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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概述和符号 

1.1 概述 

应用本程序进行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当用户选定设计规范为中国 2010 规范时，设计过

程和一系列参数选择等细节将遵循中国 2010 规范。本技术报告列出了规范中所涉及的不同参

数的意义。 

框架单元设计是基于用户自定义和特定荷载组合。程序提供了一套默认的中国 2010 规范

荷载组合，它们可以满足大部分结构形式的需要。更多信息可以参见“ETABS 2013 中国 2010

荷载技术报告”。 

程序提供了是否按抗震设计结构的选择，按照中国 2010 规范“三水准两阶段”的设计原

则，提供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所使用的地震反应谱。并且按中国 2010

规范所使用的抗震等级设计方法，提供了结构单元抗震等级的选择，同一结构中不同构件单元

可选择不同的抗震等级，更多信息参见“ETABS 2013 中国 2010 荷载技术报告”。根据中国

2010 规范（包括《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2010)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等）本程序对混凝土框架结构梁、柱分

别进行了正截面及斜截面承载力设计，还对节点核心区进行了抗剪承载力设计。此外，根据本

程序的特点，程序提供了中国 2010 规范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参数选择和覆盖项设置。本技术

报告各章对以上内容进行了介绍。 

本技术报告中，除了特殊说明外，单位一律按牛-毫米-秒（N-mm-s）单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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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符号 

', yy ff --- 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按 GB50010-2010 表 4.2.3-1 采用； 

cf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 GB 50010-2010 表 4.1.4-1 采用； 

tf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按 GB 50010-2010 表 4.1.4-2 采用； 

yvf --- 箍筋或竖向分布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 GB 50010-20104.2.3 条中的 yf 采用； 

cE --- 混凝土弹性模量，按 GB50010-2010 表 4.1.5 采用； 

Es
--- 钢筋弹性模量，按 GB 50010-2010 表 4.2.5 采用； 

1 --- 受压区混凝土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与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c ---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 C80 时，取 0.8，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1 --- 矩形应力图受压区高度与中和轴高度(中和轴到受压区边缘的距离)的比值，按 GB 

50010-2010 第 6.2.6 条的规定计算； 

b --- 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b = xb
/ h0

； 

', ss aa --- 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 ss AA ---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b  --- 矩形截面宽度，T 形，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 ff bb --- 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的翼缘宽度； 

'

fh --- T 形或 I 形截面受压区翼缘的高度； 

h --- 截面高度；其中，对环形截面，取外直径；对圆形截面，取直径； 

0h --- 截面有效高度(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tW --- 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0l --- 构件的计算长度； 

A --- 构件的截面面积； 

mC --- 杆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当小于 0.7 时取 0.7； ns
---弯矩增大系数； 

ie --- 初始偏心距； 

ae --- 附加偏心距，取 20mm和偏心方向截面最大尺寸 1/30 两者中的较大值； 

0e --- 偏心距， NMe /0  ； 

TVNM ,,, --- 弯矩，轴向，剪力，扭矩设计值； 

 --- 框架柱的剪跨比； 

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s --- 箍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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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 --- 剪力墙腹板竖向分布钢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wb --- 剪力墙截面宽度； 

wh --- 剪力墙截面高度； 

0wh --- 剪力墙截面有效高度，
'

0 sww a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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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结构总信息 

本技术注释提供了中国 2010 规范结构总信息项目中的条款。 

2.1 概述 

结构总信息是应用于所有结构最基本的属性定义。由设计菜单>结构总信息命令来访问结

构总信息，在设计规范中选定中国规范 2010（Chinese2010）的基础上,用户将看到结构总信

息，并可以修改。 

程序提供了结构总新中各项的默认值，用户最好在分析之前检查各默认值，确保其是符合

所设计结构的性质，如果不合适，需用户自己按规范进行相应调整。 

2.2 应用结构总信息 

要察看结构总信息，选择设计菜单>结构总信息，总信息表格各项显示出来，其中表格左

边一列是各选项的名称，右边一列是其对应的值。 

想要改变选项中的值，可以用鼠标左键点击选项名称或默认值。各选项值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选择性的，当用户点击时将显示下拉菜单，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选项；另一种形式是数

据填写式的，当用户点击时，光标将处于该值位置，等待用户改写。用户不能自由填写选择性

的选项。 

当所有的选项值均定义完毕后，点击确认项，程序将退出首选项菜单，并保留所作修改，

如不想保留修改可以点击取消项，程序将退出且不保留所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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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信息 

