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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二维门式刚架中抗风柱长细比计算结果，λx，λy 是如何计算的？

A：首先钢结构二维设计结果中的 λx，λy 分别指的是平面内长细比和平面外长细比,并不

是指的绕截面 x，y 轴的长细比。钢结构二维设计的平面内、外指的是相对刚架平面而言的，

因此平面内外与构件是否转角无关。对于抗风柱来说，一般其截面会旋转 90 度，此时绕

其截面 y 轴方向变成了平面内，绕其截面 x 方向就变成了平面外，此时计算平面内长细比

就应该用平面内的计算长度 Lx 除以绕截面 y 轴方向的回转半径 iy，即 λx=Lx/iy，λy= 

Ly/ix。

Q2: 在钢结构二维设计中建立抗风柱参与整体计算和工具箱对于单个抗风柱验算有哪些区

别会导致两者计算结果上的差异？

A：首先我们要明确抗风柱的类型，从受力角度来说，一类抗风柱只承担山墙风荷载，不

承担竖向荷载；另一类抗风柱兼做摇摆柱，既承担山墙风荷载，又承担柱顶竖向荷载。设

计人员应根据工程需要考虑使用哪种类型的抗风柱。

1）当在二维模型中采用承担山墙风荷载，又承担竖向荷载的抗风柱时，抗风柱计算

所用轴力是整体计算得到的抗风柱柱顶轴力，而工具箱中需要输入的墙板不是自承重的，

二者的荷载不一致，其计算结果自然会有区别。



2）二维设计程序对于计算长度系数和长细比的平面内是根据刚架平面内定义，因此

对于抗风柱其平面内计算长度系数一般是绕其弱轴的计算长度系数，平面外是其强轴方向。

而工具箱中平面内外的计算长度系数是按照截面强弱轴相关的，二者正好相反。

3）二维设计中只输出梁的挠度，不会计算柱，包括抗风柱的挠度。

Q3:程序是否可以自动调整剪重比？如果可以，那么调整信息中的动位移比例还需要输入

吗？

A：程序可以按照规范要求对不满足剪重比的楼层自动放大楼层剪力至满足规范要求。调

整信息中的动位移比例参数控制剪重比调整的方式，当填 0 时，相当于规范加速度段调整

方式；当填 1 时，相当于规范位移段调整方式；当填 0.5 时，相当于规范速度段调整方式。

此外，程序提供自定义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的功能，有特殊需求时可使用。

Q4: 为什么同样截面相同跨度的屋面梁，有的钢梁没有稳定应力的结果



A：首先,钢结构钢梁不需要验算稳定的前提条件在《钢结构设计标准》里面有明确规定，

即：第 6.2.1 条 当有密铺板在梁的受压翼缘上并与其牢固相连，能阻止梁受压翼缘的侧向

位移时，可不计算梁的整体稳定；第 6.2.4 条 当箱形截面简支梁符合本标准 6.2.1 条的要

求，或其截面尺寸满足 h/b0≤6，l1/b0≤95ε²k 时，可不计算整体稳定性，l1 为受压翼缘

侧向支撑点间的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箱形截面判断前提首先是简支梁，其次才判断截面尺寸。



本题目根据规范验算前提均需要考虑整体稳定验算，查看构件信息会发现，此钢梁在

所有的基本组合下，轴力 N 均为拉力，拉力为正值，压力为负值，也就是说此钢梁是拉弯

构件，而拉弯构件也不需要验算整体稳定，所以显示结果整体稳定应力比为 0。

Q5: 当计算过程中出现“ “墙上角点映射错误”提示时，如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如何定位错误位置，并解决问题？

图 1

A：出现此提示时，同样利用错误定位功能，找到相应错误位置，如图 2 所示。返回建模

中，对照相应位置，查看构件布置情况。只组装错误层及其下一层，从三维图形中可以看



出，墙体出现重叠，如图 3 所示。

图 2

图 3

进一步查看错误层此位置墙体布置情况，则错误原因为：本层墙体设置墙底标高，导

致与下层墙体出现部分重叠，如图 4 所示，因此导致有限元网格划分节点映射错误，解决

办法是改变墙底标高，保证上下层墙体正确连接即可正确计算。



图 4

Q6: 某框剪结构，框架柱抗震等级 4 级，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0，柱主筋级别为 

HRB400, 构件信息柱的配筋结果是构造，查《抗规》表 6.3.7-1，柱截面纵向钢筋的最

小配筋率为 0.55%，但为什么构件信息输出全截面配筋率 0.66%？

A：原因是程序还要执行《抗规》6.3.7-1 条，柱子单边配筋率的要求。每一侧配筋率不应

小于 0.2%。柱子截面尺寸 1200mm*1200mm，所以单边配筋值为

1200*1200*0.2=2880mm2，因此全截面配筋率=2（2880+2880）-

4*490/1200*120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