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墙柱配筋设计时考虑端柱、翼缘墙 

董礼 
 
相信很多工程师在勾选墙柱配筋设计考虑端柱、翼缘墙（以下简称考虑端柱、翼缘墙）

的时候，一定遇到过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勾选了“考虑端柱、翼缘墙”，输出配筋的结果却有单个数值和两个数值？为

什么有时还是左右不对称的两个数值？ 

 
这是因为盈建科在处理“考虑端柱、翼缘墙”的时候按照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判别系统，

本文由浅入深，简析出现上述配筋情况的原因。 
 

一、不是勾选了考虑端柱、翼缘墙都会输出两个数值的。若勾选“考虑端柱、翼缘墙”

软件会对墙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几种不同的配筋方式： 
1. 按照双偏压配筋。该种方式输出两组数值，大多数情况下每组为左右相等的数字。 
2. 按照组合墙方式不对称配筋。该种方式输出两组数值，每组数值左右两个数字可能

不相等也可能相等。 
3. 按照柱配筋。该方式配筋只输出一个数字。 



 

 
二、程序什么时候选用哪种配筋方式呢，下面介绍一下程序选用三种配筋方式的技术条

件。 
首先介绍显示墙柱轮廓的功能：在配筋简图界面下，右侧菜单栏有【墙柱轮廓】按钮，

点击一下它，再将鼠标悬停在黄色位置，这时就会显示该墙肢配筋时所选用的轮廓了。 

 

下面以 L 形墙为例，分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1、情况 1：包不住的情况（两肢墙都很长）： 



 
当鼠标悬停在 L 形墙任意一肢的位置，发现组合墙轮廓都包不住另外一肢墙，这种就是

包不住的情况，此时程序是按照组合墙来进行配筋的。包不包得住的判别依据我稍后详细介

绍。 
 
2、情况 2：包得住的情况（两肢墙一长一短）： 
当鼠标悬停在 L 形较长的一肢的位置时，发现阴影区能够包得住较短的一肢时。这就属

于包得住的情况了（仅判断长肢包得住即可）。 

 
包得住的情况采用哪种配筋呢，先别急，包得住又分为下面两种情况： 
a) 长的一肢较短 

当长的一肢小于下图所示的双偏压配筋判断限值要求时，它就按照双偏压来配筋。

（用户可自行修改，高宽比 12，腹板墙最大截面高度 2.4 米为程序推荐值） 

 



 

即使满足上述条件也不是全都能按照双偏压进行配筋的，具体哪些不能按照双偏压配筋

后文进行补充。 
 
b) 长的一肢较长 
当长的一肢大于双偏压配筋判断限值要求时，它就按照组合墙或柱来配筋。 
什么时候按照组合墙，什么时候按照柱配筋呢？ 
当悬停在短的一端发现其有翼缘拐到长的一端时，那么两肢都是按照组合墙非对称进行

配筋的。 

 
当悬停在短的一端发现它仅为一个柱子，那么长的一肢是按照组合墙非对称配筋，短的

一肢是按照柱进行配筋的。 

 

判断短的一肢为组合墙或是柱的技术条件：截面高宽比是否小于 4。小于 4 按照柱配筋，

大于 4 按照组合墙配筋。 
 
3、包得住与包不住的判别依据 
介绍这个判别依据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翼缘的概念：盈建科软件的翼缘尺寸为 4 倍翼

缘厚度(腹板外皮算起)和 0.25 倍腹板高度(节点算起)的较小值。 

 
以下图为例： 



 
得到翼缘的概念之后，我们来介绍是否包得住的判别依据：翼缘尺寸和腹板高度的 0.5

倍（从节点算起）的较大值。大于两者的较大值则为包不住的情况，小于两者的较大值则为

包得住的情况。 
以上图为例，翼缘尺寸为 600mm，0.5 倍腹板高度为 1200mm，短的一肢要大于 1200

才算做包不住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判断翼缘两条依据的其中的一条：4 倍翼缘厚度，高级选项当中程序提

供了接口供客户自行修改。 



 

再补充一点：如果是端柱和翼缘墙同时存在的情况，由于软件配筋计算时对截面的限制，

端柱和翼缘墙只能选取其一作为翼缘，那么选取谁来作为翼缘呢，程序认为端柱柱宽如果小

于 0.7 倍的翼缘墙墙长，端柱就不作为翼缘进行设计了，这个接口也在高级选项中也放开给

了用户。 
 
4、情况 3：短肢剪力墙 
首先排除掉非混凝土墙以及腹板中部连有墙肢的这部分短肢剪力墙。 
其余的识别为短肢剪力墙的按照双偏压配筋。如果是人工交互指定的短肢剪力墙也按照

双偏压的方式配筋。 

 
5、补充几种不能判断为双偏压的情况 
接情况 2 中的长的一肢较长的情况：当短的一肢过于短的时候也是不能按照双偏压进行

配筋的。 
如果短的一肢仅一侧有翼缘且翼缘外伸长度（从腹板墙外皮算起）与翼缘厚度之比小于

0.9，或者外伸长度小于 190mm，则不能按照双偏压配筋；如果短的一肢，两侧有翼缘且翼

缘总长度与翼缘厚度之比小于 0.9*2，或者外伸长度小于 190*2mm，也不能按照双偏压配筋。 
还有弧墙、地下室外墙、有面外荷载的墙，也都是不能按双偏压配筋。 
 



6、补充端柱缩进墙内太多不能判断为组合墙的情况 
如下图所示，在高级选项提供了“组合墙端柱缩进内墙最大尺寸”来避免当柱子缩进墙

内过多时造成仍然判定为组合墙配筋的情况。 

 



 

 
 
综上，我们将上文三种情况整理一张图方便大家记忆。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否勾选“考虑端柱、翼缘墙”。对于内力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只是

在配筋的时候，选取内力的截面不同。 
软件之所以采用如此复杂的规则，一方面是遇到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另一方面是希望

计算结果与非组合墙方式差异不至于过大。尽管如此，对于满足双偏压配筋的墙，配筋结果

通常仍差异较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偏压配筋考虑了墙的面外承载力。对于长的腹板墙端

部连接短的翼缘墙的情况，个别工程师存有异议，因此软件增加了腹板墙最大截面高度和最

大截面高宽比限值，有异议的工程师可以调整这两个参数来确定是否采用双偏压配筋方式。 
组合墙翼缘取值及配筋计算规则也在不断完善中，软件可能会根据实际工程计算效果做

进一步调整，但基本规则通常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