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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K多塔及连体常见问题分享

u多塔结构建模设计

u多塔结构结果查看及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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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多塔结构建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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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定义

《高规》2.1.15  多塔楼结构 multi-tower structure with a common po-dium

        未通过结构缝分开的裙楼上部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塔楼的结构

《高规》条文说明术语和符号

      “多塔楼结构”是在裙楼或大底盘上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塔楼的结构，是体型收进结构的一

种常见例子。一般情况下，在地下室连为整体的

多塔楼结构可不作为本规程第10.6节规定的复杂

结构，但地下室顶板设计宜符合本规程10.6节多

塔楼结构设计的有关规定。

最常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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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方式

非广义层：各塔楼部分，层高一致，工程
师可以选非广义层方式建模，共用标准层
方式。

  

如果各塔的层高并不统一，【多塔定义】
中可以直接不经过楼层组装表而修改塔高。
建议初步设计使用该功能，对于整体分析、
配筋设计等均可起作用。目前施工图各模
块暂未支持此功能。。

广义层：各塔楼部分，层高并不一
致，推荐工程师按广义层方式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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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高规》5.1.14 条：“对多塔楼结构，宜按整体模型和各塔楼分开的模型分别计
算，并采用较不利的结果进行结构设计。当塔楼的裙房结构超过两跨时，分塔楼模
型宜至少附带两跨的裙房结构。”

《广高规》11.6.3‐4 条：“大底盘多塔结构，宜按整体模型和各塔楼分开的模型
分别计算，整体建模主要计算多塔楼对大底盘部分的影响，分塔楼计算主要验算各
塔楼扭转位移比。”

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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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整体模型-非广义层必要性

1、风荷载不同

未多塔划分 多塔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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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整体模型-非广义层必要性

2、强制刚性板假定下的处理不同

   

未多塔划分 多塔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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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整体模型-非广义层必要性

3、地震力偶然偏心的计算，划分后软件分别对各分塔做偶然偏心计算

4、层统计参数的分塔分层输出，定义多塔以后，分塔分层输出的层统计参数有：

（1）位移比和位移角；

（2）剪重比；

（3）刚重比；

（4）层刚度比；

（5）楼层抗剪承载力比；

（6）塔楼为框剪结构时，框架部分柱剪力、框架柱部分的倾覆弯矩所占比例（依据

该输出结果按《抗震规范》6.1.3 条第 1 款确定框架部分的抗震等级）；

（7）当结构中存在短肢剪力墙时，每塔楼内柱及短肢墙所承受的倾覆弯矩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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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各塔楼子模型

       对于多塔结构的裙楼和大底盘部分，合塔整体模型的计算结果完全可以直接使用，没
有必要再与分塔模型比较取大。软件仅对地下室以上的塔楼部分进行包络设计，而对裙楼
（不包含塔楼部分）和地下室部分不进行包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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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各塔楼子模型

  各塔楼子模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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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功能演示

多塔划分



u多塔结构结果查看及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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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查看

整体
       配筋：默认显示整体模型配筋结果，裙

房和地下室采用整体模型配筋结果，塔楼部

分采用整体模型和各塔楼子模型包络结果。

       指标：整体模型多塔划分统计结果

塔1、塔2
    配筋：各塔楼子模型配筋结果

    指标：各塔楼子模型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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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查看

哪些计算内容应在整体模型中得出

（1）裙房和大底盘部分裙房和大底盘部分的设计结果应在合塔的整体

模型中得出，正如《广高规》11.6.3‐4 的说明：大底盘多塔结

构，。。。整体建模主要计算多塔楼对大底盘部分的影响；

（2）基础设计应在合塔的整体模型下进行；

（3）对合塔模型必须进行多塔划分的计算内容，如上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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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查看

哪些计算内容应在分塔子模型中得出

    周期比应在各个单塔的计算模型中得出。

  《高规》10.6.3‐4：“大底盘多塔结构，可按本规程 5.1.14 条规定的整体和分

塔楼计算模型分别验算整体结构和各塔楼结构扭转为主的第一周期与平动为主的第一

周期的比值，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3.4.5 条的有关要求。”

  《广东高规》11.6.3‐4：“大底盘多塔结构，宜按整体模型和各塔楼分开模型分

别计算，整体模型主要计算多塔楼对大底盘结构的影响，分塔楼计算主要验算各塔楼

的扭转位移比，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3.4.5 条的有关要求。”

     从目前合塔的整体模型中，很难计算出各个单塔各自的扭转为主的第一周期与

平动为主的第一周期，因此各塔楼的周期比只能在各分塔计算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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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节点归并