为了更好的解释总信息中各选项的意义，在此把首选项中各项列表如下： 

项 选择值 默认值 备注 

结构体系 

框架 

剪力墙 

框架剪力墙 

框架-核心筒 

筒中筒 

无梁楼盖 

框支剪力墙 

钢框架 

钢框架-核心筒 

钢框架-中心支撑 

钢框架-偏心支撑 

型钢/钢管混凝土柱-

核心筒 

框架 

根据模型设置结构体系类型。主要影响框架－剪

力墙结构框架部分及钢框架－支撑结构框架部分

的地震剪力分配计算以及结构总信息报告内容。

JGJ3-2010 8.1.4，GB 50011-2010 8.2.3-3。 

楼层刚度计算方法 
楼层地震力/位移 

楼层地震力/位移角 
楼层地震力/位移 楼层侧向刚度计算方法，JGJ3-2010 3.5.2 

结构重要性系数 γ0  1 结构重要性系数, GB50010-2010 3.3.2 

使用年限荷载调整系数 γL  1 
可变荷载考虑设计使用年限的调整系数，
GB50009-2012 3.2.5 

超强系数  1.1 考虑实配钢筋面积时的放大系数 

性能水准 
弹性设计/性能水准

1/性能水准 2 
弹性设计 指定结构抗震性能水准，JGJ3-2010 3.11.3 

混凝土边梁/中梁自动刚度

放大 
是/否 否 

考虑楼板作为翼缘对梁刚度和承载力的影响，程

序自动计算放大系数，JGJ3-2010 5.2.2条 

高层建筑？ 是/否 否 

四类场地土较高的建筑，柱全截面纵筋最小配筋

率增大 0.1。另，对于钢结构，是高层建筑，则

塑性发展系数默认取1。 

场地土类型 Ⅰ/Ⅱ/Ⅲ/Ⅳ Ⅰ 

根据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分类，

GB 50011-2010 4.1.6。此设定不决定场地特征周

期及地震影响系数, 仅用于计算报告中总体信息

显示输出。 

不规则层调整系数  1.25 
不规则楼层地震作用效应放大系数，JGJ3-2010 

3.5.8 

塔 1  T1  

首层层号  NONE  

嵌固层层号 

STORY 1 

STORY 2 

…… 

NONE 

指定嵌固层位置,用于判断抗震墙底部加强区范

围。嵌固端位于地下室顶板以下时，向下延伸至

嵌固端，参见GB 50011-2010 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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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层层号 

NONE 

STORY 1 

STORY 2 

…… 

NONE 

用于判断转换梁和转换柱，同时影响框支柱剪力

调整，参见JGJ3-2010 10.2.17。针对部分框支抗

震墙结构，判断其抗震墙底部加强区范围，参见

GB 50011-2010 6.1.10。 

 

裙房顶层层号  NONE 
抗震墙底部加强区范围向上延伸至（裙房层数

+1）层，参见GB 50011-2010 6.1.10条文说明 

结构分段数 1, 2, 3, …… 1 

根据结构竖向刚度变化设置分段数, 用以调整框-

剪结构中框架部分承担最小剪力,参见JGJ3-2010 

8.1.4 

本段底层层号 

STORY 1 

STORY 2 

…… 

STORY 1 
设置该分段的底层层号。注意：分段顺序是由上

至下 

不规则层数量 0, 1, 2, …… 0 

设定结构不规则楼层的数量, 针对不规则层进行

地震作用放大。当为零值时, 表示程序根据层侧

向刚度变化自动判断不规则层。若此处指定了不

规则层，程序将不进行自动判断。参见JGJ3-2010 

3.5.8 

注：可能值，指该选项可以选择值的范围。 

默认值，指该选项程序默认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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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首选项 

本技术注释提供了中国 2010 规范混凝土框架设计首选项项目中的条款。 

3.1 概述 

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首选项是应用于所有混凝土框架单元最基本的属性定义。由设计菜

单>混凝土框架设计>查看/修改首选项命令来访问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首选项，在设计规范中

选定中国规范 2010（Chinese2010）的基础上,用户将看到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首选项，并可以

修改。 

程序提供了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首选项中各项的默认值，用户最好在设计之前检查各默认

值，确保其是符合所设计结构的性质的，如果不合适，需用户自己按规范进行相应调整。 

3.2 应用首选项 

想要查看首选项，选择设计菜单>混凝土框架设计>查看/修改首选项，首选项表格各项将

显示出来，其中表格左边一列是各选项的名称，右边一列是其对应的值。 

想要改变选项中的值，可以用鼠标左键点击选项名称或默认值。各选项值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选择性的，当用户点击时将显示下拉菜单，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选项；另一种形式是数

据填写式的，当用户点击时，光标将处于该值位置，等待用户改写。用户不能自由填写选择性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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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的选项值均定义完毕后，点击确认项，程序将退出首选项菜单，并保留所作修改，

如不想保留修改可以点击取消项，程序将退出且不保留所作修改。 

3.3 首选项 

为了更好的解释首选项中各选项的意义，在此把首选项中各项列表如下： 
项目 可能值 默认值 备注 

设计规范 Chinese 2010 Chinese 2010 可以选择多国设计规范 

多步工况设计 

包络/逐步/最后

步 /包络 -全部 /

逐步-全部 

逐步-全部 选择时程设计的方式 

相关曲线数 偶数 24 形成P-M相关面所需要的相关曲线数 

相关点数 奇数 11 形成P-M相关曲线所需的点数量 

抗震设计等级 

特一级/一级/二

级/三级/四级/非

抗震 

二级 对应GB 50011-2010 6.1.2条 

    

柱设计步骤 简化/PMM 简化 指柱正截面设计时采用的基本方法 

样式活荷载系数 ≥0 0.75 是否进行活荷载折减设计 

截面承载力利用率 ≥0 1  

注：可能值，指该选项可以选择值的范围。 

默认值，指该选项程序默认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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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覆盖项 

本技术注释提供了中国 2010 规范混凝土框架设计覆盖项中的条款。 

4.1 概述 

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覆盖项只应用于被选定的混凝土框架结构单元，本技术注释描述了中

国 2010 规范的覆盖项特征。要访问覆盖项，可以选择一个单元然后点击设计菜单>混凝土框架

设计>查看/修改覆盖项命令。 

程序已经给各覆盖项指定了默认值，因此用户往往不需要重新指定所有的覆盖项，但为了

确保默认值符合用户的要求，最好在执行覆盖设计之前对其浏览一遍。当覆盖项被修改时，程

序只将其修改指定给所选择的结构单元，也就是覆盖项改变应用于被选中的单元。 

4.2 覆盖项（框架柱） 

为了更好的解释覆盖项中选项的意义，覆盖项选项列表如下：

 

