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 PKPM 软件公司利用各种宣传途径推出“YJK软件的若干问题”文档，对上

部结构设计列举了十三个问题，基础设计列举了九个问题来说明 YJK 软件的功

能存在的问题。 

       为了让广大设计师朋友了解这些所谓的问题，YJK 公司秉承“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的态度，积极推出“对 PKPM“YJK软件若干问题质疑”的回复”手册，

旨在让大家对 YJK 软件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YJK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产结构设计软件，做了很多开创性和探索性的工

作，这些工作中相当一部分都在逐渐成为行业上同类软件的“标配”，当然，也

在某些方面受到友商的质疑而引发深层的探讨。但无论如何，能够激活沉睡已

久的国产结构软件产业，为行业提供各种新思路或者引发各种新的探讨，这对

于产业本身还有国内广大的结构设计软件用户而言，都无疑是一件好事，也令

YJK 深感荣幸。 

       最后，我们非常欢迎友商及广大的设计师朋友继续对 YJK 软件进行校核

与批评指正，共同促进行业的发展与进步！ 

       详细内容请下载全文。 

 

 

 

 

 

 

 

 



        随着 YJK 的应用口碑逐年提升，近来友商多次对 YJK 程序提出了公开质

疑。首先这里表明一下态度：本着为用户负责的态度，盈建科会慎重对待这些

质疑，也欢迎友商或各方用户进一步给我们提意见，我们秉承“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的态度，让 YJK 产品接受更多的考验，使产品更加完善。  

        以下内容是此前友商官方发在土木吧、微信公众号“框支转换结构倾覆

力矩准确计算实例分析”对 YJK 软件质疑的回复。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PKPM 原文概述 

标题：框支转换结构倾覆力矩准确计算实例分析 

框架部分倾覆力矩计算有两种方法，规定水平力下的 V*H 求和方法和轴力

方式，虽然规定水平力 V*H 求和方法是规范要求的计算方法，但是对于框支转

换结构这种框架部分与剪力墙部分强耦合结构，倾覆力矩的准确计算方法应该采

用轴力方法计算。 

本文接上篇【技术分享】YJK 框支框架倾覆力矩算法引发的后果，列举两例（一算例，一实

际工程案例）对 PKPM 软件采用轴力方式计算框支转换结构框架部分倾覆力矩与 YJK 软件采用

V*H 求和方法计算进行对比验证。 

1、算例 

如下图这样一个简单的框支转换结构算例，转换层第三层，下部转换部位只有一片落地剪力墙，

使用 YJK 软件进行计算。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MjEwNTQ4NQ==&mid=2247489943&idx=2&sn=e59462317f116ab31c5e0961631af8ee&chksm=fab909f5cdce80e3f065f2418a3a1f5b794c9ef6373c4cc2db813bbd2aedc4ab95ceea979d1a&scene=21#wechat_redirect


 

计算得到结构底层的框架部分倾覆力矩及其比例分别如下： 

 

 



YJK 软件的计算结果，底层框架部分的倾覆力矩的比例为 32.8%（X 方向）

及 20.7%（Y）方向。按照该计算结果判定，即使结构中只有这样一片墙，框架部分的

倾覆力矩也是满足规范要求的。 

再使用 PMPM 软件轴力方式计算框架柱倾覆力矩及其百分比，计算结果如

下： 

 

 

使用 PKPM 软件轴力方式计算框架部分的倾覆力矩百分比 61%（X 方向）

和 76.2%（Y 方向），该结构方案是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程序自动判断，并输出结构体系

不满足规范要求的红色提示。 

当然这个结构体系设计师直观判定，落地剪力墙数量太少，属于不合理结构方案，应该直接

被否定。但如果使用了 YJK 软件 V*H 求和方法，会导致该指标轻松通过，根本构不成控制因素，

完全架空抗规 6.1.9 条，结果会误导设计师对结构方案合理性的把控。 

２、结论 



通过上述案例对比可知，对框支转换结构框架部分的倾覆力矩计算，应按照

轴力方法而不是规定水平力 V*H 求和方法，YJK 采用的求和方法会导致规范对

框支转换结构落地剪力墙数量的控制 6.1.9 条架空，即使是一片剪力墙，也可满

足规范要求的结构体系，这在实际工程中会造成对软件使用者造成毁灭性的误导。 

而 PKPM 软件按轴力方式进行抗规 6.1.9 的自动判定，对超限信息标红提醒，

才是正确的做法。 

  

