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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一、软件主要功能 

盈建科二维门刚设计软件简称YJK-MG2D，可以快速完成门刚参数化模型荷载输入、

结构分析和构件验算，节点设计与施工图绘制，门刚基础设计。 

适用于门式刚架快速建模和交互建模，也适用于其它结构形式的交互建模。构件材

料可以是钢，也可以是混凝土。 

提供二维门刚辅助设计工具箱有檩条、墙梁、隅撑、抗风柱、支撑、吊车梁等构件

的计算和绘图。 

提供丰富的参数化门刚形式，单跨、双跨、多跨、单坡、双坡、抗风柱、挑檐、天

窗架、高低跨、单层或两层夹层、牛腿、女儿墙等多种样式门式刚架结构。 

提供方便快捷的交互布置功能，网格输入与编辑、导入CAD网格，丰富的构件截面类

型，多种荷载工况类型统一管理机制，全面的杆件连接约束类型。 

提供多种荷载工况并统一管理自动组合，恒载、活载、雪荷载、风荷载、吊挂恒载、

吊车荷载（桥式、双轨悬挂、单轨悬挂、抽柱吊车）、温度荷载、自定义荷载工况。 

提供杆端不同约束设置，铰接、刚接、滑动支座、弹性支座等。 

前处理与计算提供丰富的计算参数和特殊构件属性定义，支持防火设计、二阶弹性

分析、单拉杆非线性计算。 

设计结果提供丰富的简图结果有荷载简图、应力与配筋简图、防火简图、高厚比简

图、计算长度简图、内力简图、变形图等。提供全面的结果文件有文本计算书、word版

计算书、超限信息、计算长度系数、构件信息和详细构件计算书。 

基础建模支持交互布置多种基础形式，并自动进行基础计算设计和基础施工图绘制。 

钢结构施工图提供丰富的门刚各种类型的节点样式，门刚梁柱节点、梁梁拼接节点、

梁托柱节点、牛腿节点、天窗架节点、悬挂吊车节点、抗风柱节点、女儿墙柱节点等，

并自动进行节点验算。生成精准的三维造型、绘制刚架施工图和节点详图并进行工程量

统计。 

二、相关规范、标准 

软件在设计时主要以下列规范、规程、标准作为编制依据： 

（1）《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设计规范》（GB51022-2015）； 

（2）《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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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 年版）； 

（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5）《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6）《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7）《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8）《钢结构连接节点设计手册》(第四版) 

三、软件功能框图和界面 

二维门刚设计软件由八大部分组成，分别是轴线网格、构件布置、荷载布置、约束

布置、其他数据、结构计算、基础设计、钢结构施工图。 

 

1.轴线网格 

新建模型或打开已建模型首先进入“轴线网格”模块。 

轴线网格包括的菜单有：门刚快速建模、网格输入、网格编辑和修改功能。 

 

门刚快速建模，是输入参数化快速建立多种形式的门式刚架结构模型。 

网格输入，程序提供了节点、直线、两点直线、平行直线、辐射线等的绘制。 

网格编辑，用于导入 DWG 网格，轴线显示影藏、清理网点和形成网点功能。 

修改，用于模型上进行连带网格、构件的复制、移动、旋转、镜像、延伸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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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件布置 

构件布置包括的菜单有：柱布置、梁布置、撑布置、单拉杆、计算长度和其他功能。 

 

柱布置，程序提供柱、抗风柱、夹层柱的布置和删除、修改功能，并提供变截面柱

自动拟合和上下柱对齐功能。 

梁布置，程序提供梁、夹层梁的布置、删除和修改功能。 

撑布置，提供支撑布置和修改功能。 

单拉杆，用于单拉杆设置和删除。 

计算长度，用于计算长度设置和实际长度显示功能。 

其他，用于统计用钢量、显示截面尺寸和删除功能。 

3.荷载布置 

荷载布置包括两个模块分别为荷载布置和自定义荷载。 

荷载布置包括的菜单有：工况、快速布置荷载、荷载布置、荷载删除、荷载编辑和

荷载校核。 

自定义荷载包括的菜单有：工况、荷载布置、荷载删除、荷载编辑。 

 

 

工况，包括工况查看和活荷载工况编辑。 

快速布置荷载，可以实现参数化输入自动布置风荷载、雪荷载和活荷载。 

荷载布置，包括节点荷载、柱间和梁间荷载、吊车荷载（桥式、双轨悬挂、单轨悬

挂、抽柱吊车）、温度荷载。 

荷载删除，按照荷载类型删除荷载。 

荷载编辑，对恒载、活载、风荷载的查改和批量修改操作。 

荷载校核，对恒、活、风、雪荷载按荷载类型进行内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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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束布置 

约束布置包括的菜单有：约束布置、支座布置。 

 

约束布置，提供杆件铰接、刚接和节点铰接、删除设置。 

支座布置，提供约束的定义、删除和修改，支座的布置、删除和修改。 

5.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包括的菜单有：添加、复制、修改和删除附件重量。 

 

6.结构计算 

结构计算包括两个模块分别为前处理和设计结果。 

前处理包括的菜单有：计算参数、生成数据、计算简图、特殊构件定义、构件批量

修改、防火升温和计算并设计。 

 

设计结果包括的菜单有：编号、荷载简图、设计结果简图、标准内力简图、设计内

力、变形图、图形拼接和结果文件。 

 

计算参数，提供结构总体信息、二阶效应信息、地震信息、钢构件设计信息和荷载

组合信息的计算参数。 

生成数据，生成有限元数据。 

计算简图，用于显示节点、支座、梁柱支撑 ID、柱长系数和杆端约束。 

门刚构件，定义门刚构件，程序在门式刚架梁柱验算时，按照门刚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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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翼缘稳定，用于普通钢梁是否计算下翼缘稳定性设置，执行《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2017》第 6.2.7 条。 

加劲肋，执行《门刚规范 GB51022－2015》第 7.1.1-4 和 7.1.1-5 条的规定，工字形截

面构件腹板的受剪板幅，考虑屈曲后强度时，应设置横向加劲肋，板幅的长度与板幅范

围内的大端截面高度相比不应大于 3。 

特殊构件属性定义的宽厚比等级、长度系数、抗震等级、材料强度用于对应属性的

显示和修改操作。 

梁跨交互，用于主构件梁串串显示和设置成的主构件。 

构件修改，为单根构件的批量属性参数信息的修改功能。 

防火升温，提供按照《防火规范》GB51249-2017 第 3 章的承载力法进行钢结构构件

的防火验算。 

计算并设计，是结构基本有限元计算、地震作用计算、构件内力计算，各种整体指

标统计、设计指标计算、设计内力的各项调整、荷载效应组合和构件截面配筋的设计计

算。 

 

构件编号，展示构件的编号、节点、属性和截面尺寸结果。 

荷载简图，按照荷载类型绘制荷载简图。 

应力与配筋，显示钢构件应力比和混凝土构件的配筋简图，超限显红。 

防火结果，显示钢构件防火验算结果，超限显红。 

高厚比，钢构件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的计算值和限值结果，超限显红。 

计算长度，构件计算长度系数、计算长度和长细比计算结果和限值结果，超限显红。 

内力简图有标准内力、支座反力和内力包络结果简图。 

变形图，位移简图和振型图。 

图形拼接，对所有简图自动生成为一张视图上，可导入 CAD 图纸。 

结果文件，提供 Txt 文本计算书和 Word 版计算书，超限信息文本输出，计算长度系

数文本输出，构件信息文本输出和构件详细过程输出的计算书。 

7.基础设计 

基础设计包括四个模块分别为基础建模、基础计算及结果输出、基础施工图和地质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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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计为接上部二维门刚单榀数据计算结果进行的基础计算和设计。 

 

8.钢结构施工图 

钢结构施工图包括两个模块分别为钢结构施工图和节点工具箱。 

钢结构施工图包括的菜单有：导入、节点设计、施工图和设置功能。 

 

导入模型，导入建模模型和轴线网格。 

梁拼接位置，选择和取消拼接位置。 

全局参数，用于节点计算需要的计算参数、连接参数、门刚参数、节点域参数、梁

柱参数、柱脚参数、支撑参数、施工图参数。 

节点设置，为节点形式选择，节点设置对话框为左侧展示节点类型、右侧对应主要

计算参数修改和全局参数修改。 

节点设计，程序根据用户设定的参数读取建模模型及计算内力，生成钢结构节点三

维模型并进行节点设计及归并。 

刚架施工图，绘制刚架立面图和对应的节点详图，也包括图纸目录、设计总说明、

材料表以及标准焊接大样图。 

节点编辑，立面图纸中对节点进行重新设计和节点数据修改。 

计算书，提供 Txt 文本计算书和 Word 版详细计算书。 

辅助工具绘图，锚栓图、移动标注、标注工具、檩托工具和详图工具。 

显示开关，显示和影藏构件编号和节点编号。 

节点工具箱包括的菜单有：节点输入、节点参数、节点设计和节点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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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模型荷载输入 

模型输入的过程是：新建模型进入“轴线网格”模块，进行门刚快速建模或交互布

置网格操作；接着进入“构件布置”模块，进行构件级属性编辑操作；然后进入“荷载

布置”模块进行荷载查看编辑操作；最后进入“约束布置”模块，进行杆件连接关系查

看和定义。 

一、 轴线网格 

新建模型或打开已建模型首先进入“轴线网格”模块。 

新建工程文件：生成的工程文件名为“工程名.y2d”。 

轴线网格包括的菜单有：门刚快速建模、网格输入、网格编辑和修改功能。 

 

1.门刚快速建模： 

点击“门刚快速建模”，实现门刚多种形式参数化的模型输入，荷载根据设计信息

中的恒、活、风、雪荷载信息及门刚形式自动进行荷载导荷。 

提供的参数化门刚形式，有单跨、双跨、多跨、单坡、双坡、抗风柱、挑檐、天窗

架、高低跨、单层或两层夹层、牛腿、女儿墙等多种样式门式刚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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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式刚架快速建模输入操作方法：  

1）．输入总跨数；  

2）．输入当前跨号； 

3）．选择单跨信息形式为对称或不对称，双坡或单坡；  

4）．输入当前跨跨度；   

5）．依次输入当前跨参数，对称时只需输左边跨；  

6）．分段数：该坡存在不同截面的段数；  

7）．分段方式：等分或不等分；  

8）．分段比：每一分段的长度之比（数据间用空格分隔）； 例如：18 米等分为 3 

等份：分段数=3；分段方式为“等分”，程序默认为 1 1 1； 18 米分为长度为 6 米，8

米，4 米的三段，分段数=3；分段方式为“不等分”；分段比可输入：6000  8000  4000 

或 6  8  4 或 3  4  2。  

9）.复制已有跨功能：当跨数为 2 跨或以上时，存在跨间信息数据相同时可采用当前

跨复制已有跨数据。 

双坡多跨刚架：可以通过点取“双坡多跨刚架”快速生成模型。界面参数包括刚架

形式，柱高信息，坡度信息，柱距尺寸，分段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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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夹层的门式刚架：可以为每跨单独指定夹层的信息。首先勾选“夹层设置”，然

