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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力矩超详细攻略（中） 

——“倾覆力矩”与“零应力区” 

董 礼 

我们在《倾覆力矩超详细攻略（上）》中给大家介绍了：倾覆力矩的三种计算方式，今

天继续介绍倾覆力矩的结果在哪查看以及其他经典问题： 

2、倾覆力矩的结果在哪查看？ 

 

如上图所示，倾覆力矩有四个位置输出： 

1、“wmass.out”文件； 

2、“wv02q.out”文件； 

3、“wzq.out”文件； 

4、【楼层结果】—【地震倾覆弯矩】。 

这里面的第 3项和第 4项是相同内容，只不过一个是文本文件一个是图形文件。 

 
 

用户最多的疑问就是：倾覆力矩结果要在哪看，以及几个结果又为什么不一样？ 

首先，如果是想判断下图中这些规范限值要求的，就在“wv02q.out”中查看，该文件

下输出了三种计算方式的倾覆力矩供用户进行选取，这一点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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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楼层结果”中的地震倾覆弯矩为什么与“wv02q.out”文件结果的数值不同呢？ 

 

“楼层结果”中的“地震倾覆弯矩”数据来自于“wzq.out”文件中的“地震作用下结

构的弯矩”。由于“wzq.out”中“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弯矩”主要输出的是各个单振型下的地

震力等信息，因此“wzq.out”里的地震倾覆弯矩，为先单振型按外力求倾覆弯矩，然后 CQC

组合得到的，其倾覆弯矩统计方法为《抗震规范》6.1.3条文说明中的公式。 

而“wv02q.out”中的地震倾覆弯矩为规定水平力下的结果，规定水平力计算是静力计

算过程，软件直接统计倾覆弯矩结果。以下是核算过程： 

 

3299=115.99x3.9+226.78x3.9+315.55x4.5+361.53x1.5 

 

需要补充的是，根据《抗规》6.1.3-1注解：底部指计算嵌固端所在的层。选取倾覆力

矩与规范做对比时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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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倾覆力矩”与“零应力区” 

与“wv02q.out”中的倾覆力矩不同，“wmass.out”文件中输出的抗倾覆力矩 Mr以及倾

覆力矩 Mov是求解零应力区的过程解，并不是规范要求的倾覆力矩，因此很多用户经常将两

者混淆，将这两处进行比较。 

 

《抗规》4.2.4条以及《高规》12.1.7等条文对零应力区进行了规定： 

 

由于规范并未对零应力区公式进行规定，因此程序采用《复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的

简化算法计算：即假定水平荷载为倒三角分布，合力点位置再 2/3H 处。不同的是，YJK 考

虑了塔楼偏置的影响，按塔楼综合质心计算抗倾覆力臂。 

 

软件分别采用风和地震参与标准组合进行验算。对于风荷载组合，活荷载组合系数取

0.7；对于地震组合，活荷载乘以重力荷载代表值系数，可以考虑单独定义的构件质量折减

系数。下图为零应力区公式的推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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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公式中的 m,程序提供了两种方式： 

 

1）质心到最近边距离的 2倍：即取底部总宽度为该数值，相当于取 m=B/2; 

2）平面外包矩形边长：即取平面外轮廓对应的宽度。 

而对于计算零应力区的倾覆力矩是否采用简化算法，程序在【高级选项】中也进行了放

开：勾选时，按照上面的简化算法进行计算，不勾选，则按软件实际计算得到的倾覆弯矩计

算。 

 

通过下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当不勾选采用简化算法时，程序选取【楼层结果】—【地震

/风倾覆弯矩】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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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来看两组用户常见问题： 

问题 3：上部结构“wmass.out”中未出现零应力区，而基础计算中个别独基出现

零应力区，结果为什么不一样，我该以那个为准？ 

 

 

答：上部结构中的零应力区的计算方法为简化算法，是基于上部的外包轮廓计算的，没

有考虑实际基础的尺寸大小，他是一个估算的结果，可以应用于方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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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上部结构，基础模块中的基础尺寸是准确的，因此基础中的零应力区为精确计算

结果，最终结果推荐查看基础的零应力区结果。 

软件将基础分为刚体基础和有限元基础。孤立的独基等为刚体基础；筏板、地基梁、筏

板内承台、多柱承台为有限元基础。对于刚体独立基础，程序按照《地基规范》5.2节相关

内容计算零应力区；对于有限元基础，当单元格的有限元结果出现 0 应力，则为零应力区。 

下图为零应力区的一些技术条件，程序会在零应力区结果中给出提示。 

 

还需要注意的是： 

1）零应力区验算意味着筏板下部分区域的可能出现脱离区(零应力区)，考虑到土的单

压特点，脱离区的基底压力会出现负值，由于土不能承担拉力，所以是不合理的。需用户指

定所有标准组合的分析属性为非线性，用户界面见下图： 

 

2）如果未采用非线性分析，软件会在零应力图上给出提示，如下图所示： 

 

问题 4：整体抗倾覆验算结果与 PKPM 结果不一致。 

 

答：对于整体结构抗倾覆计算和基础零应力区的计算，当上部各层相对于底部楼层有

质心偏置的情况时，PKPM和 YJK计算结果不同，YJK考虑了塔楼偏置的影响，按塔楼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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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心计算抗倾覆力臂，塔楼综合质心是按照按各层质心的质量加权计算得出的。而 PKPM的

抗倾覆力臂直接取用基础底面宽度的一半计算。改为【平面外包矩形边长】方式，计算结

果基本一致。 

 

 
 

通过两篇文章，我们详细介绍了倾覆力矩的三种方式以及“倾覆力矩”与“零应力区”

等内容，在《倾覆力矩全网最强攻略（下）》中我们将介绍一些特殊构件比如端柱、支撑的

零应力区统计原则，以及倾覆力矩超过 100%、倾覆力矩为 0等常见问题，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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