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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增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标准》DG/TJ 08-9-2023

1.1 全面支持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标准》DG/TJ 08-9-2023

在 “前处理 ”模块 -“计算参数 ”-“结构总体信息 ”-“所在地区 ”处选择 “上海抗规

DG/TJ08-9-2023”，软件在后续计算中，涉及新标准中的条款都将按照新标准的要求进行计算

和设计。

需注意，由于目前还无法购买到最新的纸质版规范，本次支持的条文均基于最新的上

海市《建筑抗震设计标准》报批稿，如之后纸质版相对报批稿有修改，软件将尽快在后续

的版本予以更新。

1.2 依据 3.1.2 条、3.2.2 条，联动设防烈度及特征周期

选择“上海抗规 DG/TJ08-9-2023”后，“计算参数”-“地震信息”页中的“设防烈度”

会联动为 7（0.1g），“设计地震分组”会联动为二组，特征周期在选择Ⅲ、Ⅳ类场地后，联

动为 0.65s、0.9s 以及 1.1s，对于其他场地类别，仍按全国规范的数值联动。

1.3 依据 3.10 节、附录 K，进行性能设计

软件在“计算参数”-“性能设计”菜单下增加“性能设计（上海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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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中，在“计算参数”-“性能设计”中选择性能设计（上海抗规），“地震水准”可

以选择“中震”或“大震”，“性能水准”可分别选择“1、2、3、4”和“2、3、4、5”。
针对规程 K.1.1，软件默认底部加强区剪力墙、转换柱及转换梁为关键构件，其他剪力

墙、框架柱、支撑为主要构件，普通梁、连梁为次要构件。
表 K.1.4 构件设计和验算方法

构件类别

性能水准
关键构件 主要构件 次要构件

1 弹性设计 弹性设计 弹性设计

2 弹性设计

正截面不屈服设计、斜

截面弹性设计(变形检

验)

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

计、斜截面不屈服设计

(变形检验)

3
正截面不屈服设计、斜

截面弹性设计(变形检

验)

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

计、斜截面不屈服设计

(变形检验)

正截面变形检验、斜截

面极限承载力设计(变
形检验)

4
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

计、斜截面不屈服设计

(变形检验)

正截面变形检验、斜截

面极限承载力设计(变形

检验)
变形检验

5
正截面变形检验、斜截

面极限承载力设计(变形

检验)

正截面变形检验、斜截

面最小截面设计(变形检

验)
变形检验

软件根据用户选择的“地震水准”及“性能水准”，区分以上三种构件类型，对所有构

件给出默认的正、斜截面的弹性、不屈服、极限承载力、最小截面及不考虑，具体原则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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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斜截面，当验算方法为“不屈服”或“极限承载力”时，除了按对应公式验算受剪

承载力，会同时根据 K.1.9 公式验算其最小截面；当验算方法为“最小截面”时，则不再验

算受剪承载力，只根据 K.1.9 公式验算其最小截面。

对于软件默认给出的各构件的验算方法，用户可以在“特殊构件定义”-“性能设计”-
“上海抗规《DG/TJ 08-9-2023》”菜单中进行修改，见下图：

在 K.1.6-K.1.9 条中，《上海抗规》给出设防烈度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各类构件的弹

性、不屈服、极限承载力、最小截面设计的验算公式：

“K.1.6 在进行设防烈度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各类构件的弹性设计时，应不考虑抗震
等级的地震效应调整系数，不计入风荷载效应的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按下式验算抗震承载力：

 1,G GE E Ek
RE

RS S I     （K.1.6）

K.1.7 在进行设防烈度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各类构件的不屈服设计时，应采用不计
风荷载效应的地震作用标准组合，按下式验算抗震承载力：

 1,GE Ek kS S I R  （K.1.7）

K.1.8 在进行设防烈度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各类构件的极限承载力设计时，应采用
不计风荷载效应的地震作用标准组合，按下式验算极限承载力：

 1,GE Ek uS S I R  （K.1.8）

K.1.9 在进行设防烈度地震或罕遇地震作用下各类构件的斜截面最小截面设计时，对
于钢筋混凝土竖向构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式要求：