二、YJK 回复： 

1、YJK 提供两种统计倾覆力矩百分比方式 

YJK 软件为了提高适用性，对框支框架所占地震倾覆力矩百分比计算，同时提供《抗震

规范》和《轴力统计》两种算法，均输出在“倾覆弯矩及 0.2V0 调整 wv02q.out”文本中。 

 

 

2、YJK 算法说明 

友商原文认为：框支转换结构是明显的强耦合结构，唯有“轴力方式”能够正确计算倾覆

力矩。 

对于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由于框支框架仅在框支楼层存在，如果硬套抗规公式，则会

得出框支框架承担的倾覆弯矩比例很小（按极端的全部楼层竖向构件均为框支柱来考虑，硬

套公式的倾覆弯矩比例亦是如此），因此软件提出了计算框支框架倾覆弯矩比例时，扣除框

支层以上楼层的倾覆力矩，仅取框支楼层部分的结果计算，相当于把框支楼层当做隔离体看

待。《建筑结构》第 47 卷第 9 期的“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框支框架承担倾覆力矩的计算方

法及应用”中指出了直接套用抗规公式是不适用的；按轴力方法统计，由于力学方法的计算

假定与抗规方法不一致，以其结果来判断框支层是否属于少墙框架结构，与规范判断准则有

一定的差异。文章中给出了取底部框支框架部分作为隔离体进行分析的方法，与软件的计算

方法在思路上是一致的。 

  

下面模拟原文例题建立一个高位转换的算例进行说明。 



3、算例： 

如图所示， ３层为转换层。 

 

（1）YJK 结果输出 

在 wv02q.out 文本中同时输出《抗规》统计方法结果和《轴力方式》统计结果，见下图： 

 

１）、抗规统计方法 

 



使用 YJK 软件抗规方式计算框架部分的倾覆力矩百分比 62.4%（X 方向）

和 91.7%（Y 方向），该结构方案是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程序自动判断，并输出“框支框

架倾覆力矩超限”的提示。 

２）、轴力统计方法 

 

使用 YJK 软件轴力方式计算框架部分的倾覆力矩百分比 91.3%（X 方向）和 72.8%

（Y 方向），该结构方案是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程序自动判断，并输出“框支框架倾覆力矩

超限”的提示。 

３）、详解抗规方式 

计算框支框架倾覆弯矩比例时，扣除框支层以上楼层的倾覆力矩，仅取框支楼层部分

的结果计算，相当于把框支楼层当做隔离体看待。 

把上面算例只留下转换层及以下各层，做为一个新的隔离体模型进行计算，我们再来

看框支框架倾覆力矩的结果。 

隔离体模型如下图所示。 

 
  

框支框架部分倾覆力矩结果 

Ａ、抗规统计方法 



 

使用 YJK 软件抗规方式计算框架部分的倾覆力矩百分比 64.6%（X 方向）

和 92.0%（Y 方向），该结构方案是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程序自动判断，并输出“框支框

架倾覆力矩超限”的提示。 

  

Ｂ、全楼模型与只保留转换层及以下楼层的隔离体模型，计算结果对比。 

模型 版本号 

框支框架倾覆力矩及倾覆力矩百分比 是否提示超

限        
倾覆力矩 

倾覆力矩百分比

（%） 

整体模型 1.8.2.3 
Ｘ 6495.1 Ｘ 62.4 

提示 
Ｙ 10843.8 Ｙ 91.7 

隔离体模型 1.8.2.3 
Ｘ 2087.1 Ｘ 64.6 

提示 
Ｙ 4085.3 Ｙ 92.0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按抗规方式进行计算，采用全楼模型与采用只保留转换层及转换

层以下的隔离体模型，框支框架倾覆力矩百分比结果基本一致。 

（2）SATWE 结果输出 



PKPM3.1.6 版只提供力学方式统计结果，不提供《抗规》算法结果。 

 

 

（3）PMSAP 结果输出 

PKPM3.1.6 中的 PMSAP，也只提供力学方式统计结果。 



 

（4）结果数据对比分析 

对 YJK、SATWE、PMSAP 三个软件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如下表所示： 

  

<td rowspan="2" 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border-bottom-

color:#000000;border-bottom-style:double;border-bottom-width:2.25pt;border-

left-color:#000000;border-left-style:double;border-left-width 

软件及 

计算方法 
版本号 

框支框架倾覆力矩及倾覆力矩百分比 是否提示超

限        
倾覆力矩 

倾覆力矩百分比

（%） 

YJK 

抗规方法 
1.8.2.3 

Ｘ 6495.1 Ｘ 62.4 
提示 

Ｙ 10843.8 Ｙ 91.7 

       



 

关于友商对 YJK 新增膜单元质疑的回复 

 