项 意义 默认值 

单元截面类型 已定义的截面 构件截面 

抗震设计等级 GB 50011-2010 6.1.2  首选项中的定义 

抗震构造等级 根据抗震设计等级指定抗震构造等级 不改变 

框剪结构剪力调整系数(SMF) 框架承担最小地震剪力调整系数对应 JGJ 3-2010 8.1.4 程序计算 

弯矩放大系数 MMF-柱顶 针对框架柱或框支柱的弯矩调整 程序按规范取值 

弯矩放大系数 MMF-柱底 针对框架柱或框支柱的弯矩调整 程序按规范取值 

剪力放大系数 SMF-柱 针对框架柱的剪力调整 程序按规范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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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力放大系数 AFMF-柱 针对框支柱的轴力调整 程序按规范取值 

转换柱类型 选择是否按转换柱或框支柱调整内力 非转换柱 

柱位置 选择中柱、边柱、角柱、端柱或独立柱。 程序自动判断 

无支撑长度比(主) 主轴方向净长度比率(去掉节点叠合区域, 以及支撑的影响) 程序自动计算 

无支撑长度比(次) 次轴方向净长度比率(去掉节点叠合区域, 以及支撑的影响) 程序自动计算 

有效长度系数(μ 主) 参见 GB 50010-2010 6.2.20-2 程序按规范取值 

有效长度系数(μ 次) 参见 GB 50010-2010 6.2.20-2 程序按规范取值 

构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

(Cm主) 
构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参见 GB 50010-2010 6.2.4 程序按规范计算 

构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

(Cm次) 
构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参见 GB 50010-2010 6.2.4 程序按规范计算 

弯矩增大系数（Dns 主) 弯矩增大系数，参见 GB 50010-2010 6.2.4 程序按规范计算 

弯矩增大系数（Dns 次) 弯矩增大系数，参见 GB 50010-2010 6.2.4 程序按规范计算 

 

4.3 覆盖项（框架梁） 

项 意义 默认值 

单元截面类型 已定义的截面 构件截面 

抗震设计等级 GB 50011-2010 6.1.2  首选项中的定义 

抗震构造等级 根据抗震设计等级指定抗震构造等级 不改变 

构件类型（耗能） 
进行性能设计时，针对第 2 性能水准的结构，指定构件类

型，参见 JGJ3-2010 3.11.3-2 
耗能构件 

框剪结构剪力调整系数(SMF) 框架承担最小地震剪力调整系数对应 JGJ3-2010 8.1.4  程序计算 

弯矩放大系数 MMF-梁 针对框架梁的弯矩调整 程序按规范取值 

剪力放大系数 SMF-梁 针对框架梁的剪力调整 程序按规范取值 

轴力放大系数 AFMF-梁 针对框架梁的轴力调整 程序按规范取值 

转换梁？ 选择是否按转换梁调整内力 否 

梁重力负弯矩折减系数 参见 JGJ3-2010 5.2.3 0.85 

扭矩调整系数 对应 JGJ3-2010 5.2.4, 可根据具体情况输入 1 

扭矩设计系数(ζ) 对应 GB 50010-2010 6.4 .4 程序按规范取值 

箍筋的混凝土保护层 
用于计算受扭时混凝土核心部分周长 ucor，参见 GB 

50010-2010 6.4 .4 
50mm  

注：对于“9 度时一级”结构, 规范以实配钢筋来调整, 中文 ETABS 作如下设定：实配钢筋面积=计算钢筋面积*

超强系数 

注：可能值，指该选项可以选择值的范围。 

默认值，指该选项程序默认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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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覆盖项中作修改 

要访问覆盖项，可以选择一个单元然后点击设计菜单>混凝土框架设计>查看/修改覆盖项

命令。 

覆盖项是由一列检查框和一个数据表格组成，其中表格左列是各选项的名称，右列是其相

对应的值。 

要修改选项中的某值，可以用鼠标左键点击默认值，就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各选项值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选择性的，当用户点击时将显示下拉菜单，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选项；另一

种形式是数据填写式的，当用户点击时，光标将处于该值位置，等待用户改写。用户不能自由

填写选择性的选项。 

当所有的覆盖项值均定义完毕后，点击确认项，程序将退出覆盖项选择菜单，在选中的框

架单元上显示并保留所选覆盖项的修改。如不想保留修改可以点击取消项，程序将退出且不保

留所作修改。 

4.5 重置覆盖项为默认值 

应用设计菜单>混凝土框架设计>重置所有覆盖项命令可以对所有混凝土框架单元重新定

义所有覆盖项内容，如果这一命令被执行，所有单元所有覆盖项将恢复成默认值，并且所有当

前设计结果都将被删除。 

关于重置覆盖项的重要提示：程序覆盖项默认值是建立在程序内部的，混凝土框架结构覆盖项

值是在用户曾用来初始化自己模型的*.edb文件中，它可能不同于程序内置的覆盖项默认值。

当用户运行重置覆盖项命令时，程序将重置覆盖项为程序内置的覆盖项默认值，而不是曾用来

初始化模型的那个*.edb中的值。例如，在有地震荷载的情况下，当用户指定了一个弯矩或剪

力放大系数并进行设计后，若用户指定了另一个抗震等级，再次进性设计，则程序将仍使用上

次用户指定的弯矩或剪力放大系数。此时，用户需要使用重置覆盖项命令来激活程序对于新的

抗震等级默认的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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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框架梁设计 

本技术注释描述了程序根据中国 2010 规范对混凝土框架梁进行设计。 

5.1 概述 

程序可以对框架梁进行设计，程序将根据梁内力及截面信息计算出所需钢筋。根据《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

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中的相关规定，钢筋混凝土框架梁的设计分为以下几步： 

·框架梁正截面配筋设计。 

·框架梁斜截面抗剪配筋设计。 

·框架梁最值配筋率控制。 

5.2 梁正截面配筋设计 

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6.2 节进行计算 

A.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区的 T 形截面)梁的配筋计算(GB50010-2010，6.2.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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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0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倒 T 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6.2.10)： 

