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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设计荷载组合 

程序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3 of GB5000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5.4 of GB 50011-

2010）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5.6 of JGJ 3-2010)中的相关规定，本技术注释

描述了中国 2010 规范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所使用的荷载组合。 

1.1 程序生成默认组合形式 

ETABS 中国规范版本采用如下默认的设计荷载组合形式： 

 

 LLDL L98.035.1   (1-1) 

 LLDL L4.12.1   
(1-2) 

 LLDL L4.10.1   
(1-3) 

 WLDL 4.12.1   (1-4) 

 WLDL 4.10.1   (1-5) 

 WLLLDL L 84.04.12.1    (1-6) 

 WLLLDL L 84.04.10.1    (1-7) 

 WLLLDL L 4.198.02.1    (1-8) 

 WLLLDL L 4.198.00.1    (1-9) 

 LELELLDL vhEG 5.03.12.12.1   (1-10) 

 LELELLDL vhEG 5.03.10.10.1   (1-11) 

 LELEWLLLDL vhEG 5.03.128.02.12.1   (1-12) 

 LELEWLLLDL vhEG 5.03.128.00.10.1   (1-13) 

 LELEWLLLDL vhEG 3.15.028.02.12.1    (1-14) 

 LELEWLLLDL vhEG 3.15.028.00.10.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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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LLDL vEG 3.12.12.1    (1-16) 

 LELLDL vEG 3.10.10.1    (1-17) 

 LEWLLLDL vEG 3.128.02.12.1    (1-18) 

 LEWLLLDL vEG 3.128.00.10.1    (1-19) 

 LELLDL hEG 3.12.12.1    (1-20) 

 LELLDL hEG 3.10.10.1    (1-21) 

 LEWLLLDL hEG 3.128.02.12.1    (1-22) 

 LEWLLLDL hEG 3.128.00.10.1    (1-23) 

   

符号说明： DL  为恒荷载  

 LL  为活荷载  

 WL 为风荷载  

 LEh  为水平地震荷载  

 LEv   

 为竖向地震荷载  

 EG  为可变荷载的组合系数  

 L  为考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  

注释：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中 5.1.1-4 条规定，8、9 度大跨度和长悬臂

结构及 9 度时的高层建筑，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由于跨度和悬臂尺度程序难以自动识别，因

此 ETABS 中文版程序中，仅当用户已定义了竖向地震荷载时，程序自动生成含有
vE L项的组合

公式(1-10)至(1-19)。 

 

1.2 设计组合形成及修改 

在用户定义了相关荷载工况的基础上，程序将根据规范和抗震烈度信息自动生成以上荷载

组合方式，它们将自动生成并成为设计荷载工况的默认项。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荷载组合方式，

其途径是定义菜单 >荷载组合 >添加新组合，用户也可以通过对话框中修改/显示组合选项来

修改默认的或自定义的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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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地震荷载信息 

程序提供了是否按抗震进行结构设计的选择，在进行抗震设计时，程序按照中国 2010 规范

“三水准两阶段”的设计原则，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提供了中国规范

的地震静力荷载模型和地震反应谱。本技术注释的目的是与中国规范相结合，阐明程序在进行

抗震设计时，采用的基本方法及实现的途径。 

2.1 地震反应谱（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A基本方法 

现阶段采用抗震设防烈度所对应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max ，多遇地震烈度和罕遇

地震烈度分别对应于 50年设计基准期内超越概率为 63%和 2～3%的地震烈度，也就是通常所述

的小震烈度和大震烈度。 

设计地震作用根据房屋的重力荷载代表值、结构自振周期和土壤特征周期，由 GB50011 第

5.1.5 条规定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即设计反应谱)确定。地震影响曲线考虑了结构阻尼比的影

响，阻尼比按下列规定采用：混凝土和砌体结构为 0.05，超过 12层的高层钢结构为 0.02， 

12 层以下的多层钢结构为 0.035， 单层钢结构房屋取 0.05。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可以归纳为以

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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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x

2 max

2 max

2 1 max

(0.45 (10 4.5)) 0 0.1
0.1

5

0.2 ( 5 ) 5 6.0

g

g
g g

g g

T when T s
when s T T

T
when T T T

T

T T when T T s





 
 


 

  

   
  
        
     

        (1-1)




63.0
05.09.0



    (GB50011-2010,5.1.5-1) 

)0(
324

05.002.0 11 



 


   (GB50011-2010,5.1.5-2) 

)55.0(
6.108.0

05.01 22 



 



   (GB50011-2010,5.1.5-3) 

项目 描述 单位 可能值 缺省值 
  地震影响系数 N/A   

max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N/A  0.16 

T  结构自振周期 s    

gT  特征周期 s   0.4 

  结构阻尼比 N/A  0.05; 

SI 抗震设防烈度 N/A 

6(0.05g), 

7(0.10g), 

7(0.15g), 

8(0.20g), 

8(0.30g),  

9(0.40g) 

8(0.20g) 

PTDF 周期折减系数 N/A 0.5~1.0 1.0 

B 输入方式 

地震反应谱定义首先是通过定义菜单>定义反应谱函数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并添加中国 2010