后点击“夹层参数”按钮，完成夹层信息设置，程序提供 4 种夹层样式，并可设置两层

夹层信息，不同跨之间可设置不同的夹层荷载。 

带抗风柱的端跨刚架：可以为每跨设置抗风柱的信息。首先勾选“抗风柱设置”， 然

后点击“抗风柱参数”按钮，设置抗风柱信息，填写抗风柱根数、间距、抗风柱类型。 

     

带天窗架的刚架：可以为每跨单独指定天窗架的信息。首先勾选“天窗架设置”，

然后点击“天窗架设置”按钮，设置天窗架信息，选择天窗架类型，填写对应类型的天

窗架尺寸。 

带女儿墙的刚架：通过点取“女儿墙柱”，设置左、右边女儿墙柱信息。 

带挑檐的刚架：通过点取“挑檐”，设置左、右边挑檐悬挑长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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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置桥式吊车荷载时，需要在快速建模参数中填写牛腿高度尺寸，程序会在牛腿

高度位置增加节点，此时在节点处布置吊车荷载。 

设计信息：  

根据门式刚架输入的结构形式，程序能够自动为所建模型生成杆件截面及刚铰接信

息，并根据输入的荷载信息，自动生成屋面的恒、活、风荷载。  

受荷宽度为所计算榀在垂直刚架方向（纵向）承受恒、活、风荷载宽度，对于中间

榀一般为纵向柱距，端榀一般为端榀与第二榀间距离的一半。  

对于门式刚架斜梁，可以设置所有斜梁平面外计算长度。  

自动生成风荷载计算规范有门刚规范和荷载规范。 

2. 网格输入 

 

程序提供的基本画图命令有：节点、直线、两点直线、平行直线、辐射线、圆弧、

折线、矩形、圆。 

（1）节点 

用于直接绘制节点，供以节点定位的构件使用，绘制是连续进行的。并提供定数等

分直线、定距离等分直线功能，在等分点自动形成节点。 

（2）直线 

绘制连续的直线。 

（3）两点直线 

点击两点形成直轴线。绘制是连续进行的。 

（4）平行直线 

绘制一组平行的直轴线。首先绘制第一条轴线，以第一条轴线为基准输入复制的间

距和次数，间距值的正负决定了复制的方向。以“上、右为正”，可以分别按不同的间

距连续复制，提示区自动累计复制的总间距。每组平行线绘制连续进行，Esc 键结束退出。 

（5）辐射线 

绘制一组辐射状直轴线；首先沿指定的旋转中心绘制第一条直轴线，输入复制角度

和次数，角度的正负决定了复制的方向，以逆时针方向为正。可以分别按不同角度连续

复制，提示区自动累计复制的总角度。每组辐射线绘制连续进行，Esc 键结束退出。 

（6）圆弧轴线 

提供多种方式绘制圆弧，可采用三点方式、圆心起点端点方式、起点圆心圆心角方

式、起点圆心端点方式来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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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折线 

绘制连续首尾相接的直轴线和弧轴线，按 Esc 可以结束一条折线，输入另一条折线

或切换为切向圆弧。 

（8）矩形 

通过点击或输入矩形两对角点，绘制一个与 X、Y轴平行的、闭合的矩形轴线。 

（9）圆 

输入圆心、半径完成一个圆的绘制。 

3. 网格编辑 

 

程序提供的网格编辑命令有：导入 DWG、轴线显隐、清理网点和形成网点。 

（1）导入 DWG 

用于把 Autocad 生成的网格线直接转成 YJK的轴线网格。 

 

 

（2）轴线显隐 

用来显示或隐藏网格的定位尺寸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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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理网点 

清除平面上没有用到的网格和节点。程序会把平面上的无用网点，如作辅助线用的

网格、从别的位置拷贝来的网格等得到清理，以避免无用网格对程序运行产生的负面影

响。网点的清理遵循以下原则： 

①网格上没有布置任何构件时。 

②节点上没有布置柱、斜杆。 

（4）形成网点 

可将用户输入的整段几何线条转变成多段网格线，并显示网点的总数。 

 

4.修改 

 

程序提供的修改命令有：复制、移动、旋转、镜像、延伸等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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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制 

可以从原对象以指定的距离创建对象的副本。选择要复制的对象，指定基点，指定

第二点完成操作。 

（2）移动 

可以从原对象以指定的方向移动对象。单击标签，选择要移动的对象，指定移动基

点，选定对象将移到由第一点和第二点间的方向和距离确定的新位置。 

（3）旋转 

可以绕指定基点旋转图形中的对象。单击标签，选择要旋转的对象。指定旋转基点。

绕基点拖动对象并指定旋转对象的终止位置点。 

（4）镜像 

创建选定对象的镜像副本。单击标签，选择需要镜像的构件，指定镜像直线的第一

点，指定第二点，左小角命令行输入是否删除源对象的选项 0（是）或 1（否）。 

（5）删除 

从图形中删除对象并清除显示。 

（6）拉伸 

拉伸与选择窗口或多边形交叉的对象。单击标签，使用窗交窗口选择来选择对象。

交叉窗口必须至少包含一个顶点或端点。指定拉伸基点，然后指定第二点，以确定距离

和方向。 

（7）延伸 

扩展轴线以与其他轴线或对象的轴线相接。单击标签，选择要延伸到的网格，鼠标

右键，选择延伸边界，右键结束命令。 

（8）裁剪 

单击标签，选择修剪边界，右键，选择修剪对象，右键结束命令。 

（9）平移节点 

单击标签，选择需要拖拽的节点，右键，选择基点，选择移动位置完成操作。 

（10）偏移 

单击标签，左小角命令行输入偏移距离，选择要偏移的对象，鼠标指定要偏移的一

侧上的点，右键结束命令。 

二、构件布置 

构件布置包括的菜单有：柱布置、梁布置、撑布置、单拉杆、计算长度和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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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柱布置 

柱布置，程序提供柱、抗风柱、夹层柱的布置和删除、修改功能，并提供变截面柱

自动拟合和上下柱对齐功能。 

 

 

柱，在建立的轴网上布置柱构件，且一根网格线只能布置一根柱，如果在已布置柱

的网格上再布置柱，则被当前柱替换。 

单击“柱”标签，弹出柱布置对话框，输入布置角度、布置偏心、变截面柱时选择

柱垂直边、点取添加，选择要定义的截面类型和尺寸，确定后柱截面参数显示在柱布置

列表中，选取需要布置的已定义好的截面类型，点取“布置”，选择要布置的柱网格，

右键结束命令。 

通过柱列表对话框中“显示”、“去重”、“清理”、“修改”、“复制”、“删

除”等功能对柱进行编辑操作。 

抗风柱，抗风柱布置同柱操作过程，同时抗风柱布置时可以带有抗风柱属性类型（是

否只传递风荷载）在图中以箭头表示。 

设置抗风柱，用于设置抗风柱传递风荷载和承担竖向力的属性，当抗风柱为仅传递

风荷载，且与刚架斜梁采用弹簧板连接节点时，可以填写相对刚架平面的偏心。 

设置夹层柱，程序对于夹层柱默认为普通柱不做为门刚柱，验算执行《钢结构设计

标准》构件验算，当为门刚柱时执行《门刚规范》构件验算。 

柱修改，为单根柱批量修改构件截面类型尺寸、布置偏心、角度、钢号、抗震等级、

横向加劲肋和宽厚比等级参数。也可双击“柱”构件进行柱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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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截面尺寸”可进行梁、柱、支撑截面信息修改。 

 

与下柱对齐，单击“与下柱对齐”选择与下柱对齐的构件，鼠标右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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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截面柱拟合，当变截面柱为两段不同截面，可通过拟合功能点击下柱和上柱程序

弹出拟合截面对话框，根据填写的上下柱变截面宽度程序实现自动拟合。 

2.梁布置 

梁布置，程序提供梁、夹层梁的布置、删除和修改功能。 

 

 

梁，在建立的轴网上布置柱构件，且一根网格线只能布置一根梁，如果在已布置梁

的网格上再布置梁，则被当前梁替换。 

单击“梁”标签，弹出梁布置对话框，点取添加，选择要定义的截面类型和尺寸，

确定后梁截面参数显示在梁布置列表中，选取需要布置的已定义好的截面类型，点取“布

置”，选择要布置的梁网格，右键结束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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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柱列表对话框中“显示”、“去重”、“清理”、“修改”、“复制”、“删

除”等功能对柱进行编辑操作。 

设置夹层梁，程序对于夹层梁默认为普通梁不做为门刚梁，验算执行《钢结构设计

标准》构件验算，当为门刚梁时执行《门刚规范》构件验算。 

梁修改，为单根梁批量修改构件截面类型尺寸、钢号、抗震等级、横向加劲肋和宽

厚比等级和刚度放大系数参数。也可双击“梁”构件进行梁修改操作。 

3.撑布置 

撑布置，提供支撑布置和修改功能。 

 

 

支撑，在建立的轴网上布置支撑构件，且一根网格线只能布置一根支撑，如果在已

布置支撑的网格上再布置支撑，则被当前支撑替换。 

单击“支撑”标签，弹出支撑布置对话框，输入布置角度、布置偏心、变截面柱时

选择柱垂直边、点取添加，选择要定义的截面类型和尺寸，确定后柱截面参数显示在柱

布置列表中，选取需要布置的已定义好的截面类型，点取“布置”，选择要布置的柱网

格，右键结束命令。 

通过柱列表对话框中“显示”、“去重”、“清理”、“修改”、“复制”、“删

除”等功能对柱进行编辑操作。 

支撑修改，为单根支撑批量修改构件截面类型尺寸、布置偏心、角度、钢号、抗震

等级、横向加劲肋和宽厚比等级参数。也可双击“支撑”构件进行支撑修改操作。 

4.单拉杆 

单拉杆，用于单拉杆设置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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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支撑杆件按拉杆设计时，可以定义单拉杆属性，操作流程首先设置单拉杆属性，

然后在计算参数的荷载组合下，在“组合表”选项页中把相关的组合设置为非线性属性。 

5.计算长度 

计算长度，用于计算长度设置和实际长度显示功能。 

 

 

