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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纵筋的配筋设计不仅需要满足承载力计算的要求，还需遵循规范中关于最小配筋率的强制性规定。本

文系统梳理了 YJK 软件中关于混凝土矩形柱纵筋按构造配筋的几种典型场景，分析其原因和计算方法，旨在

帮助工程师和设计师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相关规范，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更加科学和合理的决策. 

柱纵筋按构造配筋是指当柱按承载力计算得到的纵筋配筋数值小于按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筋率计算得到

的配筋数值时，则柱按构造配筋数值配筋。现行混凝土相关规范对柱纵筋最小配筋率的规定大致相同，局部

有差异。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对柱纵筋的最小配筋率的要求如图一所示： 

 

图一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2024 年版）对柱纵筋的最小配筋率的要求如图二所示： 



 

图二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 年版）对柱纵筋的最小配筋率的要求如图三所示： 

 

图三 

情况一：单侧最小配筋率控制 

案例 1：框剪结构，模型定义了 4 级构造，柱子钢筋级别为 HRB400，按规范柱纵筋最小配筋率应该为

0.55%，柱子计算输出结果配筋率为什么是 0.75%和 0.70%呢？ 



 

图四 

工程分析：对于这个模型，首先查看配筋简图并打开【结果设置】中的【显示计算配筋值】，可以看到

图五中的柱纵筋计算配筋面积是 0，说明这些柱是按构造配筋取值。此时显示的纵筋配筋率 0.75%和 0.70%

应该是构造配筋率，按规范要求，这些柱的全部纵筋最小配筋率应是 0.55%。 

 

图五 



是否程序输出有误呢？查看模型可以看到，配筋率 0.75%和 0.70%的柱截面尺寸也有差异，并且该模型

中柱截面尺寸都比较大。规范不仅对全截面最小配筋率进行规定，同时还要求柱每一侧的纵筋不应小于 0.2%。

这时需要计算下这些柱的单侧最小配筋及全部纵筋配筋率。 

对图五中的 3 号柱： 

单侧最小配筋需要 1900x2200x0.002=8360mm2，与构件信息中输出的 Asx（Asy）一致，如图六所示。 

 

图六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角筋面积 Asc 是 490 mm2。由于单侧配筋面积 8360mm2包含了角筋面积，所以计

算全截面纵筋面积时需要进行扣除，以免重复计算。 

那么全 截面 纵筋配筋面积 需 要 4x （ 8360-490 ） =31488mm2 ，进而全截 面纵筋 配筋 率

=31488/1900/2200=0.753%，与程序输出一致，一点差异是精度原因。 

同样，对图五中的 2 号柱： 

单侧最小配筋需要 1400x1400x0.002=3920mm2，与构件信息中输出的 Asx（Asy）一致，如图七所示。 



 

图七 

角筋面积 Asc 也是 490mm2，那么全截面纵筋配筋面积需要 4x（3920-490）=13720mm2，进而全截面

纵筋配筋率=13720/1400/1400=0.700%，与程序输出一致。 

情况二：全截面最小配筋率控制 

案例 2：框架结构，构件详细计算书中的配筋值与图形中不一致（见图八），差别较大，3388mm2如何

得到？ 

 

图八 

工程分析：对这种详细计算书数值与图形中不一致情况，首先考虑图形中是否为构造配筋，可以通过以

下两种方法确认： 

1．在配筋简图右侧边栏中找到【结果设置】，打开后勾选【显示计算配筋值】，确定后点击应用，此时

图形结果会显示全部计算配筋值，可以看到 Y 向配筋已由 3388mm2 变为 638mm2，与构件详细计算书中一

致了。如图九所示： 



 

图九 

2．打开此柱的【构件信息】，按程序的输出规则，可以看到计算配筋面积 Asyt0=637 mm2，而 Asyt=3387 

mm2是该柱 Y 向顶部配筋的计算值和构造值的大值。 

 

图十 

 

图十一 

通过构件信息或图形显示可清楚看到 Asx=2273 mm2和 Asy=3387 mm2均是构造值，根据结构体系、抗



震构造等级、钢筋级别混凝土强度等级等判断出程序输出的全截面配筋率 Rs=0.90%是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筋