)()
2

( s0sy0c1 ahAf
x

hbxfM    (GB50010-2010,6.2.10-1)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sysyc1 AfAfbxf   (GB50010-2010,6.2.10-2)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尚应符合下列条件： 

x h  b 0   (GB50010-2010,6.2.10-3) 

x a 2  (GB50010-2010,6.2.10-4) 

B.T 形(I 形，箱形)梁的配筋计算(GB50010-2010，6.2.11 条) 

 

 

图 6.2.11  I 形截面受弯构件受压区高度位置 

(a)
'

fhx      (b)
'

f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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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I 形截面受弯构件(图 6.2.11)，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分别符合下

列规定：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 

syffc1sy AfhbfAf     (GB50010-2010,6.2.11-1) 

应按宽度为 bf
的矩形截面计算； 

当不满足公式(6.2.11-1)的条件时 

)()
2

()()
2

( s0sy

f

0ffc10c1 ahAf
h

hhbbf
x

hbxfM 


     

(GB50010-2010,6.2.11-2)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sysyffc1 AfAfhbbbxf    (GB50010-2010,6.2.11-3) 

受弯构件翼缘计算宽度
'

fb 按 GB50010-2010，6.2.12 条确定 

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公式(6.2.10-3)的要求。当由构造要求或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要求配置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大于受弯承载力要求的配筋面积

时，按本规范公式(6.2.10-2)或公式(6.2.11-3)计算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x，可仅计入受弯承载力

条件所需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GB50010-2010，6.2.13 条) 

5.3 梁斜截面配筋设计 

 

 

图 6.3.2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剪力设计值的计算截面 

1-1 支座边缘处的斜截面； 4-4 箍筋截面面积或间距改变处的斜截面 

矩形截面梁配置箍筋时，其受剪承载力的计算 

A.梁的最小受剪截面面积 

当截面不满足以下要求时,给出超筋信息,此时应加大截面和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 

1) 对矩形,T 形,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GB50010-2010，6.3.1 条) 



                                                                              中国 2010 规范混凝土框架设计技术报告 

 

15 

 

当 4/ bhw 时, 025.0 bhfV cc     (GB50010-2010,6.3.1-1) 

当 6/ bhw 时, 02.0 bhfV cc     (GB50010-2010,6.3.1-2) 

当 6/4  bhw 时, 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2)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梁，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GB50010-2010，11.3.3 条) 

当跨高比 5.2/0 hl 时, 

)20.0(
1

0bhfV cc

RE




   （GB50010-2010,11.3.3) 

跨高比 5.2/0 hl 的连梁,框支梁, 

)15.0(
1

0bhfV cc

RE




   （GB50011-2010,6.2.9） 

对于其它情况,规范没有给出相应的规定 

B.箍筋面积计算 

由用户输入梁上是否作用有较大的集中荷载,缺省为一般受弯. 

1) 矩形截面的一般受弯构件，当仅配置箍筋时，箍筋中肢截面面积 svA 按下式计算： 

无地震作用组合时(GB50010-2010，6.3.4) 

 0 0
sv

cv t yv

A
V f bh f h

s
      (GB50010-2010,6.3.4-2)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GB50010-2010，11.3.4) 

 0 0

1
[0.6 ]sv

b cv t yv

RE

A
V f bh f h

s



     (GB50010-2010,11.3.4) 

2) 梁上作用较大的集中荷载时(包括作用有多种荷载，其中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

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值的 75%以上时的独立梁) 

无地震作用组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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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

75.1
h

s

A
fbhfV sv

yvt 





    (GB50010-2010,6.3.4-2)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GB50010-2010，11.3.4) 

 










 00

1

75.1
6.0

1
h

s

A
fbhfV sv
yvt

RE

b


   (GB50010-2010,11.3.4) 

 

式中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取 0/ ha ，a为集中荷载作用点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的

距离；当 <1.5时，取 =1.5，当 >3时，取 =3； 

C.在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剪扭构件其受剪扭承载力(GB50010-2010，6.4.8 条) 

由用户输入梁上是否作用有较大的集中荷载,缺省为一般受剪扭情况. 

(1)  一般剪扭构件 

受剪承载力 

0 0(1.5 )0.7 sv
t t yv

A
V f bh f h

s
       (GB50010-2010,6.4.8-1) 

0

t
t

5.01

5.1

Tbh

VW


       (GB50010-2010,6.4.8-2) 

式中 

svA —— 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 

t —— 一般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当 t <0.5 时，取 t =0.5；当 t >1 时，取

t =1。 

受扭承载力 

s

AA
fWfT cor1st

yvttt 2.135.0      (GB50010-2010,6.4.8-3) 

此处， 值应按本规范第 6.4.4条的规定确定。 

(2)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剪扭构件 

受剪承载力按下式计算 

00
1

75.1
)5.1( h

s

A
fbhfV sv

yvtt 





   (GB50010-2010,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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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
t

12.01

5.1

Tbh

VW






    （GB50010-2010,6.4.8-5) 

式中 

 ——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 6.3.4条的规定取用； 

t —— 集中荷载作用下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当 t <0.5 时，取 t =0.5；当

t >1时，取 t 1  。 

受扭承载力仍应按公式（6.4.8-3）计算，但式中的 t 应按公式（6.4.8-5）计算。 

D.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的弯剪扭构件(GB50010-2010，6.4.12 条) 

1)  当V 不大于 t 00.35 f bh 或V 不大于 t 00.875 ( 1)f bh   时，可仅计算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和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 

2)  当T 不大于 t t0.175 f W 或T 不大于 h t t0.175 f W 时，可仅验算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E.弯剪扭梁的承载力计算及配筋原则(GB50010-2010，6.4.13 条) 

矩形截面弯剪扭构件，其纵向钢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剪扭

构件的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箍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

承载力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 

5.4 梁构造要求 

A.受压区高度 x 限值 

0hx b     (GB50010-2010,6.2.10-3) 