 1 0, 0.15GE Ek ckV V I f bh  （K.1.9）”

软件根据上述公式，对构件进行验算。

注意，高级选项有选项“剪压比验算采用配筋对应的内力”，该选项会影响到当抗剪配筋

计算用内力与剪压比最不利内力不是同一组时，构件信息中剪压比超限信息的输出。故如果

构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为极限，剪压比为最小截面时，会导致输出结果不合理。建议选择上

海抗规后，将该选项改为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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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据 5.1.5 条，修改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选择“上海抗规 DG/TJ08-9-2023”后，软件根据当前的“特征周期”、“结构阻尼比”“地震

影响系数最大值”，按照新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进行地震作用的计算。

1.5 依据 5.4.1 条，联动荷载分项系数

选择“上海抗规 DG/TJ08-9-2023”后，软件将“组合系数”中的“恒荷载分项系数”、“活

荷载分项系数”、“风荷载分项系数”、“重力荷载分项系数”及“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自

动联动为 1.3、1.5、1.5、1.3 和 1.4。即使没有勾选“执行《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或“采用通用规范”，依然按照上述分项系数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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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据 5.5.1 条，自动判断嵌固端上一层位移角限值

《上海抗规》表 5.5.1，给出了“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板-柱-抗
震墙”、“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筒中筒”、“钢筋混凝土框支层”等 6 种结构类型的嵌固端上

一层的位移角限值，见下图：

图 9
在“计算参数”-“结构总体信息”-“结构体系”中选择这 6 种结构类型后，软件在

wdisp 中对嵌固端上一层的位移角进行单独输出，并在文本 NEW 及整体计算书中，对比表

中的限值，对超限结果以红色显示。

1.7 依据 6.1.18 条，楼梯间梁、柱抗震等级提高

当结构体系选择为“框架结构”，软件自动判断用户在建模中布置的楼梯，对楼梯四周

的框架梁、柱自动执行抗震等级提高一级，已为一级不再提高。

1.8 依据 6.3.6 条，计算叠合柱的轴压比

软件目前只支持钢管内有混凝土的叠合柱，按照《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

T/CECS 188-2019 计算。当选择“上海抗规 DG/TJ08-9-2023”后，对于叠合柱的轴压比，会

按照《上海抗规》公式 6.3.6-2 进行计算（两者的公式是一样的，故结果不会有变化），并同

时判断中心区钢管壁厚是否小于 4mm，径厚比是否大于 70。当超限后，在构件信息中给出

提示。

除以上几项外，叠合柱的构件设计及其他要求仍执行《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

T/CECS 188-2019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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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据 6.4.5 条，提高端柱的抗震构造措施等级

选择“上海抗规 DG/TJ08-9-2023”后，软件自动判断端柱和与其相连墙的抗震构造措

施等级，如墙的抗震构造措施等级大于柱，则将柱的抗震构造措施等级提升至与墙一致。反

之则不变。

需注意，软件没有判断端柱是否有集中荷载，而是对所有端柱都执行该条。

1.10 依据 6.7.1 条，执行框筒结构二道防线

在结构类型选择“框筒结构”或“筒中筒结构”后，自动按照该条执行对剪力墙及框架

柱的剪力放大。

当框架柱的最大层剪力小于基底总剪力的 10%时，1）柱的剪力放大到 10%的底部总地

震剪力；2）墙的剪力放大 1.1 倍，并且没有不大于底部总地震剪力的限制；3）规范中没有

提到墙的抗震构造措施等级，高级选项中有对应选项，见下图，仍默认勾选，用户可选择取

消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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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程序优化及 bug修改