率，那么可以根据最小配筋率得到配筋面积具体数值，计算过程如下： 

构造配筋的全截面总面积 Asa=1300*800*0.9%=9360 mm2； 

程序对矩形柱的构造配筋结果默认按照长短边的边长比例进行分配，并且单边面积包含一根角筋面积

Asc。 

边长比例：800:1300=8:13，长边分配的配筋面积=9360*13/21/2=2897mm2，短边分配的配筋面积 As 短

=9360*8/21/2=1783mm2； 

从图十可以看到程序输出单边配筋 Asx、Asy 是包含两根角筋的，因此 As 短和 As 长分别需要再加一个角

筋面才能与 Asx、Asy 相等，角筋面积在图十一有输出，Asc=490mm2； 

短边配筋面积：Asx=1783+490=2273 mm2，长边配筋面积：Asy=2897+490=3387mm2，与构件信息输出

及图形显示一致。 

验算单侧最小配筋率： 

短边配筋率：ρsx=2273/1300/800=0.219%大于 0.2%，长边配筋面积：ρsy=3387/1300/800=0.326%大

于 0.2%，均满足规范要求。 

情况三：全截面最小配筋率和单侧最小配筋率同时控制 

案例 3：框架结构，如果矩形柱按边长比例分配配筋，那么下面图十二这颗柱单边应为 2547mm2和 5633 

mm2，实际却是 3200mm2和 4980mm2，这是什么原因？ 

 

图十二 

工程分析：查看这个模型，通过该柱基本信息可以判断，全截面配筋率 Rs=0.90%是规范要求的最小配

筋率，单侧配筋面积 3200 和 4980 还是构造值，按案例 2 方法求解图十二这颗柱的 Asx、Asy，计算过程如

下： 

构造配筋的全截面总面积 Asa=2000*800*0.9%=14400mm2； 

边长比例：800:2000=2:5，短边分配的配筋面积 As 短=14400*2/7/2=2057 mm2，Asx=2057+490=2547mm2； 



注意，这里开始与案例 2 不同： 

案例 2 中短边配筋面积 2273mm2是大于柱每一侧配筋不应小于 0.2%的要求的，但本例 2547 mm2并不

满足，2547＜2000*800*0.2%=3200 mm2，那么 Asx 最少需要的配筋面积为 3200mm2； 

此时我们要根据柱按全截面最小配筋率计算的配筋面积来反推长边配筋面积： 

矩形柱全截面的配筋面积公式为 Asa=2*（Asx+Asy）-4*Asc，已知 Asa=14400 mm2，Asx=3200mm2，Asc=490 

mm2； 

代入公式可求解得到 Asy=4980mm2，与构件信息输出及图形显示一致。 

验算长边单侧最小配筋率： 

长边配筋率：ρsx=4980/2000/800=0.311%大于 0.2%，满足规范要求。 

情况四：长、短边分别按最小配筋率和计算配筋控制 

案例 4：框架结构，如图十三所示柱，一侧是计算 1207mm2，一侧是构造值 814mm2，程序是如何考虑

的？ 

 

图十三 

工程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单侧计算配筋值大于构造值的一侧一定是按计算值取值，首先可以确定长边

配筋面积取 As 长=Asy=1207mm2. 

通过前面案例分析，单侧的构造配筋取值会综合考虑按边长比例分配和全截面最小配筋率、单侧最小配

筋率。 

根据该柱基本信息可以判断，程序输出的全截面配筋率 Rs=0.70%大于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筋率 0.65%，对

