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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震结构设计计算问题(200606) 

黄警顽 

(83201728 13005465364 Emailxzjhjw@126com) 

****高规 105 条 高层建筑设计中应注重概念设计 

重点  (1)抗震概念  (2)规范求  (3)程序处理方法 

说明 

1谨文作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2003 年出版结构专业设计统技术措施第四章补充参考 

2文关程序应讨 SATWE2005 版象 

 

1． 抗震设计计算综述 

11 抗震结构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 方法概述 方法特点 控制条件 

静力分

析 

1 解结构振动方程 

2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求

层震力 

3 震力作层偏

心点解静力衡方程求

出震反应 

弹性 

动力时

程分析 

振型迭加法求解强逼振动

微分方程 

1 刚度矩阵矩阵

变(变形假定) 

2 断面设计考虑塑

性(梁调幅钢筋砼

受压区应力均布假

定板配筋屈服线

法等) 

1 强度控制截面承戴力设计

2 延性控制轴压剪压

受压区高度配筋率 

3 位移控制位移层位移角

4 扭转刚度控制偶然偏心周

期 

5 竖规性控制层刚度

层抗剪承载力 

拟静力

推覆分

析 

1 竖荷载次施加求出

结构弹性应力作初始

应力 

2 分步施加侧荷载分

步积分法解结构静力

衡方程 

弹塑性 

动力时

程分析 

1 分步积分法解结构强逼

振动方程 

1 刚度矩阵步出

现塑性破坏情况修

正 

2 采变形假定时 

矩阵变 采

变形假定时 

矩阵步位

移修正 

1 弹塑性层位移角 

2 弹塑性破坏程 

3 防倒塌控制 

4 需加强薄弱层薄弱部

位 

整体

分析 

动力时程分析

震波求 

1 少条工波+二条实测波 

2 场类场特征周期选波 

3 基底剪力反应谱法条波少 65三波均少 80 

4 记录长度少 12s 3～4 倍振周期 

局部

分析 

弹性应力分析 1 通限元分析 

2 选程序SAP84 SAP2000 MIDACPMSAP 等 

3 需分析部位超限框支剪力墙连体结构连结体厚板转换层板柱墙结构楼面连续楼板

应力集中区域 

 

 

 

 

 

 112  规范抗震结构分析求 

震作 分析方法 适范围 说明 

底部剪力

法 

高度超 40m剪切变形质量

刚度高度分布较均匀建筑 

FEKα 1Geq Geq085GE α 1—相应

T117ψT(uT)05水震影响系数 

水

震作 

振型分解

反应谱法 

高层结构 单震考虑扭转耦连偶然偏心 

双震考虑扭转耦连考虑偶然偏心

求剪重λVEki∑Gi≥02αmax薄

弱层求λ≥115×02αmax

水

水+

竖震

作 

遇震

弹性时程

补充分析 

1．甲类高层 

2．竖层刚度层受剪承载力超限(第

442—445 条) 

3． 8度 III 类场 7 度区建筑高＞100m

   8度 IIIIV 类场建筑高度＞80m 

   9度区建筑高＞60m 

4．高规第 10 章规定复杂高层 

5．质量竖分布特均匀高层(文

献[13]定义质量均分布密度相邻层

15 倍) 

选择震波求： 

1．场类（特征周期）设计

震分组选择少两组实测波+组工

波弹性时程分程条时程曲线

结构底部剪力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65条时程曲线结构底部剪力

均值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80 

2．震波持续时间 3～4T1≥

12s震波时间间距取 001  002s 

3．震作效应取弹性时程分析波

均值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较取值 

水

震作 

罕遇震

弹塑性动

力静力

时程分析 

1 B 级高度高层 

2高规第 10 章规定复杂高层 

弹塑性静力时程分析： 

1目标位移取Δy2Δu 

2侧荷分布倒Δ形矩形 

3材料构关系砼规范 

静力法 89 度时板型网架 24m 跨屋

架 

震作取Ge  1020 

Ge 重力荷载代表值 

+ 竖

震作 

震作

系数法 

9 度时长悬挑结构跨度结构部外

挑结构 

FEVKαvmaxGeq质点基底剪力法分配

Geq075Ge αvmax065αmax

13 类建筑抗震设防类抗震求(高规48 节) 

建筑设防

类 

震作 抗震措施 抗震构造措施 

甲类建筑 震安全

评估结果确

定 

烈度提高度 9 度

时应适提高 

8（03g）IIIIV场 9+ 

烈度提高度 9 度时应适提高 

7（015g）8（03g）IIIIV场 8+9+6

7 度I类场提高 

乙类建筑 烈度 烈度提高度（含

6 度） 9 度时应适提高 

烈度提高度（含 6 度）IIIIV 类

场适提高9 度时应适提高  

丙类建筑 烈度

（包括 6 度） 

烈度 烈度 

丁类建筑 烈度 烈度略降低（ 6度

外） 

烈度略降低（ 6度外） 

89 度 I 类场烈度降 1 度 

7（015g）8（03g）IIIIV 场烈度

   注1抗震措施指震作计算抗力计算外措施包括避开利段结构选型结构布

置抗震力调整抗震构造措施等 

2 抗震构造措施指根抗震概念设计原般须计算结构非结构构件必须采细

部构造求 

 214 抗震措施中结构力调整 

141 震作力调整 

调整项目 调整方法放系数 

框剪结构梁柱力调整 调整柱剪力∑Q02Q0柱弯矩相应例调整 

竖规结构薄弱层力调整 梁柱墙支撑震力放 115 

构件抗震等级 特级 级 二级 备注 

梁力放系数 18 15 125 

配筋时框支柱轴力放系数 18 15 12 

(1026) 

转换层梁

柱力调

整(包括轴

力) 柱力放系数(10272) 框支柱数框支柱数>10 时12 层转换∑Q02Q0层转换∑Q03Q0

框支柱剪力调整弯矩相应例调整轴力调 

142  构件组合力调整 

(计算条件钢筋超强系数材料标准强度设计强度11超配系数实际配筋计算配筋11) 

构件类型 特级 9度级 级 二级 三级 备注 

框架梁剪力 13*12 11*11*11 13 12 11 

连梁剪力 13 13 13 12 11 

强剪弱弯(625)(492) 

弯矩 15*12 1331*12 15 125 115 柱底 

剪力 15*14*12 2319 15*14 125*12 115*11 

强剪弱弯强柱弱梁底部

加强(622623)(492) 

弯矩 14*12 12*11*11 14 12 11 



般

柱  

剪力 14*14*12 2108 14*14 12*12 11*11 

强剪弱弯强柱弱梁 

(621) (622)(492) 

弯矩 15*12 — 15 125 115 柱顶

底面 剪力 18*14*12 — 15*14 125*12 115*11 

强剪弱弯强柱弱梁底部

加强(622623)(492) 

弯矩 1 4*12 — 14 12 11 

框

支

柱  

剪力 168*14*12 — 14*14 12*12 11*11 

强剪弱弯强柱弱梁 

(621) (622)(492) 

弯矩 18 15 15 125 10 加强区 

墙 剪力 19 16*11 16 14 12 

(10214) 底部加强 

(7210) 强剪弱弯 

弯矩 13 12 12 12 10 

复

杂

高

层 

非加强

区 剪力 12 10 10 10 10 

(726)(492) 

 

弯矩 11 10 10 10 10 加强区 

墙 剪力 19 16*11 16 14 12 

(7210) (4924) 

底部加强 

弯矩 12*11 12 12 10 10 

普

通

高

层 

非加强

区 剪力 12 10 10 10 10 

(726)(492) 

弯矩 11 10 10 10 10 加强区

墙 剪力 19*14 16*11*14 16*14 14*12 12*12 

(712) 强剪弱弯 

弯矩 13 12 12 10 10 

短

肢

高

层 

非加强

区 剪力 12*14 10*14 10*14 10*12 10*12 

(712) 强剪弱弯 

注角柱力表系数放 11 倍(高规102125) 

 

 

 

 

 

 

 315 抗震措施中抗震构造求 

151 框架柱抗震构造表 

抗震设计  项目   细   目   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非抗震设计  

适条件 9 度≤25m  

8 度＞35m 

8 度≤35m 

7 度＞35m 

7 度≤35m 

6 度＞25m 6 度≤35m 分高度  

梁柱  ≥C30  现    浇≥C20  

装配整体≥C30 

混凝土强

度等  

级 梁柱强度差  ≤5MPa  

净保护层厚度  室≥25mm潮湿环境梁≥35mm  

框 

架 

  

般  

  

求 

钢筋锚固长度lal(laE)  la+10d  la+5d  la  

构造求  hc≥400mmbc≥350mmhcnhc≥4  

般柱  07  08  09  09      轴压

  短  柱  065  075  085  085      

截  

面  

尺  

寸 受剪求  Vc≤ （1γRE）(020fcbchc0)  

