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JK 如何实现活荷载不利布置——上部结构计算 
张月月 

活荷载不利布置也是用户时常咨询的一类问题，YJK 软件在上部结构计算和施工图模块对活荷载不利布

置都进行了考虑，今天我们重点聊聊上部结构计算如何实现活荷载不利布置。 

一、 为什么要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 

1、 工程设计时，由于活荷载是随时间、空间变化的，所以在计算内力时要考虑活载分布带来的最不利

组合和内力包络问题。图一所示为五跨连续梁在六种荷载布置下的最不利组合和内力图，图二所示为《实用

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提供的五跨连续梁内力计算系数表。 

 

图一 



 

图二 

 

2、 规范对活荷载不利布置有如下要求： 

a、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18 第 5.2.3 条的条文说明：“……按随空间变化的分类属

于自由作用，应考虑它在结构上的最不利位置；……” 

b、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第 3.2.1 条：“建筑结构设计应根据使用过程中在结构上可能同时

出现的荷载，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荷载组合，并应取各自的最不利的组合进

行设计。” 

c、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第 5.1.8 条：“高层建筑结构内力计算中，当楼面活荷载大

于 4kN/m2时，应考虑楼面活荷载不利布置引起的结构内力的增大；当整体计算中未考虑楼面活荷载不利布

置时，应适当增大楼面梁的计算弯矩。” 

d、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第 5.1.8 条条文说明：“如果活荷载较大，其不利分布对梁

弯矩的影响会比较明显，计算时应予考虑。除进行活荷载不利分布的详细计算分析外，也可将未考虑活荷载

不利分布计算的框架梁弯矩乘以放大系数予以近似考虑，该放大系数通常可取为 1.1~1.3，活载大时可选用



较大数值。近似考虑活荷载不利分布影响时，梁正、负弯矩应同时予以放大。” 

 

二、 YJK 软件上部结构计算是如何处理的 

程序前处理【计算参数】-【活荷载信息】下提供“活荷载不利布置”选择框，如下图所示： 

 

图三 

1、 活荷载不利布置最高层号 

该参数主要控制梁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时的最高楼层号，填 0，表示不考虑梁活荷不利布置作用；若填

入大于零的数，则表示小于等于该楼层号的各层均考虑梁的活荷载不利布置，高于该楼层号的楼层不考虑

梁的活荷载不利布置。 

从 3.1.1 版本开始，“活荷载不利布置最高层号”的默认值，当结构层数小于等于 8 层时，取最高层数，

当结构层数大于 8 层时，取 0。 

2、 全楼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 

从 6.0.0 版本开始，在活荷载不利布置中，增加“全楼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参数。该参数默认不勾选，

勾选后，不再需要手动填最高层号。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个参数功能限于所计算层本层活荷载对梁的影响。软件采用分层刚度模型，该刚

度由本层所有梁和相连的上下层的柱、支撑、墙等竖向构件的刚度贡献而成。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计算是对

房间逐个加载实现的，即对每一个房间加活荷载作用时，保持其它房间空载，并对每根梁的内力进行叠加计

算，形成正负弯矩包络。除每个房间楼面传来的活荷载外，对于梁上的外加活荷载，软件还按梁循环，每个

有外加活荷载的梁都作一次独立的加载计算。 

为了能同时考虑楼层之间影响，软件在活荷载满布状态下，是用整体刚度求解的内力作为活荷载作用工

况之一，称之为“活载”，将分层活荷载不利布置形成的梁正、负弯矩包络作为两种活荷载作用工况，分别

记为“活 1”和“活 2”，这三种活荷载工况均参与荷载组合计算。即： 

活载：整个结构活荷载一次性满布作用工况。 

活 1：各层活荷载不利布置作用的负弯矩包络工况。 

活 2：各层活荷载不利布置作用的正弯矩包络工况。 

软件在荷载组合时，对这三种活荷载采用“包络”组合方式，即不考虑三种活荷载相互组合，每种活荷

载分别参与一次组合，以最不利配筋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3、计算模型（多层） 

软件进行活荷载不利布置计算时，原理是将每个楼层单独生成一个计算模型，在该层竖向构件底部生成

固定约束进行计算。对于一般情况，这种假定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悬挑梁上托柱，这样

的假定会造成结果不合理，故从 5.1.0 版本开始增加该参数，由用户指定计算模型的起始、终止层号。该起

始、终止层号以外的层号仍按单层模型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程序仅支持一组起始、终止层号，并且起始层号不能填 0。 



图四 

 

4、梁活荷载内力放大系数 

该参数依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JGJ 3-2010 第 5.1.8 条及条文说明。如果用户选择了活荷

载不利布置计算，则本系数填 1 即可；如果用户选择不计算活荷载不利布置，则本系数可按 1.1~1.3 填入。 

 

三、 与活荷载不利布置相关的常见问题 

以下通过几个常见问题为大家进一步说明活荷载不利在软件中的应用。 

问题 1：地下室顶板的设计中，梁底在柱位置附近处为什么会有正弯矩。我查看了各工况下的弯矩图，发现

只有在活荷载不利布置 2 下，此处有正弯矩，但此处相应的恒载负弯矩很大，按正常的组合，梁在柱边位置

处应是负弯矩。那么梁配筋弯矩包络图也不应当是这样的。请帮我分析下梁底在柱边的弯矩图。 

 

图五 



 

