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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计算钢筋混凝土超静定结构 能更合理

估计结构的承载能力和使用阶段性能 充分发挥结构潜力 收到节

约材料 简化设计 方便施工的效果 从 年代开始 我国在钢筋

混凝土楼盖设计中已有按塑性内力重分布进行计算的 年代曾

编制过 钢筋混凝土超静定结构考虑内力重分布暂行规程 未审

定颁布 近 年来 国内对钢筋混凝土超静定结构考虑内力重分

布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进行了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从而为编制

本规程提供了技术依据

为了在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框架设计中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

的技术经济政策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于 年以建标字第 号文委托重庆

建筑大学 天津大学 清华大学进行 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框架考

虑内力重分布设计规程 的编制工作 经过多次征求意见 反复讨

论和修改 最后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混凝土结构委员会组

织审查定稿

现批准 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框架考虑内力重分布设计规

程 编号为 并推荐给各工程设计单位使用 在使

用过程中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

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重庆市沙坪坝 邮政编码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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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在钢筋混凝土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框架结构中考虑

塑性内力重分布 做到合理估计结构承载能力 变形和裂缝 并达

到简化设计 节约材料 确保安全的目的 特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钢筋混凝土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抗震设防

烈度 度及 度以下的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钢筋混凝土框架

的设计 其中 框架结构层数不宜超过 层 高度不宜超过 在

框架 剪力墙结构中的框架层数和高度可适当增加

本规程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直接承受动荷载作用的工业与民用建筑

轻质混凝土结构及其他特种混凝土结构

受侵蚀性气体或液体严重作用的结构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和二次受力的叠合结构

按本规程设计的结构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钢

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和 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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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材 料 性 能

编 号 代 号 涵 义

表示立方体强度标准值为 的混凝土强

度等级

混凝土地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箍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作用和作用效应

编 号 代 号 涵 义

弯矩设计值

梁的简支弯矩设计值

按弹性方法算得的弯矩设计值

梁左 右支座截面调整后的弯矩设计值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 按荷载短期效应组合计

算 并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影响的弯矩值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 按荷载短期效应组合计算

的弹性弯矩值

剪力设计值

按简支梁计算的支座剪力设计值

轴向力设计值

沿梁 板单位长度上的永久荷载设计值

沿梁 板单位长度上的可变荷载设计值

集中永久荷载设计值

集中可变荷载设计值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几 何 参 数

编 号 代 号 涵 义

计算跨度

净跨

同一截面内各肢竖向箍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矩形截面宽度 形 工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沿构件轴线方向的箍筋间距

截面有效高度

楼盖长度 指横向抗侧力结构之间的距离

楼盖宽度

框架层间侧移值

框架顶点移值

框架层高

框架总高

截面惯性矩

计算系数及其他

编 号 代 号 涵 义

弯矩调幅系数

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系数

集中荷载修正系数

箍筋配筋率

梁 柱线刚度值

连续梁 连续板 规则框架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

布的弯矩系数

连续梁 规则框架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剪力

系数

规则框架柱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内力系数

规则框架梁的基本弯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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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 号 代 号 涵 义

规则框架梁的基本剪力系数

规则框架柱的基本内力系数

考虑梁柱线刚度变化对弯矩的影响系数

考虑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的比值

变化对弯矩的影响系数

考虑梁柱线刚度比的变化对剪力的影响系数

考虑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的比值

变化对剪力的影响系数

考虑梁柱线刚度比的变化对框架柱内力的影响

系数

考虑可弯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的比值

变化对框架柱内力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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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计算规定

按本规程进行结构设计时 受力钢筋宜采用 级 级或

级热轧钢筋 混凝土强度等级宜在 范围内选用

本规程采用弯矩调幅法考虑结构的塑性内力重分布 用弯

矩调幅系数 表示构件截面的弯矩调整幅度

钢筋混凝土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框架 在调整构件控制

截面的弯矩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除应按本规程 条

条 条和 条的规定取值外 不宜超过

弯矩调整后的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系数 不应超过

也不宜小于 如果截面按计算配有受压钢筋 在计算

时 可考虑受压钢筋的作用

弯矩调整后 梁 板各跨两支座弯矩的平均值与跨中

弯矩值之和不得小于简支弯矩值的 倍 各控制截面的弯矩值

不宜小于简支弯矩值的

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框架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后的承

