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片红”怎么办？ 

                                  周胤呈 

在进行结构设计计算时，您是否遇到过配筋简图出现大面积红色警示的情况？例如这样： 

 

或者这样： 

 

或者这样： 

 
很多用户碰到这类问题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着手处理。本篇针对此类情况，整

理了一些常见原因，并在文末提供解决类似问题的解决思路，仅供您参考(文末有彩蛋，敬

请阅读至最后☺)。 

原因 1：地震调整系数过大  

剪重比调整 

进行地震力计算时，各楼层剪重比需要满足规范要求。当振型质量参与系数不满足规范



要求，可能导致地震力计算值过小，剪重比调整系数就会较大，引发计算结果大面积超限。 

如下图所示框架结构，配筋大面积显红： 

 

从 wzq.out 文本发现质量参与系数均未达到规范要求： 

 

再查看超限的某根柱构件信息，剪重比调整系数高达 16，明显是不合理的： 

 

通过增加振型数或者特征值分析类型采用 Ritz 向量法计算，使模型质量参与系数达到 90%

以上，计算结果就正常了： 

 



 

底部剪力法调整 

对于“广东高规”，地震力除需满足剪重比要求之外，还需要满足底部剪力法计算的总

剪力的 85%： 

 

当底部剪力法计算的地震力远大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地震力结果时，会出现地震力调

整系数过大，大面积超限的情况。这也是广东用户比较常见的问题“满足最小剪重比要

求，为什么还是有地震力调整系数”。下图案例，采用广东高规进行设计，计算完成之后，

剪力墙大面积超限： 



 

查看 wzq.out 文本，地震调整系数明显不是剪重比引起： 

 

该项目地震力受底部剪力法控制。 

程序对于底部剪力法计算所采用的基本周期为质量参与系数最大振型所对应的周期： 



 

考虑到高阶振型的急速衰减性，一般情况都是低阶振型质量参与系数较大。但对于某些

多塔、连体、转换等特殊结构也会出现高阶振型质量参与系数大于低阶振型的情况。上述剪

力墙大面积超限案例为全转换结构，质量参与系数最大为第 24 振型，底部剪力法计算时，

程序取第 24 振型对应的周期作为基本周期，该周期位于反应谱的加速度段，计算时 α1=αmax，

计算所得的地震力较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大很多，起控制作用。 

对于底部剪力法计算周期的选择，部分用户认为应采用最大的周期作为基本周期，此时

可通过“高级参数-基本周期对应的振型号”对基本周期进行人为选择，程序默认为 0，即最

大的质量参与系数对应的振型号来选取周期，将其修改为 1，则采用第一振型对应的周期作

为基本周期。 

 

手动将上述案例高级参数基本周期对应振型号改为 1 之后，地震剪力调整系数则按剪

重比调整，剪力墙不再超限。 



 

 

原因 2：0.2 V0导致 

0.2 V0相关参数设置不当也会引起大面积超限，如下项目地下室部分配筋异常大： 

 

经检查，用户参数当中对地下室也进行了 0.2 V0 的调整，查看某根超限梁的构件信

息，0.2 V0调整系数异常大： 



 

对于地下室，虽然规范并未明确是否进行 0.2 V0 的调整，但根据朱炳寅的《高层建筑结

构技术应用与分析》，地下室实际上可以不进行 0.2 V0 调整： 

 

将模型参数中 0.2 V0调整的起始层号由原先的 1 修改为 2，即地下室不参与调整，重

新计算，配筋回归正常： 

 

 

原因 3：考虑横向风振导致的超限 

当考虑横向风振对结构的影响时，程序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附录 H 相关条文进

行计算。但需注意，规范算法是有适用条件的，见《建筑结构荷载规范》H.2.1： 

 

超过这些条件的模型，继续按照规范进行计算，理论上是算不准确的，此时宜进行风洞

试验。 

下面来看一个案例，用户模型 H=78m，B=14.2m，D=52.7m： 



 

 

高宽比 H/√BD=78/√14.2 × 52.7=2.85；深宽比 D/B=14.2/52.7=0.27，两项均低于规范限值，

最终程序计算结果异常： 

 

程序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H.2.2 进行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计算。模型路径下

yjkwindforce 文件，可以看到，模型顶层该值高达 82kN/m2，是正常情况的一百多倍，明显

不合理。如下图： 



:  

当不考虑横向风之后，计算结果正常： 

 

原因 4：自动放大配筋至非薄弱 

模型中出现受剪承载力不足形成的薄弱层时，通常可以通过勾选计算参数的“自动根据

层间受剪承载力比值调整配筋至非薄弱”来解决问题： 

 

但如果受剪承载力比值相差较大，这种方法就不再合适了。如下案例，勾选参数之后，

薄弱层的部分竖向构件超筋： 

 



不勾选自动调整参数计算，总信息中可以看到初始受剪承载力比值，x 方向为 0.49，y

方向为 0.52，比值过小。此类情况，需要重新考虑结构布置，而不是简单地通过调整配筋来

解决问题。 

 

另外程序中可以通过指定非调整构件，避免某些截面较小或不属于主体框架柱的构件参

与调整导致的配筋过大，比如某模型中的雨棚立柱，按照默认参与调整，配筋率超过 5%： 

 
将其设置为不调整构件，让主体框架柱承担薄弱层调整，立柱配筋结果会更合理： 

        

原因 5：多塔相关范围划分不当 

对于多塔包络设计，程序会按照一定规则进行每一个分塔相关范围的划分，某些情况自

动划分不合理会导致配筋异常，如下图模型： 



 

查看某超限构件的验算信息可以看出，构件内力不大，但是配筋异常大，文本中显示多塔取

大： 

 
可在轴侧简图-自动分塔示意中查看多塔划分情况，下图右塔形成了一个“悬空”塔，导致计

算异常。此时需要用户手动进行多塔范围的划分： 

 

 

多塔划分操作细节，可以查看官网视频，链接如下：https://www.yjk.cn/article/775/ 

https://www.yjk.cn/article/775/


合理划分多塔相关范围之后，计算结果正常： 

 

总结 

面对设计结果中大面积超限显红问题，首先查看超限构件的构件信息，再按照下述方式进

行排查： 

a：查看各类调整系数，剪重比调整系数大，基本就是振型不够引起的，需增加振型数量或

者改用 Ritz 向量算法，如果采用的是广东高规则排查一下是否为底部剪力法控制；0.2 V0

调整系数过大，则复核一下相关设置的参数是否有误； 

b：查看各工况内力，复核内力异常的工况。如恒载工况内力异常，可能是施工模拟引起；

活载内力异常，可能是活载不利布置引起；风内力异常大，按照原因 3 排查； 

c：计算配筋小，但实配较大，很可能为自动放大配筋至非薄弱引起，按照原因 4 排查； 

 

d：构件信息中有“已多塔取大”字样，按照原因 5 排查。 

 

彩蛋：本篇开头提到的第三张图，原来是用户不小心把背景颜色改成了红色，程序提供了一

个便捷的功能，在通用工具栏中可以快速修改背景颜色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