计算长度，用于设置梁柱平面内外计算长度或柱长系数，执行 “计算长度” 菜单,

弹出设置构件长度对话框，用户可在左侧对话框栏中设置当前需要修改的计算长度方式，

然后设置修改值，最后点取“设置”按钮，鼠标选择构件进行设置。 

平面内计算长度系数默认值为-1，即计算长度系数由程序自动计算，程序确定计算长

度系数的方法依据《门刚规范》附录 A 进行计算。同时也可采用自定义值，此时输入自

定义值（正数），点取相应构件即可完成布置。 

平面外计算长度程序默认值为杆件几何长度，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应该取平面外有效

支撑点之间的间距，对于门式刚架二维模型，用户需要根据平面外支撑布置情况来修改

平面外计算长度。设置平面外计算长度的方式有两种，即直接输入计算长度和输入计算

长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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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刚规范》（GB51022-2015）中增加隅撑作为门刚梁平面外弹性支撑的计算方法。

门刚梁面外稳定确定方法，软件提供三个选项，分别为按支撑计算、按隅撑作为支撑点

计算、取支撑与隅撑支承计算的最小值。当选择“按支撑计算”时，需要用户根据实际情

况输入梁平面外的计算长度，直接布置在梁上；当选择“按隅撑作为支撑点计算”，需要

设置隅撑支撑相关信息，并将隅撑支撑信息布置在梁构件上。当选择“取支撑与隅撑支承

计算的最小值”，需要布置梁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和设置隅撑相关信息，然后程序按两者计

算后取最不利结果。 

实际长度为显示构件的实际几何尺寸长度。 

 

 

 

6.其他 

其他，用于统计用钢量、显示截面尺寸和删除功能。 

 

用钢量：程序按构件类型、规格、重量、材质输出工程量。构件工程量统计计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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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变截面腹板取梯形实际面积计算，构件长度取网格长度计算。 

 

显示设置，用于显示构件截面信息尺寸和材料强度信息。 

 

删除，为删除选择的构件。 

三、荷载布置 

荷载布置包括两个模块分别为荷载布置和自定义荷载。 

荷载布置包括的菜单有：工况、快速布置荷载、荷载布置、荷载删除、荷载编辑和

荷载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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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况 

工况有工况查看和活荷载工况编辑。 

 

工况查看，按照荷载类型分别查看对应的荷载工况导荷结果。有恒载、活载、风荷

载、吊车荷载、吊挂恒载和温度荷载。 

活荷载中相容活荷载与互斥荷载为叠加组合关系，互斥活荷载之间为互斥组合关系。

吊挂恒载为一种特殊恒载，当吊挂恒载对结构有利时，不考虑吊挂恒载作用，当吊挂恒

载对结构不利时，则考虑吊挂恒载参与组合。地震作用计算时，重力荷载代表值考虑吊

挂恒载。如屋面设备可按吊挂恒载考虑。 

 

活荷载工况编辑，为活荷载工况增加或删除工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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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速布置荷载 

快速布置荷载为风荷载、雪荷载和活荷载采用参数化快速布置荷载。 

 

自动风荷载： 

程序总结了门刚规范和荷载规范中常见结构形式对应的风荷载体型系数，点取自  

动布置，输入相关参数，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和布置风荷载，风荷载垂直于构件网格线布

置。  

风荷载自动生成同时完成所有风荷载工况的布置，交互对话框见下图。  

 

对于门式刚架，可以用“自动风荷载”菜单来快速输入 风荷载。自动布置风荷载时，

输入要依据的规范、地面粗糙度、封闭形式、迎风宽度、基本风压和调整系数等信息，

程序自动判断结构形式，找出有风荷载作用的构件，查找规范相应的体型系数、风压高

度变化系数（根据节点标高确定），计算作用在受风构件上的风荷载标准值，这些值用

户都可以修改。当选择“门式刚架规范”时，按门刚规范（GB51022-2015）表 4.2.2-1 确

定风荷载系数。  

单方向工况数量：当选择荷载规范时，单方向缺省为 1 组，并且用户不能交互选择。

当选择门式刚架规范时，单方向工况一般为 2 组，当建筑封闭形式为敞开式时，屋面坡

度角度为(10，25]之间为 3 组风工况。 

单工况风荷载信息表对话框中显示的缺省风荷载系数和规范中的规定是一致的，同

时可双击交互修改荷载系数和μz，修改后风荷载标准值自动联动更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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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自动布置一次完成所有风荷载工况的布置，包括左风、右风的多组工况，通

过工况选择切换工况，分别设置相应的风荷载信息。自动布置完成后，通过“选择工况”

菜单切换当前显示的工况。  

注：杆间均布风荷载的作用方向均为垂直于杆件作用。 

当选择“荷载规范”时，按荷载规范（GB50009-2012）表 8.3.1 确定风荷载系数。程

序自动根据表 8.3.1 自动判断结构类型。 

山墙风压： 

山墙风压，用于抗风柱荷载自动生成，抗风柱上作用风荷载左右风为垂直于刚架所

在平面作用。  

自动雪荷载： 

自动雪荷载，是一种更加便捷的布置雪荷载的方式，即一键会同时生成雪荷载的几

种不均匀分布情况。积雪分布情况，程序根据自动布置的结构形式依据《门刚规范》第

4.3 节表 4.3.2 和《荷载规范》表 7.2.1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自动生成组成积雪分布情况并布

置到屋面梁上； 选项“普通活荷载作为一组互斥活荷载输入”：如果选中，则普通活荷

载也将作为一组互斥活荷自动在一键雪荷时生成；如果不选中，则仅生成雪荷载的几种

不均匀分布情况的互斥活荷。  

对于高低跨门刚程序自动按照《门刚规范》第 4.3 节第 4.3.3 项内容自动考虑低跨屋

面雪堆积分布和高屋面的雪漂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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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荷载布置： 

 

一般在设计中，屋面均布活荷载不与雪荷载同时考虑，应取两者中的较大值，软件

在“活荷载载输入”中完成屋面均布活荷载或雪荷载的布置和编辑。但雪荷载的分布不

是单一的均布，屋面形式不同则雪荷载的分布也不同，荷载规范表 7.2.1中规定了 10种

屋面形式的积雪分布系数。  

为了方便用户输入，软件提供了活荷载自动布置功能，首先应选择活荷载类型， 即

普通活荷载或雪荷载，然后输入荷载信息，确定后由软件自动完成荷载布置。当选择雪

荷载时，软件自动判断屋面形式，按规范要求提供积雪分布情况供用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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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荷载布置 

荷载布置，包括节点荷载、柱间和梁间荷载、吊车荷载（桥式、双轨悬挂、单轨悬

挂、抽柱吊车）、温度荷载。 

     

节点荷载：输入节点弯矩、水平力和垂直力，确定后选择节点布置荷载。 

 

柱间荷载：在柱线上布置荷载，程序支持垂直集中荷载、底部均布荷载、节点荷载、

分布梯形四种荷载类型； 

 

梁间荷载：在梁线上布置荷载，程序支持均布荷载、满布梯形、集中荷载、集中弯

矩等九种荷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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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车荷载：分为桥式吊车、双轨悬挂吊车和单轨悬挂吊车。桥式吊车为布置在柱牛

腿两个作用节点上，双轨悬挂吊车为布置在梁上两个作用点，单轨悬挂吊车为布置在梁

上一个作用点。悬挂吊车的作用点在梁间时，需要在该位置增加一个节点，才能进行布

置。 

点取 “吊车荷载” 菜单，即可进入吊车荷载定义，点取“增加”选择吊车类型（桥

式、双轨、单轨）、输入计算信息、点取“导入”吊车数据，进入吊车荷载输入对话框，

输入吊车数据后，确定程序自动生成吊车计算数据结果，同时提供对吊车荷载数据的修

改、复制、删除功能。  

 

  

 

温度荷载： 

温度荷载菜单可以交互指定构件的升温、降温。这里的温差指的是构件最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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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度和结构建造完成时的温度差值。 

 

4.荷载删除 

荷载删除，为按照荷载类型删除荷载。 

 

5.荷载编辑 

荷载编辑，对恒载、活载、风荷载的查改和批量修改操作。 

荷载查改（恒活风），用于单根构件或节点的恒载、活载（包括雪荷载）和风荷载

查看和修改，点击“荷载查改”菜单，鼠标框选或点选要查改荷载所在的梁、柱或节点

弹出荷载修改对话框，双击荷载数据进行修改。 

 

批量修改（恒活风），用于单根或多跟构件或节点的恒载、活载（包括雪荷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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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查看和修改，点击“批量修改”菜单，鼠标框选或点选要查改荷载所在的梁、柱

或节点弹出荷载修改对话框，双击荷载数据进行修改。 

 

 

6.荷载校核 

荷载校核，统计当前模型中恒、活、风荷载的荷载总值。 

 

7. 自定义荷载 

自定义荷载包括的菜单有：工况、荷载布置、荷载删除、荷载编辑。 

操作流程为：点取“自定义工况添加”菜单，按照工况类型添加荷载，双击工况名

称或分项系数等可修改自定义工况名称和组合系数数值；然后选择对应自定义工况进行

荷载布置、删除和编辑操作；最后进入前处理“计算参数”项的“自定义工况组合”查

看和修改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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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束布置 

约束布置包括的菜单有：约束布置、支座布置。 

 

1.约束布置 

一端铰接，用光标点取需定义的构件，则该构件在靠近光标的一端出现一红色圆圈，

表示构件的该端为铰接，若一根构件的两端都为铰接，需在这根构件上靠近其两端用光

标各点一次，则该构件的两端各出现一个红色圆圈。 

一端刚接，将一端铰接构件定义为一端固接构件。 

两端铰接：用光标点取需定义的构件，则该构件成为两端铰接构件。 

两端固接：将一端铰接或两端铰接构件定义为两端固接构件。 

节点铰，与节点相连的构件在该端均为铰接时，把所有与该节点相连钢件在该端就

都设置为铰接，鼠标选择设置铰的节点，鼠标右键完成命令。 

 

定义约束，点取“定义约束”菜单，可以设置柱端不同的约束情况，没有定义约束

情况的杆端，为完全约束情况，即节点处的所有杆件，不会发生相对位移。定义杆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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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水平方向自由滑动”为杆端水平向约束完全释放，不传递水平剪力。“约束水平相

对位移差”则限制水平相对滑移量不超过设定的最大相对位移差，在相对滑移在设定的

最大相对位移差范围内，则不传递剪力，大于限定值时，按照完全约束情况处理。混凝

土柱屋面梁为钢梁情况，混凝土柱顶与钢梁铰接并设置滑动支座情况，可以选择定义约

束来模拟这种连接情况的计算分析。  

 

