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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 程序中给出的基本周期是采用近似方法计算得到的，

建议计算出结构的基本周期后，再代回重新计算。 二、 地震

作用及结构振动特性 1） 对于耦联选项，建议总是采用； 2）

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

用下的扭转影响。 例：*** 一31层框支结构，考虑双向水平地

震力作用时，其计算剪重比增量平均为12.35%； *** 规则框架

考虑双向水平地震作用时，角柱配筋增大10%左右，其他柱

变化不大； *** 对于不规则框架，角、中、边柱配筋考虑双

向地震后均有明显的增大； *** 通过双向地震力、柱按单偏

压计算和双向地震力、双偏压计算比较可知，后者计算柱的

配筋较前者有明显的增大。建议：若同时勾选双向地震力、

柱双向配筋时，要十分谨慎。 3）计算单向地震力，应考虑

偶然偏心的影响。5%的偶然偏心，是从施工角度考虑的。

****计算考虑偶然偏心，使构件的内力增大5%~10%； ****计

算考虑偶然偏心，使构件的位移有显著的增大，平均

为18.47%。 注：对于不规则的结构，应采用双向地震作用，

并注意不要与“偶然偏心”同时作用。“偶然偏心”和“双

向地震力”应是两者取其一，不要都选。 建议的选用方法：

****当为多层（≤8层，≤30m），考虑扭转耦联与非扭转耦

联均可； ****当为一般高层，可选用耦联 偶然偏心； ****当

为不规则高层、满足抗规2条以上不规则性时，或位移比接近

限值， 考虑双向地震作用。 4）有效质量系数 例：一八层框



架，有大量的越层结构和弹性结点，需许多的振型才能使有

效质量系数满足要求。 计算振型数 剪重比 有效质量系数 30 1

．6 50% 60 3．2 90% 原因：振型整体性差，局部振动明显。 

注：要密切关注有效质量系数是否达到了要求。若不够，则

地震作用计算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结构的周期与位移 ***

周期比：控制结构在大震下，扭转振型不应靠前，以减小震

害。 ***最大层间位移：按规范要求取楼层竖向构件最大杆件

位移称为楼层控制层间位移； ***位移比：取楼层最大杆件位

移与平均杆件位移比值。位移比是控制结构的扭转效应的参

数。 注：最大层间位移、位移比是在刚性楼板假设下的控制

参数。构件设计与位移信息不是在同一条件下的结果（即构

件设计可以采用弹性楼板计算，而位移计算必须在刚性楼板

假设下获得），故可先采用刚性楼板算出位移用于送审，而

后采用弹性楼板进行构件分析。 一旦出现周期比不能满足要

求的情况，一般只能通过调整平面布置来改善。这种改善一

般是整体性的，局部小调整往往收效甚微。一句话，周期比

控制的不是在要结构足够结实，而是在承载力布局合理性，

限制结构抗扭刚度不能太弱。 四、 刚度比控制 （1）剪切刚

度； （2）弯剪刚度； （3）抗规3.4.2中定义的刚度。 建议选

用方法如下： （1）对于多层（砌体、砖混底框），宜采用

刚度1； （2）对于带斜撑的钢结构，宜采用刚度2； （3）多

数结构宜采用刚度3。（所有的结构均可用刚度3） 五、地下

室设计分析 ***地下室一般与上部共同作用分析； ***地下室

刚度大于上部层刚度的2倍，可不采用共同分析； ***地下室

与上部共同分析时，程序中相对刚度一般为3，模拟约束作用

。当相对刚度为0，地下室考虑水平地震作用，不考虑风作用



。当相对刚度为负值，地下室完全嵌固。六、梁、柱、斜撑

和墙的抗震等级逐个指定 实际工程中常会遇到同一结构不同

部位需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的情况，在satwe的〈特殊构件补

充定义〉中可以通过交互式逐个指定。 注：对于〈特殊构件

补充定义〉中的一些构件，如角柱、框支梁等，程序可自动

搜索。但总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使得搜索不够完全或准确，

强烈建议通过菜单〈特殊构件补充定义〉手动搜索。 七、框

架结构分析 （1）注意柱计算长度系数的选取； （2）柱一般

按单偏压配筋、双偏压验算为好，因双偏压存在多解，配筋

量与形式不唯一； （3）梁-柱保护层厚度按规范取，程序自

动加12.5； （4）对于大截面的柱，可考虑梁、柱重叠部分为

刚域； （5）一般可考虑梁刚度放大、扭矩折减，以考虑楼

板的影响； （6）负弯矩向下调幅后，跨中弯矩自动增大。

“梁跨中弯矩增大系数”是不 考虑活载不利布置时乘的系数

，不要与此混淆； （7）梁弹性挠度以主梁为主，次梁的挠

度计算仅供参考； （8）恒载一般用“模拟施工一”，也可

用“一次性加载”。若有竖吊构件（如 吊柱），必须用一次

性加载。 八、框剪结构 ***0.2Q一定要考虑； ***可选择“模

拟施工二”传基础力。值得注意的是，“模二”不能用于上 

部结构的计算。 九、地震作用调整 竖向不规则的建筑结构，

其薄弱层的地震剪力应乘以1.15的增大系数。 程序根据层刚

度比的计算，自动确定薄弱层并将其效应放大。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