对多塔模型进行分析时，多塔划分
应当干净彻底。如果存在分塔拆分
不彻底时，就会出现分塔数据中彼
此包含、混乱的问题，在拆分各塔
构件时，如遇到拆不出来的情况，
构件或节点间的归并是造成这种情
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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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2 多塔风荷载设缝遮挡
这里所说的“缝”主要指伸缩缝、沉降缝和防
震缝。仅就上部结构而言，“缝”将结构划分
成几个较为规则的抗侧力结构单元，各结构单
元之间完全分开。带缝结构是多塔结构塔与塔
之间相邻很近的特例，上部结构通过“缝”划
分为几个独立的结构单元。由于缝的宽度不是
很大，在风荷载作用下，各结构单元的迎风面
与多塔的迎风面不同，缝隙面不是迎风面，因
此带缝结构应定义风荷载遮挡边。软件在计算
遮挡边的风荷载时，自动读取参数中的“背风
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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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 分塔参数
   1）计算参数与分塔参数相互关系。

   总参数设置都是作为分塔参数设置的缺省参数，

所以总参数中的设置应尽量和大部分的塔楼结构形

式一致，这样可以减少分塔参数中手工修改的工作

量，减少用户分塔参数设置出错的概率。而软件在

进行配筋设计时，始终是按分塔参数的设置进行配

筋的。

    2）分塔参数中的 0.2V0 调整参数主要

是针对框剪结构、筒体结构的框架部分剪力

调整。两处参数填写的数值与用户建模方式

有关，现以具体算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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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 分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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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 分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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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模型中第三标准层，第四标准层的中庭周边
梁在修改完第六标准层再运算后配筋异常

原因分析：模型设置了自动划分多塔并配筋分塔
与整体包络取大，当分塔设置不合理时会导致分
塔本身计算结果不正确，取大后，配筋简图中显
示的是取大后的结果，所以显红。

4 分塔与整体取大值时配筋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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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塔的结果可以在计算简图中“自动分塔
示意”查看，这个模型第5塔划分的不合理，
配筋显红的这位置形成了很长的悬挑梁，分塔
配筋出了问题最终导致包络取大后的模型有问
题。

常见问题

4 分塔与整体取大值时配筋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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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5 多塔结构当底盘质量占整体结构质量比例过高时，有效质量系数经常不容易
满足要求，如何解决？

      对于这种结构，因为底盘部分集中了大部分质量，每个小塔楼质量均不大，而在前 
N 阶周中，振动均发生在多层的小塔楼上面，所以质量系数不容易达标。从结构整体上
考虑，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局部振动”。此时可以采用加大阵型数量或者采Ritz 向量法
来解决。

RITZ向量法 
在使用传统算法即WYD-RITZ法计算大规模多塔、大跨、竖向
地震等时，有时计算的振型数很多（几十个甚至一百几十个）
但仍达不到需要的质量参与系数时，用户可以考虑选择Ritz向
量法计算地震作用。Ritz向量法在Etabs等著名软件中也有提供，
它可以通过计算不多的振型个数（一般50个以内已经足够）达
到要求的质量参与系数。 



u连体结构建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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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定义

《高规》2．1．14  连体结构 towers linked with connective 

structure(s)

        除裙楼以外，两个或两个以上塔楼之间带有连接体的结构。

《高规》条文说明术语和符号

      “连体结构”的连接体一般在房屋的中部或顶部，连接体结构与塔楼

结构可采用刚性连接或滑动连接方式。

《高规》10.5 连体结构（特殊规定：竖向地震，构造措施，连接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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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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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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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整体模型

        对于连体结构，推荐的建模方式是将连
体部位相关的两塔与连体建为同一楼层，相应
的在多塔划分时连体及相关两塔为同一塔号，
一般软件自动划分的效果如左图。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多塔划分

      通过【修改塔号】修改，将原先
连体上方右侧塔楼改为 2 塔，再将原
先 3 塔改为 1 塔。
    【立面显示】菜单中多塔的连接关
系正常，没有脱开、交错等情况，则
对于剪力、剪重比、受剪承载力比、
刚度比等楼层指标的统计均能正确进
行。

整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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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塔划分

   《高规》10.5.7 要求刚性连接的连体结构，当连体部分的楼板较弱时，宜补充分
塔楼模型计算分析。此时除了对连体结构进行整体计算外，还要考虑塔楼独自受
力的模型。
      用户可以拷贝出一份模型并删除连接体，只考虑各塔楼单独受力的情况。也可
以先勾选分塔与整体取大值，再使用【划分拆分范围】功能，在连体及其上部所
有楼层围出主塔部分范围，来考虑分塔模型。