删除约束和修改约束，选择需要删除约束的构件端和点击需要修改约束的构件端进

行删除和修改操作。 

2.支座布置 

支座布置包括的菜单有：布置支座、删除支座和修改支座。 

程序默认在所有柱的柱底自动设置固定支座，可以通过支座布置菜单来添加支座类

型、删除支座和修改支座类型。 

支座类型除原有的固定支座以外，程序还提供三类弹性支座形式：竖向约束、水平

自由，水平约束、竖向自由，竖向、水平都约束。  

 

弹性支座如为托梁支座，托梁提供的支座刚度可以通过点取“导入托梁支座刚度”，

通过程序提供的托梁支撑刚度导算工具直接导入定义约束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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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置了弹性约束支座，程序计算在内力分析时会考虑弹性支撑刚度的影响，

在荷载作用下，弹性支座会在弹性支撑方向上发生相应的变位。  

操作流程：点取“布置支座”菜单，弹出支座约束定义界面框，选择支座类型，弹

性约束时点击“导入托梁支座刚度”，选择托梁截面，填写托梁跨度和支撑点位置，点

取“计算”，选择导入类别，点击“导入”返回主界面对话框，点取“确定”，鼠标选

择需要设置支座的节点，右键完成操作。 

删除支座和修改支座，选择需要删除支座的节点和选择需要修改支座的节点进行删

除和修改操作。 

五、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包括的菜单有：添加、复制、修改和删除附件重量。 

 

附加重量，可指定节点的附加质量。附加质量是指不包含在恒载、活载中、但规范

中规定的地震作用计算应考虑的质量，比如吊车桥架重量、自承重墙等。用户可用本菜

单在节点上布置附加质量。这里输入的附加节点质量只影响结构地震作用计算时的质量

统计。 

操作过程：点击“添加”，鼠标选择要布置附加重量的节点，弹出附加重量输入对

话框，输入附加重量（单位 KN），点取“确定”，右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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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鼠标选择被复制附加重量的源节点，继续鼠标选择要复制附加重量的节点（可

连续复制），右键完成命令。 

修改，鼠标选择要修改附加重量的节点，弹出修改对话框，修改数值，确定完成操

作。 

删除，鼠标点选或框选要删除附加重量的节点 

 

第三章  结构计算 

一、前处理 

前处理包括的菜单有：计算参数、生成数据、计算简图、特殊构件定义、构件批量

修改、防火升温和计算并设计。 

 

1.设置 

设置为前处理计算参数的查看和修改功能。计算参数包络的参数页有：结构总体信

息、二阶效应、地震信息、钢构件设计信息和荷载组合一共 5 项参数页。 

 

（1）结构总体信息 

参数含义及取值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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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系： 

程序提供的选项是根据现行规范的相关规定整理的。 

单层钢结构厂房，执行《抗震规范》关于单层工业厂房的相关规定。选择单层钢结

构厂房结构体系后，参数“轻屋盖厂房按“低延性、高弹性承载力”性能化设计”可勾选，

本参数用于门刚梁、门刚柱的局部稳定限值控制。当结构类型为“单层钢结构厂房”，同

时又定义门式刚柱、门式刚梁的属性，勾选此参数后，如选择 1.5 倍地震作用，程序按照

《抗规》第 9.2.14 条文说明，判断强度和稳定的承载力均满足 1.5 倍多遇地震作用下的要

求 γgSge+γeh1.5Se≤R/γre时，门刚柱、门刚梁宽厚比限值执行第 9.2.14 条的表 6 控制的

B 类控制，即对应《钢结构设计标准》等级 S2 限值控制；如选择 2 倍地震作用，程序按

照《抗规》第 9.2.14 条文说明，判断强度和稳定的承载力均满足 2 倍多遇地震作用下的

要求 γgSge+γeh2Se≤R/γre时，门刚柱、门刚梁宽厚比限值执行《钢结构设计标准》等级

S4 限值控制。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此结构体系主要用于执行《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设

计规范》（GB51022-2015），注意同时需定义门刚构件属性。 

多层钢结构厂房，《抗规》附录 H.2 多层钢结构厂房： 

H.2.8 多层钢结构厂房的基本抗震构造措施，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柱的长细比不宜大于 150；当轴压比大于 0.2 时，不宜大于 125（1-0.8N/Af）

√（235/fy）。 

2 厂房框架柱、梁的板件宽厚比，应符合下列要求： 

1）单层部分和总高度不大于 40m 的多层部分，可按本规范第 9.2 节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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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层部分总高度大于 40m 时，可按本规范第 8.3 节规定执行。 

…… 

4 柱间支撑构件宜符合下列要求： 

1）多层框架部分的柱间支撑，宜与框架横梁组成 X 形或其他有利于抗震的形式，其

长细比不宜大于 150； 

2）支撑杆件的板件宽厚比应符合本规范第 9.2 节的要求。 

钢框架结构，此结构体系主要用于执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地下室层数：指与上部结构同时进行内力分析的地下室部分的层数 

设计控制参数：用于程序自动确定容许长细比，或根据交互选择数值确定控制结果。 

 

构件设计调整系数： 

梁支撑负弯矩调幅系数，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可考虑框架梁端塑性变形内力重分布

对梁端负弯矩乘以调幅系数进行调幅。现浇框架梁端负弯矩调幅系数可为 0.8~0.9。 

框架梁调幅后不小于简支梁跨中弯矩倍数，《高规》5.2.3-4 规定：“截面设计时，

框架梁跨中截面正弯矩设计值不应小于竖向荷载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的跨中弯矩设计值

的 50%”。该参数用来控制框架梁系数，默认 0.5. 

非框架梁调幅后不小于简支梁跨中弯矩倍数，《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框架考虑内力

重分布设计规程》CECS51：93 第 3.0.3-3 条规定：“弯矩调幅后…；各控制截面的弯矩

值不宜小于简支梁弯矩值的 1/3”。该参数用来控制非框架梁系数，默认 0.33。 

梁惯性矩增大系数，软件在计算梁抗弯刚度时，按照建模时输入的梁的截面尺寸及

材料信息计算。如需考虑楼板作为梁的翼缘，考虑楼板对梁刚度的贡献，可以填写梁惯

性矩增加系数。 

实配钢筋超配系数，对于 9 度设防烈度的各类框架和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框

架梁和连梁端部剪力、框架柱端部弯矩、剪力调整应按实配钢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来计

算，但在计算时因得不到实际配筋面积，目前通过调整计算设计内力的方法进行设计。

该参数就是考虑材料、配筋因素的一个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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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活荷载设计信息： 

该参数主要控制恒活荷载计算。 

不计算恒活荷载：不计算恒活荷载。 

一次性加载：一次施加全部恒载，结构整体刚度一次形成。 

施工模拟 1：结构整体刚度一次形成，恒载分层施加。这种计算模型主要应用于各种

类型的下传荷载的结构。 

施工模拟 3：采用分层刚度分层加载模型。第 n 层加载时，按只有 1~n 层模型生成结

构刚度并计算，与施工模拟 1 相比更接近于施工过程。 

风荷载计算信息：风荷载按照建模自动生成的风荷载计算，这里可以选择计算风荷

载或者不计算风荷载。 

地震作用计算信息：分别可选择不计算地震作用、计算水平地震作用、计算水平和

规范简化方法竖向地震作用、计算水平地震和反应谱方法竖向地震作用（整体求解）。 

如果设计人员选择“不计算地震作用”，则软件不进行地震作用计算。 

如果设计人员选择“计算水平地震作用”，则软件只计算水平地震作用。 

如果设计人员选择“计算水平和规范简化方法竖向地震作用”或“计算水平和反应

谱方法竖向地震作用”，则软件同时计算水平和竖向地震作用，并且在荷载组合时分别

考虑只有水平地震参与的组合、只有竖向地震参与的组合、水平地震为主的组合、竖向

地震为主的组合。其中规范简化方法按照《抗规》5.3.1 进行计算。 

计算吊车荷载：该参数用来控制是否计算吊车荷载。如果设计人员在建模中输入了

吊车荷载，则软件会自动勾选该项。如果工程中输入了吊车荷载而又不想在结构计算中

考虑时，可不勾选该项。 

该选项同时影响荷载组合，勾选该项，则荷载组合时将考虑吊车荷载。 

采用通用规范：勾选“采用通用规范”参数后，软件自动执行《通用规范》以下条款：

1.依据《工程结构通用规范》4.6.5 条的要求，增加风振系数不得小于 1.2 的限值；2.6.依

据《钢结构通用规范》5.2.3-1 条的要求，默认考虑二阶效应时的竖向荷载采用重力荷载

的设计值；3.依据《钢结构通用规范》5.2.3-5 条的要求，更新假想水平力的分项系数和组

合值系数；4.依据《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4.4.7 条的要求，自动执行框架-剪力墙结构、

板柱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中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 0.25%的要求。 

计算温度荷载：该参数用来控制是否计算温度荷载。 

该选项同时影响荷载组合，勾选该项，则荷载组合时将考虑温度荷载。 

钢材参数：用于修改钢材容重，和选择钢材钢号。 

混凝土参数：用于混凝土容重，梁柱混凝土强度等级和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修改。 

钢筋参数：用于梁柱主筋级别、箍筋级别、梁柱箍筋间距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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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阶效应 

按《门式刚架规范》的第 6.1.4 条：当采用二阶弹性分析时，应施加假想水平荷载，

假想水平荷载应取竖向荷载设计值的 0.5%，分别施加在竖向荷载的作用处。假想荷载的

方向与风荷载或地震作用的方向相同。 

 

为了能考虑不同组合下不同分项系数及组合系数及水平力方向的影响，软件将水平

力分解为恒载与活载两种情况，每种荷载再考虑+X、-X、+Y、-Y 四个方向，共 8 个工

况。荷载组合时，对于无水平力的组合，软件分别进行+X、-X、+Y、-Y 方向包络组合，

相当于组合数量变为原来的 4 倍；对于有水平力的组合，软件根据水平力方向确定哪种

缺陷工况参与组合，如+X 风下，仅有+X 缺陷恒载和+X 缺陷活载参与组合，这样就能精

确考虑不同组合及不同水平力工况及方向的影响，且不增加组合数量； 

在文本结果文件中输出假想水平力数值； 

在设计结果的二维、三维标准内力简图、三维位移图、构件信息等查看缺陷工况的

内力、位移；可以在单构件信息中查看缺陷工况参与组合的情况。 

详细描述如下： 

自动生成 Hni 的 4 个荷载标准值工况，正缺陷恒载、负缺陷恒载 、正缺陷活载、负

缺陷活载。 

勾选考虑二阶效应，针对门刚柱柱长计算系数按附录 A.0.7 条计算，当勾选计算长度

系数置为 1 时，程序对柱长系数按 1 取值。 

（3）地震信息 

该选项卡主要提供与地震作用计算相关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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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地震分组： 

