提供的约束能使这种复合构件的强度增加很高。而且该专利并未考虑到管内混凝土的漏

浆问题，尤其是在海水中，海水对管内的混凝土具有腐蚀性，继而会对管内的型钢亦起到腐

蚀作用，因此会大大缩短复合管的耐久性，从而对海洋结构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同时该专

利也没有考虑到管内混凝土与玄武岩纤维管之间的滑移问题，因此玄武岩纤维复合管与核

心混凝土并没有充分发挥二者的材料性能，从而强度并未达到最佳状态。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缺点而提供的一种能防止混凝土漏浆，能解决管内混

凝土与玄武岩纤维管之间的滑移问题，且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延性、承载能力高的约束混

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

[0007] 本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本发明的一种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包括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锁紧装置

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的内径和外径相同，

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底部与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的顶部分别套装于锁紧装置两端，锁紧装

置的外径从两端到中间逐渐增大，锁紧装置的最大外径大于或等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外

径。

[0008] 上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中：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和下玄武岩

纤维复合管的内壁上均匀间隔设有若干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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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上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中：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和下玄武岩

纤维复合管内壁上的相对两侧分别固定设有若干横梁。

[0010] 上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中：锁紧装置两端的分别开设有与上

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底部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顶部对应的螺栓孔，锁紧装置与上玄武岩纤

维复合管底部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顶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11] 上述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其中：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和下玄武岩

纤维复合管为方形柱体或圆形柱体。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有益效果，从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通过

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的设计，并用锁紧装置将两者连接在一起，能

够防止浇注时漏浆，锁紧装置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之间采用活动

连接，浇筑混凝土后能将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与锁紧装置分开。锁

紧装置外径从两端到中间逐渐增大，使得上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能够适当上下移动，以避

免直接承担载荷。同时玄武岩纤维复合管是一种由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拉伸成型的一种型

材，具有耐高温、耐烧蚀、耐酸碱性强、耐化学性能良好、热稳定性优越、不导电、施工不受气

候条件的约束、具有良好的耐久性等优点，将它应用在建筑结构中可以解决钢管材料作为

约束材料的缺点。

[0013]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使用状态图。

[0015] 图中标记：1、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2、锁紧装置；3、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  4、凸

起；5、横梁；6、螺栓；7、钢筋笼。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及较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提出的约束混凝土柱的玄武岩纤维复

合管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

[0018] 参见图1，本发明的约束混凝土柱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包括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

锁紧装置2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的内径

和外径相同，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底部与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的顶部分别套装于锁紧装

置2两端，锁紧装置2的外径从两端到中间逐渐增大，锁紧装置2的最大外径等于上玄武岩纤

维复合管1外径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外径。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

管2的内壁上均匀间隔设有若干凸起4。

[0019] 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2内壁上的相对两侧分别固定设有

若干横梁5。

[0020] 锁紧装置2两端的分别开设有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底部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

管3顶部对应的螺栓孔，锁紧装置2与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底部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顶

部通过螺栓6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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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为方形柱体或圆形柱体。

[0022] 参见图2，施工时，第一种做法是：工人预先将绑扎好的钢筋笼7直接放入上玄武岩

纤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内，安装到相应的位置。第二种做法是：进行施工现场

分段绑扎钢筋笼。凸起4的自由端分别位于钢筋笼7的外侧，更加有效的将玄武岩纤维复合

管贴合于水泥柱上，横梁5穿插交错于钢筋笼间，使得在施工过程中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在承

受压力时不会产生形变，钢筋笼7的作用是使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强度更高，从而使其承载能

力更强。然后用锁紧装置2分别通过螺栓6将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和下玄武岩纤维复合管3

连接在一起，往上玄武岩纤维复合管1上部倒入水泥浆。

[002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任何未

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

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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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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