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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型联合串行计算模式应对规范不同计算条件要求 

1  多模型联合串行计算模式应对规范不同计算条件要求 

规范对于不同的计算指标常常给出不同的计算条件要求，最典型的是 2010《高规》5.2.1：高层建

筑结构地震作用效用计算时，可对剪力墙连梁刚度予以折减，折减系数不宜小于 0.5。这里明确对剪力

墙连梁刚度的折减仅用于地震作用效应计算工况，而在恒活风等其它荷载工况计算时，连梁刚度不宜

折减。正如在条文说明中明确的：“本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仅在计算地震作用效应时可以对连梁刚度进

行折减，对如重力荷载、风荷载作用效应计算不宜考虑连梁刚度折减。”  

但是在 2010 规范以前版本的结构计算时，连梁刚度折减对所有的荷载工况都起作用。那时的软件

编程环节简单，按照连梁刚度折减的单元组成总刚一次后，即可依次完成恒活风以及地震作用计算。

为了适应 2010 规范这一条要求，各家结构设计软件都做了较大的改动，它需要进行两次结构总刚的计

算，首先按照连梁刚度不折减模型组成总刚，进行恒活风等非地震作用荷载工况的计算，再按照连梁

刚度折减模型组成总刚，进行地震作用荷载工况的计算。这就是一种串行计算模式。 

在实际工程设计中还有很多情况需要按照多模型联合串行计算模式完成，如以下内容： 

整体指标可在强制刚性板假定下进行，一般的内力、位移、配筋设计计算需在非刚性板假定下完

成； 

对层间受剪承载力突变形成的薄弱层由程序判断出后，自动按薄弱层做出放大调整。 

地震内力计算可采用连梁刚度折减模型，地震位移计算时可采用连梁刚度不折减模型； 

最不利地震方向由程序算出后，自动增加该方向地震作用工况计算；  

可以看出，采用多模型联合串行计算模式可以大大减少设计人员的工作量，并避免规范相关要求

的漏判误判，从而提高计算设计质量。 

YJK 在结构计算中安排了大量的多模型串行计算，他们通过用户参数的设置自动执行。 

下面各节详细说明各种情况下的串行计算的应用。 

2  强刚模型与非强刚模型可集成计算 

规范要求的一些重要指标，如周期比、位移比等是基于楼层布置比较规则的情况下提出的。对于

某些楼层布置不规则的状况，如带有坡屋面楼层、错层结构、开大洞口楼层、跃层柱或者跃层支撑较

多的楼层等，直接计算周期比、位移比有时得不到合理的结果。按照强制刚性楼板假定的计算模型计

算周期比、位移比常常可以得到更理想的结果。 

强制刚性板假定模型就是认为楼层整个平面为一个刚性平面，楼层平面位移为整体平面的位移，

层内各杆件之间只有整体的平动和转角。满布混凝土楼板的规则平面时，是否强制刚性板假定模型对

计算结果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带有坡屋面楼层、错层结构、开大洞口楼层、跃层柱或者跃层支撑较多

的不规则楼层布置时，楼层强刚模型失真较大，只能用于规范整体指标计算，不能用于结构内力和配

筋计算。 

在结构计算软件中，强刚模型作为一个计算选项，如在 SATWE 计算参数中设置了参数“对所有

楼层强制采用刚性楼板假定”。在计算周期比、位移比等项时，用户可以勾选这个参数，但是在结构的

内力计算、配筋计算时不应勾选这个参数，而应去掉勾选刚性板假定重新计算。由于整体指标和内力

配筋是由不同的计算模型计算完成的，用户必须自己整理结果，比如在送审报告中，把整体指标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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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刚模型计算结果，把内力配筋取用非强刚计算结果。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见有用户不能区分这个参数的正确应用，甚至在送审的内力配筋报告

中采用了墙肢刚性楼板假定，从而导致错误的计算结果。 

YJK 对于强刚楼板参数，给出了新的选项：整体指标计算采用强刚，其它计算非强刚。 

 

YJK 执行这个新参数时，采用了多模型串行计算管理，即计算两遍，第一遍采用强制刚性板假定

模型，在周期比、位移比的结果输出中给出强刚模型计算结果；第二遍采用非强制刚性板假定模型，

内力配筋等其它计算结果采用非强刚的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YJK 这个新参数的应用，大大简化了用户处理是否强制刚性板计算的操作，省去人工