随着YJK的应用口碑逐年提升，近来友商多次对YJK程序提出了公开质疑。

首先这里表明一下态度：本着为用户负责的态度，盈建科会慎重对待这些质疑，

也欢迎友商或各方用户进一步给我们提意见，我们秉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

态度，让 YJK 产品接受更多的考验，使产品更加完善。 

   以下内容是此前友商官方发在土木吧、微信公众号“YJK 推荐的新膜元是错误

的？”回复。 

  

 

一、PKPM 原文摘要 

标题：YJK 推荐的新膜元是错误的？ 

1、引言 

结构分析和设计应该致力于保障结构安全，追求理性和科学。作为设计软件，坚持这样的原

则也是必要的。最近 YJK 提供了一种新的 NQ6Star 单元，宣传材料称可以使边框柱的内力

计算更合理，作为新技术引导用户使用(如图 1 所示)。就这一问题，我们本着对科学的执着，

对结构工程师负责的态度，客观分析 YJK 的这一改进。 

2、简析 

首先，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查看 YJK 推荐的方法是否合理。这种单元的计算结果是否可靠，

应满足计算结果具有收敛性。图 2 为一 12 层剪力墙结构模型，我们分别采用 SATWE 的经

典膜元和 YJK 推荐的改进膜元（NQ6Star），其他所有条件均相同的模型进行对比。 



             

图 2 模型              图 3 计算模型 

  

   为了保证计算具有可对比性，首先对比两个模型的计算模型是否一致，经对比，两个模

型的计算模型一致（如图 3 所示），可以从图中看到，墙是按照壳单元进行计算的，连梁是

按照杆单元进行计算的。 

通过计算，得到以下计算结果。表 1 为 X 向第一周期随着墙单元网格从小到大变化的趋势，

表 2 为风荷载下顶点位移随着墙单元网格从小到大变化的趋势。 

表 1   X 向第一周期 

  
X 向第一周期 

0.3m 网格 0.5m 网格 1.0m 网格 2.0m 网格 

SATWE 经典膜元 0.947s 0.945s 0.941s 0.934s 

YJK-NQ6Star 单元 1.204s 1.058s 0.973s 0.954s 

表 2  风荷载下顶点位移 

  
风荷载下顶点位移（mm） 

0.3m 网格 0.5m 网格 1.0m 网格 2.0m 网格 

SATWE 经典膜元 4.44 4.42 4.39 4.33 

YJK-NQ6Star 单元 6.92 5.41 4.64 4.48 

从联肢墙面内周期和位移结果可以看出，SATWE 经典膜元结果随网格加密

变化很小，呈现收敛趋势。而按照 YJK 推荐新单元的结果没有呈现收敛趋势。 



3、结论 

综上可见，YJK 新单元 NQ6Star 不具备收敛性，因网格变化产生的刚度误差

可超过 50%，使用起来相当危险。如不慎误用，可能导致很不合理的结构方案。

既然这种单元的计算正确性都不能保证，当然也谈不上使边框柱的内力计算更合

理。本着为用户负责的角度，应尽量避免把不成熟的方法推荐给用户。 

  

二、YJK 回复 

1、YJK 膜单元介绍 

   YJK 提供经典膜单元、改进膜单元（NQ6star）供用户选择，默认为“经典膜单元”。 

 
YJK 提供不同力学单元是为了增加软件的适用性，比如计算温度荷载时，采用 NQ6star

单元和 Etabs 的结果更接近。 

  

YJK 提供的 NQ6star 单元改进了经典膜元的转角自由度，可以通过直接的测试算例证

明。在友商原文算例的模型中，对结果起显著控制作用的是罚单元等梁墙连接关系的处理手

段，而非膜单元特性。 

众所周知，框架单元与（墙）膜单元相连时，其连接约束处理是一个典型的难题。一般

会采用罚单元、MPC 约束关系等进行处理，但是对于梁高度等因素，各软件的处理都不能

尽善尽美，我们也在不断探索改进。 

本文暂时不讨论技术细节以及其合理与否，仅通过原文中的测试例题验证各软件的计

算结果趋势。结果表明， YJK 经典膜元、YJK 改时膜元（NQ6star）、PMSAP 经典膜元、

SATWE 经典膜元在不同墙元细分最大控制长度下的趋势一致，并且 SATWE 与 PMSAP 的

结果对于不同单元精度差异更大。但无论如何无法重现友商原文中所提 SATWE 计算结果

不随网格尺寸变化的现象。 

2、例题验证分析 

以下为参照原文所建立的验证模型，采用不同的网格尺寸对比不同软件的周期差异。 

  



 
  

  