载能力 应按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计算

考虑弯矩调整后 连续梁和框架梁在下列区段内应将计算的

箍筋截面面积增大 对集中荷载 取支座边至最近一个集中

荷载之间的区段 对均布荷载 取支座边至距支座边为 的

区段 此处 为梁截面的有效高度

此外 箍筋的配筋率 不应小于

经弯矩调整后 构件在使用阶段不应出现塑性铰 同时 构

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变形和裂缝宽度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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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

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弯矩调整应在弹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框架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弹性分析可采用分层法 迭代法及力矩

分配法等 框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可采用反弯点法 改进反弯点法

即 值法 等计算弹性内力 此时 框架梁的惯性矩 按下列规定

计算

现浇整体式框架 边框架梁取 中间框架梁

取

装配整体式框架 边框架梁取 中间框架梁

取

装配式框架 边框架梁和中间框架梁均取

为框架梁矩形部分的惯性矩

按弹性方法计算框架侧移时 应对构件的刚度进行折减 现浇

整体式框架折减系数可取 装配式或装配整体式框架折减系

数可取

对于重要建筑结构 可根据工程需要对结构进行非线性全

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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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梁和单向连续板的计算

连续梁的承载能力计算

承受均布荷载的等跨连续梁 各跨跨中及支座截面的弯矩

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弯矩设计值

连续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弯矩系数 按表

采用

沿梁单位长度上的永久荷载设计值

沿梁单位长度上的可变荷载设计值

计算跨度 根据支承条件按下列规定确定 当两端

与梁或柱整体连接时 取 为净跨 当两端

搁支在墙上时 取 并不得大于支座中

心线间的距离 当一端与梁或柱整体连接 另一端

搁支在墙上时 取 并不得大于净跨

加墙支承宽度的

注 本规程的荷载设计值为荷载分项系数与荷载代表值的乘积

连续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弯矩系数 表

端支座

支承情况

截 面
端支座边跨跨中离端第二支座离端第二跨跨中中间支座中间跨跨中

搁支在墙上

与梁整体连接

与柱整体连接

用于两跨
连续梁

用于多跨
连续梁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注 表中 和 分别为从两端支座截面和边跨跨中截面算起的截

面代号

表中弯矩系数适用于荷载比 大于 的等跨连续梁

等跨连续梁当承受间距相同 大小相等的集中荷载时 各

跨跨中及支座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集中荷载修正系数 依据一跨内集中荷载的不同情

况按表 确定

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弯矩系数 按表 采

用

一个集中永久荷载设计值

一个集中可变荷载设计值

计算跨度 按 条的规定确定

集中荷载修正系数 表

荷载情况
截 面

当在跨中中点处作用一个集中荷载时

当在跨中三分点处作用有两个集中荷

载时

当在跨中四分点处作用有三个集中荷

载时

在均布荷载作用下 等跨连续梁的剪力设计值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式中 剪力设计值

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剪力系数 按表 采用

净跨度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连续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剪力系数 表

荷载

情况
端支座支承情况

截 面
支座内侧 支座外侧 支座内侧 支座外侧 支座内侧

均
布
荷
载

搁支在墙上

梁与梁或梁与柱

整体连接

集
中
荷
载

搁支在墙上

梁与梁或梁与柱

整体连接

注 表中 分别为支座内 外侧截面的代号

在间距相同 大小相等的集中荷载作用下 等跨连续梁的

剪力设计值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剪力系数 按表 采用

一跨内集中荷载的个数

一个集中永久荷载设计值

一个集中可变荷载设计值

相邻两跨的长跨与短跨之比值小于 的不等跨连续

梁 在均布荷载或间距相同 大小相等的集中荷载作用下 梁各跨

跨中及支座截面的弯矩和剪力设计值仍可按 条至 条

的规定确定 但在计算跨中弯矩和支座剪力时 应取本跨的跨度

值 计算支座弯矩时 应取相邻两跨中的较大跨度值

对不符合 条规定的不等跨连续梁或各跨荷载值相

差较大的等跨连续梁 可按下列步骤进行内力重分布计算

按荷载的最不利布置 用弹性分析方法计算连续梁各

控制截面的最不利弯矩 此时 连续梁的计算跨度 应根据支

承条件确定 当两端与梁或柱整体连接时 取为支座中心线间的

距离 当两端搁支在墙上时 取 并不得大于支座中心线

间的距离 当一端与梁或柱整体连接 另一端搁支在墙上时 取

并不得大于支座中心线间的距离 为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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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支承宽度

