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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刚度放大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结构的整体刚度，进而影响地震力的大小。如果取

值偏小，会造成地震作用下结构体系的不安全；如果取值偏大，会造成结构配筋的浪费。

放大系数的选取是不能随意的，应根据框架梁截面大小与板的厚度经计算后确定，盈建科

软件梁刚度放大系数按《砼规》5.2.4 条取值。下面就用盈建科软件介绍下梁刚度放大系数。 

Q1：（下图）左侧截图梁刚度放大系数分别为 20 与 10.5，右侧截图梁刚度放大系数取

1.0，对结构构件的影响？ 

 

 

 

A1：（下图）可知随着梁刚度系数的减小，梁的跨中弯矩不断减小，支座负弯矩逐渐

增大，梁的剪力不断减小; 

 

 
（下图）可知随着梁刚度系数的减小，周期不断增加。根据根据周期与刚度的计算公式：



可知，周期与刚度是成非线性反比关系，随着刚度减小，周期会相应增加，从

而会影响到地震力的大小。 

 
Q2：软件梁刚度放大系数按《砼规》5.2.4 条取值存在系数大于 2 的情况，高规给出的

混凝土梁刚度放大系数限值在 1.3-2.0 之间如何处理? 

A2：软件设置了梁刚度放大系数上限选项，使得计算值不大于参数设置的数值。（下

图）。 

 

 

Q3：模型中已经设置了弹性板，中梁刚度放大系数是不是可以不用考虑了? 

A3：中梁刚度放大的初衷是因为梁与板是一起浇筑而成型，楼板作为梁的翼缘，客观

上提高了楼面梁的刚度，当定义弹性板后，板按参数中设定的尺寸进行网格划分，楼板四周

的梁同时只是被划分为多段梁，梁、板在这些公共节点处变形协调，传统的力学模型是将梁

和板上移，使梁的形心线、板的中面位于层顶，即梁板中对中模型。这与实际情况（梁顶和

柱顶，板顶平齐）有所差异。梁与板的协调关系也依然是梁的中和轴和板的中和轴对齐，实

际上构成了一个十字型截面，梁刚度放大系数主要体现在梁的抗弯刚度的提高上，因此我们

来看一下十字型截面的惯性矩情况，相比梁的矩形截面，十字形截面仅比矩形截面惯性矩多

了翼缘惯性矩，由于楼板一般比较薄，所以翼缘惯性矩对于整体截面惯性矩增加并不明显，

近似于矩形梁。因此，设置弹性板后，仍需对梁刚度适度放大，才能较为准确考虑结构刚度，

可与刚性板的刚度放大系数采用一样的值。 

Q4：参数弹性板与梁协调时考虑梁向下相对偏移，对梁刚度放大系数的影响？ 

A4：（下图）中梁刚度放大系数按照 T 型截面考虑，当不勾选“弹性板与梁协调时考

虑梁向下相对偏移”时，近似于矩形梁。勾选此参数后软件将在计算中考虑到这种实际的偏

差，将在板和梁之间设置一个竖向的偏心刚域，该偏心刚域的长度就是梁的中和轴和板中和



轴的实际距离，完全吻合与实际情况（梁顶和柱顶，板顶平齐），故勾选了考虑梁板相对偏

移选项后中梁刚度放大系数将不再起作用，默认按照 1.0，设计结果构件信息中也不再显示

stif --- 框架梁为刚度放大系数。 

 

Q5：软件对于钢梁是否考虑刚度放大系数,实际设计中钢梁如何考虑楼板对梁的影响? 

A5：软件对于钢梁默认刚度放大系数为 1.0。如果要考虑混凝土楼板对钢梁的刚度贡献，

可以手动指定梁刚度放大系数。如果对钢梁定义组合梁，程序会自动根据翼板尺寸，按截面

惯性矩的比值生成组合梁的刚度放大系数，可以在特殊梁“刚度系数”显示中查看和修改，

此时也能在软件中考虑楼板对钢梁的刚度影响。 

 Q6：中梁刚度放大系数与特殊梁菜单下“构件刚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A6：中梁刚度放大系数仅仅放大梁 2、3 轴的抗弯刚度，不放大扭转刚度，“构件刚度”

是既可放大梁 2、3 轴的抗弯刚度，也可以放大扭转刚度。对于非连梁构件，若未指定杆件

刚度系数，则非组合梁 2、3 轴抗弯刚度连乘中梁刚度放大系数，组合梁仅 3 轴抗弯刚度

连乘中梁刚度放大系数。因此如果需要按“构件刚度”来考虑楼板翼缘作用则需要把软件自

动生成的中梁刚度放大系数置为 1。 

Q7：对于不同工况下中梁刚度放大系数取值不同如何实现？ 

A7：盈建科 V4 版本中新增区分不同工况下的中梁刚度放大系数，以便于广东项目的设

计师选择不同工况下的系数。根据广东新高规 5.2.2 条，在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中，现浇楼

盖楼面和装配整体式楼盖楼面梁的抗弯刚度应考虑翼缘的作用予以增大。一般情况下，抗风



设计时边梁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3~1.5，中梁可取 1.5~2；抗震设计时边梁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0~1.2，中梁可取 1.2~1.5（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