表一 不同墙元细分最大控制长度计算所得第一周期结果 

膜单元

类型 
版本号 

不同墙元细分最大控制长度计算所

得 

第一周期值（Ｓ） 

差异

率        （0.3-

2)/2*100% 0.3 M 0.5 M 1.0 M 2.0 M 

YJK 

经典膜

元 

1.8.2.3 3.6571 3.3238 3.1549 2.9427 24.28% 

YJK 

NQ6Star

单元 

1.8.2.3 3.6567 3.3233 3.1547 2.9423 24.28% 

PMSAP 

经典膜

元 

Ｖ3.1.6 3.6297 3.2703 2.9713 2.7164 33.62% 



SATWE 

经典膜

元 

Ｖ3.1.6 3.2279 3.0789 2.9889 2.3786 35.71% 

  

 

 

  

在此验证算例中， YJK 经典膜元、YJK 改进膜单元（NQ6Star）、PMSAP 经典膜元、

SATWE 经典膜元在 2.0m~0.3m 网格尺寸下的结果变化规律一致，周期随着网格尺寸的减小

而增大。并且 SATWE 与 PMSAP 对比 0.3M 与 2M 的差异率比 YJK 还高出 10 个百分点。 

以下是 YJK 经典膜元、YJK 改进膜单元（NQ6Star）、PMSAP 经典膜元、SATWE 经典

膜元在风荷载作用下结构顶点位移结果。 

表二 不同墙元细分最大控制长度计算所得Ｘ向风荷载作用下顶点位

移结果 

膜单元类

型 
版本号 

不同墙元细分最大控制长度计算

所得Ｘ向风荷载作用下顶点位移

值（mm） 

差异

率        （0.3-

2)/2*100% 0.3M 0.5 M 1.0 M 2.0 M 

YJK 

经典膜元 
1.8.2.3 8.43     

 

 

 

 

 

 

 

 

 

 

 

 

 

 

 

 

 

 

 

 



 

下载：对“YJK软件的若干问题”的回复文档 

 

 

 

 

  

 

对 PKPM“YJK软件的若干问题”的

回复 

以下对“YJK软件的若干问题”简称“原文”。 

一、地下室抗震等级默认值如何取 

原文认为，YJK 在地震信息中设置的参数“地下一层以下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逐层

降低及抗震措施四级”选项没有规范依据，实际上该选项是基于如下规范条文： 

《抗震规范》6.1.3 条条文说明中指出“地面以下地震响应逐渐减小，规定地下一层的抗

震等级不能降低；而地下一层以下不要求计算地震作用，规定其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

可逐层降低。”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应用与分析》一书中对 6.1.3 条也做出相应说明“地下室的抗震等级

与上部结构不完全一致，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地下一层作为上部结

构竖向构件的延伸和锚固区域，其抗震等级对应于上部结构首层的抗震措施和抗震构造措

施要求，地下一层以下的楼层一般不要求计算地震作用，其抗震等级仅对应于抗震构造措

施的要求。” 

因此，YJK 在地震信息中软件设置了参数“地下一层以下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逐层

降低及抗震措施四级”勾选项，用户可通过此参数确定地下一层以下部分构件的抗震等级。 

http://dl-cdn.yjk.cn/handbooks/YJKhuifu-201708.zip
http://dl-cdn.yjk.cn/handbooks/YJKhuifu-201708.zip
http://dl-cdn.yjk.cn/handbooks/YJKhuifu-201708.zip
http://dl-cdn.yjk.cn/handbooks/YJKhuifu-201708.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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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设置是一个选项，如果用户认为地下一层以下的楼层不需要计算地震作用，可

以勾选此参数。如果用户不这样认为，可以不勾选此项，软件将按一般楼层要求设置默认

的地下室各层的抗震等级和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并在特殊构件定义时按构件设置需

要的抗震等级等等。 

二、是否可以不考虑地下室楼层质量 

“不考虑地下室质量“在 YJK 软件中是一个用户选项，默认不勾选。 

本选项由工程师控制，用于处理一些特殊结构的计算，类似这样的选项在一些著名软

件中也有设置。 

YJK 软件功能越来越强大，并不是只能计算一些简单常规工程，软件提供一些灵活选

项满足工程师对计算过程的控制需求，是非常有必要的。 

每个选项都有各自的适用场景，利用特意构造的错误场景结果来论证一些选项所谓的

不合理，这是一个思维逻辑错误。 

三、有效质量系数计算是否考虑地下室 

YJK 认为，有效质量系数计算时候采用的质量与整体模态分析时候应该保持一致。 

原文认为的对于整体模态分析时候采用全楼质量，有效质量系数计算时只考虑嵌固端

以上部分的理论，我们没有找到相关依据，不做评论。 

但根据一些带地下室的算例结果，传统软件在有效质量系数结果达到 99%的时候，继

续增加振型数，层剪力仍然可能大幅度增加，由此推论其在有效质量系数计算过程中存在

错误或不合理之处，影响结构安全。 

四、地下室外墙的施工缝验算问题 



地下室外墙通常较长，且无洞口，按照常规的墙柱生成规则，可能会生成一片较长的

直墙柱，按照长度为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墙柱采用平截面假定计算配筋，显然失真。因此

