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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很多用户咨询关于剪重比的问题，本期刊主要介绍： 

1.基本周期位于加速度段剪重比调整; 

2.基本周期位于速度段剪重比调整; 

3.基本周期位于位移段薄弱层剪重比调整。 

一、规范规定 

《抗震规范》5.2.5 条、《高规》4.3.12 条明确规定了抗震验算时楼层剪重比不应小于规

范给出的剪力系数 λ。 

 

关于剪重比的意义及调整规则，《抗震规范》5.2.5 条文说明给出了具体解释： 

由于地震影响系数在长周期段下降较快，对于基本周期大于 3.5s 的结构，由此计算所

得的水平地震作用下的结构效应可能太小。而对于长周期结构，地震动态作用中的地面运动

速度和位移可能对结构的破坏具有更大影响，但是规范所采用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尚无法对

此作出估计。出于结构安全的考虑，提出了对结构总水平地震剪力及各楼层水平地震剪力最

小值的要求，规定了不同烈度下的剪力系数，当不满足时，需改变结构布置或调整结构总剪

力和各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使之满足要求。例如，当结构底部的总地震剪力略小于本条规定

而中、上部楼层均满足最小值时，可采用下列方法调整：若结构基本周期位于设计反应谱的

加速度控制段时，则各楼层均需乘以同样大小的增大系数；若结构基本周期位于反应谱的位

移控制段时，则各楼层 i 均需按底部的剪力系数的差值△λ0增加该层的地震剪力——△FEki＝

△λ0GEi；若结构基本周期位于反应谱的速度控制段时，则增加值应大于△λ0GEi，顶部增加值

可取动位移作用和加速度作用二者的平均值，中间各层的增加值可近似按线性分布。 



二、软件中剪重比控制参数 

1、参数 

 

2、自动计算动位移比例 

软件自动取结构两方向平动第一周期，计算出动位移比例系数，具体计算逻辑如下： 

1、 平动第一周期在加速度控制段：动位移比例为 0，即完全采用加速度段计算方法； 

2、 平动第一周期在位移控制段：动位移比例为 1，即完全采用位移段计算方法； 

3、 平动第一周期在速度控制段：根据主振型周期使用内插法计算动位移比例（加速度

比例=1-动位移比例），然后各层按照计算比例分别乘以该层的加速度段与位移段计算方法

的剪力增加值，然后相加，相加结果即速度控制段计算方法的剪力增加值。 

3、第一、第二平动周期方向位移比例（0~1） 

《抗震规范》5.2.5 条条文说明中指出：“若结构基本周期位于反应谱的速度控制段时，

则增加值应大于△λ0GEi，顶部增加值可取动位移作用和加速度作用二者的平均值，中间各层

的增加值可近似按线性分布。” 

当不勾选“自动计算动位移比例”时，软件不再判断基本周期在哪个区段，完全按照用

户填的比例值进行计算。此时，填 0 按加速度控制段的方法取值，填 1 按位移控制段的方法

取值，填 0~1 之间的数，则各层按照计算比例分别乘以该层的加速度段与位移段计算方法的

剪力增加值，然后相加，相加结果即速度控制段计算方法的剪力增加值。 

三、基本周期位于加速度段剪重比调整。 

《抗震规范》5.2.5 条文说明：若结构基本周期位于设计反应谱的加速度控制段时，则各楼

层均需乘以同样大小的增大系数； 

1.基本说明 

结构模型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设防烈度 8(0.2g)，Ⅱ类场地，特征周期 0.35s。平动第

一周期为 1.0451s，X方向平动周期为 1.0451s；1.0451s 小于 5X0.35s按加速度段进行剪重

比调整，计算参数中手动调整动位移的比例为 0，使其按照加速度段进行调整。首层为地下

室，由于地下室受侧土约束的影响，剪力是减小的趋势，规范也未给出明确说明，程序对地

下室部分不进行剪重比调整,所以减重比的调整从第 2 自然层开始进行剪重比调整。 



 

软件关于剪重比的结果及剪重比的调整系数在文本结果 wzq.out中输出 

2.软件关于剪重比的输出结果 

X向楼层剪力及重比 

 

X 向楼层剪重比调整系数及调整后的剪力 



 