在弹性分析的基础上 降低连续梁各支座截面的弯

矩 其调幅系数 不宜超过

在进行正截面受弯承载能力计算时 连续梁各支座截

面的弯矩设计值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连续梁搁支在墙上时

当连续梁两端与梁或柱整体连接时

式中 按简支梁计算的支座剪力设计值

支座宽度

连续梁各跨中截面的弯矩不宜调整 其弯矩设计值

可取考虑荷载最不利布置并按弹性方法算得的弯矩设计值和

按下列公式计算的弯矩设计值的较大者

式中 按简支梁计算的跨中弯矩设计值

连续梁左 右支座调整后的弯矩设计值

连续梁各控制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可按荷载最不利布

置 根据调整后的支座弯矩用静力平衡条件计算 也可近似取用考

虑荷载最不利布置按弹性方法算得的剪力值

单向连续板的承载能力计算

两对边支承的板按单向板计算 长边与短边的比值大于

的四边支承板 也可按短边方向受弯的单向板计算 但当上述比值

为 时 沿板长方向应配置不少于短方向 的受力钢筋

承受均布荷载的等跨单向连续板 各跨跨中及支座截面的

弯矩设计值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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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单向连续板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弯矩系数 按

表 采用

沿板跨单位长度上的永久荷载设计值

沿板跨单位长度上的可变荷载设计值

计算跨度 根据支承条件按下列规定确定 当两端

与梁整体连接时 取净跨 当两端搁支在墙上时

取净跨加板厚 并不得大于支座中心线间的距离

当一端与梁整体连接 另一端搁支在墙上时 取净

跨加 板厚 并不得大于净跨加墙支承宽度的

连续板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弯矩系数 表

端支座支承情况

截 面

端支座 边跨跨中 离端第二支座 离端第二
跨跨中

中间支座 中间跨跨中

搁支在墙上

与梁整体连接

用于两跨连
续板

用于多跨连
续板

注 表中弯矩系数适用于荷载比 大于 的等跨连续板

相邻两跨的长跨与短跨之比值小于 的不等跨单向连

续板 在均布荷载作用下 各跨跨中及支座截面的弯矩设计值可按

条的规定确定 此时 计算跨中弯矩应取本跨的跨度值 计

算支座弯矩应取相邻两跨的较大跨度值

对不符合 条规定的不等跨连续板或各跨荷载值相

差较大的等跨连续板 可按下列步骤进行内力重分布计算

按荷载的最不利布置 用弹性分析方法计算连续板各

控制截面的最不利弯矩 此时 连续板的计算跨度 应根据支

承条件确定 当两端与梁整体连接时 取为支座中心线间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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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当两端搁支在墙上时 取 板厚 并不得大于支座中心

线间的距离 当一端与梁整体连接 另一端搁支在墙上时 取

板厚 并不得大于支座中心线间的距离 为梁的支承

宽度

在弹性分析的基础上 降低连续板各支座截面的弯

矩 其调幅系数 不宜超过

在进行正截面受弯承载能力计算时 连续板各支座截

面的弯矩设计值可根据不同支承条件 参照公式 或公式

确定

连续板各跨中截面的弯矩不宜调整 其弯矩设计值可

取考虑荷载最不利布置并按弹性方法算得的弯矩设计值和按式

计算的弯矩设计值的较大者

在不等跨连续板或各跨荷载值相差较大的等跨连续板中

根据工程经验 当判断结构的变形和裂缝宽度均能满足设计要求

时 可按下列步骤进行内力重分布计算

从较大跨度板开始在下列范围内选定跨中的弯矩设

计值

边跨

中间跨

按照所选定的跨中弯矩设计值 根据第 款的

条件确定较大跨度板的两端支座弯矩设计值 再以此支座弯矩为

已知值 利用上述步骤和条件确定邻跨的跨中和另一支座的弯矩

设计值

当单向连续板的周边与钢筋混凝土梁整体连接时 除边跨

和离端第二支座外 各中间跨的跨中和支座弯矩设计值均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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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和裂缝宽度验算