抗震设计时，计入纵向受压钢筋的梁端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级抗震等级 

025.0 hx      (GB50010-2010,11.3.1-1) 

二、三级抗震等级 

035.0 hx      (GB50010-2010,11.3.1-2) 

且梁端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大于 2.5%。（GB50011-201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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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纵向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 

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min (%)，非抗震设计时，不应小于 0.2 和 yt ff /45.0 二者的

较大值； 

抗震设计时，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表 11.3.6 规定的数值；(GB50010-

2010，11.3.6) 

 

表 GB50010-2010,11.3.6-1 框架梁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min  (%) 

抗震等级 
梁中位置 

支座 跨中 

一级 0.40 和 80
yt ff 中的较大值 0.30 和 65

yt ff 中的较大值 

二级 0.30 和 65
yt ff 中的较大值 0.25 和 55

yt ff 中的较大值 

三、四级 0.25 和 55
yt ff 中的较大值 0.2 和 45

yt ff 中的较大值 

抗震设计时，梁端截面的底部和顶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除按规定计算确定外，一

级不应小于 0.5，二、三级不应小于 0.3 

C.箍筋配筋率构造要求 

抗震设计时, 框架梁沿梁全长箍筋的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GB50010-2010，11.3.9) 

一级 yvtsv ff /30.0   (GB50010-2010,11.3.9-1) 

二级 yvtsv ff /28.0   (GB50010-2010,11.3.9-2) 

三,四级 yvtsv ff /26.0   (GB50010-2010,11.3.9-3) 

式中 sv ---框架梁沿梁全长箍筋的面积配筋率 

非抗震设计时,对于承受弯矩和剪力的梁，当梁的剪力设计值 07.0 bhfV t 时, 其箍筋面积

配筋率 )/(bsAsvsv  应符合下列要求(JGJ 3-2010，6.3.4 第 4 条) 

yvtsv ff /24.0  



                                                                              中国 2010 规范混凝土框架设计技术报告 

 

19 

 

梁内受扭纵向钢筋的配筋率 lt 应符合下列规定：(GB20010-2010，9.2.5) 

y

t

l
f

f

Vb

T
6.0t  （GB50010-2010,9.2.5） 

当 0.2)/( VbT 时，取 0.2)/( VbT 。 

在弯剪扭构件中，配置在截面弯曲受拉边的纵向受力钢筋，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按本规范

第 8.5.1 条规定的受弯构件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计算出的钢筋截面面积与按本条受扭纵向钢筋

配筋率计算并分配到弯曲受拉边的钢筋截面面积之和。(GB50010-2010，9.2.5) 

在弯剪扭构件中，箍筋的配筋率 sv 不应小于 yvt /28.0 ff 。(GB50010-2010，9.2.10) 



                                                                              中国 2010 规范混凝土框架设计技术报告 

 

20 

 

第 6 章框架柱设计 

本技术注释描述了程序如何根据中国 2010 规范对混凝土框架柱进行承载力校核或设计

的。 

6.1 概述 

程序可以用来对框架柱承载力进行校核或进行设计。如果你定义截面的设计类型为柱，输

入完整的配筋信息，且选择校核钢筋，程序将对其进行承载力校核。否则，程序将根据柱内力

及截面信息计算出所需钢筋,进而对其进行设计。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中

的相关规定，钢筋混凝土框架柱的设计分为以下几步： 

 框架柱轴压比设计。 

 框架柱正截面配筋设计。其中根据受力状态分别包含了轴压，轴拉，单向偏压，单向偏

拉，双向偏压, 双向偏拉等情况。 

 框架柱斜截面抗剪配筋设计。 

 框架柱最值配筋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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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柱轴压比设计 

抗震设计时，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的各类结构的框架柱，其轴压比  AfN c
不宜大

于表 11.4.16 规定的限值。对Ⅳ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柱轴压比限值应适当减小。(GB 

50010-2010，11.4.16) 

表 11.4.16  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结构体系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框架结构 0.65 0.75 0.85 0.90 

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筒体结构 0.75 0.85 0.90 0.95 

框支剪力墙结构 0.6 0.7 — 

6.3 柱正截面配筋设计 

A.框架柱的计算长度 0l (GB50010-2010，6.2.20 条) 

1) 一般多层房屋中梁柱为刚接的框架结构，各层柱的计算长度 0l 可按表 6.2.20-2 取用。 

表 6.2.20-2 框架结构各层柱的计算长度 

楼盖类型 柱的类别 0l  

现浇楼盖 
底层柱 1.0H 

其余各层柱 1.25H 

装配式楼盖 
底层柱 1.25H 

其余各层柱 1.5H 

 

B.框架柱的附加偏心距及偏心距增大系数 (GB50010-2010，6.2.3, 6.2.4, 6.2.5 条) 

在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应计入轴向压力在偏心方向存在的附加偏心距 ae , 

其值应取 20mm 和偏心方向截面最大尺寸的 1/30 两者中的较大值. 

