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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主流设计软件中都开放了梁端刚域或柱端刚域选项，在设计中为什么要考虑刚

域及刚域对结构受力分析的影响，有以下几点看法。 

1）、由于梁柱在节点交接处有一个相互约束的作用，就会造成杆件梁端截面大、中间截

面小的一个变截面体系。如下图 1，bc 段梁截面为一个定值，但 ab、cd 段由于与柱交接，

截面不再同 bc 段。使得梁柱杆件在以节点中心长度进行受力分析时会出现两段不同的刚度，

交接处刚度大于构件刚度。为了更好的模拟结构整体刚度，规范中引入了节点域这个概念，

就是将杆件两端的某一区域等效为刚度无穷大的刚片而杆件长度不变，这样就简化了计算且

更加真实的反应结构刚度。 

 

图 1  

2）、设计如果中不考虑梁端刚域，在竖向荷载作用下会放大其效应，梁的受力会偏于保

守。但是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可能会出现不安全情况，即实际受力大于按不考虑梁端刚域模型

分析出的内力，尤其是对水平力起控制作用的结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a、没有考虑刚

域会造成梁端或者柱端弯矩偏小，b、没有考虑刚域会造成梁端或者柱端剪力偏小，c、没有

考虑刚域、结构的整体刚度会偏低，对于地震烈度较高的地区，可能会降低了地震作用。 

3）、刚域的这个概念是针对框架，对次梁并不适用。 

为了更好的说明以上观点，笔者以实际工程为例，采用盈建科软件进行对比分析，建立

模型 1（不考虑刚域）和模型 2（考虑刚域）。工程位于四川甘孜州，为 3 层混凝土框架结

构，主要跨度为 7.2 米，层高为 4.8 米；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0.2g）、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场地类别为Ⅱ类，基本风压为 0.45KN/m2,基本雪压为 0.5 KN/m2。 

1.1 基本周期及位移角的对比 

表 1.1 

 模型 1 模型 2 

周期 T1=0.7142 T1=0.6941 



T2=0.7075 T2=0.6861 

位移角 
X 1/723 1/741 

Y 1/753 1/779 

由上表可知在考虑梁柱端刚域后，结构的整体刚度明显提高，说明考虑刚域对结构的整

体指标是有利的。 

1.2 竖向荷载受力分析 

由于篇幅有限，本次以恒载作用下，一层中柱及相交梁进行对比。 

 

图 2 模型 1 恒载作用下内力图 



 

图 3 模型 2 恒载作用下内力图 

对比图 2、图 3 可知考虑刚域后模型 2 梁的跨中弯矩所减少，大概降低了 5.3%。对于支

座弯矩，模型 1 输出的节点中心的弯矩值，模型 2 输出的是刚域边的弯矩值，由抗规 6.3.3

条可知计算梁配筋时应用与柱交界面的组合弯矩设计值，故在实际配筋时应以交界面的弯矩

值作为控制内力，对比图 2、图 3 可知在考虑梁端刚域后，梁柱交界面处梁的弯矩值 X 向有

所降低，但幅度并不大， Y 方向梁弯矩反而增大；说明考虑刚域后影响了梁、柱刚度进而影

响了内力分布，而并不是对弯矩进行了折减。 

1.3 地震作用分析 

 

图 4 模型 1 地震剪力图 



 

图 5 模型 2 地震剪力图 

由图 4 与图 5 可知，模型 2 的地震剪力较模型 1 有明显增加，增加幅度约为 2.6%，幅

度并不大，主要是建筑高度较低，地震力并不是很大。但仍可说明在考虑刚域后结构的地震

力会增大，进而导致框架承担的弯矩和剪力会增加。 

1.4 配筋分析 

  

图 6 模型 1 配筋图 图 7 模型 2 配筋图 

由上图可知考虑刚域与不考虑刚域的两个模型配筋并没有显著改变，这是由于在验算地

震组合中考了地震承载力调整系数，使得非地震组合的配筋并不小于地震组合的配筋，导致

两个模型配筋基本一致；但对于高层建筑，地震力的影响则会显著上升，将会出现考虑刚域

后地震作用增加幅度较大时，此时如果仍按不考虑刚域的影响进行计算，则会偏于不安全。 

二、在梁的裂缝验算时是否还能再考虑支座宽度的影响？ 

如今的主流是大多数设计人员认为在考虑刚域后就不能考虑支座宽度的影响；盈建科软



件在梁施工图帮助文件中也有说明：如果计算软件考虑了节点刚域的影响，则计算时不宜再

考虑此项折减，见图 8。笔者认为在考虑刚域后仍可以考虑支座宽度对裂缝的影响，有以下

几个观点作为说明。 

 