 

Vc≤025fcbchc0  

配筋率  4搭接区段 5级抗震短柱边≤12  5  

中柱边柱  08  07  06  05  04  

角     柱  10  09  08  07  04  

  

  

配  

筋  

率 

特     殊  Ⅳ类场较高建筑表中数值增 01        

钢 筋 净 距  ≥50mm  

钢筋间距  ≤200mm  ≤350mm  

连接方法  应采焊接  

底层应焊接  

宜焊接  

直径≥22mm  

宜焊接 

底层应焊接 

直径≥22mm 

宜焊接 

直径≥22mm  

宜焊接 

搭接长度         12la+5d  12la  12la  la  

接  

头 

接头位置  

1受力较位置搭接次搭接半  

2相邻接头位置间距焊接≥500mm搭接≥600mm  

3距楼板少 hc宜 750mm 

  

  

受  

力  

钢  

筋 

 

锚固长度  la+10d  la+5d  la  la  la  

加密区范围  

1柱端hc  DHcn6500mm 中值2底层刚性坪

500mm 

3短柱全高(Hcnhc＜4)4角柱全高 

间距(取

值)  6d100mm  8d100mm 8d150mm 8d150mm  

间距(取

值)  d410mm  d48mm  d48mm  d46mm  

轴压＜

04  

普通箍 08 

螺旋箍 08  

06～08 

06  

04～06 

04       

轴压

04~06  

普通箍 12 

螺旋箍 10  

08～12 

08～10 

06～08 

06       

加  

密  

区 



体积

配筋

率  轴压＞

06  

普通箍 16 

螺旋箍 12  

12～16 

10～12 

08～12 

08       

特殊加密求  

   求  

1混凝土强度等级＞C40IV 类场较高建筑配箍率取较

值 

2局部错层夹层楼梯间等处短柱轴压 06 项采

      

数 量  加密区箍筋量 50    求  非  

加  

密  

区 

间 距  ≤10d  ≤10d  ≤15d  bC 400mm 

 15d(绑扎)20d(焊接)  

1肢距 200mm隔根筋双箍筋约束  

2 135°弯钩直段长度 10d 封闭式箍  

框 

  

架 

  

柱 

  

设 

  

计 

 

箍  

筋 

 

箍筋求  1钢筋配筋率 3直径￠8mm焊成封闭箍(焊缝长 5d) 

间距 200mm 10d  

2钢筋接头处间距受拉时 5d 100mm受压时 

10d 200mm 

 

 

 

 4152 框架梁抗震构造表 

抗震设计  项目   细   目   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非抗震设计  

构造求  1hb≈(18～112)lb hb≤14lbn 2bb≥14hb bb≥12bnbb≥250mm 

叠合梁  预制部分hb1≥lb15  浇部分hb2≥100mm  

受剪求  vb≤（1γRE）(020fcbbhbo)  vb≤025fcbbhbo  

截面

尺寸 

受压区高

度  x≤025hbo  x≤035hbo  X≤ξbhbo   

ξb08 (1+fv00033Es) 

梁 

 

般 

 

求  

梁柱中  梁柱量做中 

偏心时e≤hb4 e≤bb4  

配筋率  25  求  

支 座  04  03  025  025  025    

配筋率  跨 中  03  025  02  02  02  

贯通全长钢筋  

1少部部   

  较面积 14  

2少 2φ14 

 2φ12  

1跨中部少  

   2φ12搭接  

2支座部少两根钢筋

部钢筋切断  1通长钢筋允许切断搭接  

2非通长钢筋柱边外 02Ln 处切断 

1距柱边少25Ln  

2部跨中钢筋  

  搭接长度 12La 

锚固长度  laEla+10d  laEla+5d  laEla  la  

锚 

 

固  构造求  

1二级梁钢筋伸边柱中心线 

2弯折锚固时水段≥045laE垂直段 10d 22d 

3部钢筋穿中间节点部钢筋伸入中柱laE中轴线

5d 

1屋面梁伸入   

   边柱 12la  

2标准层伸入  

   边柱 la 

接 头  应焊接  宜焊接    搭 接  

  

  

受  

力  

钢  

筋  

梁端受压筋  

受拉筋面积 A`sAs≥05  A`sAs≥03   限 

加密

区  加密区范围  距梁端 2hb  

 500mm 距梁端 15hb 500mm  特殊加密求  

筋ρ≤

2  

≥d4 

φ10mm  

≥d4 

φ8mm  

≥d4 

φ8mm  

≥d4 

φ5mm  

直径 筋ρ≥

2  

≥d4 

φ12mm  

≥d4 

φ10mm  

≥d4 

φ10mm  

≥d4 

φ8mm  

       加密

区  

间距(取

值)  hb46d 100mm hb48d  

100mm hb48d 150mm hb48d 150mm  ≥0020fcfyv  

Vbfcbbhbo  hb(mm)  ＞007  ≤007  

≤300  150mm  200mm  

300~500  200mm  300mm  

500~800  250mm  350mm  

框 

 

 

 

 

架 

 

 

 

 

梁 

 

 

 

 

设 

 

 

 

 

计  

 

箍 

 

 

 

 

筋  

般

求 箍筋间距  ≤hb2≤bb≤250mm  

＞800  300mm  500mm  

箍 筋  少柱端加密区实配箍筋  节点

区    钢 筋  柱钢筋节点区切断 

专门求  

 

 

 

 

 

 

 

 

 

 

 

 

 

 

 

 5153 剪力墙抗震构造表 

抗震设计  项次 项目   细   目   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非抗震设计  

适  范 围 8 度80~100m 

9 度≤60m 

8 度35~80m 

7 度＞80m 

8 度＜35m 

7 度≤80m 

6 度＞60m 

6 度≤60m 全部高度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  

  厚 度  ≥h20  

≥160mm ≥h25≥140mm  

截面尺寸求  Vw≤1γRE(020fcbwhw)  Vw≤025fcbwhw 

墙肢宽度  ≥3bw≥500mm轴压Um≤06  ≥3bw≥500mm  

般错洞墙  应采  宜采采时洞口错开少 20m  

叠合错洞墙  宜采采时加暗框架  

错  

洞  

 墙  底层局部错洞  底层洞口边暗柱延伸二层二层洞口设暗梁形成底层暗框架  

设备道洞口  宜预埋套配交叉补强钢筋直径较时配环形钢筋  

H≤50m  洞口边少 2￠8伸入墙锚固长度la1  

墙 

 

洞 

口  

边长

08m  H＞50m  洞口边配截断钢筋量半伸入墙锚固长度la1  

  

般  

  

求  

钢筋锚固长度la1(laE)  la+10d  la+5d  la   

加强部位  (1)顶层(2)底部范围Hw8少底层层高 

(3)楼梯间电梯间(4)山墙(5)外墙端开间  

双排配筋求  部位均应 

采双排配筋 

加强部位应采双排

余宜双排  加强部位宜双排配筋  

拉结钢筋  直径≥￠6mm间距≤700mm底部加强区加密  

加强部位  025  025  020  020  020  分布钢筋

配筋率   般部位  025  020  015  015  015  

分布钢筋间距  300mm  300mm  300mm  300mm  横 300mm 

竖 400mm 

分布钢筋直径  ￠8mm  ￠8mm  ￠8mm  ￠8mm  横 ￠6mm 

竖 ￠8mm 

水分布钢筋连接  搭接长度laE  

接头错开 500mm 

搭接长度la  

接头错开 500mm 

分 

布 

钢 

筋  

竖分布钢筋连接  次接头 50接头

错开 500mm 

加强部位次接头

50错开 500mm 截面搭接  

边缘构件求  端部应设暗柱翼缘柱 

横剪力墙端部宜设翼缘  端部宜设翼缘端柱横墙宜设翼缘 少应配暗柱 

底部加强部位  0015Ac  0012Ac  0005Ac 2￠

14(值)  2￠12  2￠12  端部钢筋

配筋量   般部位  0012Ac  0012Ac 4￠12 较

值  

0005Ac 2￠14 

较值  2￠12  2￠12  

底部加强部位 ￠8@100  ￠8@150  ￠8@150  ￠6@150  ￠6@150  

般部位  ￠8@150  ￠8@200  ￠6@200  ￠6@200  ￠6@200  

端 

部 

钢 

筋  箍筋  

求 筋搭接范围 间距 5d 100mm  

竖  钢 筋  底部加强区少 0015Ac般位少 001Ac  少 0008Ac 

间距  ≤6d≤100mm ≤8d≤100mm  ≤8d≤150mm ≤8d≤150mm  ≤8d≤150mm 

剪 

 