弯矩作用平面内截面对称的偏心受压构件，当同一主轴方向的杆端弯矩比 不大于 0.9 且

轴压比不大于 0.9 时，若构件的长细比满足式 6.2.3 的要求，可不考虑轴向压力在该方向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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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中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否则应根据本规范第 6.2.4 条的规定，按截面的两个主轴方向分

别考虑轴向压力在挠曲杆件中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 

    (GB50010-2010,6.2.3) 

分别为已考虑侧移影响的偏心受压构件两端截面按结构弹性分析确定的对同一主轴

的组合弯矩设计值，绝对值较大端为 ，绝对值较小端为 ，当构件按单曲率时 取正

值，否则取负值。 

除排架结构柱外，其他偏心受压构件考虑轴向压力在挠曲杆件中产生的二阶效应后控制截

面的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GB50010-2010,6.2.4-1) 

     (GB50010-2010,6.2.4-2) 

   (GB50010-2010,6.2.4-3) 

     (GB50010-2010,6.2.4-4) 

 

C.矩形或圆形截面轴心受压柱的纵向钢筋计算 

矩形或圆形截面的轴心受压柱，其受压钢筋面积
'

sA 按下式计算： 

)(9.0 ''

syc AfAfN      (GB50010-2010,6.2.15) 

当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3%时，公式(6.2.15)中的 A应改用 )( '

sAA 代替。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的计算(GB50010-2010，6.2.15 条文说明) 

对矩形截面 

120 ])8(002.01[ 
b

l
  

对任意截面可取 ib 12 , 对圆形截面可取 2/3db   

式中 

l0--- 构件的计算长度，对钢筋混凝土柱可按本规范第 6.2.20 条的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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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 

d--- 为圆形截面的直径； 

i --- 为截面的最小回转半径。 

 

D.对称配筋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柱的纵向钢筋计算(GB50010-2010，6.2.17 条) 

 

 
图 6.2.17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1--截面重心轴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2.17)：(GB50010-2010，

7.3.4 条) 

sssyc1 AAfbxfN      (GB50010-2010,6.2.17-1) 

)(
2

s0sy0c1 ahAf
x

hbxfNe 







   (GB50010-2010,6.2.17-2) 

i
2

s

h
e e a      (GB50010-2010,6.2.17-3) 

e e ei 0 a      (GB50010-2010,6.2.17-4) 

在按上述规定计算时，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的应力 s、 p 可按下列情况计算： 

当  不大于  b 时为大偏心受压构件，取 s 为 yf ，此处，  为相对受压区高度，

0hx ； 

当不大于 b 时为小偏心受压构件， s按本规范第 6.2.8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e —— 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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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纵向钢筋的应力； 

ei
—— 初始偏心距； 

sa —— 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缘的距离； 

e0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0

=M/N； 

ea
—— 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2.5 条确定。 

2) 当计算中计入纵向受压钢筋时，受压区高度应满足
'2 sax  ；当不满足此条件时，其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按下式计算 

)( sssy

' aahAfNes
  

es
为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钢筋合力点的距离；在计算中应计入偏心距增大系数，初

始偏心距 ai eee  0 确定。 

 

E. 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 其正截面承载力宜符合下

列规定：(GB50010-2010，E.0.4 条) 

 

 

 

 

 

 

 

 

 

 

 

 

 

图 E.0.4 沿周边均匀配筋的圆形截面 

 

syt AfAfN )()
2

2sin
1(c1 




    (GB50010-2010,E.0.4-1) 

3

1 c

sin sin2 sin

3

t
i y s sNe f Ar f A r

 


 


   (GB50010-2010,E.0.4-2) 

 

 225.1 t     (GB50010-2010,E.0.4-3) 

ai eee  0     (GB50010-2010,E.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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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圆形截面的面积； 

sA —— 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r —— 圆形截面的半径； 

sr —— 纵向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e0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0

=M/N； 

ea
—— 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2.5 条确定； 

 —— 对应于受压区混凝土截面面积的圆心角（rad）与 2 的比值； 

t ——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当 625.0 时，取 0t 。 

注：本条使用于截面内纵向钢筋数量不少于 6 根的情况。 

F.截面具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对称轴的双向偏心受压构件 

 

 

图 6.2.21   双向偏心受压构件截面 

1 －轴向压力作用点；   2 —受压区 

对截面具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对称轴的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压构件(图 6.2.21)，其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可选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进行计算：(GB50010-2010，6.2.21 条) 

1)    ETABS 中文版程序按混凝土规范(GB50010-2010)附录 E 的方法计算，此时，附录 E 公式

(E.0.1-7)和公式(E.0.1-8)中的 xM 、 yM 应分别用 ixxeN 、 iyyeN 代替，其中，初始偏心距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ax0xix eee       (GB50010-2010,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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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0yiy eee      (GB50010-2010,6.2.21-2) 

式中 
0y0x ee 、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 y 轴、x 轴的偏心距： 0xe = NM 0x 、 0ye = NM 0y ； 

0y0x MM 、 —— 未考虑附加弯矩时轴向压力在 x 轴、y 轴方向的弯矩设计值； 

 
ayax ee 、 —— x 轴、y 轴方向上的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2.5 条的规定确定； 

   

 

2）ETABS 中文版程序按混凝土规范(GB50010-2010)6.2.21 第 2 项的方法计算。 

0

111

1

uuyux NNN

N



    (GB50010-2010,6.2.21-3) 

0uN - 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uxN -轴向压力作用于 x 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 ixe 后，按全部纵向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

压承载力设计值。 

uyN -轴向压力作用于 y 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 iye 后，按全部纵向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

压承载力设计值，。 

 

G.轴心受拉柱的纵向钢筋面积(GB50010-2010，6.2.22 条) 

sy AfN      (GB50010-2010,6.2.22) 

H.偏心受拉柱的纵向钢筋面积(GB50010-2010，6.2.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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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小偏心受拉构件(b)大偏心受拉构件 

图 6.2.23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不论大、小偏心受拉情况，正截面受拉承载力： 

 s0sy' ahAfNe    (GB50010-2010,6.2.23-2) 

'

0
2

' sa
h

ee   

N

M
e 0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双向偏心受拉构件(GB50010-2010，6.2.24 条) 

ETABS 中文版程序按混凝土规范(GB50010-2010)附录 E 的方法计算，处理方法同双向偏

心受压构件相同。 

6.4 柱斜截面配筋设计 

按抗强剪弱弯的要求，对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应乘以相应的调整系数。 

 

A.柱截面抗剪限制(GB50010-2010，6.3.1,11.4.6) 