软件按照建模节点生成墙柱，并分段计算配筋，常规的配筋结果如下图所示： 

  

而对于施工缝验算，如果也采用分段方式验算，可能结果不合理，比如右图的情况，

因此软件将同一直线上的各墙段串起来看成一个整体进行验算。 

这种算法也是基于同一直线上连续剪力墙的施工缝也应是连续的情况。 

五、采用“内力方式”计算剪重比的问题 

YJK 中提供了“按竖向构件内力统计层水平荷载剪力“的选项，默认不勾选。 

类似这样的选项在一些著名软件中也有设置。 

勾选之后，对于地震作用下的剪力将依照竖向构件的水平剪力进行统计，不勾选时候

为对地震作用进行统计。 

采用“内力“法统计，可更合理计算有地下室侧土弹簧，跃层不打断斜撑等情况下的剪

力。 

此外，Etabs 软件即采用的竖向构件内力统计的层水平剪力。 

 

YJK 勾选“按竖向构件内力统计层水平荷载剪力”，比常规软件计算出的剪重比大 3-

9%， 



  

YJK 结果和 Etabs 对比，下图，结果基本一致。 

   

  

六、关于 YJK 新增膜单元的测试 

YJK 提供的 N6star 单元改进了经典膜元的转角自由度，可以通过直接的测试算例证

明。在原文例的模型中，对结果起显著控制作用的是罚单元等梁墙连接关系的处理手段，

而非膜单元特性。 

提供不同力学单元是为了增加软件的适用性，比如计算温度荷载时，采用 N6star 单元

和 Etabs 的结果更接近。 

此外，在验证算例中，SATWE、YJK 经典膜单元、YJK N6Star 单元在 2.0m-0.3m 网

格尺寸下的结果变化规律一致。SATWE 周期增加幅度为 19.9%，YJK N6Star 增加幅度为

17.5%。无法重现原文案例中的结论。 

七、悬挑板导荷问题 



原文中指出“YJK中悬挑板导向边梁的荷载总是包含扭矩”。 

实际上，YJK 在建模菜单的必要参数中设置了参数“考虑悬挑板对边梁的附加扭矩”，

并且该选项默认为不勾选状态。 

 

八、框支框架的倾覆力矩计算方法 

原文认为：框支转换结构是明显的强耦合结构，唯有“轴力方式”能够正确计算倾覆力

矩。 

首先说明一下框架倾覆弯矩的计算方法，按照规范的规定，框架倾覆弯矩的计算方法

为每层框架部分剪力乘以层高并逐层叠加求得。至于轴力方式，《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第 34 卷第 4 期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问题解答( 三)”中给予了解释，并说

明：“规范对结构底层框架部分的倾覆力矩分担比例提出要求，实质上是为了控制框架与抗

震墙侧向刚度的相对大小。因此，实际工程应以规范公式的计算结果为准”。《建筑结构》

第 47 卷第 9 期的“框架-剪力墙结构中框架承担倾覆力矩的计算方法及应用”也分析了抗规

方法和轴力方法的差异性，最终也是建议在计算框架-剪力墙结构中框架承担的底部总倾覆

力矩比例时，采用抗规方法。 

再说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由于框支框架仅在框支楼层存在，如果硬套抗规公式，则

会得出框支框架承担的倾覆弯矩比例很小（按极端的全部楼层竖向构件均为框支柱来考

虑，硬套公式的倾覆弯矩比例亦是如此），因此软件提出了计算框支框架倾覆弯矩比例

时，扣除框支层以上楼层的倾覆力矩，仅取框支楼层部分的结果计算。《建筑结构》第 47

卷第 9 期的“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框支框架承担倾覆力矩的计算方法及应用”中指出了直

接套用抗规公式是不适用的；按轴力方法统计，由于力学方法的计算假定与抗规方法不一

致，以其结果来判断框支层是否属于少墙框架结构，与规范判断准则有一定的差异。文章

中给出了取底部框支框架部分作为隔离体进行分析的方法，与软件的计算方法在思路上是

一致的。 

九、设计梁时如何考虑板的共同工作 

原文中所指，应该针对的是 YJK 中提供的下图所示的选项： 

 



1. 首先，原文中指出“PKPM先于 YJK 近 10 年提供了此种方法（PMSAP），一直建议用户谨

慎用于设计，YJK 则作为一个重点向用户推介”——也就是说该功能是 PKPM 中和 YJK 中

同时存在的功能；另外需注意，在 YJK 中，如上图所示，软件对该选项默认是不勾选的。 

2.  