 

 

力 

 

 

 

墙 

 

 

 

设 

 

 

 

计 

墙

肢配

筋  箍 筋  直径  ￠10mm  ￠8mm  ￠8mm  ￠6mm  ￠6mm  

截面尺寸求  跨高 25 时Vb≤1γRE(020fcbbhbo)  

跨高 25 时Vb≤1γRE(015fcbbhbo) 

配筋率  ≤25  

配筋率  04  030  025  025  025  

  

钢筋   

(单边) 锚固长度  ≥600mm≥la+10d ≥600mm≥la+5d  ≥600mm≥la  ≥600mm≥la  ≥600mm≥la 

间距(取

值)  hb46d 100mm hb46d 100mm hb48d150mm hb48d150mm 150mm  箍 筋  

直径  ￠10mm  ￠8mm  ￠8mm  ￠6mm  ￠6mm  

连 

梁 

设 

计  

构造求  1顶层楼层筋伸入墙体部分应配箍数量跨中相般楼层必配置  

2跨高＜25 时底部 02hb06hb 范围设配筋率低 02水分布筋 

 

 

 

 

 

 616 建筑结构计算步骤控制点[14]

计算步骤 步骤目标 建模计算条件 控制条件处理 

1建模 荷

载模型 

整体建模 1符合原结构传力关系 

2符合原结构边界条件 

3等合采程序假定条件 

1 振型组合数→效质量参予系数>09  →否增加 

2 震力作方角→θ0θm>150 →输入θ0θm附加方角θ00 

3 结构振周期输入值计算值相差>10时计算值改输入值 

4 查三维振型图确定裙房参予整体计算范围→修正计算简图 

5 短肢墙墙承担抗倾覆力矩例短肢墙墙承担抗倾覆力矩例>50→规范许修改设计 

2计算 

( 次

次) 

整体参数

正确确

定 

1震方角θ00 

2单震+扭耦连 

3考虑偶然偏心 

4强制全楼刚性楼板 

5总刚分析 

6短肢墙时定短肢

墙结构 6 框剪结构框架承担抗倾覆力矩>50→框架抗震等级框架结构定

层结构定义框架结构定义抗震等级计算抗震墙作次抗侧力构件

抗震等级降级[11]

1周期控制TθT1≤09(085) →否修改结构布置强化外围削弱中间 

2层位移控制 [ΔUmΔUa Um Ua]≤12→否双震重算 

3侧刚度控制求见满足时程序动定义薄弱层 

4层受剪承载力控制 QiQi+1＜[065(075)]否修改结构布置 

065(075)≤QiQi+1＜08→否强制指定薄弱层(注括号中数B级高层) 

5整体稳定控制刚重≥[10(框架)14()] 

6震剪力控制剪重≥02αmax →否增加振型数加震剪力系数 

2计算二 

( 次

次) 

判定整结

构合理

性(面

竖规

性控制) 

1震方角θ00θm 

2单(双)震+扭耦

连  

3()考虑偶然偏心 

4强制全楼刚性楼板 

5侧刚分析 

6计算结果确定

结构类型抗震等级 7层位角控制 ΔUeihi≤[1550(框架)1800(框剪)11000()] 

             ΔUpihi≤[150(框架)1100(框剪)1120()] 

1构件构造断面控制截面抗剪承载力验算 

2构件斜截面承载力验算(剪压控制) 

3构件正截面承载力验算 

4构件配筋率控制 

5纯弯偏心构件受压区高度限制 

6竖构件轴压控制 

7剪力墙局部稳定控制 

3计算三 

( 次

次) 

构件优化

设计(构件

超筋超限

控制) 

1计算二确定模

型参数 

2取消全楼强制刚性板

定义需弹性板 

3总刚分析 

4特殊构件工指定 

8梁柱节点核心区抗剪承载力验算 

1钢筋直径限制 

2镐筋间距求 

3配筋配箍率求 

4绘制施

工图 

结构构造 抗震构造措施 

4 重部位加强明显合理部份局部调整 

 

2  计算模型问题 

21 计算模型应满足条件 

211 基反映原结构受力特征传力关系 

212 基符合原结构边界条件 

213 基符合分析程序采计算假定条件           墙偏梁轴布置 

22 框支墙输入模型 

框支墙偏心处理方法：（见图）   梁轴                                         

221 框支层框支墙位置加建辅助轴线  墙轴 

墙支两端点垂直框支梁轴线设相刚度较辅助短梁力求正确反映墙梁间偏心传

力关系                       梁偏轴布置                  双框支梁布置 

222 框支梁偏轴布置 

223 双框支梁布置  梁轴 

                   墙轴                                                              梁轴 

224 三种布置方法较表(框支梁偏轴布置方法较) 

框支墙偏心处理方法 考虑墙梁偏心

扭矩梁影响 

考虑墙刚度

梁弯矩影响 

优缺点 

墙偏梁轴布置墙端加刚梁连结  未 墙段弯矩刚梁连接传力错误 

框支梁偏轴布置墙轴重合 未直接考虑  简便梁柱偏心弯矩梁扭转效应体现 

双框支梁布置梁间加刚梁连结   双梁组合刚度偏影响部结构力双

梁间楼板厚荷载输 0两梁分 

 723 截面柱梁输入模型 

231 注意梁定直接间接柱定位节点相连图梁穿柱截面荷载没传柱 

             错误                          正确                                    

         

232 截面异形柱输入分解矩形柱+剪力墙输入 

 

 

 

24 楼板计算模型 

241 种楼板模型适情况 

楼板模型 刚度设定 适情况 

弹性板 6 面面外均实际刚度 板柱板柱墙结构楼板 

弹性板 3 面限刚面外实际刚度 厚板转换层楼板 

弹性膜 面实际刚度面外刚度 0 般梁板楼面楼板 

刚性板 面限刚面外刚度 0 位移刚度控制计算 

242 述情况宜弹性膜楼板模型(结果供强度设计) 

2421 楼板开洞回形凹形弧形长条形面楼板面规—刚性楼板假定

成立 

 

 

2422 转换层裙房屋面层嵌固层楼板—竖刚度突变层 

2423 两结构单元间簿弱水构件联结时—水刚度突变部位 

2424 需作楼板局部变形验算楼板 

2425 复杂结构关层面连体结构连结体连结体两端两层错层结构咬合部位两

侧楼板 

25 室输入模型 

251 室边墙宜开低洞联肢墙墙柱加深梁输入宜连续剪力墙输入否易造成

力分配失真 

252 嵌固层设定[9] 

2521 室顶板作嵌固端条件 

1) 室顶板室外坪高差超 3 级台阶（超 13 层高） 

2) 室顶板梁板结构(梁楼盖)满足抗规第 6114 条关室梁柱受弯

承载力求 

3) 室侧壁良侧限室侧壁离塔楼边超 3 倍负层层高 

2522 室时嵌固端设定 

1) 基础面横方设置刚度较基础梁时基础面嵌固端 

2) 基础面离面定距离时面处设置刚性面时嵌固端设刚性面 

2523 室时嵌固端设定 

1) 单层室宜取基础面作嵌固端避开规范负层抗震等级部结构致

 8嵌固层楼板厚度 160求反济合理 

2) 层抗爆级较高防空室时顶板较厚取顶板嵌固层 

3) 塔楼室顶板投影面积填土室约束刚度宜≤2 

253 基础埋深标高时处理方法 

2531 利程序处理基础等高功 

2532 基础高柱截面加延低基础面模拟成等高基础面 

 

254 基础埋深单 H 关应 HB 关 HB 较时严HB 较时适放宽 

26 单塔塔楼输入模型 

261 裙房连结薄弱塔间净距≥3 倍塔宽( 3 倍裙房高)单塔计算 

262 单塔带裙房范围≤2 倍层层高(沪高规) 

263 周期验算时目前单塔楼计算塔时周期耦合起分开 

264 配筋塔楼计算结果较符合实际 

 

 

 

 

 

 

 

27 异型柱输入 

271 般异型柱宜墙输入框架结构例较 

构件类型 单元模型 抗震等级 配筋计算方法 位移角限值 轴压(7 度) 

矩形柱 杆件单元 高规表

482 

单偏压考虑分布筋作 

双偏压考虑分布筋作 

1500 08 

(二级) 

异形柱 杆件单元 矩形柱相

 

双偏压考虑分布筋作 1500 04～055 

(二级) 

短肢墙 板壳单元 较般墙高

级 

单偏压考虑分布筋作 11000 06 

(二级) 