当截面不满足下列要求时,给出超筋信息,此时应加大截面或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 

1) 无地震组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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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4bhw 时， 025.0 bhfV cc (-2010,6.3.1-1) 

当 6bhw 时， 02.0 bhfV cc (6.3.1-2) 

当 64  bhw 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2)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 

对剪跨比 2 的框架柱 )2.0(
1

0bhfV cc

RE




 (GB50010-2010,11.4.6-1) 

对剪跨比 2 的框架柱 )15.0(
1

0bhfV cc

RE




   (GB50010-2010,11.4.6-2) 

框架柱的剪跨比可按下式计算 

0/ ( )M Vh   

式中 

  --- 框架柱的剪跨比.反弯点位于柱高中部的框架柱，可取柱净高与计算方向 2 倍柱截

面有效高度之比值 

M --- 柱端截面未经 JGJ3-2010，6.2.1，6.2.2，6.2.4 条调整的组合弯矩计算值，可取柱上

下端的较大值 

V --- -柱端截面与组合弯矩计算值对应的组合剪力计算值 

B.柱双向受剪限制(GB50010-2010,6.3.16条)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cos25.0 0ccx bhfV    （GB50010-2010,6.3.16-1） 

 sin25.0 0ccy hbfV    （GB50010-2010,6.3.16-2） 

式中 
xV —— x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h0，截面宽度为 b； 

 
yV —— y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b0，截面宽度为 h； 

  —— 斜向剪力设计值 V的作用方向与 x轴的夹角， )/arctan( xy VV 。 

C.矩形截面双向受剪框架柱斜截面受剪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当符合下列要求时：(GB50010-2010,6.3.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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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07.0
1

75.1
( 0t

x

x NbhfV 


         (GB50010-2010,6.3.18-1) 




sin)07.0
1

75.1
( 0t

y

y NhbfV 


       (GB50010-2010,6.3.18-2) 

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而仅需根据本规范第 9.3.2条的规定，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GB50010-2010,6.3.17条) 

2

uy

ux

ux

x

)
tan

(1
V

V

V
V




    GB50010-2010,6.3.17-1) 

2

ux

uy

uy

y

)
tan

(1
V

V

V
V



    (GB50010-2010,6.3.17-2) 

在 x轴、y轴方向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uxV 、 uyV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h
s

A
fbhfV 07.0

1

75.1
0

svx
yv0t

x

ux 





  (GB50010-2010,6.3.17-3) 

Nb
s

A
fhbfV 07.0

1

75.1
0

svy

yv0t

y

uy 





  (GB50010-2010,6.3.17-4) 

式中 yx  、  
—— 框架柱的计算剪跨比，按本规范 7.5.12条的规定确定； 

svxA 、 svyA  
——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平行于 x轴、y轴的箍筋各肢截面面积的总和； 

N  —— 
与斜向剪力设计值 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 N >0.3 Af c 时，取

N =0.3 Af c ，此处， A 为构件的截面面积。 

在设计截面时，可在公式(6.3.17-1)、公式(6.3.17-2)中近似取 uyux /VV =1后直接进行计算。 

D.柱受压时抗剪箍筋面积 svA 计算(GB50010-2010,6.3.12,11.4.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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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抗震设计时, 矩形、T形和 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当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时：(GB50010-2010,6.3.13条) 

NbhfV 07.0
1

75.1
0t 





   (GB50010-2010,6.3.13) 

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而仅需根椐本规范第 9.3.2条的规定，按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1) 无地震作用组合时 (GB50010-2010, 6.3.12 条) 

Nh
s

A
fbhfV sv

yvt 07.0
1

75.1
00 





  (GB50010-2010,6.3.12) 

2)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 (GB50010-2010, 11.4.7 条) 

]056.0
1

05.1
[

1
00 Nh

s

A
fbhfV sv

yvt

RE







  (GB50010-2010,11.4.7) 

式中 

 --- 框架柱的剪跨比.当 1 时，取 1 ；当 3 时，取 3  

N --- 考虑风荷载或地震作用组合的框架柱轴向压力设计值，当 cc AfN 3.0 时，取

cc AfN 3.0  

 

E．圆形截面偏心受压柱 (GB50010-2010, 6.3.15条) 

圆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和偏心受压构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规范第 6.3.1至

第 6.3.14条，及第 11.4.6 和第 11.4.7 条计算，此时，上述条文公式中的截面宽度 b和截面有效高

度 0h 应分别以 1.76 r 和 1.6 r 代替，此处， r 为圆形截面的半径。 

F.柱受拉时抗剪箍筋面积 svA 计算(GB50010-2010,6.3.14,11.4.8 条,JGJ3-2010，6.2.9 条) 

1) 无地震作用组合时 (GB50010-2010, 6.3.14 条) 

Nh
s

A
fbhfV sv

yvt 2.0
1

75.1
00 





   (GB50010-2010,6.3.14) 

当
0

1

75.1
2.0 bhfN t





时，取
0hf

Vs
A

yv

sv  和 036.0 bhfA tsv  中的较大值 

2) 有地震作用组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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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05.1
[

1
00 Nh

s

A
fbhfV sv

yvt

RE







 

当
0

1

05.1
2.0 bhfN t





时，取
0hf

Vs
A

yv

RE
sv


 和 036.0 bhfA tsv  中的较大值 

式中 

 --- 框架柱的剪跨比.当 1 时，取 1 ；当 3 时，取 3  

N --- 与剪力设计值V 对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取正值 

6.5 柱最值配筋率控制 

A.纵向钢筋配筋率 

全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非抗震设计时不宜大于 5%，不应大于 6%，抗震设计时不应大

于 5%;一级且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柱，其单侧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 1.2%;边柱，角柱

及剪力墙端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产生小偏心受拉时，柱内纵筋总截面面积应比计算值增加 25%.

