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JK 欧洲规范软件说明书 

考虑到涉外工程日益广泛，且欧洲规范使用范围较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盈建科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对欧洲规范总结并推出混凝土结构的欧洲规范版本，实现的欧洲规范如下 

 

对于钢结构及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将根据调研及规范研究情况，YJK软件会陆续支持。 

1. 材料 

在欧洲规范中，混凝土等级以圆柱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ckf 表示，其材料分项系数取 1.5，

并考虑到长期荷载影响系数 0.85，其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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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分 B400( ykf =400Mpa)、B500( ykf =500Mpa)、B600( ykf =600Mpa)三种，钢筋分项

系数取 1.15。 

用户可以在楼层信息中设计梁柱墙板的混凝土等级及钢筋类别，其对话框如下 

 



 

                                           

2. 荷载效应组合 

根据欧洲规范，可变荷载用于组合的系数分组合系数ψ0、频遇系数ψ1 及准永久系数

ψ2，其建议取值如下 

  ψ0  ψ1  ψ2 

类别：建筑结构的荷载       

    A:公共建筑和居民区  0.7  0.5  0.3 

    B:办公区  0.7  0.5  0.3 

    C:集会场所  0.7  0.7  0.6 

    D:商业区  0.7  0.7  0.6 

    E:仓库  1.0  0.9  0.8 

    F:交通区域，车重 30kn  0.7  0.7  0.6 

    G:交通区域， 

30kn<车重<160kn 

0.7  0.5  0.3 

    H:屋面  0  0  0 

雪荷载       

芬兰，爱尔兰，挪威，瑞

典 

0.7  0.5  0.2 

 



 

海拔 H>1000m的国家  0.7  0.5  0.2 

海拔 H≤1000m 的国家  0.5  0.2  0 

风荷载  0.6  0.2  0 

温度作用（非火灾）  0.6  0.5  0 

在欧洲规范中，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有两种效应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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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K软件按照欧洲规范生成的效应组合如下 

  基本效应组合 
                     

 

式中 

  :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有利时取 0.0，不利时取 1.5 

在 YJK软件中，永久荷载、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及可变荷载的组合系数、

永久系数默认按欧洲规范的建议值，并支持修改功能，其对话框如下 

 



 

 

3. 活荷载效应折减 

在欧洲规范中，对于 A类(公共建筑和居民区)、B类(办公区)、C类(集会场所)及 D 类(商

业区)，作用在梁、柱、墙上的活荷载效应可以考虑折减，条款如下 

梁： 

         
柱墙： 

         
在 YJK软件中，可以设置是否考虑梁、柱、墙活荷载效应折减，其对话框设置如下 

 



 

           

4. 风荷载计算 

YJK软件中与风荷载计算相关对话框如下 

           

在欧洲风荷载规范中，风荷载的计算分力系数方法和压力系数方法，软件对两种方法均

支持。另外，对于坡地建筑，软件可根据欧洲风荷载规范附录 A 考虑地形系数 Co(z)对风荷

载的影响(见下图) 

             

     

 



 

如结构需考虑风振影响，可勾选计算结构系数 CsCd，软件根据欧洲风荷载规范附录 B

的方法计算结构系数。 

5. 地震荷载计算 

YJK软件中与地震计算相关对话框如下 

           
在欧洲地震规范 EC8 中，计算周期、振型所用的质量规定如下 

               

在 YJK软件中，可变荷载质量系数 E,iψ 默认取 0.3，并提供修改功能。 

另外，YJK软件采用 EC8 的设计反应谱计算地震作用，设计反应谱分两种类型：1 形和 2

形，其中 1 形反应谱曲线在长周期段下降较慢，主要用于高震级地区建筑抗震设计。设计反

应谱可按下式确定 

           

 



 

 