272  Z 形异型柱双偏压试验说明破坏出现翼缘肢端部偏心距较时出现

翼缘腹板交接处外角部抗弯力矩力臂具确定性考虑 Z 形柱数量便设计Z

形柱短肢墙输入计算柱构造设置 (江苏省方标准钢筋砼异型柱框架结构技术规程

DB325122002)两 L 形异型柱输入两柱间刚性梁连结（全国规范） 

273 文献[13]规定异形柱肢宽 200肢高宽 4 2 

28 长柱短单肢墙输入问题 

281 短单肢墙柱竖构件力学模型受力特性配筋计算抗震求等 

 9般情况构件截面长宽区墙柱输入（hwbw≤3 柱 3＜hwbw282 文献[8]验算证明竖构件柱墙输入力计算结果影响误差 10

轴压控制基相输入构件类型控制求设计

283 两种构件构造求抗震力调整系数实际配筋时宜根构件实际情

况修正： 

2831 长宽≤4 墙肢宜柱求配筋 长宽>4 时墙求配筋(文献[13]规定剪

力墙厚度层高 115 300 时 长宽>4 时属般剪力墙) 

2832 规范框支柱抗震构造求严格抗震力调整系数较支承框支梁厚墙原

宜柱输入柱连成墙断面较长异型时建议直接支承框支梁处输入明柱

薄墙肢柱连起样受力较明确配筋济合理(见图) 

柱墙特性求表（未包括抗震力放求） 

构件类型 柱 墙 墙柱较 

力学

特性 

1单元力学模型 三维杆件单元 板壳墙元 



特性 

2截面长宽 1～3 4～8 

长宽 3～8

轴刚度差

力误差

 10左右 

3轴压求（二

级抗震） 

07～085 06 轴压



求限

值 

4轴压计算轴力

工况 

考虑震组合轴力设计值 重力荷载代表值轴力设计值 

轴压求

差轴力取

值实质相

 

5强度计算 考虑分布筋作 考虑部分分布筋作 短墙时差

 

6抗剪求(λ

剪跨) 

λ＞20 时Vc≤(02βCfcbbh0)γΔΓ 

λ≤20 时Vc≤(015βCfcbbh0)γΔΓ

λ＞25 时Vw≤(02βCfcbbh0)γ

λ≤25 时Vw≤(015βCfcbbh0)γ 

柱剪跨求

严 

强度

配

筋构

造

求 7配箍特征值 

λv(普通复合箍) 

017～020 02(约束边缘构件) 全断面均基

相 

  

 

 

 

 

 

29 次梁输入方式较 

较容  ＼ 方法 ①菜单 1 梁输入 ②菜单 1 次梁输入 ③菜单 2 次梁输入

导荷模式 梁墙围合房间作导荷单

元 

次梁铰支房间周边荷载先

次梁作交叉梁系分析出

次梁支座反力传梁 

梁墙边界导荷 

计算模式 空间整体计算交点弹性

支承边支座指定铰支 

次梁参予整体分析 次梁交

点弹性支承房连续端铰支

次梁参予整体分析 

二维连续梁边支座铰结

梁交点连接 刚接传递弯扭剪力 梁铰接传剪力 传剪力 

负弯矩调幅 全调 次梁调幅梁 连续支座调幅 

施工图修正 次梁程序刚度认定 次梁输入时已确定 次梁输入时已确定 

利活荷布置单元 梁墙围合房间 梁墙围合房间 梁墙围合房间 

楼板配筋 房数密宜通长布筋 宜遂间布筋动布筋 宜遂间布动布筋 

 103  层刚度问题 

31 层刚度计算 

311 层刚度中心计算 

3111 取出层结构端固定建立单层模型  

3112 假定刚度中心轴方作单位水力通试算层θz≈0 时该点

层刚度中心 

312 层刚度中心分作     Px1Py1mz1   分算出层位移δxδyθz  

     相应     Kx1δxKy1δyKθ1θz

32 层刚度计算方法适范围（见表）层侧刚算法览表 

序号 侧刚算法 计算公式 特点 适条件 

1 剪切刚度 Ki GiAi 

AiAwi+CiAci 

构件面积关 

构件位置形状关层抗

扭刚度 0 

首层转换层刚度嵌固层

层刚度斜撑框架结构 

2 剪弯刚度 Ki1Δi

Δi1 Ki

构件面积形状

关 构件位置关层抗

扭刚度 0 

转换层二层时必须 

3 震剪位

移刚度 

KiViΔUi

抗规公式 

结构整体刚度层嵌

固端距离关越刚度越

 层抗扭刚度 0 

定程度反映结构整体效应

较易满足规范求规范明确

求时宜首先采 

321 层抗扭刚度剪切刚度剪弯刚度计算结果样震剪力位移刚度计算时

规范没出扭转反应谱算出扭转相应震反应层抗扭刚度式计算 

322 采层刚度计算方法影响层刚度结果力位移等计算结果影

响(计算限元模型计算层模型计算) 

323 层刚度γKi Ki+1  

33 结构竖规性控制—层刚度控制 

331 层刚度控制找出薄弱层位置规范求作出处理 

KiHi+1Ki+1Hi抗规343 条高规5114 条该楼层震剪力应放 115 倍(SATWE 动处理) 

332 层抗剪承载力高规443 条求宜QiQi+1层处理应QiQi+1333 文献[13]规定 层刚度层位移角(高规附录 E02 定义相) 

    θiθi+1>13  3θi(θi+1+θi+2+θi+3)>12 时 层侧刚度规 

34 转换层刚度计算 

341 规范求 

3411 转换层层时层刚度层均剪切刚度（竖构件等效断面积刚度）计算 

3412 转换层二层时结构侧刚度部结构位移角部结构位移角 

γeΔ1H’

2Δ2H’

1≤13     H’

2≈≤H’

1  H’

1hi+…+him  H’

2hi+1+…+hi+n

                          部结构侧移Δ21K’

21Ki+1+…+1Ki+n   

 部结构侧移Δ11K’

11Ki+…+1Kim

3413 转换层三层时应满足层侧刚度求 

层层均刚度层层均刚度γeKiKi+1>06  

      KiKi+1震剪力位移计算 

342 目前 SATWE 计算转换层结构刚度层结构算基础面规范求算嵌

固层符直接引应行手算 

 1135 底盘塔楼刚度控制 

文献[13]广东省超限审查细第三条规定塔楼结构塔楼底盘侧刚度

采层间位移角计算θiθi+1>13  3θi(θi+1+θi+2+θi+3)>12 时层侧刚度规 

36 层位移角控制计算 

361 层位移角控制结构整体动刚度控制 

规范求 [θ]ΔUmaxh≤[1550～11000]计算模型考虑偶然偏心影响  

规范实质规定允许层间极限位移ΔUmax≤[θ]h 

362 控制层间变形参数三种表达计算方法 

3621 层间位移角θΔUimaxhi(UiUi1)hi扣整体弯曲产生侧移包括层转角 

θi1产生层害层间刚体位移 

3622 害层间位移角ΔUθiθi1(UiUi1)hi(Ui1Ui2)hi1扣整体弯曲产生侧移 

害层间位移ΔUi

’ΔUimaxθi1hi 文献[13]出ΔUi

’ΔUi1800害层间位移角目前未见提出具体控制指标 

3623 区格广义剪切变形γij(θi θi1)hi+(zi zj)Lj  

Lj区格ij宽度 θi θi1区格iji点层层间位移角 zi zj层区格端点ij

竖位移计算真实反映构件变形状态文献[12]出相应控制指标表作参考 

构件方 构件类型 正常状态 γij限值γU 值出现部位

剪力墙 开裂 13600 竖 

柱(短柱) 开裂 1500(800) 

底部加强层附

框架梁 开裂(开裂) 1500(750) 水 

连梁 开裂(开裂) 1500(2500) 

层间位 

移角部位相 

4  刚度控制问题 

41 位移控制层扭转刚度控制 

  位移角控制整体动刚度控制 

周期控制整体扭转刚度控制 

411 刚度控制相应计算条件表(参考王亚勇关述) 

计算条件 刚度控

制 

规范求 规性定义 

刚性楼板 震方 扭耦连 偶然偏心 

[ΔUmΔUa Um Ua]≤12 规 √ 单 × √(333)

[ΔUmΔUa Um Ua] 12～13 规 √ 单 √ √(333)

[ΔUmΔUa Um Ua]  13～15 严重规 √ 双 √ ×(333)

位移 

[ΔUmΔUa Um Ua]>15(14) 特规 允许 

位移角 θEΔUmh≤[γ]1550～11000 整体动刚度控制 位移计算 ×(463)

周期 TtT1≤[09085] 整体扭转刚度控制 单塔楼计算位移计算 

备注 1震作效应[考虑偶然偏心考虑扭耦连]max两者迭加 

2双震作时震效应计算考虑偶然偏心计算位移限值时考虑偶然偏心(文献[6]) 