根据《抗震规范》附录 A 及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选择。 

按新区划图计算： 

新编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在 2016 年 6 月正式实施，他的特

点是地震动参数依靠两图一表、以Ⅱ类场地土为基准推导而出。如勾选该项，则地震影

响系数最大值αmax 自动根据设防烈度、场地类别，按照新的规则计算。不勾选该项，

仍按照以前的算法计算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max。 

设防烈度： 

依据《抗震规范》及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指定设防烈度。 

场地类别： 

依据工程实际情况选择，10《抗震规范》增加了Ⅰ0类场地。 

特征周期： 

根据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取值。 

周期折减系数： 

该参数只影响地震效应计算，不影响结构固有属性分析。 

特征值分析参数： 

在这里设置了多个参数控制计算地震特征值及地震力计算。 

分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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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提供 3 种特征值计算方法由用户选择，常用的为 WYD-RITZ 法。 

LANCZOS 

本软件采用一个带重正交的迭代块 Lanczos 方法，向量生成步骤与迭代 Ritz 向量法

一致，其差别是 Lanczos 方法利用了 Ritz 向量生成过程中的正交归一化系数。迭代 Lanczos

方法的前两步与迭代 Ritz 向量法完全一致。YJKFea 计算软件是在较小的 Krylov 空间上

完成 Lanczos 过程，然后用最好的 q个近似特征向量作为下一次 Lanczos 过程的初始向量。

这样的方案是一个子空间迭代与 Krylov 空间结合的算法，具有与子空间迭代法同样的可

靠性。 

WYD-RITZ 法 

WYD-RITZ 法是由 Wilson，Yuan（袁明武）和 Dickens 在 1982 年提出, 并称为

WYD-Ritz 向量法，它最初用来求解地震的动力响应问题。由于它的基向量是由地震作用

生成的，这一方法又广泛地被称为“载荷相关的 Ritz 向量法（load dependent Ritz vector 

approach）”。后来，袁明武等将这一方法用于大型特征值问题的计算，使 Ritz 向量法成

为一种极为有效的特征值算法。在 2002 年我们将迭代引入 Ritz 向量法来改善其特征值与

特征向量的精度，使其成为一种高效的精确特征值算法。 

RITZ 向量法 

RITZ 向量法考虑了荷载的空间分布，并且可以忽略不参与动态响应的振型，从而原

系统方程的部分近似特征解。与精确特征值算法相比，该方法可以用更少的计算量达到

更精确的结果，使用计算不多的振型个数就可达到要求的质量参与系数。但是其结果在

一些情况下会偏于保守，而且由于这种方法计算的质量参与系数并不是精确结果，故要

求其参与质量达到 90%未必合理。在使用传统算法计算大规模多塔、大跨、竖向地震遇

到困难时，用户可以考虑选择 Ritz 向量法计算地震作用。 

计算振型个数： 

软件提供两种计算振型个数的方法，一是用户直接输入计算振型数，二是软件自动

计算需要的振型个数。 

用户定义振型数： 

《抗震规范》5.2.2 条文说明中指出：振型个数一般可以取振型参与质量达到总质量

90%所需的振型数。 

程序自动确定振型数： 

勾选此项后，要求同时填入参数“质量参与系数之和（%）”，软件隐含取值为 90%。 

在此选项下，软件将根据振型累积参与质量系数达到“质量参与系数之和”的条件，

自动确定计算的振型数。 

按主阵型确定地震内力符号： 

该参数用来控制是否按照主阵型确定地震内力符号，由于 CQC 阵型组合需要开方，

数值均为正数，因此需要按照一定规则确定 CQC 组合后的数值符号。勾选该项，则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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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型确定地震内力符号，否则按照该数值绝对值最大对应的阵型确定符号。 

混凝土框架抗震等级：应用于建模时按框架梁、柱、支撑方式输入的混凝土、型钢

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构件。 

钢框架抗震等级：应用于建模时按框架梁、柱、支撑方式输入的钢构件。 

剪力墙抗震等级：应用于建模时输入的混凝土、钢板混凝土、配筋砌块砌体墙。 

结构阻尼比： 

这里的阻尼比只用于地震作用计算。 

《抗震规范》5.1.5 条规定：除有专门规定外，建筑结构的阻尼比应取 0.05。 

《抗震规范》8.2.2 条对钢结构抗震计算的阻尼比做出了规定。 

活荷载重力荷载代表值组合系数： 

指的是计算重力荷载代表值时的活荷载组合值系数。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由“设防烈度”参数控制，软件会根据该参数的变化自动更新地

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4）钢构件设计信息 

该选项卡主要提供与钢构件设计相关的参数设置。 

 

钢构件截面净毛面积比： 

钢构件截面净面积与毛面积的比值，该参数主要用于钢梁、钢柱、钢支撑等钢构件

的强度验算。 

梁按压弯设计控制轴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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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梁存在轴力时，软件新增“钢梁按压弯设计控制轴压比”参数 。 

参照国外规范，该参数默认值为 0.1。当轴压比(N/fA)小于设定值时，软件忽略轴力，

按纯弯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及局部稳定控制；大于设定值时，不忽略轴力，按压弯构件

进行承载力验算。 

钢柱计算长度系数考虑嵌固端: 

当模型存在嵌固端，勾选“钢柱计算长度系数考虑嵌固端”时，程序计算柱长系数按照柱底与基础

刚接，K2=10 考虑。 

I 门刚规范： 

执行门规 GB51022-2015， 

程序按新的门式刚架规范(GB 51022-2015)执行如下内容： 

1）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有所调整。考虑到门刚构件延性一般，根据表 3.1.5 适当提

高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如下表： 

 

2）局部稳定及刚度分地震和非地震组合分开控制。根据规范 3.4.3 条，当地震组合

控制结构设计时，受压翼缘宽厚比限值为13√235 𝑓𝑦
⁄ ；腹板高厚比限值为 160；柱长细比

限值为 150。 

3) 腹板高度变化不再限制每米不超过 60mm，腹板抗剪屈曲后强度利用(考虑张力场

作用)通过楔率折减系数𝜒𝑡𝑎𝑝考虑腹板高度变化。 

4) 考虑腹板受弯屈曲后的有效宽度系数ρ由原来的分段式改为连续公式如下： 

                          (7.1.1-2)              

5) 如利用腹板抗剪屈曲后强度，需设置中间横向加劲肋，且其板幅区格宽高比(a hw1⁄ )

不应超过 3，加劲肋设置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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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用腹板抗剪屈曲后强度时，剪切屈曲稳定系数φ
ps
有原来的分段式改为连续公

式如下： 

     
ps 3.2 1/2.6

1
1

(0.51 )s




 


                  (7.1.1-11) 

7) 如未设置中间横向加劲肋或板幅区格宽高比大于 3，则不利用腹板抗剪屈曲后强

度，其剪切屈曲稳定系数 

     

s
63

1
1

0.738 s




 


                      (7.1.2-9) 

8) 门刚梁考虑面外稳定验算，其受弯稳定系数φ
b
考虑通用长细比λ

b
 (如下)。详见

规范 7.1.4 条、7.1.6 条。 

       

1

x b x 1

M
f

W 


                            (7.1.4-1) 

              
b 2n 2n 1/n

b0 b

1
 

(1 )


 


 
                    (7.1.4-2) 

9) 门刚柱面内稳定验算按大端截面确定有效截面Ae及受压稳定系数φ
x
，并考虑截

面高度变化，详见规范 7.1.3 条，如下： 

    

1 mx 1

t x e1 1 cr e1(1 / )

N M
f

A N N W



 
 


                  (7.1.3-1) 

10) 门刚柱面外稳定验算按大端截面确定有效截面Ae及受压稳定系数φ
y
，并考虑截

面高度变化，且弯矩的指数项按端截面受弯应力比kσ确定(端截面弯矩以同曲率为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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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化范围为 1.0-1.6)。详见规范 7.1.5 条，如下： 

    

σ1.3 0.31 1

ty y e1 b x e1

( ) 1
kN M

A f W f   


 

               (7.1.5-1) 

（2）门刚柱计算长度系数 

勾选执行门规 GB51022 附录 A，程序对于平面内计算长度按照《门刚规范》

GB51022-2015 附录 A 实现。 

按 A.0.1~A.0.6 条，确定单跨、单阶、双阶柱及存在摇摆柱时的门刚柱的计算长度系

数。 

按 A.0.7 条当采用二阶分析时确定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当勾选执行门规 GB51022 附录 A 同时勾选了执行门刚 GB51022 附录 A.0.8，此时程

序对于单层多跨房屋按照附录 A.0.8 公式 A.0.8-2 确定门刚柱计算长度系数。 

门刚构件按宽厚比等级控制局部稳定:门刚构件按宽厚比等级控制局部稳定。 

II 钢结构设计标准 

执行《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 

勾选执行《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程序按照钢标第 6 章受弯构件、

第 7 章轴心受力构件、第 8 章拉弯、压弯构件进行钢构件的强度、稳定和抗剪验算。 

按宽厚比等级控制局部稳定： 

钢结构设计标准 3.5 节给出了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的相关规定，第 3.5.1 条：进行受

弯和压弯构件计算时，截面板件宽厚比等级及限值应符合表 3.5.1 的规定。 

按钢规 6.2.7 验算下翼缘稳定 

按照《钢结构设计标准》第 6.2.7 条进行钢梁畸变失稳验算。并给出钢梁畸变失稳验

算的交互参数，以便适应在侧向未受约束的受压翼缘区段内设置了隅撑或横向加劲肋来

保证钢梁下翼缘稳定。同时在特殊构件定义中还需要指定“下翼缘稳定”，下翼缘稳定

只针对普通梁，当为门刚构件时不允许设置“下翼缘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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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梁受弯考虑剪力过大影响（钢标 6.4.1）：程序自动判断钢梁剪力设计值是否大于

0.5Vu，当 V>0.5Vu 时，勾选此参数，程序进行受弯承载力验算时执行《钢结构设计标准》

第 6.4.1 条。 

 

III 钢结构防火验算 

 

软件按照《防火规范》GB51249-2017 第 3 章的承载力法进行钢结构构件的防火验算：

在设计耐火极限时间内，火灾下钢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其最不利的荷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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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组合效应设计值，并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𝑅𝑑≥𝑠𝑚            （3.2.6-2） 