等跨连续梁和等跨单向连续板 当按本规程 条

条和 条确定支座及跨中截面的弯矩设计值时 构件

的跨高比 不宜超过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附录八的规定 此

时可不进行挠度验算

不等跨连续梁和不等跨单向连续板 当跨高比 不超

过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附录八的规定时 可不进行挠度验算 否

则 结构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 可根据构件的刚度用结构

力学的方法计算 所算得的挠度值不应超过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的规定

在计算挠度时 可以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 并取

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度

构件的刚度可近似根据使用阶段的弹性弯矩值按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确定

连续梁和单向连续板 当计算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和

配置的纵向受拉钢筋直径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规定时 可不作裂

缝宽度验算

当不符合 条规定时 连续梁和单向连续板的裂缝宽

度 应按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验算 在确定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下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时 计算截面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影

响的弯矩值 可近似按下列公式计算

支座截面

跨中截面

式中 按荷载短期效应组合考虑荷载最不利布置用弹性

方法计算的弯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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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对等跨连续梁 板 可

按 条的规定确定 对于不等跨连续梁 板

可取 条和 条实际选用的数值

等跨连续梁和单向连续板 当按 条 条和

条确定支座和跨中截面的弯矩设计值时 各跨跨中截面及

端支座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可取为零 其余各支座截面的弯矩

调幅系数 可由图 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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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连续板

图 等跨连续梁和单向连续板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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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架 计 算

框架的承载能力计算

钢筋混凝土框架仅对框架梁的弯矩进行调整 其弯矩调幅

系数 可按下列规定取用

无侧移框架 对竖向荷载产生的弹性弯矩进行调整

弯矩调幅系数 值不宜超过

有侧移框架 对竖向和水平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弹性总

弯矩进行调整 弯矩调幅系数 按表 规定采用

有侧移框架的最大允许弯矩调幅系数 表

框 架 形 式 单 跨 多 跨

框 架

层 数

层

层

按 款 款确定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时 尚应满足下列条件

框架梁的跨度不应大于 且跨高比 不大于

当 在 之间时 第 和 款所规定的最

大允许弯矩调幅系数 宜减少

框架梁的轴压比不应大于

框架梁上的竖向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之比

应大于

当框架梁端支座有外伸臂时 外伸臂根部的悬臂弯矩超过

框架梁的端支座内侧弹性弯矩的一半时 该框架梁的端支座内侧

弯矩不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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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可按下列步骤进行内力重分布计算

按荷载的最不利布置 用弹性分析方法计算框架梁和

框架柱各控制截面的最不利内力

在弹性分析的基础上 降低框架梁各支座截面的弯矩

设计值 对顶层框架梁各中间支座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可取

其余各层框架梁各中间支座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可按

条的规定选用 通常可取最大允许值 各层框架梁的端支座

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可取中间支座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的

框架梁各支座截面的弯矩设计值可按公式

确定

框架梁各跨跨中截面的弯矩一般不宜调整 其弯矩设计值可

取考虑荷载最不利布置并按弹性方法算得的弯矩设计值和按公式

算得的弯矩设计值的较大者

框架梁进行弯矩调整后 各计算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仍可按考虑可变荷载最不利布置并按弹性方法计算确定

框架柱各控制截面的弯矩 剪力 轴向力设计值仍取用弹

性计算结果 对有侧移框架底层柱 其弯矩和剪力设计值宜将弹性

计算结果乘以增大系数 且在底层柱底 倍柱截面高度范

围内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对规则框架 其框架梁和框架柱各计算截面的内力设计值

可按附录 确定

当钢筋混凝土框架的房屋同时满足下列三款要求时 可按

无侧移框架调整弯矩

房屋两端或接近两端设有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或具有

非轻质填充墙的多层框架 且房屋横向为三跨及三跨以上或为两

跨且房屋的总宽度不小于房屋的总高度的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盖或设置配筋现浇层的钢筋混凝

土装配整体式楼盖

楼盖长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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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超过 层的房屋 不大于