3位移控制计算采水荷载单工况标准组合θE接限值时应考虑组合(文献[6]) 

412 周期TtT1反映结构整体扭转刚度动刚度某种例关系 

满足规范求TtT1≤[09085]时急意加剪力墙截面查出关键采取

相应措施效解决问题 

4121 扭转周期刚心形心偏心距关全楼均扭转刚度楼层扭转刚度

关系 

4122 剪力墙全部轴正交布置时较易满足周边墙核心筒墙成斜交布置时较难满

足 

 124123 满足扭转周期限制时层位移角控制潜力较宜减结构部竖构件刚度

增动周期 

4124 满足扭转周期限制层位移角控制潜力时应检查否存扭转刚度特

层存应加强该层抗扭刚度 

4125 述措施均效时说明核心筒面尺度结构总高度偏应加核心筒

面尺寸加核心筒外墙厚增核心筒抗扭刚度结构边缘加斜撑 

4126 竖构件断面布置改变时影响动刚度扭转刚度改变应控制利周期

方发展加强周边竖构件减弱中间竖构件改变周期利 

4127 求相差时适加周边梁刚度 

42 位移控制讨 

421 规范规定位移控制相值扭转刚度较弱称均匀结构严动刚

度较弱称均匀结构安全 

422 层间位移角位移角限值 13 时[6]根建设部超限审查点[10] 计算

水位移层间位移值时扭转位移略放宽 

423 文献[7]A级高度扭转规程度作细分表(列出A级高度) 

[ΔUmΔUa Um Ua]扭转规指标范围 结构类型 考虑偶然偏心

震层位移角θE 18 

θE≤11100 规 I 规 II 框架 

1550≥θE＞11100 规 II 允许 

1800≥θE≤11600 规 I 规 II 框架—剪力

墙板柱—筒 θE＞11600 规 II 规 II 

θE≤12000 规 I 规 II 框支层筒中

筒剪力墙 11000≥θE＞12000 

规 规 I 

规 II 允许 

允许 

注弹性层间位移角规范限值 12 时适放宽扭转规限值 

424 文献[3][4]认结构指标合理 引入层位移限值概念均位移位

移限值ζ出相应位移求供设计参考 

Δa(Δmin+Δmax)2                    Δa 层均位移 

ΔmaxΔa+Δtmax≤Δu  Δu[Δuh]×h Δu层位移限值 

ΔmaxΔa 1+ΔtmaxΔa≤ΔuΔa 令ΔaζΔu  ζ均位移位移限值 

μt

*1+μt≤1ζ 

μt

*ΔmaxΔa   μtΔtmaxΔa   ζ1(1+μt)   μt1ζ1  μt

*1+μt

ζ变化理扭转位移求 ζ≥08 时规结构否规结构 

ζ ≤030 040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080 高规规定 

μt

* ≥333 250 222 200 182 166 154 141 125 14～15 

μt ≥233 150 122 100 082 066 054 041 025 04～05 

考虑罕遇震变形加严控制建议ζ变化扭转位移求表 

ζ ≤030 040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080 高规规定 

μt

* ≥190 180 170 165 160 155 145 140 120 14～15 

μt ≥090 080 070 065 060 055 045 040 020 04～05 

 

5  偶然偏心问题(参考文献[1][2]) 

51 偶然偏心考虑方法 

511 偶然偏心层ei±005Li  Li层i垂直震方建筑总长 

512 满足ei±005Li质量分布唯扭转振动震影响系数αt（T）

 13偶然偏心产生扭转振动振动方程直接求出 

513 实计算方法先考虑偶然偏心扭耦连方法求出结构层震作然施

加偏心位置处进行计算求出结构扭转影响 

52 偶然偏心ei±005矩形面出形状面宜修正规范没出修正办法 文献

[13]出形式面取ei±01732Ri  Ri第i层楼层面行震方回转半径 

53 考虑偶然偏心相赋结构低限度抗扭力结构抵抗偏

心距ei附加震扭转作 

 

6  构件抗震等级 

61 构件抗震等级反映抗震综合求抗震概念设计重指标结构类型场烈

度结构高度构件类构件位置规范查取构件抗震等级决定震力调整系数组

合力调整系数决定抗震构造措施求 

62 转换层结构中非转换构件框支框架设计框支框架相连邻跨非框支框架

抗震构造应加强 

63 裙房抗震等级[6] (程序动处理工指定)

631 裙房楼分开时决构件抗震等级 

632 裙房楼连成整体时 

6321 裙房构件抗震等级应低楼抗震等级 

6322 楼纯剪力墙结构裙房纯框架结构时裙房框架抗震等级应低楼剪力墙

抗震等级裙房柱高柱截面长边6时裙房身高度定义抗震等级楼

抗震等级相差应超等级[13] 

6323 楼部分框支墙结构时框支框架部分框支墙结构确定抗震等级裙房框架

剪力墙结构确定抗震等级低楼框支框架抗震等级节 62 条处理 

64 室抗震等级楼层层 

放宽低 4 级(室震作明显衰减般求核算震剪力系数) 

9 度抗震时低 2 级(程序动处理 工指定) 

65 短肢墙抗震等级 

651 短肢剪力墙承受倾覆力矩结构底部总倾覆力矩 40时应定义短肢剪力墙

结构 

652 指定短肢墙结构程序搜索出短肢墙抗震等级提高级时输入信

息中应般剪力墙抗震等级输入 

66 剪力墙承担倾覆力矩≤总倾覆力矩 20少剪力墙框剪结构结构分析框架剪力墙

体系计算框架抗震等级框架定义剪力墙抗震等级框架剪力墙定义[13] 

67 8 度区高度>80m建筑框支剪力墙结构抗震等级加强区特级非加强区级[13] 

68 竖构件轴压限值高规103310441055 条求抗震等级提高级取值 

 

7  构件抗震设计超限处理 

71 连梁抗震设计 

711 连梁配筋率 

抗剪超限受剪承载力配筋计算方法(跨高≤25 连梁例) 

连梁受剪承载力  Vb015fcbchcoγRE

受剪承载力求弯矩  Mb

r09Vbln2127 0354 Vbln     级  (ln连梁净跨) 

                        Mb

r09Vbln21050429 Vbln     二级 

中系数 127 谈05 强剪弱弯求09 考虑剪力部分竖荷载产生 

弯矩称配筋公式求出筋面积  As Mb

rfy（hboa） 

 14规范出公式求箍筋：Vb（0049fcbbhbo+07fyvhboAsvS）γRE

712 述计算较整体计算结果较时宜适加墙肢刚度吸收连梁释放力 

713 连梁配筋率连梁跨高砼强度等级钢筋等级关 

  高规7223 条规定连梁剪压 α≥VβcfcbhoγRE

非抗震设计时α025 

抗震设计  跨高 25 时   α02γRE0208502353 

  跨高 25 时 α01γRE0108501765 

跨高连梁钢筋构造配筋率表取 

设防状态 非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 

剪压限值  02353≤α 01765≤α   (规范求) 

连梁跨高 跨高 跨高≥25 25＞跨高≥15 15＞跨高≥10 10＞跨高≥05

构造筋配筋率 框架梁求 框架梁求 025～040 025～030 025 

注跨高取值 

714 连梁刚度折减系数 

7141 连梁受力特性受水荷载控制连梁宜承受较竖荷载 

7142 连梁般跨度截面相连墙体刚度水荷载作连梁

超筋超限设计时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调整措施 

7143 水荷载作连梁刚度折减风荷控制时折减系数宜 08 

震荷载控制时折减系数应 055  

7144 风荷载控制时连梁刚度折减出现超筋超限宜增加剪力墙刚度降低连梁

刚度重新计算宜采力调整方法解决 

715 连梁超限处理 

7151 结构刚度较超筋超限连梁较时加高洞口减连梁高度减连

梁力 

7152 部分连梁超筋超限调整连梁力方法解决 

7153 结构刚度较应连梁力进行调整应增加剪力墙刚度减连梁

力 

7154 述调整部分连梁合求时连梁截面剪压限值确定剪

力然强剪弱弯求配置相应筋 

7155 连梁高度较高时连梁构造缝分成等高两根三根连梁连梁总剪切刚

度变抗弯刚度原 14~19效解决连梁超筋超限问题输入时

连梁高 12  13 输入梁宽 2  3 倍输入(注意梁端加配两道整体箍) 

716 楼面梁支承墙间连梁时应简支梁校核连梁截面承载力[13] 

