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梁刚度放大系数超详细总结 

董 礼 

中梁刚度放大系数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软件计算要进行放大，放

大的依据是什么，这个系数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今天我们结合规范、实际算例以及用户的

常见问题，通过一篇文章帮您作一番梳理。 

 

结构软件计算时，通常将梁简化为杆，其刚度为矩形截面刚度。 

《混凝土规范》5.2.4 条规定：“对现浇楼盖和装配整体式楼盖，宜考虑楼板作为翼缘对

梁刚度和承载力的影响。梁受压区有效翼缘计算宽度 bf’可按表 5.2.4 所列情况中的最小值

使用，也可采用梁刚度增大系数法近似考虑，刚度增大系数应根据梁有效翼缘尺寸与梁截面

尺寸的相对比例确定。” 

 

中梁刚度放大系数，简而言之：就是 T 形截面抗弯刚度与矩形截面抗弯刚度之比，而 T

形截面的翼缘是通过混规计算的。 

下面我们结合三个算例，分别计算一下规范 5.2.4 条这三种情况： 

案例 1：由“按计算跨度 l0 考虑”控制时： 

 

基本信息：梁截面尺寸 300x500，板厚 100 



 

 

我们先计算有效翼缘计算宽度 bf`。 

l0 取净跨 5500、sn=5700； 

l0/3=5500/3=1833 

b+sn=300+5700=6000 

hf/h0=100/457.5=0.2>0.1，忽略“按翼缘高度 hf`考虑”项。 

翼缘计算宽度取两者较小值 bf`=1833 

抗弯刚度为 EI，而 T 形和矩形截面的弹性模量又是一致的，因此中梁刚度放大系数只需

要取两者惯性矩之比即可。 

 

在算惯性矩的时候，这里介绍一下 YJK 的实用小工具：定义截面的时候，可以直接读取

惯性矩。 



 

 

IT 形/I 矩形=628.5/312.5=2.01 

与程序结果吻合。 

 

 



案例 2：由“按梁（肋）净距 Sn 考虑”控制时： 

 

基本信息：梁截面尺寸 300x800，板厚 100 

 
l0 取净跨 5500、sn=700； 

l0/3=5500/3=1833 

b+sn=300+700=1000 

hf/h0=100/757.5=0.132>0.1，忽略“按翼缘高度 hf`考虑”项。 

翼缘计算宽度取两者较小值 bf`=1000 

 



 
IT 形/I 矩形=1949.7/1280=1.52 

与程序结果吻合。 

 
 

案例 3：由“按翼缘高度 hf`考虑”控制时： 

 

基本信息：梁截面尺寸 300x1100，板厚 100 

 

l0 取净跨 5500、sn=5700； 



l0/3=5500/3=1833 

b+sn=300+5700=6000 

hf/h0=100/1057.5=0.094 

b+12hf`=300+1200=1500 

翼缘计算宽度取三者较小值 bf`=1500 

 

 

IT 形/I 矩形=5537.5/3327.5=1.66 

与程序结果吻合。 

 
 

小结：通过上述三个例子可以看出 YJK 程序在计算中梁刚度放大系数时，T 形截面翼缘

取值是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处理的。 

 

 

以下回复针对“中梁刚度放大系数”应用的几个用户问题： 



问题 1：YJK 计算的中梁刚度放大系数与 PKPM 软件为何不一致？ 

 

 

答：这是因为两款软件对跨度 l0 的处理的原则不一样。 

对于被节点打断的梁，YJK 会考虑将这三段梁按照一个整跨计算 l0，而 PKPM 是按照三

段梁来算它们各自的 l0。 

由于 YJK 会将按照整跨进行考虑，因此计算过程与案例 1 一致。 

PKPM 在计算 l0 时不扣减柱宽，以这一段梁为例，我们手算一下来确认 pkpm 的处理规

则。 

 

l0 取净跨 2000（未扣减柱宽、三段梁中一段）、sn=5700； 

l0/3=2000/3=666 

b+sn=300+5700=6000 



hf/h0=100/457.5=0.2>0.1，忽略“按翼缘高度 hf`考虑”项。 

翼缘取两者较小值=666 

 
IT 形/I 矩形=433.2/312.5=1.39 

与 PKPM 程序输出的结果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 YJK 接口转换的 PKPM 模型，程序默认会将 YJK 的刚度系数以自定

义方式写入到特殊梁定义当中（如果想按照 PKPM 的原则生成中梁刚度放大系数，则需在高

级选项中关闭该选项）。 

 

进行软件对比分析的时候，需保证两个模型中梁刚度放大系数一致，应否则会导致整体

刚度出现差异。 

 

问题 2：考虑了中梁刚度放大系数与还可以勾选按 T 型梁设计吗，两者是否冲突？ 

 

答：可以的，两者不冲突。 

中梁刚度放大系数，是在计算阶段考虑楼板作为翼缘的刚度贡献，在求解内力时起作用。

而矩形混凝土梁按 T 形梁设计，是在设计阶段起作用，此时内力已经完成求解。因此两者并

不矛盾。 

 



问题 3：中梁刚度放大系数为什么有三个，我该如何选？ 

 

答：“地震作用”、“风荷载”下的刚度系数主要为适应2021版广东高规而开发。 

当“地震作用”、“风荷载”的中梁、边梁刚度放大系数选项均不勾选时，“竖向荷载”

是会同时控制地震作用和风荷载下的梁刚度放大系数的，因此不要非广东高规不要勾选这

两个选项。 

另外，还有很多用户会误认为“地震作用”、“风荷载”那两个选项不勾选，地震与风下

的连梁刚度折减系数不起作用。这是不对的，连梁刚度折减系数不论勾选与否都是起作用的。 

 

关于中梁刚度放大系数的其他常见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往期文章。 

【技术周刊】梁刚度放大系数 (qq.com) 

 

以上就是本文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对中梁刚度放大系数还有其他

疑问，请联系我们。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xNzg4MA==&mid=2652608190&idx=4&sn=7c68cf7210f32b17fc20deb8edbe50b3&key=8d3af602167ca3bb6d32401ed95289c004c3a30211bf72b43e4e36ce3f9731b18d36c81376e810e6d3068be43a85f3d8c1794693619f3081cab886bda761f7838398a8c8a3ce4ad92fd46be44e9fc8cb1b7e169b128f48bbfe1d523ae435cfc32d91a0db227a1211380c7f879d9d8e67f7fa3912a9c695ce6aaa891bdbe1f7fa&ascene=0&uin=NTIxNzQ0OTc1&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3090819&lang=zh_CN&countrycode=UM&exportkey=n_ChQIAhIQNUnt0Xkktkmhc7A1BaciIxLeAQIE97dBBAEAAAAAABMVODo1NJo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rpzmYF7eCXYMPjzdP%2FF0iiZD8dt3lExhFj8MF8%2FrGBKUIRUGVUB7VdktHeP4zHWVvaTKOX7%2B0p87LEBh7sGj2VDhrYKDLG23gh87JFmbRqUr7jJ9hZHBo4B%2F5cc0wMTT%2BJWoD6T3o00qlPBAU32mvkA9DCOSkW2Gn4XgEuXApCsSpvRU1oXrIc0jH%2FmqvGyYbT6O66HQifLs3AwfhOY9jJNFvo3r8CuCaEbBpDSkkff5x%2BpJjqxnzg%3D%3D&acctmode=0&pass_ticket=YbzRgow5xY6Hs3OxlfYcgqT2OqV0jYaGX6E47HQLQzPDsuKArp9NG8NxuG4ZsadP&wx_heade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