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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力矩全网最强攻略（上） 

——倾覆力矩的三种计算方式 

董 礼 

关于倾覆力矩大家是否有以下问题： 

什么是倾覆力矩的轴力方式？什么又是改进轴力方式？与规范规定的倾覆力矩有什么

区别？我该怎么选用？ 

 
“wmass.out”、“wv02q.out”、“wzq.out”有好几处能输出倾覆力矩的地方，它们有什

么区别？为什么数值都不一样？ 

 

倾覆力矩居然大于 100%？程序有没有搞错？ 

 
首、二层没有斜撑，哪里来的斜撑倾覆力矩？ 

 
今天就通过这篇全网最全攻略，将这些疑难问题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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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倾覆力矩的三种计算方式 

对于倾覆力矩，《抗规》6.1.3条文说明中这样规定的： 

 
通过规范公式，我们不难看出。倾覆力矩为每一根竖向构件的剪力乘以层高，然后逐层

累加得到的。它的特点是计算框架柱的地震倾覆力矩时忽略了梁对整体结构的影响，仅对墙、

柱之间自身的抗弯比例关系做分析。 

通过下面这张图可以知道，V*H=N*x，因此倾覆力矩还可以按照轴力方式进行计算。 

 
所谓轴力方式，就是找到一个轴力的合力点，然后各个构件对这个合力点进行取矩。但

是在规定水平力下，柱底会产生的轴力是有正有负的，且这些轴力的和为 0。 

因此我们需要将所有轴力取绝对值，这样轴力和不为 0 才能计算合力点，其计算方法

为： 

 

得到了合力点，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轴力方式的公式了：各类构件对合力点取矩，再叠加

各类构件的局部弯矩。这样就可以统计出框架、剪力墙、短肢剪力墙等倾覆力矩的结果。 

 

既然规定水平力下，柱底产生的轴力代数和为 0，那么取一部分墙或者柱，它们的轴力

和就不为 0了。因此可将局部构件的轴力分解为力偶，比如框架结构，可以存在框架部分的

力偶，剪力墙部分的力偶，框架部分剩余合力对剪力墙剩余合力的力偶。后来，学者在“轴

力方式”的基础上改进了合力点的计算方法： 

“改进轴力方式”将群墙剩余合力作用点 Xw替换“轴力方式”的取矩点 X0；Xw为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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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合力作用点，当受拉群墙的合力的绝对值大于受压群墙的合力绝对值时，取为受拉群墙

的合力作用点，反之取为受压群墙的合力作用点（哪个方向合力大，就取对应方向的合力点）。 

 

因此，轴力方式计算除了体现框架柱自身抗弯在整体抗倾覆力矩中的作用，还体现了

框架梁对整体抗倾覆的贡献，轴力计算方式所得的柱倾覆力矩百分比，不仅反映了框架柱

的数量，同时反映了其空间布置。 

那么，“轴力方式”以及“改进轴力方式”主要应用于哪些方面呢？ 

对于带框支转换层的结构，在转换层及其以下各层，框支框架所占的比例较多，按照这

些层计算出的框支框架所占地震倾覆力矩的比例较高。但是在转换层以上各层，由于没有框

支柱，因此这些楼层计算得到的框支框架所占的倾覆力矩为 0，而剪力墙承担的倾覆力矩占

了绝大部分。这部分剪力墙的倾覆力矩累加到框支层之后，会导致框支层的框支框架部分倾

覆力矩占比过小。 

以下面这个项目为例： 

框支层： 

 

标准层： 

 

可以看到，Y方向剪力墙较多，框支框架的倾覆力矩在规范方法下占比很小，而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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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式”以及“改进轴力方式”下，占比就很高。 

 

 

为了避免规范算法带框支转换层的结构，框支框架部分倾覆力矩过小的问题，盈建科软

件将总倾覆弯矩（即分母）扣除框支层以上的倾覆弯矩，如此处理相当于仅统计框支楼层范

围内的结果。 

在【高级参数】——【整体指标】里面也开放了接口，默认为勾选。 

 

下图为是否勾选该参数的效果，可见勾选之后对于框支框架部分倾覆力矩是有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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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处理方式相对简单，并不能够适应所有框支转换结构，因此对于框支转换结构，

建议采用 “改进轴力方式”或者“轴力方式”作为判别依据。而对于非框支转换结构，可

以采用规范方式作为倾覆力矩百分比的判别依据。 

 

下面我们来看两组常见问题： 

问题 1：首、二层没有斜撑，哪里来的短肢倾覆力矩？ 

 

答：通过规范公式可以知道，倾覆力矩是累加下来的，由于上面有斜撑，因此尽管首、

二层没有斜撑，但是依然会累加上面斜撑的倾覆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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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首、二层普通墙全改为短肢墙，为什么规范算法还有普通墙，而轴

力方式则没有？ 

 

答：规范算法是累加的，从规范公式可见，倾覆力矩要两次求和，一次是本次构件加和，

一次是层层叠加，因此下面两层会出现普通墙的倾覆力矩。 

而轴力方式是标准的力学算法，只考虑本层构件的加和，因此下面两层没有普通墙的倾

覆力矩。 

 

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将分为上、中、下三篇，“程序中输出的多处倾覆力矩有什么区

别？”“倾覆力矩大于 100%”等常见问题，我们将会后续文章中一一揭晓，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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