（JGJ 3-2010，6.4.4） 

柱全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应满足表 JGJ 3-2010，6.4.3-1 的要求；抗震设计时，对 IV 类

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表中数值应增加 0.1； 

 

表 6.4.3-1 柱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 

柱类型 
抗震等级 

非抗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中柱，边柱 0.9（1.0） 0.7（0.8） 0.6（0.7） 0.5（0.6） 0.5 

角柱 1.1 0.9 0.8 0.7 0.5 

框支柱 1.1 0.9 -- -- 0.7 

剪跨比 2 的柱、框支柱和一、二抗震等级的角柱，应在柱全高范围内加密箍筋

(GB50011-2010，6.3.9) 

 

B.箍筋的配筋率要求 

抗震时设计时, 各类框架柱、框支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GB50010-2010，11.4.17 条) 

1) 各类框架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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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

c
vv

f

f
       (GB50010-2010,11.4.17) 

式中， v 为框架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配箍特征值，其数值按 GB50010-2010 表

11.4.17 选取。 

2）对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的柱，其箍筋加密区的箍筋体积配箍率分别不应小于

0.8%，0.6%，0.4%和 0.4%。 

3) 框支柱宜采用复合螺旋箍或井字复合箍，其最小配箍特征值应按表 11.4.17 增加 0.02，且体

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1.5%； 

3) 当剪跨比 不大于时，宜采用复合螺旋箍或井字复合箍，其箍筋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1.2%；9 度设防烈度一级抗震等级时，不应小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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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节点设计 

根据中国 2010 规范规定，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应进行节点核心区受剪承载力计

算。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核心区可不进行计算，但应符合抗震构造措施的要求 (GB 50010-

201011.6.1 条)。本技术注释描述程序是如何根据中国 2010 规范对混凝土框架梁柱节点进行设

计的。其中包括程序是如何通过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分析得到节点剪力，及应用这一剪力来检查

节点核心区的强度。 

7.1 概述 

根据本程序的特点及 GB50010-2010、GB50011-2010 和 JGJ3-2010 中的相关规定，钢筋混

凝土框架节点设计分为以下几步： 

·框架节点剪力设计值的确定。 

·框架节点承载力设计。 

7.2 框架节点核心区剪力设计值的确定 

A.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考虑抗震等级的剪力设计值 Vj，可按下列规定计算：(GB 50010-2010，

11.6.2 条) 

1 、顶层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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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b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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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 s

1.15 M
V

h a





    (GB5010-2010，11.6.2-1) 

2）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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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10-2010，11.6.2-2) 

2 、其他层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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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10-2010，11.6.2-3) 

2) 其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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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10-2010，11.6.2-4) 

buaM —— 
节点左、右两侧的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配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

对应的弯矩值之和，可根据实配钢筋面积（计入纵向受压钢筋）和材料强度

标准值确定； 

 bM —— 
节点左、右两侧的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组合弯矩设计值之和，一级抗震

等级框架节点左右梁段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应取零； 

jb
——

 节点剪力增大系数，对于框架结构，一级取 1.50，二级取 1.35，三级取

1.2；对于其他结构中的框架，一级取 1.35，二级取 1.20，三级取 1.10； 

hb0、hb—— 分别为梁截面的有效高度、截面高度，当节点两侧梁高不相同时，取其平均

值； 

Hc—— 节点上柱和下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 

sa —— 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7.3 框架节点核心区承载力设计 

A.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受剪的水平截面要求(GB 50010-2010，11.6.3 条) 

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受剪的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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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10-2010，11.6.3)

式中 hj—— 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可取验算方向的柱截面高度，即 hj＝hc； 

 bj—— 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当 bb>bc/2 时，可取 bj=bc；当 bb<bc/2 时，可取 bb 

+0.5hc和 bc中的较小者。当梁与柱的中线不重合，且偏心距 e0≤bc/4 时，可取（0.5bb+0.5 

bc+0.25hc- 0e ）、（bb +0.5hc）和 bc中的最小值；此处，bb为验算方向梁截面宽度，bc为

该侧柱截面宽度。 

 
j —— 正交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当楼板为现浇、梁柱中线重合、四侧各梁截面宽度不小于

该侧柱截面宽度的 1/2，且正交方向梁高度不小于较高框架梁高度的 3/4 时，可取

j =1.5，对 9 度设防烈度，宜取 j =1.25；当不满足上述约束条件时，应取 j =1.0。 

 

B.框架梁柱节点的受剪承载力 

框架梁柱节点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GB 50010-2010，11.6.4 条) 

1)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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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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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0-2010，11.6.4-2) 

 

式中 N—— 对应于考虑地震作用组合剪力设计值的节点上柱底部的轴向力设计值：当 N 为压力时，

取轴向压力设计值的较小值，且当 N>0.5fcbchc时，取 N=0.5fcbchc；当 N 为拉力时，取

N=0； 

 Asvj—— 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hb0—— 框架梁截面有效高度，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取平均值。 

 

C.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GB 50010-2010，11.6.5 条) 

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当梁中线与柱中线重合时，受剪的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0.3
1

jccj

RE

j AfV 


    (GB5010-2010，11.6.5) 

式中 Aj—— 
节点核心区有效截面面积：当梁宽

bb ≥0.5D 时，取 Aj =0.8D2；当 0.4D≤ bb <0.5D 时，取 Aj 

=  DbD 5.08.0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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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圆柱截面直径； 

 bb—— 梁的截面宽度； 

 
j —— 正交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11.6.3 条取用。 

 

D.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受剪承载力 

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当梁中线与柱中线重合时，其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9 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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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0-2010，11.6.6-1) 

2) 其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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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0-2010，11.6.6-2) 

 
式中 hb0—— 梁的有效高度； 

 Ash—— 单根圆形箍筋的截面面积； 

 Asvj—— 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的拉筋和非圆形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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