72 框支梁抗震设计 

721 框支梁偏心受拉构件应拉弯构件设计纯弯构件设计转换层楼面应设弹

性板程序计算梁轴力 

722 框支梁应定义非调幅梁 调幅力计算完成进行框支梁调幅相梁端

放松产生附加转角部相关构件力全变 

723 框支梁构造求 

7231 部筋少 50贯通全梁间距 200 80部筋全部入柱受拉锚固 

7232 箍筋加密区距柱边[02 梁净跨15hb]max 箍筋间距 100直径 10部剪

力墙门洞方(门洞+2 hb)范围应密箍 

7233 梁高布腰筋少 2φ16@200入柱受拉锚固 

7234 抬墙抬柱框支梁应切计算附加吊筋加密箍筋(切力简化取 06AfcA

 15墙柱截面积) 

724 框支梁剪压应γREVβcfcbh0≤015满足时宜优先采水加腋加抗剪断面

避免采竖加腋免产生超短柱强梁弱柱 

725 框支梁支承框支次梁情况应避免避免时应进行效局部限元分析 

726 框支梁准出现超限出现根情况采相应措施 

1) 支座抗剪断面足时宜优先采水加腋2) 剪扭断面足超限时宜优先采

加梁宽采宽扁梁3) 断面弯曲配筋超限时宜优先采竖加腋4) 改变梁系布置

改变传力关系 

73 短肢墙(包括异型柱)抗震设计[11]

短肢剪力墙结构墙截面高厚hwbw3～8 (海区称宽肢异型柱)hwbw≤3 时 

柱设计截面形状 TL十Z 型 

731 海专题研究结果验汇总： 

7311 截面称导致延性称类构件缺陷翼椽受拉时产生偏

压脆性破坏翼椽受压时产生偏压延性破坏 

7312 工程轴荷载作柱处双偏压状态约束柱处单偏压状态前者

双偏压进行计算正截面配筋设计存述第款安全隐患者单偏压构件设计

会产生安全隐患(短肢墙单偏压配筋较安全) 

7313 暗柱仅减少配筋称影响增加构件延性暗柱抑制斜裂缝生成

发展 

梁铰破坏机制实现设计步骤容：表 731 

步骤 容 公式参数 参数说明 考虑素 

1 控制墙梁刚度 ∑ic≥λ∑ib ∑ic∑ ib分节点处柱

梁线刚度计算时取

层高梁净跨λ≥3 

墙梁线刚度果存定级差

控制梁先开裂较易保证整

体结构达理想破坏形态 

2 控制墙梁承载力

（强度） 

∑Mcu≥125∑Mbu

∑Mcu∑Mc≥ 

∑Mbu∑Mb

∑Mcu（∑Mc）∑ Mbu（∑Mb）

分节点处柱端梁

端实配（计算）承载力

保证节点处梁屈服先竖

构件屈服水构件耗

3 控制梁跨高强剪

弱弯系数ηb

Lbhb≥4 

ηb≥125 

Lb：梁净跨  hb：梁高 

电梯井连梁Lbhb≤4 时进行刚

度折减 

保证梁发生弯曲破坏（延性破

坏）避免梁剪切破坏（脆性破

坏） 

4 底层柱力增 

1． 弯矩增系数

ηcm 

2． 剪力增系数

ηcv 

ηcm≥125 

ηcv≥14 

ηcv考虑弯矩增实配

放剪力实配抗剪箍筋 

保证梁铰充分发挥耗作

必须延迟底层墙柱根部屈服

时间必须提高底层墙柱

承载力 

5 控制梁铰出现次序   理想屈服序先支座跨中

跨中先底部中部 

6 构造求   梁墙柱节点暗柱配筋等 

7314 设计关键保证墙柱震力作处梁铰破坏机制钢筋砼构件性

仅取决单构件性更重取决构件间组合关系 

7315 梁铰破坏机制实现关键梁墙刚度强度均控制定级差范围（双

控）台湾震害调查说明单纯强度级差保证梁铰破坏机制出现 

732 短肢剪力墙延性构造求： 

7321 保证梁端效宽度削弱端部梁箍宽度梁筋转入墙竖筋侧减少 

 167322 墙柱腹板水筋两端应锚固暗柱核心区 

7323 暗柱箍筋弯钩应设置柱侧宜设置柱外侧 

7364 墙肢轴压控制 05  

733 短肢剪力墙配筋 

7331 短肢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配箍特征值λV宜相轴压框架柱提高级取轴压

 03 短肢剪力墙非加强部位短肢剪力墙构造边缘构件构造设置应较般

剪力墙高宜表配置 

               表 32 短肢剪力墙构造边缘构件配箍特征值λV

         墙轴压 抗震 

等级 ≤03 04 05 06 

级 011 013 015 06 

二级 009 011 013 015 

三级 007 009 011 013 

7332 短肢剪力墙截面高度般 1200～2000 间约束边缘构件长度LC统取

450 

7333 短肢剪力墙边缘构件配筋满足规范求外钢筋配筋率宜框

架柱求设置 

7334 短肢剪力墙水竖分布筋计算确定外构造配筋宜表求     

短肢剪力墙分布筋求 

配筋率() 间距(mm) 直径(mm) 抗震 

等级 竖筋 水筋 竖筋 水筋 竖筋 水筋 

二级 050 030 200 200 φ12 φ10 

三四级 040 025 250 250 φ10 φ8 

非抗震 030 020 300 300 φ10 φ8 

7335 短肢剪力墙应采双排布筋水筋外竖筋两排筋间拉结控筋梅花形布置

间距宜 400×400根竖筋均拉筋连结 

7336 肢长 3 倍等 4 倍墙厚墙肢柱求配筋外套箍兼作水筋 

 

734 短肢剪力墙体系楼板设计 

7341 考虑弹性楼板侧位移较刚性楼板减少 10左右 

7342 结构单元核心筒间应量加楼板连结尺寸加板厚加强配筋拉通正负筋 

7343 注意竖构件均匀温差变形造成阳角楼板开裂刚性角板存板负弯

矩范围外移负筋短造成开裂阳角开间楼板宜双层双配筋负筋伸出长度应

刚性角板边(虚线示)算起 

 17  

735 般短肢墙许超筋超限超筋超限较时柱构造求配足加配竖交叉斜

筋(者目前试验成果计算方法规范) 

736 关短肢剪力墙补充说明[15] 

● 短肢剪力墙构件概念SATWE程序单肢两肢墙2肢均符合5≤hwdw≤8时定义

短肢墙 

● 短肢剪力墙结构结构概念(必须带墙筒般剪力) 

1 规范规定  

1) 短肢剪力墙结构必须带般剪力墙墙筒应设计仅短肢剪力墙高层建筑 

2) 短肢墙承受第振型底部震倾覆力矩应≥40＜50震底部总倾覆力矩 

2北京市建筑设计技术细—结构专业规定：高层中短肢墙受荷面积总楼面面积

 50层中短肢墙受荷面积总楼面面积 60时定短肢墙结构 

3 高规 712 条 2～8 款定义短肢剪力墙结构中短肢剪力墙执行 

4 非短肢剪力墙结构中短肢剪力墙般剪力墙处理 

5 3≤断面长宽≤5 弱短肢剪力墙配筋问题[16]

1) 断面长宽＜3 短墙SATWE 规范规定柱求称配筋 受压筋中心边距离

aa40 

2) 断面长宽3 短肢剪力墙SATWE 配筋结果时出现异常原长厚处柱墙

界状态程序采受压筋中心边距离 aa40(柱) b(墙)造成受力相断面相

构件配筋相差甚远约束边椽构件长度受压区长度更合理 

3) 3≤断面长宽≤5 弱短肢剪力墙掉暗柱已竖分布筋布置范围配筋计算计

入竖配筋率影响合理宜柱验算调整配筋 

 

74 转角窗抗震设计[11]

741 剪力墙开边洞方法输入转角窗应梁输入 

742 转角窗梁配筋验算 

负弯矩05qL2      (q窗梁竖线荷载设计值考虑震时 13～15) 

        正弯矩0091 qL2    (L角窗梁跨度梁角点简支失效墙端固结调幅) 

   构造筋底筋少 2φ20腰筋间距@200   

                                           L                      

                         

 18743 转角窗板厚宜≥150设置斜拉结暗梁 

744 斜拉结暗梁截面 500×板厚筋 4φ16均锚入角窗相连墙暗柱

45d箍筋φ10@200暗梁底筋板底筋板厚 150 形成暗梁时应暗梁位置设

置构造拉梁配置少 4φ16 拉结底筋锚入角窗相连墙暗柱 45d 

745 角窗相连墙肢厚度宜 112 层高控制暗柱设计：暗柱截面高应≥600 30 层

剪力墙结构角窗墙肢截面高度≥2000 时暗柱表配筋 

加强区范围角窗墙肢暗柱配筋表 

      暗柱筋        暗柱箍筋 

墙厚(mm) 全部筋 抗震等级  

200～300 3φ22 级 φ8@100 

300～400 10φ22 二级 φ8@150 

400～600 12φ22 三级 φ8@200 

746 设置转角窗高层住宅剪力墙结构宜设置跃层单元 

747 转角窗应齐相关墙肢宜采字墙加强区否均应设置约束

边缘构件 

748 转角窗梁调幅 

 