3. 原文中也同时说明了之所以建议用户谨慎使用该选项的几点顾虑。而作为结构设计程序本

身而言，此选项是对计算模型的一个必要的补充（见下图所示，若不勾选该选项，则实际

计算模型等同左图），也并不违背规范的条文，甚至可视为是对《混规》5.2.4 条的一种实

现方法的延伸。 

4.  

（该图截取自 PPT） 

 

3. 至于当考虑梁板相对偏移时（即原文中所说的梁板共同作用）板的受力分析，由于 YJK 的

整体分析中可以给出板的计算和设计结果，并且该结果可以在板施工图中最终影响板的配

筋（板施工图中提供了读取该计算结果的参数），因此体系上是完整的。 

4.  

 



 

  

十、转换层上下刚度比、剪切刚度计算 

SATWE 的转换层上下刚度比计算，之前一直采用的是异于高规附录 E.0.2 模型的刚度

串模型，即先将结构各层的侧向刚度求倒数，得出位移后再求和，然后再求倒数得到上部

或下部结构的刚度，从而得到等效侧向刚度比。该方法明显缺点是不考虑转换构件的刚度

贡献。 

YJK 自推出时，即摈弃了这种不按规范模型的方法，一直参照高规附录 E.0.2 给出的

示意模型进行高位转换刚度比计算。该示意模型并没有要求模型的顶部加上约束。YJK 的

大量用户工程实例表明，YJK 的计算方法并没有如原文所述失去指标控制意义。 

SATWE 最近版本推出了基于高规附录 E.0.2 模型的等效侧向刚度比计算选项，并指出

模型顶部应该考虑结构的约束，这种约束并不是规范的明确要求，原文也未明示具体应是

何种约束。 

 

  

《高规》附录 E 中规定了柱剪切刚度的计算方法，并根据柱截面高度与柱高的关系对

剪切刚度进行调整，但对于型钢砼柱的剪切刚度计算无明确规定。软件在计算型钢砼柱剪

切刚度时，先分别根据砼与内含型钢计算剪切刚度；在计算调整系数时，考虑到型钢受到

外周砼的包裹，截面高度均取型钢砼截面的外轮廓高度，而不是型钢自身高度。 

  

十一、梁端配筋内力取值位置辨析 

原文认为：不考虑梁端刚域、梁端设计弯矩取在柱边是错误、总是不安全的。 



《抗震规范》6.3.3 条文说明中指出：“计算梁端截面纵向受拉钢筋时，应采用与柱交

界面的组合弯矩设计值…”。 

YJK 软件提供了梁端内力取值位置，供用户选择使用，默认值为 0。 

 
填写该参数时，一般用户填写小于 1 的数值，如 0.8，软件将取 0.8 倍柱宽处的弯矩设

计梁的配筋。 

十二、YJK 考虑梁端刚域时的计算错误 

原文中认为，YJK 在勾选考虑梁端刚域后，计算模型中刚域段的荷载被忽略了，如下

为原文中的截图所示—— 

 

 



但实际上，YJK 的计算模型如下图所示，并没有丢失刚域段的荷载，荷载无论是数值

还是作用范围都与建模模型保持一致，并且刚域上的荷载仍将传至柱上。6 米跨的梁加载

100kN/m 荷载，柱底轴力两边各 300kN，是正确的。 

 

 

至于此时梁的内力，在上述计算模型和荷载分布方式下，YJK 与 MIDAS GEN 的对比

如下： 

 



 

  

十三、坡屋面位移比计算辨析 

从规范位移比统计的基本要求来说，错层、坡屋面本身已不满足位移比统计前提（错

层结构宜按分块楼板统计，可使用软件的围区统计工具）。 

但是审图和设计人员，仍要求软件提供这些部位的位移比指标。软件根据大量的实际

工程计算效果，给出了过滤较短竖向构件、将位移差换算到统一高差水平上等处理手段，

目的无非是想尽量得出相对合理的位移比指标。 

原文不同意 YJK 的这种处理手法，原文自己另外提出了一套坡屋面位移比的计算公

式，但是这样的新公式还有待于规范和审图专家的认可。 

 

 