地震反应谱，然后通过定义菜单>反应谱工况，定义反应谱工况来完成的。 

当通过以上步骤添加中国 2010地震反应谱时，将直接弹出反应谱函数定义对话框。当定

义完成后，或在运行分析之前的任意时候，用户都可以通过选定已定义的反应谱函数，并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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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反应谱工况对话框中右侧修改/显示频谱…按钮弹出反应谱函数定义对话框，可对已定义

的反应谱函数进行修改。 

反应谱函数定义对话框各项意义为： 

◆ 参数 

这一部分中各项参数意义与采用底部剪力法时，地震静力荷载模型中相应参数的意义和取

值原则相同。 

◆ 函数图表 

函数图表区域内显示了反应谱函数的图形形态，并且当用户将鼠标移至此区域时，将有一

个红色圆点出现在反应谱曲线上，随着鼠标的移动，圆点将在曲线上滑动，并且在右下角的数

字框中显示经过每一位置的坐标值，这些都方便了用户定义、观察和修改反应谱曲线。 

◆ 定义函数 

为了用户能够更直接方便的掌握反应谱曲线值，此区域内显示了函数值的变化，用户可以

拖动竖直滑块观察函数值的变化，但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如果用户要对这些函数值进行修改，

需要点击参数中转换为用户定义的按扭，这时对话框将变为用户定义对话框形式，用户在此处

对反应谱函数值进行修改，包括添加新点、修改已有点和删除已有点等操作。 

2.2 自动地震荷载静力计算（底部剪力法） 

A基本方法 

结构计算自动地震静力荷载的方法是规范所规定的底部剪力法，在采用底部剪力法时，各

楼层可仅取一个自由度，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1) 输入参数 

与地震反应谱的输入参数相同。 

2) 计算公式及图表 

 

eqEk GF 1      (GB50011-2010,5.2.1-1) 

EGG
eq

85.0          

)1(

1

nEkn

j

jj

ii
i F

HG

HG
F 




    (GB50011-201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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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nn FF       (GB50011-2010,5.2.1-3) 

表 GB50011-2010,5.2.1         顶部附加地震作用系数 n  

gT (s) gTT 4.11   gTT 4.11   

35.0gT  07.008.0 1 T  

0  

(不考虑) 
35.055.0  gT  01.008.0 1 T  

55.0gT  02.008.0 1 T  

 

 

项目 描述 单位 可能值 缺省值 

EkF  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1  相应于结构基本自振周期 1T 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N/A   

eqG  计算地震作用时，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代表值    

EG  
计算地震作用时，结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各质点

重力荷载代表值之和 
   

iF  质点 i的水平地震作用代表值    

ji GG ,  
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i、j 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按 GB 

50011-2010第 5.1.3条和 JGJ 3-2010第 4.3.6条确定 
   

ji HH ,  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i、j的计算高度    

nF  主体结构顶层附加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n  顶层附加水平地震作用系数    

gT  场地特征周期 s   0.4 

1T  结构基本自振周期 s   程序计算 

B输入方式 

地震静力荷载定义是通过定义菜单>静荷载工况命令添加地震荷载工况，并选择中国 2010

规范来完成的。 

当通过以上方法添加中国 2010自动地震侧向荷载后，点击右侧的修改侧向荷载按钮，将

弹出中国 2010 地震荷载对话框，用户可以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修改每一项参数值。 

中国 2010 地震荷载对话框各项的意义为： 

◆ 方向与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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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这一区域定义的是地震静力荷载的作用方向，用户可以选择 X方向、Y方向或 Z

方向地震作用方向，也可以选择考虑次方向扭转效应的其它作用方向选项，当考虑偏心作用

时，下面的偏心率输入项将被激活，偏心率默认值为规范规定的 0.05，用户也可以修改偏心

率。 

◆ 地震系数  

地震系数区域包含了影响地震静力荷载大小的各参数的输入，各参数的意义和取值范围与

中国规范相对应： 

影响系数最大值，AlphaMax：取值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表 5.1.4-

1，其值与地震烈度值相对应。 

地震烈度,SI：地震烈度下拉菜单中列出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规定

的各地震烈度值。用户根据选定的烈度值填写影响系数最大值。 

阻尼比：用户可以根据结构实际情况自定义结构的阻尼比。 

场地特征周期，Tg：规范规定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决定了场地特征周期值，程序此处

未引入这两个概念，在场地特征周期取值方面给用户更大的自由度，用户可以根据《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50011-2010）表 5.1.4-2中数值输入场地特征周期值，也可以根据工程实际情

况填写其它数值。 

周期折减因数，PTDF：由于程序结构计算模型中未考虑填充墙的作用，而这一部分对结构

自振周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对于框架结构，如果填充墙较多，此系数可取 0.6~0.7，如果填

