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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PKPM系统2002新规范版多层及高层CAD软件一年多工程应用中用户普遍关心和遇到的共性
问题，分为12个专题，重点讲解执行某些新规范条文必须满足的相关条件，各类输入参数的合理取值
，运行软件正确的操作步骤，计算结果解读和软件应用注意事项。
书中讲述的12个专题为：建筑结构分析中楼板刚度的合理假定，结构计算振型数，结构薄弱层的概念
和控制，上部结构与地下室共同工作分析及地下室设计，剪力墙及其边缘构件的设计，短肢剪力墙结
构设计，带转换层高层结构的分析，多塔楼、错层及设缝结构的分析，多高层结构的弹塑性分析，非
荷载作用，带吊车荷载作用的结构设计，多层及高层钢结构分析。
　　本书适用于PKPM用户，结构设计、科研和审图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
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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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建筑结构分析中　　楼板刚度的合理假定　　1.1　概述　　当今的结构体系日趋多样化
，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多塔、错层、带转换层、板柱、楼板局部开大洞的结构类型，其平立面布置也越
来越复杂，特别是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使复杂的体育场馆越来越多。
在这些复杂结构设计中，楼板刚度的合理简化已成为决定分析效率、精度乃至可靠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
　　对楼板刚度考虑方式以及考虑程度的不同，一方面，会在提高计算精度的同时带来因自由度的增
多而使计算量大幅度地增加，导致计算效率降低；另一方面，有时也可能影响一些构件的设计结果，
如出现钢筋混凝土梁的配筋减小等。
在普遍采用CAD软件进行设计计算的今天，如何适当、合理地考虑楼板的刚度影响，是广大设计人员
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SATWE、TAT和PMSAP软件中实现了四种楼板简化假定：刚性楼板、弹
性楼板6、弹性楼板3和弹性膜的计算模式。
在使用中用户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对于同一个工程，可整体采用一种假定，也可采用几种不同的假定，追求的目标是精度、效率和分析
结果实用性以及可靠性的最优组合。
　　不同楼板简化假定除影响整体结构的计算结果外，也影响楼　　板本身的计算结果。
但是因为PMCAD的楼板计算模块和复杂楼板有限元分析程序SLABCAD都不用SATWE、TAT或PMSAP
的楼板计算结果，其楼板设计与采用那种楼板简化假定无关。
而PMSAP因其自身具有楼板配筋设计功能，所以其楼板设计结果与楼板简化假定有关。
　　1.2　楼板刚度的S-种假定　　1.2.1　楼板的特点　　在建筑结构中，楼板主要承受竖向荷载作用
。
由于楼板既有平面内刚度，又有平面外刚度，在水平力作用下，楼板对结构的整体刚度、竖向构件和
水平构件的内力又有一定影响。
　　从理论上讲，楼板可以采用平面板元或壳元来模拟。
对于普通的楼板，一般来说其厚度不大，其变形满足直法线假定，平面内刚度和面外刚度相互独立，
可以分别采用平面应力膜单元和板弯曲单元计算，然后进行应力叠加；若楼板厚度较大，如厚板转换
层结构中的楼板，其变形不符合直法线假定，平面内刚度和面外刚度相关，这时就应采用中厚板单元
或厚板单元模拟楼板。
　　1.2.2　有关规定　　在构件内力分析和截面设计计算中，要尽可能按照结构的真实情况、特别应
适当考虑楼板的具体特点进行结构分析，确保分析结果的精度。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011—2001）（以下简称《抗震规范》）第3.4.3条第1款的第2项规定
，凸凹不规则或楼板局部不连续时，应采用符合楼板平面内实际刚度变化的计算模型，当平面不对称
时，尚应计及扭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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