用户需勾选计算参数下，钢结构参数页中的钢结构防火验算下的“进行承载力法防

火验算”。 

软件的计算过程如下： 

1、软件可以自动计算钢结构构件的钢材最高温度，用户须在前处理计算参数中选择

燃烧物类型、保护层类型然后在温度荷载下的“防火升温”菜单下进行梁、柱、支撑的

设计耐火极限和轻质保护层类型的定义，相关参数项如下图所示。 

2、软件计算出各构件高温下钢材的强度和弹模折减； 

3、进行火灾荷载效应组合； 

4、承载力验算； 

（1）最不利荷载效应组合 

钢结构耐火承载力极限状态的最不利荷载（作用）效应组合设计值，应考虑火灾时

结构上可能出现的荷载（作用），且应按下列组合值中的最不利值确定： 

Sm = γ
oT
（γ

G
SGT + STK + ∅ r

SQK）          3.2.2-1 

Sm = γ
oT
（γ

G
SGT + STK + ∅ q

SQK + ∅ w
SwK）  3.2.2-2 

下图为程序在构件信息中输出的按照规范要求自动进行的防火设计组合，标注了“频

域组合系数（防火验算用）”。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第 3.2.5 条文说明，对于受弯构件、拉弯构件和压弯构

件等以弯曲变形为主的构件，当构件两端的连接承载力不低于构件截面的承载力时，可

通过构件的塑性变形、大扰度变形来抵消其热膨胀变形，因此可不考虑温度内力的影响。

对于以轴向变形为主的构件，应考虑热膨胀效应对内力的影响。 

为此程序按照上述要求给出对应参数选项，如下图。当勾选仅轴向受力构件考虑温

度组合时，此时程序仅对轴向变形构件进行温度效应计算下的温度组合，对受弯、拉弯

和压弯构件的温度效应计算不进行温度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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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特性 

规范第 5.1.1 条，高温下钢材的物理参数应按表 5.1.1 确定。 

 

第 5.1.2 条，高温下结构钢的强度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第 5.1.3 条，高温下结构钢的弹性模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程序自动按照上述公式对高温下结构钢的强度和弹性模量进行计算。 

第 5.1.4 条，高温下耐火钢的强度可按本规范第 5.1.2 条式（5.1.2-1）确定。其中，屈

服强度折减系数ηsT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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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5 条，高温下耐火钢的弹性模量可按本规范第 5.1.3 条式（5.1.3-1）确定。其中，

弹性模量折减系ΧsT应按下式计算。 

 

针对第 5.1.4 和第 5.1.5 条高温下耐火钢的强度和弹性模量的折减，程序给出耐火钢

材料的选项，如下图。当选择耐火钢材料时，程序自动按照第 5.1.4 和第 5.1.5 条进行耐

火钢的强度和弹性模量的折减计算。 

 

（3）火灾升温曲线 

本规范给出两条火灾升温曲线，一是对于以纤维类物质为主的火灾，可按下式计算。 

Tg − Tg0 = 345lg（8t + 1） 

二是对于以烃类物质为主的火灾，可按下式计算. 

Tg − Tg0 = 1080 × (1 − 0.325e
−t

6⁄ − 0.675e−0.25t) 

程序提供两种火灾物质的类型选项，如下图。后续程序还会提供用户自定义火灾升

温曲线，以便计算出相应的等效爆火时间。 

 

（4）钢构件升温计算 

火灾下有防火保护钢构件的温度可按下式计算。 

 

当防火保护层为轻质防火保护层，即 2ρ
i
cidiFi ≤ ρ

s
csV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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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膨胀性防火涂料防火保护层： 

α =
1

Ri
   6.2.2-3 

对于非膨胀型防火涂料、防火板等防火保护层： 

α =
λ

i

di
   6.2.2-4 

式中：Ri为防火保护层的等效热阻； 

λ
i
为防火保护材料的等效热传导系数； 

di为防火保护层的厚度。 

Fi
V⁄ 为有防火保护钢构件的截面形状系数（m−1）。 

按照上述公式，程序给出轻质保护层类型选项，同时放开膨胀型涂料和非膨胀性涂

料对应的参数信息的交互数值，程序可以自动生成当前模型的防火温度，如下图。 

 

参数中，用户须按《防火规范》表 1 分别填写柱、梁和支撑的设计耐火极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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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V⁄ 为有防火保护钢构件的截面形状系数（m−1），程序提供规范中给出两种保护层

的布置方式分别是外边缘型保护和非外边缘型保护供选择。不同构件的计算公式可参考

本规范的相应条文说明。 

自动计算升温时，程序根据两种保护层的布置方式自动按照规范计算截面形状系数，

参数框中的截面形状系数可不填。软件可在“截面形状系数”菜单下标注自动算出的各

个构件的截面形状系数。 

程序根据规范第 6.2.2 条自动计算防火温度，自动布置在构件上。 

当采用自动生成当前模型构件防火温度时，此时需要选择的参数有燃烧物类型、轻

质保护型类型、等效热阻、等效热传导系数、保护层厚度、保护层类型和设计耐火极限。 

（5）承载力法验算钢结构耐火验算 

承载力法，在设计耐火极限时间内，火灾下钢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其

最不利的荷载（作用）组合效应设计值，并应按下式进行验算。 

RD ≥ Sm 

第 7.1.1 条，火灾下轴心受拉钢构件或轴心受压钢构件的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N

An
≤ fT 

第 7.1.2 条火灾下轴心受压钢构件的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N

φ
T
A
≤ fT 

第 7.1.3 条火灾下单轴受弯钢构件的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M

γWn

≤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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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7 条火灾下受楼板侧向约束的钢框架梁的承载力可按下式验算： 

M ≤ fTWp 

第 7.1.4 条火灾下单轴受弯钢构件的稳定性应按下式验算： 

M

φ
bT
W
≤ fT 

第 7.1.5 条火灾下拉弯或压弯钢构件的强度应按下式验算： 

N

An
±

MX

γ
x
Wnx

±
My

γ
y
Wny

≤ fT 

第 7.1.6 条火灾下压弯钢构件绕强轴 X 轴弯曲和绕弱轴 Y 轴弯曲时的稳定性应分别

按下列公式验算：  

N

φ
xT
A
+

β
mx
Mx

Υ
x
Wx(1 − 0.8N

N
ExT

′⁄ )
+η

β
ty
My

φ
by
Wy

≤ fT 

N

φ
yT
A
+η

β
tx
Mx

φ
bxT

Wx

+
β

mx
Mx

Υ
y
Wy(1 − 0.8N

N
EyT

′⁄ )
≤ fT 

程序根据以上公式进行钢构件防火验算，输出每个构件的最高温度。在设计结果模

块增加“防火验算”菜单，点击“防火验算”菜单可查看防火验算承载力比值的结果简

图，上面还标注了该构件的火灾升温温度值，同时在简图构件信息文本中输出对应的防

火验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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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荷载组合 

该选项卡主要提供与荷载组合相关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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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重要性系数 

在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下，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1，对

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对安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0.9。 

各分项系数 

软件按规范规定给出默认值，设计人员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填写。 

考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活荷载调整系数 

《高规》5.6.1 条做出了相关规定，当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时取 1.0，设计使用年限

为 100 年时取 1.1。 

吊车荷载重力荷载代表值系数 

《抗震规范》表 5.1.3列举了计算建筑的重力荷载代表值时各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其中，对于吊车考虑两种情况，硬钩吊车和软钩吊车，对于硬钩吊车需要考虑 0.3 的组合

值系数。 

软件提供“吊车荷载重力荷载代表值系数”，由设计人员确定带吊车结构在地震组

合时的吊车荷载组合值系数。 

该参数只在构件设计时起作用，在结构整体计算时不起作用。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软件按规范规定给出默认值，设计人员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填写。 

风荷载参与地震组合 

《高规》表 5.6.4 给出了有地震作用组合时荷载和作用的分项系数，也做出了风荷载

参与组合的相关规定，软件提供该选项，由设计人员确定风荷载是否参与地震组合。 

考虑竖向地震为主的组合 

《高规》表 5.6.4 给出了竖向地震为主的组合的系数取值和适用情况，软件提供该选

项，由设计人员确定是否考虑竖向地震为主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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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 

此参数用于控制梁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程序首先判断荷载布置中是否存在相容活

荷载工况，如果布置了相容活荷载，则勾选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程序对相容活荷载工

况自动按分段活荷不利布置形成的梁正负弯矩包络作为两种活荷作用工况，分别记为“活

荷不利 1”和“活荷不利 2”。当相容活荷载工况为 0 时，程序依次筛选互斥活荷载来考虑活

荷载不利布置。 

 

自定义荷载组合 

软件提供自定义荷载组合功能，并根据参数设置自动生成荷载组合默认值，设计人

员可以在此手工修改荷载组合分项系数及增、删组合。 

设计人员修改荷载组合后，需要勾选“采用自定义组合及工况”，软件才使用自定

义的荷载组合。 

如果设计人员想恢复软件默认生成的荷载组合，可以点击“自动生成数据”恢复软

件默认生成的荷载组合。 

自定义工况组合 

软件增加了自定义荷载工况和组合功能，可把用户输入的一组荷载按照用户自定义

的工况组合进行设计。 

 

 

2.生成有限元数据 

生成数据，生成有限元数据。 

计算简图，用于显示节点、支座、梁柱支撑 ID、柱长系数和杆端约束。 

3.特殊构件定义 

门刚构件，定义门刚构件，程序在门式刚架梁柱验算时，按照门刚规范进行。 

下翼缘稳定，用于普通钢梁是否计算下翼缘稳定性设置，执行《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2017》第 6.2.7 条。 

加劲肋，执行《门刚规范 GB51022－2015》第 7.1.1-4 和 7.1.1-5 条的规定，工字形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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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件腹板的受剪板幅，考虑屈曲后强度时，应设置横向加劲肋，板幅的长度与板幅范

围内的大端截面高度相比不应大于 3。 

特殊构件属性定义的宽厚比等级、长度系数、抗震等级、材料强度用于对应属性的

显示和修改操作。 

梁跨交互，用于主构件梁串串显示和设置成的主构件。 

 

4.构件修改 

构件修改，为单根构件的批量属性参数信息的修改功能。 

 

 

5.温度荷载 

防火升温，提供按照《防火规范》GB51249-2017 第 3 章的承载力法进行钢结构构件

的防火验算。 

6.局部坐标系 

显示杆件的局部坐标系。 

7.计算并设计 

计算并设计，是结构基本有限元计算、地震作用计算、构件内力计算，各种整体指

标统计、设计指标计算、设计内力的各项调整、荷载效应组合和构件截面配筋的设计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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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计结果 

 

1.编号 

构件编号，展示构件的编号、节点、属性和截面尺寸结果。 

 