下载：对“YJK软件的若干问题”的回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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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打开 YJK 软件，建立一个如原文中所述的模型，经过楼面导荷后，结果如下

图所示： 

 

 
两方向边上的均布荷载值并不一致，长边荷载明显大于短边荷载。 
在默认的刚性板模型中，YJK 的板间荷载导算使用的虽然是简化算法，但同样考虑了

荷载位置和导荷边位置的影响，并不是原文中所述的那样。 

2、除了以上所说的导荷方式外，YJK 还提供了弹性板导荷方式，可以在计算模

型中直接将集中荷载或线荷载加载至弹性板上，该方式无论是在 YJK 的整体计算中还是

板分析中都支持，其无论对于梁还是板的计算都是更准确的。对于板间荷载影响较大或比

较重要的局部，用户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更精确的方式进行计算或核对。 

 

 
 

 



下载：对 PKPM《V3 系列 JCCAD 与 YJK 软件功能对比》的回复 

 

回复 PKPM《V3 系列 JCCAD 与 YJK 软件功能对比》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网格划分对比 

1、承台和筏板厚薄交接部位的变形协调问题 

YJK 承台和筏板厚薄交接部位不存在变形不协调现象。附录 A 给出了 10 个

承台和筏板共存的实例模型，三维位移图表明，没有出现《功能对比》一文所述

的承台、筏板脱开的现象。 

早期版本的 YJK，个别工程确实出现过承台、筏板脱开的现象，当时的解决

办法是：一方面建议用户调整网格划分的控制长度和控制误差，例如控制长度从

1m 调整为 0.8m、控制误差从 100mm 调整为 50mm；另一方面，YJK 研发部也

及时优化了网格划分的算法。从优化的效 果看，原先出现问题的个别工程，

即使采用默认的控制长度（1m）和控制误差（50mm），也不会再出现承台、筏

板脱开的现象。 

2、网格自动加密功能 

从两方面说明自动加密是否必要。 

（1）柱、墙、桩局部位置加密 

筏板网格划分是否需要局部加密取决于柱、墙、桩等构件的处理方式： 

      PKPM 将柱、墙位置的筏板按罚单元计算，将桩和节点视为一对一关系，

所以需要局部加密。 

      YJK 没有罚单元，将桩和节点视为一对多关系，所以不需要局部加密。 

YJK 不采用罚单元的原因是为了保证网格的均匀性，尽量避免三角形单元

和畸变较大的四边形单元。如果采用罚单元，尺寸较小的罚单元（一般小于 0.5

米）和尺寸较大的板单元（1~2 米）之间需要通过共用节点实现变形协调。为了

共用节点以实现变形协调，只能增加三角形单元数目和改变四边形角度。在不采

用罚单元的前提下，YJK 通过其他途径减小柱下应力集中：1）将柱荷载分散到

多个节点上，2）对柱底峰值弯矩乘以折减系数，3）采用单元平均弯矩进行配筋

设计。此外，YJK 能将桩和节点视为一对多关系的实质原因是在桩刚度分配上

提供了与之相匹配的、合理的算法。附录 B 给出了详细的技术条件。 

http://dl-cdn.yjk.cn/handbooks/jichuhuifu%20-%2020170814.zip


（2）尺寸较小的独基、承台、筏板自动加密 

小尺寸构件采用小尺寸的单元才能达到足够的计算精度。尺寸较小的独基、

承台和筏板，YJK 的网格划分会自动加密。 

二、柱集中荷载处理方式 

《功能对比》对 YJK 柱集中荷载处理方式的理解有误。YJK 的柱集中荷载

是按“静力等效”的原则分配到柱中心周围的节点，周边分配的少、中心分配的多，

并不是按照按《功能对比》所描述的均布荷载方式分配的。下图说明了 YJK 柱

集中荷载的处理方式。以柱荷载 F=1000kN、柱宽 B=500mm、单元宽 L=1000mm

为例，附录 C 给出了详细的处理过程。最终，施加于柱中心位置的集中荷载为

937.6kN，相比总荷载 1000kN，减小约 6%。由于柱中心位置的应力梯度较大，



当集中荷载减小 6%时，柱中心位置的弯矩值减小约为 15%。 

 

 

 

最终将柱荷载施加于多个节点，而不是单独 1 个节点 



 

 