3.手核 X 向楼层地震剪力调整系数 

（1）第 2 自然层薄弱层的剪重比调整： 

最小剪力系数：λ=0.016； 

重力荷载代表值：GE2=171979.562kN； 

调整前剪力：F2=2356.13kN； 

按最小剪重比调整后的楼层剪力：FEk2=λGE2=0.016X171979.562=2751.673kN; 

剪重比调整系数：FEk2/F2=1.167。 

加速度段的调整系数各楼层均乘以同样大小的调整系数，一般底层的剪重比调整系数调整为

准。 

与软件的输出结果一致。 

四、基本周期位于速度段剪重比调整。 

《抗震规范》5.2.5 条文说明：若结构基本周期位于反应谱的速度控制段时，则增加值应大

于△λ0GEi，顶部增加值可取动位移作用和加速度作用二者的平均值，中间各层的增加值可近

似按线性分布。 

1.软件对于基本周期基本周期位于速度段的调整说明。 

平动第一周期在速度控制段：根据主振型周期使用内插法计算动位移比例（加速度比例

=1-动位移比例），然后各层按照计算比例分别乘以该层的加速度段与位移段计算方法的剪

力增加值，然后相加，相加结果即速度控制段计算方法的剪力增加值。 

想要手核速度段的地震剪力调整系数，需要先分别算出加速度段和位移段的剪力及调整系

数。 

2.基本说明 

结构模型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设防烈度 8(0.2g)，Ⅱ类场地，特征周期 0.35s。平动第

一周期为 0.7288s，X 方向平动周期为 0.643s；0.7288s 小于 5X0.35s=1.75s 按速度段进行

剪重比调整。 

软件关于剪重比的结果及剪重比的调整系数是在文本结果 wzq.out中输出。 



3.软件关于速度段剪重比的输出结果 

X向楼层剪重比 

 

X 向楼层剪重比调整系数及调整后的剪力 

 

4. 手动调整动位移的比例为 0，使其按照加速度段进行调整，输出结果如下 

X向楼层剪重比 

 

 

X 向楼层剪重比调整系数及调整后的剪力 

 

 

5. 手动调整动位移的比例为 1，使其按照位移段进行调整，输出结果如下 

X向楼层剪重比 



 

 

X 向楼层剪重比调整系数及调整后的剪力 

 

 

6.以 X 方向为例手核速度段的剪重比调整系数 

（1）根据内插法算动位移比例为 0.393 

 

（2）第 1 自然层的剪重比调整 

加速度段剪重比调整系数：λ0=1.258 

位移段剪重比调整系数：λ1=1.258 

速度段剪重比调整系数：λ=1.258 

（3）第 2 自然层的剪重比调整 

二层剪重比调整系数 

加速度段剪力增加值：△F21=66.62-52.97=13.65 

位移段剪力增加值：△F22=58.95-52.97=5.98 

速度段调整后剪力的增加值：△F23=3.65X(1-0.393)+5.98*0.393=10.936 

速度段的调整系数：(F2+△F23)/F2=（52.97+10.936）/52.97=1.201 

（4）三层剪重比调整系数 

加速度段剪力增加值：△F31=31.966-25.410=6.556 

位移段剪力增加值：△F32=27.697-25.410=2.287 

速度段调整后剪力的增加值: △F33=6.556X(1-0.393）+2.287*0.393=4.878 

速度段的调整系数：(F3+△F23)/F（25.410+4.878）/25.410=1.192 

与软件的输出结果一致 

 



五、基本周期位于位移段底层为薄弱层剪重比调整。 

《抗震规范》5.2.5 条文说明：若结构基本周期位于反应谱的位移控制段时，则各楼层 i 均需

按底部的剪力系数的差值△λ0 增加该层的地震剪力——△FEki＝△λ0GEi； 

对于薄弱层： 

《高规》4.3.12 关于剪重比条文补充了：“对于竖向不规则结构的薄弱层，尚应乘以 1.15 的

增大系数。”在该条文说明中指出：对于竖向不规则结构的薄弱层的水平地震剪力，本规程

第 3．5．8 条规定应乘以 1.25 的增大系数，该层剪力放大 1.25 倍后仍需要满足本条的规定，

即该层的地震剪力系数不应小于表 4.3.12 中数值的 1.15 倍。 

对于基本周期位于位移段的调整应该都比较清晰了，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基本周期位于