于计算配筋值小于构造值的一侧，就不再按全截面最小面积公式反推单侧配筋面积了，而是取全截面最小

配筋率按边长比例分配得到的结果，同时还要考虑单侧最小配筋率。具体计算如下： 

构造配筋的全截面总面积 Asa=500*800*0.65%=2600mm2； 

边长比例：800:500=8:5，长边已经按计算值，那么仅分配短边，短边分配的配筋面积 As 短=2600*5/13/2=500 

mm2，Asx=500+314=814mm2，与构件信息输出及图形显示一致。 



验算短边单侧最小配筋率： 

短边配筋率：ρsx=814/500/800=0.204%大于 0.2%，满足规范要求。 

此时，柱纵筋全截面配筋 =2* （ Asx+Asy ） -4*Asc=2x （ 814+1207 ） -4x314=2786mm2 ，配筋率

=2786/500/800=0.697%≈0.7%，与程序输出基本一致。 

案例 5：与案例 4 类似的是图十四所示柱，框剪结构中柱，一侧是计算值 1070，一侧是构造值 800， 

 

图十四 

工程分析：按照前面案例 4 的思路，长边取计算配筋值 1070mm2，短边取全截面最小配筋率按边长比

例分配得到的结果，同时考虑单侧最小配筋率要求。 

具体计算如下： 

构造配筋的全截面总面积 Asa=500*800*0.55%=2200mm2； 

边长比例：800:2000=2:5，长边已经按计算值，那么仅分配短边，短边分配的配筋面积 As 短

=2200*5/13/2=423.1 mm2，Asx=423.1+314=737.1 mm2，与构件信息输出及图形显示不一致。 

按照单侧最小配筋率计算配筋面积：Asx =500*800*0.20%=800 mm2大于 737.1 mm2，所以需要两者取大

值，最终 Asx =800 mm2，与构件信息输出及图形显示一致。 

此时，柱纵筋全截面配筋 =2* （ Asx+Asy ） -4*Asc=2x （ 800+1070 ） -4x314=2484mm2 ，配筋率

=2484/500/800=0.621%，与程序输出基本一致。 

情况五：层间受剪承载力形成的薄弱层自动调整配筋控制 

案例 6：两个荷载和层高接近，尺寸相同的管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二层柱配筋相差很大，查看单构件

计算书发现纵筋配筋表中，一个管架设计值和计算值一致，另一个则不一致，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图

十五及图十六所示： 



 

图十五 

 

图十六 

工程分析：模型中计算参数勾选了【自动根据层间受剪承载力比值调整配筋至非薄弱】，这时软件对层

间受剪承载力比值小于参数设置的数值（默认是 0.8，见图十七）的楼层，将自动增加柱、墙构件的计算配

筋，目的是使该层层间受剪承载力比值大于 0.8，软件增加的是柱的纵向钢筋(如果本次迭代，增加柱的纵向

钢筋不起作用，则增加箍筋)和剪力墙的水平分布钢筋。 

 

图十七 

若不勾选计算，会发现两个模型均有受剪承载力不满足的薄弱层，见图十八、十九，并且薄弱层所在楼

层不相同。此时再勾选去计算，程序优先调整配筋去满足受剪承载力要求，对二层柱来说，一个模型不用调

整配筋，计算值和设计值一致；一个模型需要调整配筋，就出现了计算值和设计值不一致，这里的设计值即

是自动调整配筋后得到的数值而并非计算得到，实际是构造配筋值。 



 

图十八 

 

图十九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参数对勾选【鉴定加固】选项的工程是不起作用的。 

此外，前面案例中提到了矩形柱的边长比例分配，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程序将控制参数【柱全截面

配筋按边长分配】放在了高级选项中，见图二十，默认是勾选，即对于构造配筋结果会按照柱边长比例进行

分配，不勾选则均匀分配。 

 

图二十 

如案例 5 中的柱，不勾选【柱全截面配筋按边长分配】时，按均匀分配方式分配到短边的配筋面积 As

短=2200/4=550mm2，Asx=550+314=864 mm2，与构件信息输出及图形显示一致（见图二十一）。 

验算短边单侧最小配筋率：ρsx=864/500/800=0.216%大于 0.2%，满足规范要求。 



 

图二十一 

此时，柱纵筋全截面配筋 =2* （ Asx+Asy ） -4*Asc=2x （ 864+1070 ） -4x314=2612mm2 ，配筋率

=2612/500/800=0.653%，与程序输出基本一致。 

通过对矩形柱纵筋按构造配筋的几类典型案例解析，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规范要求和程序计算方

法，还能在实际工程中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