对 层和 层的房屋 不大于

对 层和 层的房屋 不大于

变形和裂缝宽度验算

框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侧移可近似地按弹性方法

计算 对现浇整体式框架结构 应按弹性计算结果乘以 后采

用 对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应按弹性计算结果乘以 后采用

框架层间侧移值 及顶点侧移植 应满足下列要求

式中 框架的层高

框架的总高

当框架梁的跨高比不超过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附录八

的规定时 可不进行挠度验算

当不符合 条的规定时 框架梁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下的挠度 可参照 条的规定验算

当框架梁计算截面的弯矩调幅系数 和纵向受拉钢筋直

径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规定时 可不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当不符合 条的规定时 框架梁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下的裂缝宽度按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验算 在确定纵向

受拉钢筋应力时 计算截面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影响的弯矩值

可参照 条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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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框架梁不需

作裂缝宽度验算的最大钢筋直径

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从最外排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

受拉底边的距离 的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框架梁 当其

纵向受拉钢筋直径不超过图 中根据弯矩调幅系数 和截面相

对受压区高度系数 查得的钢筋直径时 可不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弯矩调幅系数 不超过

采用 级钢筋且钢筋直径小于 时 可不进行裂缝宽

度验算 其余图 中未列出的混凝土和钢筋级别 应按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图 中的 值 对于等跨连续梁 板可按 条的规定

确定 对于不等跨连续梁 板和框架梁按实际弯矩调整值确定

图 适用于受拉区为矩形截面的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

框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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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连续梁 单向连续板和框架梁不需作裂缝宽度

验算的最大钢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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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则框架的简化计算方法

当钢筋混凝土框架符合下列规定时 可按本附录确定框

架梁和柱各计算截面的内力

各跨跨度相等或跨度相差不超过

同层的层高相同 底层与其他各层的层高高差不超

过 其余各层之间的层高高差不超过

同层框架梁的截面尺寸应相同 各中间柱的截面尺

寸应相同 边柱的截面尺寸可以小于中间柱 柱沿房屋高度截面尺

寸宜相同 但当框架层数多于 层时 允许柱子沿房屋高度变化一

次

作用于同层框架梁上的荷载应相等 不同层的框架

梁承受的荷载可不相同 作用于顶层框架梁上的荷载不考虑荷载

最不利布置 全部按永久荷载计算

框架柱采用对称配筋

竖向均布荷载下的框架内力计算

框架梁支座和跨中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按下列公式

计算

式中 规则框架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弯矩系数

框架梁的基本弯矩系数 由表 查得

考虑梁柱线刚度比的变化对弯矩的影响系数 单层

框架查图 多层框架查图

考虑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的比值变

化对弯矩的影响系数单层框架查图 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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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查图

沿框架梁单位长度上的永久荷载设计值

沿框架梁单位长度上的可变荷载设计值

计算跨度 当计算跨中截面的弯矩时 取轴线跨度

当计算支座截面的弯矩时 取净跨

框架梁支座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规则框架梁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剪力系数

框架梁的基本剪力系数 由表 查得

考虑梁柱线刚度比的变化对剪力的影响系数 查图

考虑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的比值变化

对剪力的影响系数 查图

框架梁的净跨

框架柱的内力设计值按下列规定确定

框架柱采用对称配筋 各控制截面的弯矩 轴向压力设计值可按下

列三种最不利组合确定

第一种组合

第二种组合

第三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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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框架柱考虑内力重分布的内力系数

框架柱的基本内力系数 由表 查得

考虑梁柱线刚度比变化对柱内力的影响系数 单层

框架查图 多层框架查图

考虑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比值的变化

对柱内力的影响系数 单层框架查图 多层

框架查图

从计算层算起至框架顶层的层数

框架梁的计算跨度 当框架梁的跨度相等时 按轴线

间跨度采用 当柱两侧框架梁的跨度不等时 计算柱

弯矩按左右跨较大跨度值采用 计算柱轴向压力按

左右跨的平均跨度值采用

当按公式 和 计算柱的弯矩

时 式中的 或 应采用上 下框架梁的较大值

框架梁各控制截面的基本弯矩系数 表

框架

跨数

框架

层数

框架梁

层 次

支座及跨中截面的基本弯矩系数

单

跨

顶 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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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框架

跨数

框架

层数

框架梁

层 次

支座及跨中截面的基本弯矩系数

两

跨

及

两

跨

以

上

顶 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注 表中支座弯矩系数取负值 跨中弯矩系数取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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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梁各控制截面的基本剪力系数