位移段，底层为薄弱层的剪重比调整。 

1.基本说明 

结构模型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设防烈度 7(0.1g)，Ⅱ类场地，特征周期 0.25s。平

动第一周期为 2.6594s，Y方向平动周期为 2.5693s；按位移段进行剪重比调整。最小剪力

系数 0.016； 

首层为地下室，由于地下室受侧土约束的影响，剪力是减小的趋势，规范也未给出明

确说明，程序对地下室部分不进行剪重比调整,所以减重比的调整从第 2 自然层开始进行剪

重比调整；第 2自然层和第 17自然层为薄弱层；第 2自然层的剪力系数为 0.01463＜

0.016×1.15=0.0184 需进行剪重比调整，第 3自然层剪力系数为 0.01483＜0.016第 2自

然层为薄弱层且第 3自然层不满足剪重比的要求则以第 3自然层为基准进行调整； 

2. 软件关于剪重比的输出结果 

Y向楼层剪重比 



 
Y 向楼层剪力系数 



 

3.手核 Y 向楼层地震剪力调整系数 

（1）第 2 自然层薄弱层的剪重比调整： 

最小剪力系数：λ=1.15x0.016=0.0184； 

重力荷载代表值：GE2=359072.454kN； 

调整前剪力：F2=5253.23kN； 

按最小剪重比调整后的楼层剪力：FEk2=λGE2=0.0184X359072.454=6606.933kN; 

剪重比调整系数：FEk2/（F2*1.25）=1.006。 

（2）非薄弱的剪重比调整：由于第 2 自然层为薄弱层且第 2 自然层不满足剪重比，所以第

3 自然层作为底层进行剪重比的调整剪重比； 

第 3 自然层 

最小剪力系数：λ=0.016， 

底部的剪力系数的差值：△λ0=0.016-0.01483=0.00117， 

重力荷载代表值：GEi=343057.3163kN； 

调整前的剪力：F3=5087.54kN； 

按最小剪力系数调整后的楼层剪力：FEk3=λGE3=0.016X343057.3163=5488.92kN; 

剪重比调整系数：FEk3/F3=1.079。 

第 4 自然层 

底部的剪力系数的差值：△λ0=0.00117 

重力荷载代表值：GE4=333068.8503kN； 



增加的地震剪力：△F4=△λ0GE4=0.00117*333068.8503=389.69kN； 

调整前的剪力：F4=4982.71kN； 

调整后的楼层剪力：FEk4=F4+△F4=5372.40; 

剪重比调整系数：FEk4/F4=1.078 

第 5 自然层至第 36 自然层（除第 7 自然层）剪力系数调整同第 4 自然层的计算方法， 

与软件输出结果一致 

（3）十七层薄弱层的剪重比调整： 

结构底层的地震剪力调整系数差：△λ0=0.016-0.01483=0.00117， 

重力荷载代表值：GE17=201677.3516； 

按底层调整系数增加的剪力：△F17=△λ0GEi=0.00117*201677.3516=235.96 

调整前的剪力：F17=3839.92； 

按薄弱放大后的剪力 Fa=F17*1.25=4799.9 

调整后的楼层剪力：FEk17=Fa+△F17=5035.86; 

十七层剪重比调整系数：FEk17/Fa=1.049; 

与软件输出结果一致。 

手核结果如下，与软件输出结果一致。 

 

 



总结： 

1.剪重比调整的起始层为地上一层，对地下室部分不进行剪重比调整。 

2..加速度段剪重比调整各楼层均乘以同样大小的调整系数，一般底层的剪重比调整系数调

整为准。 

3..速度段剪重比调整根据主振型周期使用内插法计算动位移比例（加速度比例=1-动位移比

例），然后各层按照计算比例分别乘以该层的加速度段与位移段计算方法的剪力增加值，然

后相加，相加结果即速度控制段计算方法的剪力增加值。 

4.位移段剪重比调整： 

当地上一层为薄弱层且地上二层不满足剪重比要求；以地上二层为基准进行剪重比调整；

地上一层应根据自身进行调整，其它楼层（非薄弱层）按地上二层基准进行剪重比调整，最

小剪重比限值为 λ；其他薄弱层的调整，要以地上二层的最小剪重比系数 λ 算出△λ,然后算

出增加的剪力△λ0GEi，调整系数为调整后的剪力与 1.25 倍调整前剪力的比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