 

75 底盘塔楼抗扭设计(参考文献[3][4]) 

751 高规第1061条规定塔楼建筑结构塔楼层数面刚度宜接塔楼

底盘宜称布置塔楼结构底盘结构质心距离宜底盘相应边长20％ 

752高规第1063条规定底盘屋面楼板厚度宜150mm应加强配筋构造底

盘屋面层结构楼板应加强构造措施底盘屋面结构转换层时应符合规程

第10220条规定 

753高规第1064条规定抗震设计时塔楼间裙房连接体屋面梁应加强塔

楼中裙房连接体相连外围柱剪力墙固定端裙房屋面层高度范围柱

钢筋配筋率宜适提高柱箍筋宜裙楼屋面层范围全高加密剪力墙

宜规程第7216 条规定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754高规第1015条规定复杂高层建筑结构中受力复杂部位宜进行应力分析

应力进行配筋设计校核 

755 塔楼位置布置宜底盘结构具足够抗扭刚度 

756 塔楼底盘屋顶底层层抗扭刚度突变楼层设计时应采取措施适加强 

757 底盘屋面楼层连接塔楼震作协工作构件明显称

塔楼结构应采限元分析程序分析楼层面应力分布找出应力较集中部位量

值采取相应加强构造措施 

 

8 柱轴压问题[17] 

81 轴压限值钢筋砼柱偏心受压界限破坏状态轴压值 界限破坏状态受截面延

 19性影响截面延性受述五素影响 

1) 体积配箍率箍筋强度构造形式 

2) 核心区砼强度 

3) 核心区计算轴压(保护层削落) 

4) 柱筋配筋率强度 

(新西兰规范柱筋配筋率 时轴压限制 砼圆柱

体抗压强度) 

)850(150 ＇ −≥ cy ffρ ＇

cf

5) 柱截面形状 圆形截面柱承载力变形力优矩形柱 

82 五素互相影响目前规范轴压提出求考虑箍筋芯柱筋轴压

影响导致柱断面轴压决定筋规范构造配筋柱截面反降低截面延性

合理现象试验结果说明柱周边筋配筋率强度柱断面形状轴压影响忽视 

表 13  考虑筋作界限破坏轴压提高值 

筋种类 I级 II 级(d≤25) III 级 

砼强度等级 C30 C40 C50 C30 C40 C50 C30 C40 C50 

2 0102 0078 0065 0096 0074 0061 0092 0071 0058 

3 0153 0117 0098 0145 0111 0092 0138 0105 0087 

配

筋率() 

4 0205 0156 0131 0192 0148 0123 0184 0142 0116 

表 14  矩形园形截面柱界限破坏时轴压 

II 级(d≤25) 筋种类 I级 

d≤25 d28～40

III 级 

矩形截面 0994 089 09 086 轴压 

圆形截面 124 112  108 

表 15    ρsρmin1界限破坏轴压提高值 

筋种类 I级 II 级(d≤25) III 级 

砼强度等级 C30 C40 C50 C30 C40 C50 C30 C40 C50 

提高值 005 0039 0033 0047 0036 003 0046 0035 0029 

 

9 现浇梁板结构梁负筋配置问题[17] 

91 震害调查说明 现浇梁板结构梁少出现梁端塑性铰破坏原梁板作 T 形梁

负屈服弯矩矩形梁提高达 30导致强梁弱柱矩形梁计算负筋配筋 

92 应考虑 T 形翼板筋负弯矩承载力影响(负筋面积增加力臂加) 

梁断面负筋(矩形梁计算配筋侧 6 倍板厚范围行梁轴板筋面积)  

美国ACI规范 [翼板宽侧 8 倍板厚梁跨 110]min 

10楼盖设计优化问题[17] 

101 降低楼盖重量楼盖结构高度重技术济效益 

102 楼盖体系优化估算汇总表 

楼盖

体系 

楼盖分体系 适跨度(m) 初设板厚跨 估算公式 

非预应力 45～72 δ130～136 带托板 

均布面荷 w 预应力 72～105 δ145 

非预应力 60～90 δ140～146 

板

体系 

带托板 

托板厚 h≥2δ 

托板宽Δb≥2h 

预应力 105～135 δ150 

Mc023×（15wL2）8 

Mcm13×（15wL2）8 

M023×（05wL2）8 

Mm13×（05wL2）8 

 20非预应力 L长75～105 

L短45～60 

δ136～145 单板梁 

L长L短≥15 

预应力 L长12～210 

L短60～90 

 

常规梁hb(116～122) L长bb≥05hb 

宽扁梁 hb(120～125) L长bb≤25hb

bb≤bc+hb

 

双梁板 

 L长L短＜15 

梁板作(1)板边梁变形简化法计算板结果应修正(2)初设取梁承受该方

 23 弯矩跨中 23 板宽承受 13 弯矩(3)梁断面负筋计算配筋侧 6 倍板厚范围

行梁轴板筋面积否梁负屈服弯矩提高 30导致强梁弱柱 

 

非预应力 L6～81 

L次9～12 

取L边085L 

L悬(025～03)L

δ≥136L次

 

hb(118～112)  hb次≈ hb

bb≥bc   bb次(13～23) hb次

次梁@24 ～42m 

次梁体系 

矩形面短跨

梁L  L 次 ≥

065～07 适宜 

预应力 L9～12 

L次135～18 

强边支时(21～36)

  

非预应力 L9～12 

梁板

体 系 

双密肋似

方形柱网柱顶

板加厚肋高 

预应力 L12～21 

δ80～120mm

方形板 21～36

肋梁高(122～130)L 

肋梁宽200～400mm 

边支承梁时边梁抗扭弯刚度 

面桁架 桁架跨高 12～

20 

 桁架

组合

楼 盖 空间桁架 

刚度重轻适跨度 

桁架跨高 20～

40 

正交网架两跨度L1(短跨)L2(长跨)交点变形相等

W1L1

3W2L2

3  W1W2(L2L1)3

附注 1φ1524 fptk1860 低松弛钢绞线 7 根φ5 线绞成名义直径φ1524截面积7×0785×

52139mm2米重11kNm张拉控制预应力06fptk时 略根φ25 II钢筋承载力 

      2 张法结构重荷载应全部非预应力钢筋承受 

3 吨φ1524  1860 低松弛钢绞线综合价 15 万元吨 

 

11 关高位转换剪力墙结构点结[17] 

1) 转换层升高结构周期振型略变化变化转换位置刚高振型振

幅位置重合时高振型影响加 

2) 转换层升高顶点位移总层剪力总倾覆力矩影响框支剪力墙落剪

力墙间剪力分配较变化转换层附楼层剪力传递会出现突变楼板受较剪力 

3）转换层层出现层间位移角突变转换层升高会突变加重调整相

刚度关键 

4）加强转换层结构刚度利减框支部分层间位移绝值利减

缓剪力分配突变程度 

5）高位转换结构减部结构重量刚度减转换层身重量刚度改善

力变化影响明显 

6) 强度设计时转换层三层宜弹性膜楼板计算 

7) 框支柱层低层应全层密箍 

 

12 高层建筑基础设计问题[17] 

121 基础方案选择考虑问题 

1211 部结构竖分体系荷载传递特征室功求 

 211212 基承载力()桩承载力应满足基底附加压力求 

1213 基土持力层卧层整体稳定性(尤震作时) 

1214 基础总沉降量差异沉降量控制 

1215 水位防水抗浮求 

1216 施工周边现建筑物利影响 

1217 基础工程造价施工难度工期等素综合济效益影响 

122 桩筏基设计中桩土作    

1221 部结构整体刚度形成前(面 4～5 层完工前)传基础面荷载支承面积分配

形成刚度分配 

1222 桩土联合工作令嵌岩桩桩长较长土摩阻力较时桩压

缩变形考虑桩土联合工作 

1223 基底附加压力(部全部结构荷载重基底挖土重) 

1224 满堂桩筏基础部结构整体刚度影响宜均匀布桩应考虑P角>P边>P客观

事实均匀布桩 P角(16～18)P均 P边(11～13)P均 P(08～09)P均 

1225 适加桩距提高桩间土作 

桩距≤3D 时桩间土作 

 35D≤桩距＜5D 时桩土联合工作 

桩距≥6D 时相单桩工作桩间土作 

1226 国常规单桩极限承载力设计值Pu18 

布桩均单桩极限承载力设计值Pu(25～35) 