2.荷载 

荷载简图，按照荷载类型绘制荷载简图。右侧栏给出单工况选择，双击或单击应用

即可及时查看各工况荷载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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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结果 

应力与配筋，显示钢构件应力比和混凝土构件的配筋简图，超限显红。 

简图下方程序给出钢构件应力比说明，并在右侧栏提供应力比限值设定值，可只显

示应力比最大值，同时应力比简图可以显示长细比。 

 

防火结果，显示钢构件防火验算结果包括应力比和防火参数，超限显红。 

 

高厚比，钢构件翼缘宽厚比和腹板高厚比的计算值和限值结果，超限显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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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长度，显示构件计算长度系数、计算长度、长细比计算结果和限值结果，超限显红。 

 

 

4.标准内力 

标准内力有内力简图和支座反力。 

内力简图为显示梁柱支撑构件，按照组合类别，分别显示内力简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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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反力图为组合类别和荷载工况类型分别显示支座反力数值和方向。 

 

5.设计内力 

内力包络为梁柱支撑构件按弯矩包络、剪力包络和轴力包络分别绘制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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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变形图 

变形图，位移简图和振型图。 

位移简图，按照单工况类型和显示方式（位移标注或位移动画）绘制位移简图，当

勾选显示柱位移角时，程序绘制柱顶位移角计算值。 

 

7.图形拼接 

图形拼接，对所选简图类型自动拼图在一张视图上，可导入 CAD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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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果文件 

结果文件，提供 Txt 文本计算书和 Word 版计算书，超限信息文本输出，计算长度系

数文本输出，构件信息文本输出和构件详细过程输出的计算书。 

 

计算书-Txt，以文本方式输出当前模型的设计主要依据、前处理信息、结构基本信息、

质量/质心坐标/质量比、层构件数量/构件材料和层高、周期/地震力与振型/假想水平力输

出文件、位移结果输出、单工况构件内力结果输出及荷载效应组合内容。 

计算书-Word，输出当前模型的计算书内容，包括设计依据、结构设计总信息、结构

基本信息、荷载与效应组合、地震计算信息、内力计算结果、节点位移、计算简图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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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通过报告书左上角可以输出保存为 Word 文件、PDF 文件，可进行输出设置和显示

设置。 

 

超限信息，以文本格式输出当前模型所有构件超限结果信息。 

计算长度系数，以文本格式输出当前模型所有构件计算长度系数。 

构件信息，以文本格式输出当前模型构件信息，包括构件节点属性、构件设计信息、

截面特性、构件设计内力与验算结果、验算指标、防火验算、构件内力组合、单工况构

件内力。当前处理-计算参数-高级选项勾选“构件信息中输出详细组合”时，程序会详细

输出详细的基本组合信息。 

 

构件详细，为 Word 方式输出钢柱、钢梁、门刚柱、门刚梁构件详细计算过程输出的

计算书。内容包括验算的依据、计算公式、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和超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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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钢结构施工图 

一、钢结构施工图 

钢结构图包括两个模块分别为钢结构施工图和节点工具箱。 

钢结构施工图包括的菜单有：导入、节点设计、施工图和设置功能。 

钢结构施工图设计软件接力当前模型输入和自动读取上部结构计算分析内力结果，

进一步对钢结构完成节点设计和施工图辅助设计。 

采用三维交互修改机制，并自动联动出施工图。通过左侧树形图和右侧三维绘图窗

口两种方式对节点进行联动展示，点选树形图中节点时会对右侧窗口中对应节点进行高

亮显示，点选三维图中节点则会对树形图中对应节点进行高亮显示。 

三维模型、施工图及节点图采用多文档切换模式。 

三维模型中右键可进行节点验算查看、节点重新设计、节点修改、节点刷、节点模

型查看、节点施工图查看、节点布图功能。 

 

软件生成的施工图有：图纸目录、设计总说明、全楼材料表、单榀立面图（包括此

榀的节点详图）焊缝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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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的节点形式 

钢结构施工图提供丰富的门刚各种类型的节点样式：门刚梁柱节点、梁梁拼接节点、

梁托柱节点、牛腿节点、天窗架节点、悬挂吊车节点、抗风柱节点、女儿墙柱节点、滑

动支座节点等，并自动进行节点验算。生成精准的三维造型、绘制刚架施工图和节点详

图并进行工程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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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入模型 

导入模型，导入建模模型和轴线网格。 

2.读旧数据 

当模型已经完成节点设计，并且未修改模型、未重新计算时，可通过读取旧数据重

新打开，继续之前完成的设计。 

3.梁拼接位置 

梁拼接位置，选择和取消拼接位置。鼠标点取“梁拼接位置”菜单，选择需要设置

拼接节点或取消拼接位置的圆圈，右键弹出提示对话框“检测到拼接位置变化，是否重

新穿串并识别节点”，点击“是”完成修改拼接位置操作。此功能一般用于截面相等的

梁段过长需要中间增加拼接节点，同时建模中拼接位置增加拼接节点以便施工图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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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局参数 

全局参数，用于节点计算需要的计算参数、连接参数、门刚参数、节点域参数、梁

柱参数、柱脚参数、支撑参数、施工图参数。 

（1）计算参数： 

 

抗震调整系数：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默认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第 5.4.2 条取值，用户可根据需要

修改。 

校核强节点弱构件： 

按抗震规范 8.2.8 要求校核强节点弱构件，默认“是”对于节点按照抗规 8.2.8 公式

进行强节点弱构件的验算，选择“否”将不进行强节点弱构件验算。 

抗侧力构件连接按等强连接： 

 抗侧力构件连接按等强连接，用于梁柱节点设计时是否按等强设计包括抗弯等强和

抗弯抗剪等强。抗弯等强设计为取钢梁的受弯承载力进行节点设计，剪力取内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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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弯抗剪等强时为节点均取钢梁的承载力进行节点设计。 

（2）连接参数： 

 

连接参数主要用于螺栓参数信息的修改，包括高强螺栓、普通螺栓和安装螺栓规格

的选择。 

设计人员根据工程需要选择高强度螺栓及普通螺栓的等级、类型及直径，若选择了

摩擦型高强度螺栓，则需要选择“采用摩擦型连接高强度螺栓的构件连接面的处理方法”。 

（3）门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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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刚参数用于门刚构件连接节点的高强螺栓直径、高强螺栓间距、高强螺栓计算方

法、端板加劲肋、第 10.2.6 条规范执行、门刚梁柱节点加强方式、节点刚度计算等。 

螺栓中心间距和螺栓到加劲肋的距离为沿梁高度方向距离。 

勾选自动设置加劲肋，程序按门刚规范 GB51022-2015 第 10.2.7 条验算构件腹板的强

度，当不满足公式 10.2.7-7 和 10.2.7-8 的要求时，程序自动设置腹板加劲肋。 

   

高强螺栓计算方法： 

算法 1：假定中和轴在受压翼缘中心 

受压翼缘的螺栓至少布置两排，计算时，假定受拉翼缘的螺栓只承受拉力，受压翼

缘的螺栓只承受剪力，并不计轴向力的影响，受拉翼缘的最上两排螺栓承受相同拉力。

如果存在反向弯矩作用，还要验算原来受压区螺栓的抗拉是否满足要求。 

最大拉力按下式计算： 

Ft =
M

h(2 + 2Σyi
2/h2)

 

算法2：假定中和轴在螺栓群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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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翼缘和受压翼缘螺栓对称布置，至少布置两排，计算时，所有螺栓承受拉力和

剪力，并不计轴向力的影响。 

最大拉力按下式计算： 

𝐹𝑡 =
𝑀

4ℎ(1 + Σ𝑦𝑖
2/ℎ2)

 

   

  中和轴在受压翼缘中心           中和轴在螺栓群形心 

柱顶盖板平放：为门刚梁柱节点柱顶板平放或斜放的造型，勾选为平放，不勾选为

斜放。 

   

进行构件横向加劲肋设计： 

当上部结构门刚梁柱设置横向加劲肋后，进入施工图勾选构件横向加劲肋设计，此

时三维模型会对门刚梁柱设置横向加劲肋。 

 

按照第 10.2.6 条进行节点设计： 

勾选此参数后，门刚梁柱节点、梁梁拼接节点执行 GB51022-2015 第 10.2.6 条：M

按连接截面承载力一半取值。   

 

门刚梁柱节点域计算参数： 

门刚梁柱节点-节点域加强方式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分别为斜加劲肋、厚板替换、贴焊

补强板三种方式。 

验算节点刚度，程序执行 GB51022-2015 第 10.2.7-5 条端板连接刚度验算公式进行门

刚梁柱节点刚度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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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点域参数： 

 

梁柱连接节点域验算按照《抗震规范》8.2.5-2 条进行节点域的屈服承载力验算。 

当柱节点域验算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可在该页面设置加强方式及相关参数。 

对于 H 型钢柱，程序自动采用贴焊补强板加强；箱形截面柱和圆管截面柱均采用板

件局部变厚加强；焊接 H 形截面柱可以选择腹板局部加厚或贴焊补强板加强。 

“单侧补强最大补强板厚”用以控制 H 型钢柱的补强方式，当计算所需的补强板厚

度小于等于控制厚度时，按单侧补强，否则采用双侧补强。 

“柱腹板最大加厚厚度”用以控制焊接组合 H 形截面柱的补强方式，当局部加厚超

过给定值后，程序自动按贴焊补强板加强。 

（5）梁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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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刚接时的设计方法： 

精确设计法，弯矩由翼缘和腹板共同承担，剪力由腹板承担。 

常用设计法：翼缘承担所有弯矩，腹板承担所有剪力。 

程序自动确定，按照翼缘塑性模量与全截面塑性模量的比值，当比值小于 0.7 按照精

确设计法，当比值大于等于 0.7 按照常用设计法设计。 

梁腹板的弯矩分配系数 

当梁柱刚接连接设计时为精确设计法，此时腹板承担剪力的同时也承担弯矩，弯矩

计算按照腹板与全截面惯性矩比值分担，如果需要对腹板承担弯矩进行折减可以填写此

参数。此参数仅适用于梁柱连接翼缘焊接腹板采用连接板方式的节点形式。 

梁断面位置 

主要用于框架结构存在变截面梁与柱连接时，可以选择柱边和柱中，默认为柱边取

与柱边连接的变截面梁截面验算，这样抗震承载力容易验算通过。节点抗震验算的宗旨，

就是要求强节点弱构件。实际当框架梁采用变截面梁时，相当于端部进行了加强，如果

抗震的极限承载力验算取的构件柱中，此时容易导致抗震验算不满足，所以程序增加此

参数。 

梁柱刚接梁端加强节点加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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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节点按抗震规范 8.2.8 条进行极限承载力验算时，若节点连接不满足则需要对梁

