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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计算 4．1 概述 框架结构是目前多、高层建筑中常采用的结

构形式之一。框架在结构力学中称为刚架，结构力学中已经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超静定刚架(框架)内力和位移的计算方法

，比较常用的手算方法有全框架力矩分配法、无剪力分配法

和迭代法等，均为精确算法。但在实用中大多已被更精确、

更省人力的计算机分析方法(矩阵位移法)所代替。不过，其

中有些手算近似计算方法由于其计算简单、易于掌握，又能

反映刚架受力和变形的基本特点，目前在实际工程中应用还

很多，特别是在初步设计时的估算，手算的近似方法仍为设

计人员所常用。 多、高层建筑结构在进行内力与位移计算中

，为使计算简化，必须作出一些假定，以下将讨论一些结构

计算中的基本假定： (1)弹性工作状态假定：结构在荷载作用

下的整体工作按弹性工作状态考虑，内力和位移按弹性方法

计算。但对于框架梁及连梁等构件，可考虑局部塑性变形，

内力重分布。 (2)平面结构假定：任何结构都是一个空间结构

，实际风荷载及地震作用方向是随意的、不定的。为简化计

算，对规则的框架、框架剪力墙、剪力墙结构体系及框筒结

构，可将结构沿两个正交主轴方向划分为若干平面抗侧力结

构若干榀框架、若干片墙，以承受该框架、墙平面方向的水

平力(风荷载及水平地震作用)，框架、墙不承受垂直于其平

面方向的水平力。 (3)刚性楼面假定：各平面|百考试题|抗侧

力结构之间通过楼板相互联系并协同工作。一般情况下，可



认为楼板在自身平面内刚度无限大，而楼板平面外刚度很小

，可以不考虑。为保证楼面在平面内刚度，在设计中应采取

相应的构造措施。但当楼面有大开孔、楼面上有较长的外伸

段、底层大空间剪力墙结构的转换层楼面以及楼面的整体性

较差时，宜对采用刚性楼面假定的计算结果进行调整或在计

算中考虑楼面的平面内刚度。 在上述假定下，内力分析时要

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按各片抗侧力结构的相对刚度大小，

分配水平荷载至各片抗侧力结构；另一个是计算每片抗侧力

结构在所分到的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及位移。 本章主要介

绍竖向荷载作用时的分层计算法、水平荷载作用时的反弯点

法和D值法、多层多跨框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侧移的近似汁

算方法： 4．2 分层法 4．2．1 适用范围 分层计算法主要用于

计算多|百考试题|层多跨且梁柱全部贯通的均匀框架，当梁柱

线刚度比值∑ib／∑ic≥3，或框架不规则时，分层计算法不

适用。 分层计算法计算工作量较大，特别是层数多时，更为

明显。 4．2．2 基本假定 根据结构力学分析可知：多层多跨

框架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其侧向位移比较小，且每层梁的竖

向荷载对本层杆件内力影响较大，而对其他各层杆件内力影

响不大。为了简化计算，可作如下假定： (1)在竖向荷载作用

下，计算框架内力时可忽略侧向位移的影响，作为无侧移框

架按力矩分配法进行内力分析。 (2)在计算时不考虑本层梁竖

向荷载对其他各层杆件内力的影响，即将多层框架分解为一

层一层的单层框架分别计算。 按照叠加原理，根据上述假定

，多层多跨框架在多层竖向荷载同时作用下的内力，可以看

成各层竖向荷载单独作用下的内力的叠加。如图4．1所示。 4

．2．3 计算步骤 分层计算法的精确度一般能满足实用要求。



分层计算法的主要计算过程如下： (1)将多层多跨框架分层，

即每层梁与上下柱构成的单层作为计算单元，柱的远端为固

定端，如图4．1下部分所示。 (2)按弯矩分配法计算各单元计

算内力：分层计算时，由于上层各柱的柱端实际为弹性支撑

，故在计算中除底层以外须将上层各柱的线刚度乘以折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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