2.1 修正层间编辑绘制直线会崩溃的问题（建模）

2.2 修正带空间结构或纯空间结构，旋转、镜像、拖拽会崩溃的问题（建模）

2.3 优化 wmass、文本 NEW 及计算书中的“设计参数”输出（设计结果）

2.4 修正钢梁剪应力比显紫不起作用的问题（设计结果）

2.5 修正“设置”里面的“配筋编号简图显示建模截面简称”不起作用的问题（设

计结果）

2.6 修正勾选隔震分部设计法+性能包络设计，无子模型切换的问题（隔震）

2.7 修正非有限元承台裂缝计算使用截面总弯矩的问题（基础）

非有限元承台的裂缝计算，受拉钢筋应力计算时配筋面积取得每延米实配的值，但弯矩

取得验算截面总值，导致裂缝计算偏大，V6.0.0 修改为弯矩按每延米的弯矩取值计算。

2.8 预设的加腋板板底通长筋面积满足计算面积要求，但在绘图时仍选出了板底

补强筋（8@150）（施工图）

2.9 加腋板设置裂缝限值为 0并勾选裂缝选筋后，程序进入死循环（施工图）

2.10 柱施工图中，当参数勾选每个截面只用一种直径的纵筋时，异形柱的分布

纵筋没有绘制出来（施工图）

2.11 柱施工图，当选筋库中均为并筋形式时，程序选筋时崩溃（施工图）

2.12 新版参数界面，梁施工图中，悬挑梁和空心楼盖肋梁选筋库打开未显示直

径选项（施工图）



YJK6.0（上海新抗标专版）说明

8

2.13 修正 V5.3.0 版本部分情况下楼板实配钢筋层间复制不成功的问题（此问题

仅在 V5.3.0 版本存在）（鉴定加固）

2.14 修正 V5.3.0 版本砌体执行全部计算时，提示无用的梁数检信息异常的问题

（此问题仅在 V5.3.0 版本存在）（鉴定加固）

2.15 修正个别情况下安全性鉴定报告无法读取用户自定义的构件承载能力项评

定等级的问题（鉴定加固）


	第一章 新增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标准》DG/TJ 08-9-2023 
	1.1 全面支持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标准》DG/TJ 08-9-2023
	1.2依据3.1.2条、3.2.2条，联动设防烈度及特征周期
	1.3依据3.10节、附录K，进行性能设计
	1.4 依据5.1.5条，修改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1.5 依据5.4.1条，联动荷载分项系数
	1.6 依据5.5.1条，自动判断嵌固端上一层位移角限值
	1.7 依据6.1.18条，楼梯间梁、柱抗震等级提高
	1.8 依据6.3.6条，计算叠合柱的轴压比
	1.9 依据6.4.5条，提高端柱的抗震构造措施等级
	1.10 依据6.7.1条，执行框筒结构二道防线

	第二章 程序优化及bug修改
	2.1修正层间编辑绘制直线会崩溃的问题（建模）
	2.2修正带空间结构或纯空间结构，旋转、镜像、拖拽会崩溃的问题（建模）
	2.3优化wmass、文本NEW及计算书中的“设计参数”输出（设计结果）
	2.4修正钢梁剪应力比显紫不起作用的问题（设计结果）
	2.5修正“设置”里面的“配筋编号简图显示建模截面简称”不起作用的问题（设计结果）
	2.6修正勾选隔震分部设计法+性能包络设计，无子模型切换的问题（隔震）
	2.7修正非有限元承台裂缝计算使用截面总弯矩的问题（基础）
	2.8预设的加腋板板底通长筋面积满足计算面积要求，但在绘图时仍选出了板底补强筋（8@150）（施工图
	2.9加腋板设置裂缝限值为0并勾选裂缝选筋后，程序进入死循环（施工图）
	2.10柱施工图中，当参数勾选每个截面只用一种直径的纵筋时，异形柱的分布纵筋没有绘制出来（施工图）
	2.11柱施工图，当选筋库中均为并筋形式时，程序选筋时崩溃（施工图）
	2.12新版参数界面，梁施工图中，悬挑梁和空心楼盖肋梁选筋库打开未显示直径选项（施工图）
	2.13修正V5.3.0版本部分情况下楼板实配钢筋层间复制不成功的问题（此问题仅在V5.3.0版本存
	2.14修正V5.3.0版本砌体执行全部计算时，提示无用的梁数检信息异常的问题（此问题仅在V5.3.
	2.15修正个别情况下安全性鉴定报告无法读取用户自定义的构件承载能力项评定等级的问题（鉴定加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