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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布置消防车荷载以后，工况列表中显示的消防车活载（LL_XFC）代表什么意思，消

防车荷载与普通楼面活载会重复考虑吗？

A： 当模型中输入消防车荷载，程序会对消防车工况作单独处理。消防车荷载其根本属性

属活载，在实际荷载作用时，当有消防车荷载作用时，其楼面活载不应同时作用，表现在

程序计算过程中即本房间的消防车荷载不与本房间的活荷载同时组合。

以图 1 所示模型为例，可将其荷载布置简化为图 2。从实际工程角度考虑，当消防车

荷载作用时，不与本房间活荷载同时出现，同时组合，而与其他房间活荷载同时组合，则

程序将普通楼面活载做特殊处理，使其与消防车荷载组合，即图 3 所示“活载（LL_XFC）”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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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消防车（XFC 或 XF1）”代表布置的消防车荷载，而“活载（LL_XFC）”代表

程序对普通楼面活载做特殊处理的一个工况，目的是与消防车荷载进行效应的组合，以实

现消防车荷载不与本房间活荷载同时组合，而与其他房间活荷载同时组合的目标，从荷载



组合中也可以看出，消防车荷载（XF1）只与经特殊处理的活载（LL_XFC）组合，如图 4

所示。

图 4

从内力计算角度，建立对比模型，其荷载布置形式如图 5 所示，即图 1 所示工程中布

置消防车荷载的房间，活载与消防车均设为 0，也即上文讨论的活载（LL_XFC）工况的荷

载布置形式。

图 5



以布置消防车荷载房间的某根梁为例，在不考虑折减、调幅、不利布置的情况下，对

比活载（LL_XFC）工况（图 1）与按相同荷载布置形式的活载工况（图 5）内力，如图 6

所示。

图 6

从上述内力结果可以看出，当布置消防车后，程序自动生成的“活载（LL_XFC）”工

况，与只有活载作用的图 5 所示荷载作用形式下的活载工况内力完全一致，因此也进一步

验证前文结论，即消防车荷载不会与同房间的活荷载同时考虑。

Q2：在梁的配筋结果中，受扭纵筋、受扭单肢箍面积应与梁原有纵筋筋及箍筋相加来进行

实配吗？

图 7



A：对于受扭纵筋 Astt，应与按受弯构件计算出的纵筋相加。

施工图程序在实配的时候，先按构造要求在梁侧配置，若 Astt 小于腰筋的构造要求，

则按构造实配；若 Astt 大于构造值，则将多出的部分均分加到顶部和底部纵筋上。

V4.2 版本以后的施工图设计参数中，增加了“抗扭腰筋全部计算到上下筋（保证腰筋

不出筋）”的选项。如果选“是”，则抗扭纵筋面积直接均摊到上筋和下筋面积中。

对于受扭箍筋的单根箍筋面积 Ast1，不需叠加到 Asv 或 Astv 中，程序在实配的时候

控制箍筋单肢箍面积不小于 Ast1。

Q3：钢结构檩条工具箱中的“构造保证下翼缘风吸力作用稳定性”何时勾选？

A：檩条在风吸力作用下处于下翼缘受压的状态，此时需要进行风吸力组合下的稳定应按

照薄钢规进行验算，而在勾选了“构造保证下翼缘风吸力作用稳定性”后，程序将不再验

算风吸力作用下的稳定应力。根据《门式刚架规范》中第 9.1.5-3 条 “当受压下翼缘有内

衬板约束且能防止檩条扭转时，整体稳定性可不计算”，也就是说在檩条下翼缘位置布置有

内衬板，且内衬板与檩条之间是可靠连接时，可以考虑此项。

同时有人提出当设置下层拉条，且拉力位于距离下翼缘 1/3 腹板高度范围内时，也可

以认为构造保证下翼缘稳定，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认为设置下层拉条后不能保证下

翼缘的稳定就不用计算了，《门式刚架规范》对于内衬板对于檩条下翼缘的约束已经做出了

解释，在 9.1.5 条条文说明中提到“当有内衬板固定在檩条下翼缘时，相当于有密集的小

拉条在侧向约束下翼缘，故无需考虑整体稳定性”。考虑到拉条对于檩条的约束只是在拉条

拉结位置的点约束，而拉条又不能布置很密集，一般的拉条间距大约为 2m~3m，还远达



不到密集的程度，因此下层拉条对下翼缘的约束还达不到不需要验算稳定的条件。

Q4: 钢框架结构，satwe 计算时设计信息勾选“二阶弹性设计方法”，但模型右下方角柱

的计算长度系数不为 1 而是 2.78？

A：如下图所示：模型右下方角柱所在房间没有楼板，且水平向框架梁与柱铰接，根据钢

标附录 E 要求“当横梁与柱铰接时，取横梁线刚度为零”，此时这根柱的处理方式与跃层柱

相同。整根“跃层柱”总计算长度系数为 1，整根柱总高度为 22.5m，第一层柱的长度为

8.1m，则第一层柱的计算长度系数为：22.5/8.1*1.0=2.78。

图 8

Q5: 计算过程中出现“墙上角点映射出错”，是什么原因？



图 9

A：可以先通过“错误定位”找到相应楼层的相应位置，然后查看上下层，墙肢的节点位

置关系是否一一对应，具体操作如下：

图 10

通过错误定位，我们可以发现对应的墙肢存在如下问题：



图 11

在箭头所指的地方，发现二层的小短墙在一层同位置没有任何构件对应，在建模中，

我们需要尽量避免这种墙肢上下层不连续的情况出现。

图 12

修改方式：可以在一层相同位置也布置上相同长度的墙肢，或者删掉二层的小短墙，

毕竟只有 350mm 长度，对结构计算影响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