分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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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地震

      根据《高规》4.3.14、规定及
相关条文说明，大跨结构、悬挑结
构、转换结构及连体结构的连接体
等宜采用时程分析方法或者振型分
解反应谱法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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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地震

“计算水平和竖向地震作用（局部模型独立求解）”，这种算法是在竖向地震和水平地震分别独
立求解的基础上进行的，由用户指定需要考虑竖向地震的局部模型范围，如大跨度或悬挑部分，
软件在考虑整体结构刚度的基础上，仅考虑局部模型范围的质量进行竖向地震作用计算。这样竖
向地震的参与质量系数以对应的大跨、悬挑部分的局部模型为考量，便于计算出满足要求的竖向
地震质量参与系数，有效避免根据规范剪重比限值控制的放大系数过大，从而保证了竖向地震的
正常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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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属性

     对于复杂楼板形状的结构工程，如楼板有效宽度较窄的环形楼面或其他有大开洞楼面、
有狭长外伸段楼面、局部变窄产生薄弱连接的楼面、连体结构的狭长连接体楼面等场合，
楼板面内刚度有较大削弱且不均匀，楼板的面内变形可能会使楼层内抗侧刚度较小的构
件的位移和内力加大(相对刚性楼板假定而言)，计算时应考虑楼板面内变形的影响。

通过楼板属性定义弹性膜或者弹性板6来
考虑楼板面内变形的影响



u连体结构结果查看及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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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查看

     整体模型塔楼范围层间位
移角等查看可以通过统计当前
来提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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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连体结构恒载内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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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连体结构恒载内力异常

查看连体部分，总共由 4 个楼层组成，其主要支撑体系
分布在上面的两个楼层，但是施工次序中把下面的两个
楼层单独设置为一个施工次序，结构不稳定，造成连体
部分恒载的内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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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YJK 计算连体结构层刚度比时按照
规范算法：取连体下层与连体整层
刚度比较，PKPM 的处理则是用连
体层刚度除以连体层以下塔数所得
的层刚度去进行层刚度比计算。

2 连体层刚度比计算差异

  Ratx1，Raty1 : X，Y 方向本层塔侧移刚度与上一层相应塔侧移刚度70%
的比值或上三层平均侧移刚度80%的比值中之较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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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2 连体层刚度比计算差异

    对于连体层刚度比的计算，规范没有
明确的规定，就结构本身而言，连体以下
楼层本来就存在竖向不规则的变化，建议
都按薄弱层来进行结构设计，以确保结构
设计的安全。

人为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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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 连体层剪重比分配

      对于连体结构，软件在分配连体处楼层地震剪力和上方楼层重力荷载代表
值时，按与连体相邻下层各塔楼重力荷载代表值所占比例分配。

17层1塔G1=14470.48/2.547％=568138.2018
17层2塔G2=6732.79/2.563％=262691.76
18层G3=20061.87/2.604％=77042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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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 连体层剪重比分配

17层1塔G4=29576+11660=41236
17层2塔G5=17232+1706=19065
17层本层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G4+G5=60301
17层1塔b1=41236/60301=0.684
17层2塔b2=19065/60301=0.316

17层各塔分配的18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为
17层1塔G6=568138.2018-41236=526902
17层2塔G7=262691.76-19065=243626
分配比例为
17层1塔a1=526902/770425=0.684
17层2塔a2=243626/770425=0.316

       17层各塔分配的18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是根据17层各塔所
占本层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比例进行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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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 连体层剪重比分配

17层1塔G4=29576+11660=41236
17层2塔G5=17232+1706=19065
17层本层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G4+G5=60301
17层1塔b1=41236/60301=0.684
17层2塔b2=19065/60301=0.316

17层各塔分配的18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为
17层1塔G6=568138.2018-41236=526902
17层2塔G7=262691.76-19065=243626
分配比例为
17层1塔a1=526902/770425=0.684
17层2塔a2=243626/770425=0.316

       17层各塔分配的18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是根据17层各塔所
占本层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比例进行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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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4 连体广义层建模弹性时程剪力不正确

       目前弹性时程不支持连体结构按
照广义层建模形式，求得的剪力比不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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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4 连体广义层建模弹性时程剪力不正确

       目前弹性时程支持连体结构按照
非广义层建模形式，复制一个模型按
照非广义层建模，弹性时程求得的剪
力比反填到广义层模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