图六 

工程分析：模型没有勾选“计算模型（多层）”，那么活荷载不利布置是采用分层刚度模型计算的，活荷载不

利布置 2 工况本身就是一个正弯矩包络工况。这里用一个简单模型说明，仅加载一个房间，见图七。计算完

成后查看内力，可以看到相邻房间支座产生正弯矩，见图八。这也符合连续梁内力计算规律，见图九。每个

房间都加载一遍，再将正弯矩叠加得到的结果就是您看到的“活 2”工况内力。 

至于梁配筋弯矩包络图为何会有梁底弯矩，以图十所示梁为例进行说明。简化模型计算参数，恒活一次

性加载，不计算风、地震，计算后，查看构件信息，见图十一。软件设计时考虑《高规》5.2.3-4 条，控制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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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支梁

的设计内力控制配筋，则输出对应组合号为 0。图十一中 9 个截面的梁底正弯矩设计值控制组合均为 0，说

明都是由简支梁的设计内力得到。 

以下手核计算 8 截面对应的弯矩值 384。将该梁两端点铰，重新计算，查看弯矩包络图，跨中最大值为

2014，见图十二，对应 5 截面，2014x50%=1007，与图十一输出的弯矩值一致。梁长 8 米，9 个截面分为 8

段，每段 1 米，将梁分为 8 段重新计算，各截面弯矩值见图十三，其取值的 50%基本与图十一输出一致，略

微差异是精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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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在活载不利工况下，为何桁架上弦杆会出现异常的弯矩？其他单工况下的内力都是比较正常的。麻

烦查一下。 

 

图十四 

 

图十五 

工程分析：查看整体模型有两层，二层局部带桁架结构，见图十六，而实际建模桁架的斜杆均建在空

间层中，见图十七，这样二层剩余结构会形成大悬挑，见图十八。由于活荷载不利布置采用的单层模型，

实际计算时二层就仅是图十八看到的这个模型，悬挑梁计算出的弯矩自然就比较大，最终看起来是活荷载

不利布置内力异常的效果。 

对于此类普通层+空间层组合建模的模型，可以用 5.1.0及之后版本的【计算模型（多层）】功能处

理。上述模型填写起、止层号为 1、3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计算结果，见图十九。 



 

图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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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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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前处理参数有输入活荷载不利布置最高层号，但计算时提示求解取消，是何原因？ 



  

图二十 

工程分析：查看用户计算使用的是早期的 3.1.0 版本，该模型前处理设置了弹性板 6 属性。对设置弹性板 6、

弹性板 3 的模型 YJK 按默认计算参数是可以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的。但需要注意，对 3.1.1 及之前的版本，

如果【弹性板荷载计算方式】选择了“有限元法计算”，则这部分荷载不参与活荷不利布置计算。如图二十

一所示模型，一层部分区域设置弹性板 6，三层和五层全层设置弹性板 6，计算过程提示 3、5 层活荷载求

解失败，计算后，查看活荷载不利布置工况内力，图二十二可以看到 1 层左侧弹性板 6 区域内力（活荷不利

1）明显较小，图二十三可以看到三层内力（活荷不利 1）均为 0。 

软件从 4.0.0 版本开始，支持弹性板选择有限元计算、活荷载不利布置同时出现，可以正常计算并得到相应

的内力。对同一模型采用 6.0.0 版本计算，可以看到相应楼层和区域能够显示活荷不利工况内力，见图二十

四、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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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图二十五 

 

问题 4：通过自定义荷载输入消防车荷载时，软件里是否能够考虑消防车荷载的不利布置？ 

工程分析：软件目前能够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的活荷载仅限于按照普通活荷载输入方式的活荷载；对

自定义活荷载不能考虑其活荷载不利布置；若需要消防车荷载的不利布置时，可以通过建模定义多组自定义

消防车荷载工况，结合前处理自定义工况组合实现。 

四、 总结 

1、程序前处理参数【活荷载不利布置】提供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的功能。“活荷载不利布置最高层号” 

功能限于所计算层本层活荷载对梁的影响。设置大于零的数表示小于等于该楼层号的各层均考虑梁的活荷

载不利布置，此时软件对各计算层采用分层刚度模型，该刚度由本层所有梁和相连的上下层的柱、支撑、墙

等竖向构件的刚度贡献而成。软件将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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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和“活 2”。 

从 3.1.1 版本开始，“活荷载不利布置最高层号”的默认值，当结构层数小于等于 8 层时，取最高层数，

当结构层数大于 8 层时，取 0。 

从 6.0.0 版本开始，在活荷载不利布置中，增加“全楼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参数。该参数默认不勾选，

勾选后，不再需要手动填最高层号。 

2、程序从 5.1.0 版本开始增加功能“计算模型（多层）”，由用户指定计算模型的起始、终止层号，可根

据起止层号形成活荷载不利布置计算的多层模型。该起始、终止层号以外的层号仍按单层模型计算。 

3、“梁活荷载内力放大系数”可近似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如果用户选择了活荷载不利作用计算，则本

系数填 1 即可；如果用户选择不计算活荷载不利布置，则本系数可按 1.1~1.3 填入。 

4、程序从 4.0.0 版本开始，支持弹性板选择有限元计算、活荷载不利布置同时出现，可以正常计算并得

到相应的内力。对 3.1.1 及之前的版本，设置弹性板 6（弹性板 3）的模型，如果【弹性板荷载计算方式】选

择了“有限元法计算”，则这部分荷载不参与活荷不利布置计算。另外，如果前处理——特殊梁中指定某根

梁为“壳元梁”，从 4.0.0 版本开始，支持计算和输出该梁活荷不利工况内力，并参与设计内力组合；对 3.1.1

及之前的版本不支持。 

5、程序前处理参数【活荷载不利布置】目前仅对按普通活荷载方式输入的活荷载起作用，对于自定义

工况方式输入的活荷载尚不能考虑；若需要消防车荷载的不利布置时，可以通过建模定义多组自定义消防

车荷载工况，结合前处理自定义工况组合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