            1 形谱参数 

 
            2 形谱参数 

在设计反应谱中，可以通过延性系数 q 调整地震作用大小，根据等能量原则，延性系数

越大，地震作用越小，构造措施越严格，即地震力的大小与结构延性相关联。在 EC8 中，结

构延性由高到低分三个等级：DCH、DCM 和 DCL，其中 DCH 延性系数 q最大，DCL 等级不需

要满足 EC8 的规定。 

6. 梁有效翼缘宽度(结构分析用) 

在结构分析时，YJK软件按下式考虑梁有效翼缘宽度 

 

7. 地震组合内力调整 

总结 EC8 的相关条款，YJK软件按照以下公式调整梁柱地震组合内力放大系数 

 



 

DCM(中延性等级) 

    梁剪力放大系数：1.0*超配系数(只放大水平工况剪力) 

    柱弯矩放大系数：K =1.3 

                                                K=1.0(结构顶层) 

    柱剪力放大系数：1.1*K*超配系数 

DCH(高延性等级) 

    梁剪力放大系数：1.2*超配系数(只放大水平工况剪力) 

    柱弯矩放大系数：K =1.3 

                                                K=1.0(结构顶层) 

    柱剪力放大系数：1.1*K*超配系数 

    节点剪力放大系数：1.2*超配系数 

8. 柱计算长度系数 

在欧洲规范中，结构分有侧移结构和无侧移结构，柱的计算长度系数采用梁柱线刚度比

的方法确定，线刚度比计算如下 

                                       

对于无侧移柱(braced column)，计算长度 

         

 

 

 

 



 

对于有侧移柱(unbraced column)，计算长度 

 

 

 

 

 

 

       

 

 

 

 

 

 

 

 

 

 

 

 

 

 

 

 

 

 

 

 

 

 

 

 

 

 

 

 

 

 

 



 

YJK欧洲规范软件钢结构设计技术条件 

1.  

软件支持 e 3.1) 

 

钢材弹性模量取 MPa，泊松比取

材料

S235、S275、S355、S450 四种规格钢材，其强度取值如下(EC3 Tabl

 

52.1 10E = × =0.3ν ，材料分项系数具体取值如下 

  强度验算时 0 1Mγ = (轴拉按照极限强度验算时 2 1.25Mγ = ) 

稳定验算时 1 1Mγ =   

2. 

据 面可分为 Class1、Class2、Class3 三类，可根据延性等级及性能系数

确定截面分类(EC8 Table 6.3)，如下 

  Class1：截面可达到全截面塑性，且在转动过程中承载力不降低； 

  Class2：截面可达到全截面塑性，但由于局部屈曲，塑性转动能力有限； 

  Class3：截面边缘可到达屈曲强度，但由于局部屈曲而不能发展塑性。 

截面分类 

根 规范规定，截

 
各截面分类具体区别如下： 

 



 

3. 中高延性(DCM、DCH)钢结构抗震 

3.1  钢框架结构 

框架梁端地震组合剪力: 

         

其中 为竖向荷载剪力， 为梁两端形成塑性铰后根据截面特性确定的剪力 

       

,ED GV ,ED MV

框架柱地震组合内力 

                 

其中 ovγ 为材料超强系数，Ω为结构超强系数，这两个参数用户可控制(如下) 

                   

对于框架梁柱节点，地震组合需进行强柱弱梁验算，具体如下 

     
1.3Rc RbM M≥∑ ∑  

RcM 为柱全塑性抵抗矩(考虑地震组合轴力 )，EDN RbM 为梁全塑性抵抗矩。 

3.2  钢框架中心支撑 

框架梁、框架柱地震组合轴力 

    

 



 

4. 强度验算 

4.1  轴心受拉 

当截面轴心受拉时，其承载力分别按照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计算，并取两者较小时作为

最终承载力。 

按照屈服强度计算时，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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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轴心受压 

详见规范 6.2.4。 

4.3  受剪 

当腹板高厚比 72w

w

h
t

ε
η

> (η取 1.2)时，软件考虑腹板受剪屈曲后强度进行抗剪设计，其

它详见规范 6.2.6。 

4.4  受弯 

当截面按照 Class1、Class2 进行设计时，受弯模量取塑性模量W 按照 Class3 设计时，

受弯模量取弹性模量W 。当剪力过大时，软件考虑剪力对受弯承载力的降低，详见规范 6.2.8。

pl ；

 