图 1  YJK 柱集中荷载处理方式 

三、配筋用弯矩取值对比 

1、筏板变厚度边缘区域弯矩处理 

勾选“板元变厚度区域的边界弯矩磨平处理”可优化变厚度筏板的配筋量。实

际工程中，较薄筏板一般都是顶、底钢筋全部拉通（柱、墙、桩等局部位置的板

底筋除外），如果较薄筏板按厚薄交接部位的弯矩进行配筋计算，那么整个较薄

筏板的配筋面积都会大幅增加。实际工程中，较厚筏板的纵向钢筋会向较薄筏板

里延伸一段距离，这些钢筋也可以为厚薄交界部位提供抗弯承载力。所以，YJK

提供选项“板元变厚度区域的边界弯矩磨平处理”，默认勾选。 

2、单元内力取值（平均、最大） 

YJK 默认单元内力取平均的原因是，让柱、墙下的筏板设计弯矩取值位置

接近于柱、墙边缘。 

3、1 米范围内平均 

板类构件的正截面受弯破坏属于延性破坏，局部位置（例如某一点）达到极

限受弯承载力不代表构件不能继续承载。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将板类构件的设计

断面取为 1m 长的板带，当这个板带达到极限受弯承载力时，构件不能继续承载。

所以，YJK 提供了选项“取 1m 范围的平均弯矩计算配筋”，默认不勾选，并建议

网格尺寸小于 1m、计算配筋面积超出可承受范围时勾选该选项。 

四、冲切计算对比 

1、角桩冲切的冲跨比 



从两方面说明角桩冲切的冲跨比是否正确考虑。 

（1）桩基承台 

桩基承台的角桩冲切 YJK 有较为全面的、且符合《桩基规范》要求的解决

方案。以等边三桩承台、等腰三桩承台、矩形四桩承台、矩形多桩承台为例，从

“构件信息”里可以查询详细的计算过程，从中可以验证：对桩基承台，YJK 准确

考虑了角桩冲切的冲跨比。附录 D 给出了详细的验证过程。 

（2）桩筏基础 

桩筏基础的角桩冲切，YJK 考虑了冲切临界截面不封闭的情况，没考虑冲跨

比。与桩基承台不同，对绝大多数的桩筏基础，角桩上面都会有竖向构件（如地

下室外墙等），角桩一般在竖向构件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内。因此，《桩基规范》

第 5.9.8 节第 3 款对筏形承台的内部基桩冲切承载力提出了要求，而对筏形承台

的角桩冲切承载力，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 

2、墙冲切板何时扣除桩反力 

YJK 的墙冲切锥根据桩位确定，当桩边缘与墙边缘的距离小于 0.25h0时，认

为桩在墙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内，计算墙冲切力时会将冲切破坏锥体以内的桩反力

予以扣除。当桩边缘与墙边缘的距离小于 0.25h0 时，YJK 认为这种桩基承台的

破坏模式已经不是冲切破坏，而类似于纯剪破坏，所以不适合用《桩基规范》的

冲切承载力公式进行验算。 

当桩、墙净距小于 0.25h0时，假定按纯剪状态计算极限承载力（见图 2），

纯剪承载力为： 

  
 

  

如果继续按《桩基规范》第 5.9.7 条进行验算，冲跨比 ，代入

，冲切承载力为： 

  
 

  

考虑到混凝土纯剪强度 与抗拉强度 ft 接近，纯剪承载力[Q]比冲切承载力

偏低将近 50%，所以《桩基规范》第 5.9.7 条不适用于桩、墙净距小于 0.25h0

的情况。 

 



 

 

 

 

图 2  桩、墙净距小于 0.25h0的情况 

按照 YJK 的理解，《桩基规范》之所以没有对这种类似于纯剪的破坏模式

作规定，一方面是桩中心距不能太小，桩、墙净距小于 0.25h0 的情况并不常见；

另一方面，纯剪破坏非常突然，在设计时应该尽量避免。 

3、柱冲切板的反力取值 

YJK 采用弹性地基有限元法计算基底反力，认为该反力可以反映地基土的

实际受力状态，并且适用于荷载、刚度分布不均匀的情况。YJK 用该反力计算

冲切力，这种做法符合《地基规范》第 8.4.7 条的要求：Fl — 相应于作用的基本

组合时的冲切力（kN），对内柱取轴力设计值减去筏板冲切破坏锥内的基底净反

力设计值；对边柱和角柱，取轴力设计值减去筏板冲切临界截面范围内的基底净

反力设计值。 

当荷载、刚度分布不均匀时，采用平均反力计算冲切力，难免会出现一些区

域算的多、另一些区域算的少的不合理现象，而指定反力的方式，有悖于软件产

品帮助用户减少繁琐工作的初衷。遇到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用户完全可以通过

增大或减小 R/S 限值的方式调整筏板抗冲切承载力的富裕度，而不必拘泥于采用

什么特定数值的基底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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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0 个承台和筏板共存的工程实例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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