图 8 

1、考虑支座宽度对裂缝的影响，笔者认为是用支座边的弯矩或者是对支座中心弯矩考

虑一个折减系数再用来验算裂缝宽度。 

2、考虑刚域并不是已经考虑了支座宽度，前者针对的是结构刚度，后者体现的裂缝开

展的规律，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刚域对裂缝的影响并不是直接体现在支座宽度上，而

是影响结构整体受力进而影响构件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3、刚域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次梁，只是针对框架。 

4、验算裂缝时一般采用准永久组合或者标准组合，地震作用不参与，故考虑梁端刚域

后框架梁裂缝的计算值可能会有一定改善。 

为了更好的说明上述观点，仍用前面使用的模型 1、2 进行分析。在分析前模型 1、2 都

按不考虑支座影响生成梁施工图，再将模型 2 生成的施工图导入到模型 1 中进行验算。 



  

图 9 模型 1 不考虑支座影响 图 10 模型 1 考虑支座影响 

  

图 11 模型 2 不考虑支座影响 图 12 模型 2 考虑支座影响 

由图 9~12 可知在无论考虑梁端刚域与否，在考虑支座影响时，支座上表面裂缝都得以

减小；且对比同一模型可以发现梁的跨中下表面裂缝并没有变化，不受支座宽度的影响；同

时也说明在验算裂缝时考虑支座宽度的影响只会对梁上表面裂缝产生影响。对比图 9 与图

11 或图 10 与图 12 可知次梁在相同的支座条件下，裂缝的大小都相同，这样同样证明是否

考虑刚域对次梁是没有影响的。框架梁在考虑刚域的情况下，跨中和支座处的裂缝都有所减

小，主要原因是由于考虑刚域后，竖向荷载产生的效应会有所减弱，但这种受力是真实存在

而并不是说考虑刚域就是对弯矩进行折减。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设计过程中宜考虑节点域以更加真实的模拟结构刚度及受力。

支座宽度对裂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支座表面裂缝不会影响跨中下表面裂缝，说明只是在验算

支座裂缝时，验算的截面选取位置不同，并不是对弯矩折减。考虑刚域后仍可以考虑支座宽

度对裂缝的影响，考虑刚域只为了更加真实的反映结构整体受力并不是对受力进行折减。 

编者注：对支座计算裂缝的弯矩取值，软件考虑到传统的计算公式是按无刚域的结果计

算(弯矩偏大)以及工程经验和市场反馈，给出了“不折减”、“取支座边缘弯矩”、“按经验公



式折减”三个选项供用户选择使用。其中，“不折减”采用的是支座中心处弯矩 Mmax；“取支

座边缘弯矩”是将支座中心处的弯矩值按照支座宽度线性内插到支座边缘处求解折算内力；

“按经验公式折减”是在计算支座处裂缝时直接按软件默认公式或用户编辑的公式进行折

减，公式中的内力都对应支座中心处内力。如果计算时考虑了梁端刚域，梁计算长度及端截

面位置是取到刚域边的，梁端内力输出的已经是扣除刚域部分的值了，此时裂缝计算会将这

个内力直接当做支座中心处内力, 相对于无刚域的内力结果，该值偏小，为保证施工质量, 

传统设计习惯都是建议不宜同时使用“梁端刚域”和“支座弯矩折减”这两个参数的。但对

于受力较大的关键节点, 算裂缝时不折减弯矩使支座负筋配置量增大, 这一方面增加了工程

造价(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另一方面使得梁柱节点区域的钢筋变得更加拥挤, 增加了施工难

度。 

 针对这个矛盾, 作者在本文第一部分辩明设置梁端刚域是为了使承载力计算更接近实

际,同时使用数值实验阐明了适宜设置梁端刚域的情况及设置了刚域对结构分析的影响。在

本文第二部分, 作者说明了支座弯矩折减是为了使支座处裂缝计算更加接近实际,  承载力

分析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析是两个不同设计阶段, 理论上讲并不是说设置了梁端刚域一

定不能对算裂缝时使用的弯矩进行折减。 

 有梁端刚域的梁, 在计算裂缝时支座弯矩需要新的折减公式。这个公式一定是根据实验

研究和设计经验总结出的。本文并没有给出这个公式, 广大设计师及盈建科用户关于这个问

题如有经验及兴趣,欢迎来函与作者和编者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