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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加固行业方兴未艾，使用盈建科软件鉴定加固模块的用户越来越多。由于部分用户之

前主要从事新建工程设计，使用软件过程中可能会“习惯性”的选择施工模拟 3 来进行计

算，那进行鉴定加固设计是否需要进行施工模拟呢？本篇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理论说明 

指定施工次序计算是指在计算恒荷载时考虑施工次序的计算。是否考虑施工次序、考虑不

同的施工次序对恒载效应的计算结果常有较大的影响。合理确定施工次序不仅符合实际情

况，而且有可能减少构件的计算内力。 

软件在计算参数中，提供处理恒载计算的 3 种算法： “一次性加载”、“施工模拟一”、

“施工模拟三”，讨论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三个选项的具体含义。 

 

一次性加载 

一次性加载，顾名思义为一次集成整体刚度、一次完成加载。选择一次性加载之后，后续

无论怎么修改层或者构件的施工次序，程序都默认按照“一次”完成，所以修改施工次序

前后恒载工况下构件内力均一致。 

如下模型，选择了一次性加载，调整楼层施工次序前后，构件内力一致。 

 



模型一： 

 

模型二： 

 

恒载作用下构件内力完全一致(某构件前后内力对比)： 

 

 

施工模拟一 

模拟施工一采用一次集成整体刚度、分步加载的模型，只计入加载施工步及以下的节点位

移量和构件内力，一般用来近似模拟考虑施工过程的结构受力。如图： 



 

由于只需形成一次结构刚度矩阵，在计算机解题能力受限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施工

加载的变形效果，同时又不会对计算效率造成太大影响。 

选择了施工模拟一之后，如果将层施工次序全部修改为 1，效果上就等于一次性加载。如

模型中的某一根柱构件内力，施工模拟一(施工次序全修改为 1)和一次性加载两种情况内力

一致，如下图： 

 

 

 

 

施工模拟三 

模拟施工三采用了分层刚度分层加载的模型，这种方式假定每个楼层加载时，它下面的楼

层已经施工完毕，由于已经在楼层平面处找平，该层加载时下部没有变形，下面各层的受

力变形不会影响到本层以上各层，因此避开了一次性加载常见的梁受力异常的现象（如中



柱处的梁负弯矩很小甚至为正等）。这种模式下，该层的受力和位移变形主要由该层及其

以上各层的受力和刚度决定。用这种方式进行结构分析需要形成最多 N（总施工步数）个

不同结构的刚度阵，解 N 次方程，计算量相应增加。 

 
同样选择了施工模拟三之后，如果将层施工次序全部修改为 1，效果上就等于一次性加

载。如模型中的某一根柱构件内力，施工模拟三(施工次序全修改为 1)和一次性加载两种情

况内力一致，如下图： 

 

 

 

 

结论： 

一次性加载：程序默认一次集成刚度、一次加载，施工次序菜单无效； 

施工模拟一：程序默认一次集成刚度，按照施工次序菜单执行加载； 



施工模拟三：程序按照施工次序中的设置集成刚度和加载。 

实操建议 

鉴定和设计的思路有所差别，鉴定是基于已有建筑进行相关评级或加固设计，都是基于结

构已经完成施工的情况。而对于计算模型需要考虑施工模拟也仅在设计类规范《高规》5.1

节有所提及： 

 
对于常规的鉴定项目，“一次性加载”和“施工模拟三”对构件评级的结果有时候差别较

大。例：某 6 层框架结构，因为建筑功能的改变，需要进行鉴定。 

 
分别按“施工模拟三”和“一次性加载”计算，“施工模拟三”构件评级较好，无需进行

加固设计，而“一次性加载”评级结果一般，部分构件需要进行加固设计。下图为两种情

况下某一层构件集评级汇总： 

 



 

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方式计算，评级的结论可能不同，甚至影响后续的加固方案。对于常

规的鉴定加固项目个人建议可以选择“一次性加载”进行计算。 

那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项目是否都不涉及“施工模拟三”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有新增

构件的加固项目，考虑到新增构件是在主体结构刚度和加载完成之后进行的，按照实际情

况模拟，则应选择“施工模拟三”，再将其余构件施工次序全部调整为 1(表示原模型是一

次集成刚度和完成加载的)，新增构件施工次序单独指定为 2，最后进行计算。下面还是用

实例模型来对比一下两种方式的计算结果。 

模型为 5 层框架结构，需要将二层原开大洞的位置重新布置上梁柱： 

 



 

梁柱布置完成之后，需要在建模-鉴定加固菜单中定义为新增杆件： 

 

建模完成之后，按照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计算。 

方式一：按照“一次性加载”计算，结果中 6 根新增柱，4 根轴压比超限。 



 
方式二：采用“施工模拟三”分析，将原构件施工次序修改为 1，新增构件修改为 2 

 
结果中新增柱轴压比全部符合规范要求： 

 

 



 

下图为两种方式下某新增柱的内力对比，恒载工况轴力差别较大。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方

式，直接影响新增构件截面尺寸、材料强度的选择。 

 

 



 

以上个人更倾向于方式二的计算结果。当然影响内力因素众多，包括结构布置、材料强

度、荷载大小等，而最终的鉴定或者加固结果与其余各工况内力大小都有关，变量太多，

单个模型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的规律性。 

最后，本篇建议为笔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具体工程还需用户酌情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