两遍分别的计算为一次连续的计算，省去人工整体计算结果为程序自动按不同模型给出合理结果，同

时避免了用户采用错误计算模型造成的失误。 

如果按这个新参数计算，YJK 在计算结果输出的周期、地震力与振型结果文件 Wzq.out 中，将输

出两组周期值，第一组为按照强制刚性板假定模型的周期，第二组为按照非强制刚性板假定的普通模

型计算出的周期值。 

3  可对层间受剪承载力突变形成的薄弱层自动放大调整 

传统软件（注：以下文中所提传统软件、以前软件、流行软件等均指目前应用较多的结构设计软

件，并非单指某一软件）只能对层间突变形成的薄弱层自动放大调整，但是不能对层间受剪承载力突

变形成的薄弱层自动放大调整。 

层间受剪承载力需要根据构件截面配筋设计的结果来判断，但构件配筋设计是在结构软件的最后

阶段完成的。传统软件可根据截面配筋设计结果计算出各层受剪承载力，但是没有给出薄弱层的判断，

更没有按照规范要求，对受剪承载力薄弱层放大调整。因为它需要返回到结构计算的前期阶段，重新

启动内力计算程序。对于用户来说，使用传统软件必须认真读写承载力薄弱层计算结果，人工根据规

范条文判断那一层属于薄弱层，如果存在这样的薄弱层，则需要在计算前处理的计算参数中填写薄弱

层的层号，重新进行结构计算。 

为了避免对受剪承载力薄弱层的漏判或者误判，YJK 可有软件自动进行受剪承载力薄弱层的判断

和自动放大调整，YJK 在计算参数中设置了参数：自动对层间受剪承载力突变薄弱层放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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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K 执行这个参数时，采用了多模型串行计算管理，即计算两遍，首先按照正常顺序结构计算，

根据构件配筋设计结果完成受剪承载力的计算，判断是否属于薄弱层，如果存在这样的薄弱层则返回

到前阶段的计算，放大调整地震作用后重新进行内力计算和配筋计算。 

如果出现受剪承载力薄弱层，用户可在计算过程对话框上看到软件重新启动进行的各层统计和配

筋计算的各个步骤。 

4  位移计算时可采用连梁刚度不折减模型 

《抗规》第 6.2.13 的条文说明中提到，计算地震内力时，抗震墙连梁刚度可折减；计算位移时，

连梁刚度可不折减。 

《高规》5.2.1 条文说明：由于剪力墙连梁刚度相对墙体较小，而承受的弯矩和剪力很大，配筋设

计困难，因此，可考虑在不影响承受竖向荷载能力的前提下，允许其适当开裂（降低刚度）而把内力

转移到墙体上。 

因此，用户一般都对剪力墙连梁设置刚度折减系数，用于地震周期内力的计算截面配筋计算。但

是在地震作用下常出现位移相关指标要求超限的情况，如果剪力墙的连梁刚度不折减，可以有效提高

结构整体的刚度，减少地震作用下的位移。 

当地震作用下位移超限时，根据《抗规》6.2.13 的条文说明，很多用户重新设置剪力墙连梁的折减

系数为 1 后重新计算，并取出其中地震位移相关的计算结果送审。 

为了简化用户这样的两步操作，YJK 设置了参数：增加计算连梁刚度不折减模型下的地震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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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K 执行这个参数时，采用了多模型串行计算管理，即计算两遍，首先按照连梁刚度不折减模型

计算地震作用并输出地震位移的相关结果，然后再按照正常顺序计算恒活风，并按照用户输入的连梁

刚度折减系数重新组织总刚，计算地震作用效应并进行内力配筋计算。 

YJK 执行这个参数时，用户可在屏幕上显示的计算流程图上看出如上所讲的计算步骤。 

5  自动计算最不利地震方向的地震作用 

最不利的地震作用方向是由软件计算出的。使用传统软件时，需要用户查看计算计算结果输出的

最不利地震方向，如果它与 0 度或者 90 度夹角大于 10 度，应把该角度填写在地震参数的“斜交抗侧

力方向角度”中，并重新计算。 

为了避免用户对这种情况的复杂操作并避免遗漏相关计算，YJK 在地震计算参数中设置了参数：

自动计算最不利地震方向的地震作用。 

 

YJK 执行这个参数时，也采用了多模型串行计算管理，过程是自动查看计算计算结果输出的最不

利地震方向，如果它与 0 度或者 90 度夹角大于 10 度，则自动增加该角度方向的地震作用工况计算。

它的效果和用户手工填入斜交抗侧力构件方向角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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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结果的地震各工况中，自动增加了按照该角度方向的地震工况结果，如下是在 WWNL*.OUT

文件中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