4.5  拉弯、压弯 

拉弯、压弯强度验算详见规范 6.2.9(仅工形、箱形及圆管截面适用)及 6.2.1(7)。 

el

 



 

5. 整体稳定验算 

5.1  受压 

对于双轴对称截面，按照弯曲屈曲确定失稳轴力 ，对于其它截面按照弯扭屈曲确定

失稳轴力 ，受压稳定系数计算详见规范 6.3.1.2。 

c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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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受弯 

受弯临界弯矩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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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ψ 为构件两端弯矩比值，受弯稳定系数计算详见规范 6.3.2.2。 

5.3  压弯 

压弯稳定验算时，弯矩相互作用系数(interaction  factor)  、 、 、 的计算按

照规范附录 B执行，其它详见规范 6.3.3。 

yyk zyk zzk yzk

6. 局部稳定控制 

受压翼缘宽厚比、腹板高厚比的控制详见规范表 5.2(Table 5.2)。 

7. 刚度控制 

杆件的长细比限值一般取 350，对于中高延性(DCM、DCH)钢框架‐中心支撑斜杆，其长

细比限值为2
y

E
f

π (正则化长细比限值为 2.0)。 

 

 

 

 

 

 

 

 



 

欧洲规范风地震相关参数索引 

1. 风荷载计算 

  wind velocity vb:  基本风速。该风速已考虑方向系数及季节系数，根据 4.2条 

           

  turbulence factor k1：湍流系数。根据 4.4 条，取值见各国附录，建议值为 1.0。 

                          
                               

  air density：空气密度。根据 4.5 条，取值见各国附录，建议值为 1.25。 

                           

  Pressure factor:压力系数方法。Windward factor(迎风面体型系数)及 leeward   

                                  factor(背风面体型系数)取值见欧规表 7.1 

                               
  Force factor cf：按力系数方法确定风荷载时的体型系数。取值见欧规 7.9.2 条。 

           
  Orography factor:  地形系数。对于建于山坡或断崖的建筑，如无建造地实测风速，   

                                      可考虑用地形系数对平坦地面风速加以修正，其计算所需参数见 

          欧规附录 A.3。 

  Structural factor cscd：结构系数。软件根据欧规附录 B计算，对于一般结构，用户 

                可参照可参照欧规附录 D 图表取值 

  logarithmic decrement of damping：对数衰减阻尼。取值见欧规附录 F.5 
  Tx：x 向基本周期 
  Ty：y 向基本周期 

2. 地震荷载计算 

  Alpha g：水平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g(对于非 475 年重现期需考虑重要性系数γI)， 
    Ag=γIagR，agR 为基准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取值按地震区划图或国家附录 

             
  Alpha vg：竖向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如需考虑竖向地震，取值与水平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有比例关系，根据欧规表 3.4 

 



 

              
  lower bound factor：设计反应谱下限系数。根据欧规 3.2.2.5(4)，建议值 
      取 0.2 

                 
  Behavior factor for H-seism qh：水平地震性能设计。该系数与结构延性等级有关， 
         对于DCL，该系数不应大于1.5；对于DCM及DCH， 
         该系数的下限值见欧规 5.2.2.2 

                                

  Behavior factor for V-seism qv: 竖向地震性能系数。根据欧规 3.2.2.5(6)，该系数上限 
         值为 1.5 

                             

  curvature ductility factor：曲率延性系数μφ。该系数主要控制 DCM 及 

        DCH 延性等级构造，取值下限见欧规 5.2.3.4(3) 

                               
  Reduction factor for lateral disp: 计算位移角的地震折减系数，该系数取值见欧规 
         4.4.3.2(2) 

                        

  Combination coefficientψEi： 活载质量系数。该参数取值见欧规 4.2.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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