桩数（22～25kNm2）×建筑结构总面积布桩均单桩极限承载力设计值 

1227 天然基筏板厚度估算h(50～70mm)×层数 

123 部结构室基基础相互作 

1231 基础底板实测力远计算力原 

1) 底板砼硬化时部构件约束收缩应变砼产生预压应力(量收缩温度 150预压应

力315Nmm2) 

2) 基础底面摩擦力产生反弯曲作 

3) 部结构室形成整体刚度形成拱作效应减底板挠曲力 

4) 效水浮力相卸荷作 

1232 室潜功作 

1) 深基坑开挖天然基复合基基础起卸载补偿作减基附加应力 

2) 室回填土形成效侧限埋深>(112～110)H 时克服限制偏压引起整体倾覆

问题基础底板压力分布缓化时室侧墙回填土间摩擦力基基础起卸载

补偿作 

3) 室身刚度加侧土压作层侧刚度基层间位移作反部

结构刚度作出补偿贡献(计算振周期较知)计算振周期室顶板嵌固

模型计算结果固端顶板时高估室刚度 

4) 日桩基工程室侧壁承担水荷载表 

室层数 ＼ 侧土标贯数 N4 N20 

1 025 070 

2 050 100 

3 075  

4 100  

 

 22参考文献： 

1． 魏琏王森：水震作称规结构抗扭设计建筑结构20055 

2． 魏琏王森韦承基：水震作称规结构抗扭设计方法研究建筑结构20058 

3． 魏琏：高层建筑结构位移控制研讨建筑结构20006 

4． 魏琏王森：水震作塔楼结构抗扭设计方法(发) 

5． 李云贵苑麒：建筑结构层刚度中心迭代计算 

6． 黄坤：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干问题解说土木工程学报 20043 

7． 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细 

8． 黄警顽：SATWE 应问题第 18 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交流会文集重庆2004 年 10 月 

9． 张元坤高层建筑嵌固端选取相关技术问题 广东土木建筑 2004 年 2 月第 2 期 

10．建设部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点建质[2003]46 号 

11．第 17 届全国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交流会文集杭州2002 年 11 月 

12．蒋利学广义剪切变形参数分析超高层混凝土结构层间位移 建筑结构20011 

13．广东省建设厅：广东省实施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补充规定DBJT462005 

14．杨 星赵 兵：建筑结构计算步骤探讨  建筑结构  2005 年 11 月 

15．网热点讨专家答疑：关 4 肢剪力墙讨  建筑结构  2006 年 1 月（刊增阅） 

16．刘惠振等SATWE 软件计算剪力墙结构中长厚墙肢设计   建筑结构  2006年2月 

17．高立等：高层建筑结构概念设计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 

 23

《香当网》用户分享的内容，不代表《香当网》观点或立场，请自行判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该内容是文档的文本内容，更好的格式请下载文档

                
                
                    

                    

                    

                    

                    

                    

                    
                        下载pdf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pdf的实际排版效果，会与网站的显示效果略有不同！！

                        
                                    需要
                                    3
                                    香币
                                     [ 分享pdf获得香币 ] 

                        


                        
                                  下载pdf

                        



                    

                


                        
     相关文档
 

        
            
                
            

            
                
                     金属结构设计论文
                


                
                    1. 1       **市松华坝水库溢洪道金属结构
2                                                                   ...

                


                
                    
                       5年前   
                    
                    1327   
                    0 
                    

                


            

        

        
            
                
            

            
                
                     工种工资结构设计
                


                
                    工种工资结构设计
一、工种统计：
总经理级：由董事会会议决定。
副总经理级：由总经理提交董事会决定
部门经理级（正、副部长）：
科员：（部长及正、副总经理助理）
办事员：（工段班长...

                


                
                    
                       11年前   
                    
                    5000   
                    0 
                    

                


            

        

        
            
                
            

            
                
                     结构设计原理小结
                


                
                    结构设计原理小结　　ec--混凝土弹性模量；　　efc--混凝土疲劳变形模量；　　es--钢筋弹性模量；　　c20--表示立方体强度标准值为20n/mm2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f＇cu--边长...

                


                
                    
                       12年前   
                    
                    716   
                    0 
                    

                


            

        

        
            
                
            

            
                
                     项目组织结构设计或选择
                


                
                    项目组织结构设计或选择（一）项目组织的概念项目组织是为完成项目而建立的组织，一般也称为项目班子、项目管理班子、项目组等。一些大中型项目，如建筑施工项目的项目组织目前在我国叫项目经理部，由于项目...

                


                
                    
                       10年前   
                    
                    816   
                    0 
                    

                


            

        

        
            
                
            

            
                
                     组织结构设计原则
                


                
                    制度名
组织结构设计原则
电子文件编码
GLZD001
页码
1-1
第一条  管理跨距(控制界限)：受单位主管直接有效地指挥、监督部属的能力限制。
1.最适当的管理跨距设计，一...

                


                
                    
                       13年前   
                    
                    17321   
                    0 
                    

                


            

        

        
            
                
            

            
                
                     22 职务组织结构设计
                


                
                    职务组织结构设计
如果能确定执行矩阵式组织结构，则职务组织结构也是必须加以细致考虑的问题，由于公司以往的职务设置较为混乱，有很多“因人设岗”、“平衡设岗”等现象，现在提供两种职务组织设置方式...

                


                
                    
                       13年前   
                    
                    2116   
                    0 
                    

                


            

        

        
            
                
            

            
                
                     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工作总结
                


                
                     
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本人马**于2006年6月毕业于浙江科技学院，取得土木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浙江新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参加工作，从事结构设计的技术工作，现任助理工程师职务。在各位...

                


                
                    
                       9年前   
                    
                    9794   
                    0 
                    

                


            

        

        
            
                
            

            
                
                     钢结构设计在工业厂房结构设计中的应用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工业厂房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工业厂房为人们提供休息地方，所以在建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质量符合要求。现阶段，我国工业厂房结构在设计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4年前   
                    
                    861   
                    0 
                    

                


            

        

        
            
                
            

            
                
                     组织结构设计咨询实务040817
                


                
                    第一章组织结构设计咨询概论“组织结构的存在使普通人能做出非凡的事情：”   一Ted Levitt，《哈佛商业评论》编辑第一节  组织结构设计概论一、组织    组织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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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导向治理结构设计
                


                
                    第三篇　战略导向治理结构设计

第十一章　公司治理概述及其与战略的关系	- 1 -
第一节　公司治理的概念和意义	- 2 -
一、公司治理的概念	- 2 -
二、公司治理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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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设计注意点
                


                
                    　
　　（2）现浇板的配筋（板上、下钢筋，板厚尺寸）板厚一般取120、140、160、180四种尺寸或120、150、180三种尺寸。尽量用二级钢包括直径φ10（目前供货较少）的二级钢，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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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结构设计理论方案作品名称                  方舟桥                 参赛学校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参赛队员专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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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制度
                


                
                    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制度　　 (一)管理跨距(控制界限)：受单位主管直接有效地指挥、监督部属的能力限制。　　1.最适当的管理跨距设计并无一定的法则，一般是3～15人。　　(1)高阶层管理跨距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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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战略导向治理结构设计

第十一章　公司治理概述及其与战略的关系	- 1 -
第一节　公司治理的概念和意义	- 2 -
一、公司治理的概念	- 2 -
二、公司治理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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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设计最容易出错的问题汇总
1. 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选择错误。 
2. 未明确底部加强区的层数或标高。 
3. 底部带转换层的高层建筑结构，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取错。根据《高层建筑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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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结构设计个人工作小结
                


                
                    建筑结构设计个人工作小结
今年是我在公司的第四个年头，也是比较成熟的一年，感觉有压力，但却对所有工作感觉最满意的一年，回想这一年，有感觉良好的地方，也有处置不当的缺点，但更多的是思考。现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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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把手教你做好结构设计
 
 
本文是送给刚接触结构设计及希望从事结构设计的新手的，
其目的是使新手们对结构设计的过程以及结构设计所包括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看懂建筑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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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设计报告 

来自：http://www.chinaspis.com 作者：林锐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 项目名称 } 
体系结构设计报告 
文件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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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办公楼建筑结构设计
                


                
                    本设计为**市某企业办公楼设计,主体五层，建筑面积约为 。该活动中心本着安全、适用、耐久、经济的原则,严格遵循了国家相关规范规程进行设计, 并力求细节完整。本设计主要分为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两大部...

                


                
                    
                       5年前   
                    
                    1570   
                    0 
                    

                


            

        

        
            
                
            

            
                
                     中铁结构设计述职报告
                


                
                    中铁结构设计述职报告
尊敬的领导：
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我的述职报告。
我是2011年6月15日加入中铁设计院有限公司河南分院的，从事结构设计工作。转眼半年时间就要过去了，从11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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