表

框架

跨数

框架

层数

框架梁

层 次

框架梁支座截面的基本剪力系数

单 跨 所有各层

两

跨

及

两

跨

以

上

顶 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顶 层

其他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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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柱子各控制截面的基本内力系数

表

框架
跨数

框架
层数

柱子
分层

柱 柱 柱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单

跨

顶 层

中间层

底层

两

跨

及

两

跨

以

上

顶 层

底 层

顶 层

中间层

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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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框架
跨数

框架
层数

柱子
分层

柱 柱 柱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两

跨

及

两

跨

以

上

顶 层

中间层

底 层

顶 层

中间层

底 层

顶 层

中间层

底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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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框架
跨数

框架
层数

柱子
分层

柱 柱 柱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相应

两

跨

及

两

跨

以

上

顶层

中间层

底层

顶层

中间层

底层

注 凡单层框架柱和多层框架的底层柱有两排数据者 分别表示该层柱上 下端截面的 系数
表中 柱 相应的 即表中第 项内力 轴力系数 各层都不相同 应分别取值 其中单跨 至 层框架柱 应根据
框架的层数从上至下依次取值 且底层柱的上 下端截面取同一系数
两跨框架的 柱和四跨框架的 柱 相应的 即表中第 项和第 项内力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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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层框架的 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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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多层框架的 和 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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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层及多层框架的 和 关系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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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层框架 柱的 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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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多层框架 柱的 和 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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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步骤

仅承受竖向荷载的框架

确定计算简图 包括跨度 层高 梁柱截面尺寸和荷载

根据框架的跨数 层数 由表

查出各控制截面的基本内力系数

计算梁柱线刚度比度比 并由图 至图

查出影响系数

计算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的比值 由

图 至图 查出影响系数

将各系数分别代入公式 至公式 算

出框架梁 柱各控制截面的内力设计值 框架梁两支座弯矩的平均

值加跨中弯矩之和不应小于 倍按净跨计算的简支弯矩 如果

计算结果不满足上述要求 则该跨跨中截面的弯矩设计值应按规

程公式 确定

根据内力设计值进行配筋计算 仅在竖向荷载作用下 框

架柱的抗剪箍筋一般可按构造配置

图 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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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梁的纵向受拉钢筋直径不应超过附录 不需作裂缝

宽度验算的最大钢筋直径 在应用附录 时 弯矩调幅系数 值

可近似按下列规定确定

单跨框架的支座和跨中截面取

两跨和两跨以上框架

各层跨中截面及顶层边支座截面取

顶层各中支座截面取

除顶层外的其余各层框架梁支座截面的 值根据 的比

值由图 查得

框架梁的跨高比 应符合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附录

八不需作挠度验算的跨高比的要求

同时承受竖向和水平荷载的框架

当框架同时受竖向和水平荷载作用时 可将两类荷载引起的

内力分开计算然后叠加 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内力按本附录方法计

算 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可用结构力学的近似方法或其他简化

方法计算 并不考虑弯矩调整

在叠加截面的内力时 应考虑荷载的最不利组合 并乘以相应

的荷载组合系数

框架柱各控制截面的剪力设计值可按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剪力

设计值乘以 后采用

计算图表和使用方法

在使用表 至表 图 至图

时 梁 柱各计算截面采用图 所示的编号

当框架的层高 跨度和截面尺寸有变化时 应按如下

规定计算梁柱线刚度比何

当计算中间跨框架梁的内力时 应取该梁与上 下层中柱

的线刚度比的平均值

当计算边跨框架梁的内力时 应取该梁与上 下层边柱的

线刚度比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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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柱的内力时 应分别按该柱与上 下框架梁的梁柱线刚

度比查 选择较大值采用

在计算中间各层和底层框架梁的内力时 应按本层

框架梁上的可变荷载设计值与永久荷载设计值的比值 查

和 当计算中间各层和底层柱的内力时 应分别按上 下框架梁

的 值查 并选取较大值采用 当计算顶层框架梁或顶层柱

的内力时 应按顶二层框架梁上的 值查 或

图 截面编号及梁 柱名称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附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要求 或 应按 执行 非必须按所指

定的标准 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时 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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