端进行加强。用户可以选择“加楔形盖板”、“直接加宽梁翼缘”、“加腋方式”、“加

矩形盖板”等方式。若选择“直接加宽梁翼缘”方式，则需要选择“直接加宽翼缘”、

“贴焊板加宽翼缘”或“扩翼缘式加宽梁翼缘”。程序将优先选择用户选择的方式进行

加强，若当前类型不能满足抗震验算，程序将依次选择其他方式，直至满足或都不满足

为止。 

盖板加强时，梁翼缘加盖板厚度可大于柱翼缘厚度，此参数按照《钢结构连接节点

设计手册》（第二版）8-136 梁柱连接构造要求，盖板厚度宜小于钢梁翼缘厚度，且不小

于 6mm，盖板厚度加梁翼缘厚度应小于柱翼缘厚度。程序默认梁翼缘与盖板总厚度可大

于柱翼缘厚，按验算满足需要的盖板厚度输出。当不勾选时，程序判断此条不满足时程

序会选择其他加强方式。 

强制采用上述节点加强方式设计，默认“否”当选择的加强方式不满足时，程序依

次选择其他方式。当选择“是”程序按选择的加强方式加强不满足时显红提示。 

按《16G519》图集设计梁柱节点抗震加强，程序默认“是”按《16G519》图集加强

尺寸进行设计；如选择“否”程序按照《01SG519》图集加强尺寸设计。 

（6）柱脚参数： 

 

柱脚锚栓直径要求输入程序内定的数值，在设计时优先采用指定的锚栓直径，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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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底板尺寸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程序将自动增大锚栓直径重新设计。 

依据《钢结构连接节点设计手册》第四版第 341页 8-87条，承受拉力的锚栓，直径

一般在 30~76mm范围内采用，且不宜小于 30mm，受力锚栓直径程序默认值是 36，用户可

根据需要调整。《钢结构连接节点设计手册》第四版第 337页 8-77 条，铰接柱脚的锚栓

一般在 20~42范围内采用，且不宜小于 20mm，构造锚栓直径程序默认为 24mm。埋入和外

包式锚栓依据第 8-103 条，一般可在 20~42 范围内采用，且不宜小于 20mm。 

锚栓紧固螺母数：一个或两个，用于绘图。 

锚栓钢材牌号：用于锚栓设计。 

底板的锚栓孔径：默认取锚栓直径加 6mm。 

垫板的锚栓孔径：默认取锚栓直径加 2mm。 

垫板厚度：默认等于底板厚度乘以厚度系数 0.6，可以修改相应系数。对于铰接柱脚

和埋入、外包式柱脚垫板厚度取与柱脚底板厚度相同。 

锚栓边距用于确定垫板宽度，默认取垫板的锚栓孔径+2x20 

柱脚底板与柱下端的焊缝连接方式：箱型柱、钢管柱采用对接焊缝；工形截面柱可

以选取以下三种方式：对接焊缝；角焊缝；翼缘对接焊缝，腹板角焊缝。 

底板不需要设置加劲肋的最大悬臂长度：底板悬臂长度小于该值时相应方向不设置

加劲肋。 

底板计算长度外的附加长度：在根据柱脚内力确定的底板尺寸以外，另增加的底板

长度和宽度。 

圆钢管柱脚底板类型：根据设计需求选择方形或圆形。 

圆钢管柱脚锚栓排列方式：根据设计需求选择矩形或圆形。 

柱脚基础的混凝土等级：设置柱脚底部混凝土强度等级。 

外露式柱脚抗剪键型钢设置：选取抗剪键的型钢类型，指定最小埋深。 

外露式柱脚与基础的连接极限承载力验算作为设计通过的判断条件：抗震设计时，

是否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 8.2.8 柱脚与基础的连接承载力验算作为设

计通过的条件。 

钢柱埋入基础的深度或外包高度(<10 时为柱截面高的倍数)：埋入式柱脚钢柱埋入基

础的深度或外包式柱脚钢筋混凝土的包脚高度。当输入值小于 10 时，钢柱埋入基础的深

度或外包高度取钢柱柱截面高度的相应倍数。 

埋入式和外包式柱脚的栓钉直径：默认取 16mm，程序中取值范围为 16、19和 22mm。 

埋入式柱脚钢柱翼缘外侧保护层厚度：默认取 250mm。 

外包式柱脚钢柱翼缘外侧保护层厚度：默认取 180mm。 

埋入式柱脚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默认取 30mm。 

外包式柱脚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默认取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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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入式柱脚和外包式柱脚钢筋级别：纵向主筋钢筋牌号包括 HRB335、HRB400、

HRB500、CRB550，默认取 HRB400；箍筋钢筋牌号包括 HPB300、HRB335、HRB400、

HRB500、CRB550，默认取 HPB300。 

（7）支撑参数： 

 

连接强度折减系数，用于“支撑连接计算的连接强度折减系数”可根据《钢结构设

计规范》第 3.4.2 条确定。 

支撑设计时考虑内力 

1、支撑设计轴力考虑支撑截面承载力的 1/n，对于 H 支撑取值为 1/2，其它截面的支

撑可以通过此参数修改，当选择“是”时，需要填写支撑设计轴力考虑基数 n 和支撑截

面承载力折减系数，其中支撑设计轴力考虑基数 n 此时程序根据支撑实际轴力小于等强

内力的 1/n 时，按照支撑截面承载力折减系数进行内力折减计算。 

根据《钢结构连接节点设计手册*第二版》第 8-60 条，规范仅说内力很小时取 1/2，

但没有明确规定内力设计指标，故这里把参数开放给用户。（等强内力是指屈服强度乘

以截面面积）。 

水平撑连接板避开系杆高度、水平撑中心距构件边缘距离、系杆向下偏移距离用于

门刚结构中屋面交叉支撑和系杆节点连接位置。 

（8）施工图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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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 

公共参数用于文字和底图设置，施工图文字高度默认为 2.5mm。节点图转入 CAD 可

以选择绘制成块同时文字可选择炸开为连续的标注便于导入 CAD 后编辑。 

平面图参数 

平面图比例设置方式为图形不变、文字不变和自由三种选择。图形不变为图形 1:1

绘制，放大文字；文字不变为字高 2.5mm，缩小图形；自由为图形和文字都可改变。 

构件编号按层为每层按照 1 开始单独编号，不勾选构件编号按层为全楼从 1 开始编

号。 

构件编号分组规则分为无分组、截面高和截面高+宽。无分组为按每层或全楼从 1 开

始编号；截面高为按照构件截面高度尺寸为构件编号分组，如 GKL50-1 其中 GKL 读取

构件编号中的框架梁编号前缀，50 表示 500mm 高的梁截面尺寸，尾部编号为-1、-2……；

截面高+宽为按照构件截面高和宽相同的分组进行编号，如 GKL5040-1，其中 50 表示

500mm 的梁高、40 表示 400mm 的梁宽。此构件编号分组规则同样可以选择按照全楼或

按层进行构件编号。 

构件编号优先采用建模自定义，勾选此参数时，程序优先读取建模输入时设置的构

件名称。 

立面图参数 

立面图参数包括立面简图比例和立面详图比例。设置方式与平面图比例类似。 

自动生成立面简图为建模中对轴线已经命名的轴线自动生成立面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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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图参数 

节点图参数用于节点图比例设置和绘制轴测图。 

绘制轴测图用于单节点绘图方式是否绘制轴测图选项。 

5.节点设置 

节点设置，为节点形式选择，节点设置对话框为左侧展示节点类型、右侧对应主要

计算参数修改和全局参数修改。 

 

6.节点设计 

节点设计，程序根据用户设定的参数读取建模模型及计算内力，生成钢结构节点三

维模型并进行节点设计及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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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刚架施工图 

刚架施工图，绘制刚架立面图和对应的节点详图，也包括图纸目录、设计总说明、

材料表以及标准焊接大样图。 

 

8.节点编辑 

节点编辑，立面图纸中对节点进行重新设计和节点数据修改。 

节点连接修改可以在三维模型上点击三维节点组件鼠标右键进行交互修改程序自动

设计的连接信息，修改后程序自动验算和归并。 

 

通过执行“节点编辑”菜单命令，点击平面图或立面图中节点编号进行节点修改。

此时程序同样弹出上图所示所有修改信息对话框，修改后程序将自动绘制平、立面等施

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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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计算书 

计算书，提供 Txt 文本计算书和 Word 版详细计算书。 

 

单节点验算： 

单节点验算用于查看平面图或者立面图中单个节点计算书，点击该按钮，程序提示

选择节点，鼠标选择单个节点后弹出该节点的文本设计结果，方便用户查看。 

所有节点计算书： 

点击“所有节点计算书”，程序自动将模型中所有节点计算书分类输出到“施工图

目录”下“钢结构施工图”文件夹中。 

10. 锚栓图  

锚栓图绘制参数对话框如下，参数参考《钢结构连接节点设计手册》第二版 Q235

钢 Q345 钢锚栓选用表 表 9-7。4 种类型锚栓。 

 

11.标注工具 移动标注 

移动标注为立面图和节点详图，对标注尺寸、焊缝、文字等进行位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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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工具为补充构件标号和焊缝绘制。 

11. 檩托工具 

檩托工具主要配合单榀刚架立面图中程序自动生成的檩托进行交互修改设置使用。 

      

13.显示开关 

显示开关用于三维模型中显示节点标记和立面图中显示构件编号和节点编号。 

显示三维模型中节点的节点标记，绿色为节点验算满足，红色为节点验算超限。 

立面图中显示节点编号，白色为节点验算满足，红色为节点验算超限。 

二、节点工具箱 

钢结构节点工具箱功能，主要完成梁柱节点、柱脚节点各种形式的刚接或铰接节点

设计验算及节点详图绘制。 

操作流程：首先点击“节点输入”菜单，选择梁柱或柱脚截面类型、截面尺寸、钢

号，修改梁跨、抗震等级，添加节点域信息，修改内力数值后点击确定保存相关信息。

其次点击“节点参数”选择节点连接形式，修改节点参数和全局参数。然后执行“节点

设计”完成节点承载力、极限承载力及节点域的验算。最后点击“节点出图”完成节点

详图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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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础设计 

盈建科二维门刚设计软件中的基础设计包括基础建模、基础计算及结果输出、基础

施工图和地质资料。基础设计为接上部二维门刚单榀数据计算结果进行的基础计算和设

计。基础模块操作流程同盈建科主程序基础，用户手册请参考盈建科主程序-基础用户手

册详细说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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