充墙较少，可取 0.7~0.8，对于框架-剪力墙结构，此系数可取 0.8~0.9，纯剪力墙结构周期不

折减。 

放大系数：用户可以通过这一项的系数调整放大结构的整体地震作用。 

◆ 周期 

此项输入的是结构周期值，对于结构周期，程序可以自动进行相应计算得到，用户也可以

对第一周期进行自定义。 

◆ 计算楼层范围 

此项定义的是计算地震作用的楼层范围，用户可以根据结构实际情况和规范规定进行自定

义。 

2.3 自动水平地震荷载计算（振型分解法） 

A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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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了反应谱的基础上，振型分解法需定义振型组合方式，程序加入了中国规范采用的

振型组合方式，其基本方法遵循以下规范规定： 

1) 振型组合（单向水平地震作用） 

 SRSS （对于不考虑扭转耦联振动影响的结构） 


m

j

jSS 2    (GB50011-2010,5.2.2-3) 

 

S  ——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jS  —— j振型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弯矩、剪力、轴向力和位移等） 

m  —— 结构计算振型数 

 

 CQC （考虑扭转耦联振动影响的结构） 

 


 


m

j
kj

m

k
jkEK SSS

1 1

    (GB50011-2010,5.2.3-5) 

222222

5.1

)(4)1(4)1(

)(8

TkjTTkjT

TkTjkj

jk








  (GB50011-2010,5.2.3-6) 

 

EkS  ——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扭转效应 

jS ， kS  —— 分别为 j、k振型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m  —— 结构计算振型数 

jk  —— j振型与 k振型的耦联系数 

T  —— k振型与 j振型的自振周期比 

j ， k  —— 分别为 j、k振型的阻尼比 

2) 方向组合（双向水平地震作用） 

))85.0(,)85.0(max( 2222

xyyx SSSSS   (GB50011-2010,5.2.3-7,8) 

 

S  ——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扭转效应 

xS   —— 仅考虑 X向水平地震作用时的扭转效应 

xS  —— 仅考虑 Y向水平地震作用时的扭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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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输入方式 

要定义反应谱组合方式，首先要定义地震反应谱（地震反应谱输入方式见前面），地震反

应谱定义需通过定义菜单>定义反应谱工况，将弹出定义反应谱工况对话框。 

当点击添加新反应谱时，将直接弹出反应谱工况定义对话框。当定义完成后，或在运行分

析之前的任意时候，用户都可以通过选定已定义的反应谱工况，并点击右侧修改/显示频谱按

钮弹出反应谱工况定义话框，对已定义的反应谱函数进行修改，也可以通过删除频谱将已有频

谱删除。 

反应谱工况定义对话框中各项意义： 

◆ 反应谱工况名称 

所定义的反应谱工况名称。 

◆ 结构与函数阻尼比 

用户可以根据结构实际情况自定义结构的阻尼比。 

◆ 振型组合 

程序提供了四种振型组合方式：CQC、SRSS、ABS、GMC，这四种组合方式都是可选的，但

对于中国规范的用户来说，前两种对应规范规定的组合方式，其意义和取值方法与前面所述一

致。 

◆ 方向组合 

只有在下面一项输入反应谱中输入 U1和 U2双向地震作用时，此项才有意义。在计算双向

地震作用时，程序提供了：ABS、SRSS两种方向组合方式，其中进行中国规范设计时，用户应

选择 SRSS 方式，这里需要定义两个反应谱工况分别在 U1和 U2对应的反应谱比例系数中考虑

0.85 的折减，其意义和取值方法与前面所述一致。 

◆ 输入反应谱 

输入反应谱提供了反应谱输入三个主方向：U1、U2和 Uz，和几个方向的函数选取，反应

谱的比例系数为重力加速度值，默认值为重力加速度（9.81m/s
2
）。 

◆ 偏心 

偏心值是在考虑扭转藕联作用时，即使用 CQC组合方式时，偶然偏心的值，偏心率默认值

为规范规定的 0.05，用户也可以修改偏心率。 

2.4 竖向地震作用 

A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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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中5.1.1-4条规定，8、9度时的大跨度结构和长

悬臂结构及9度时的高层建筑，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程序计算地震竖向作用的方法是根据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所提供的方法，具体如下： 

eqvEvk GF max            (GB50011-2010,5.3.1-1) 

Eeq GG 75.0                     

maxmax 65.0  v                

Evkn

j

jj

ii

vi F

HG

HG
F






1

              (GB50011-2010,5.3.1-2) 

楼层各构件的竖向地震作用效应可按各构件承受的重力荷载代表值比例分配，并乘以增大系数

1.5。 

 

项目 描述 单位 可能值 缺省值 

EvkF  结构总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maxv  结构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max  结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0.16 

eqG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代表值    

EG  
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结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各质

点重力荷载代表值之和 
   

viF  质点 i的竖向地震作用代表值    

ji GG ,  
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i、j 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按 GB 

50011-2010第 5.1.3条和 JGJ 3-2010第 4.3.6条确定 
   

ji HH ,  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i、j的计算高度    

 

B输入方式 

程序在定义地震静力荷载时，提供了竖向地震作用选项，它是通过定义菜单 >静荷载工况 

命令添加地震荷载工况，并选择中国 2010 规范，在荷载作用方向点取 Z方向。程序在进行反

应谱分析时，也可以进行竖向地震作用，方法是在反应谱工况定义对话框输入反应谱方向中定

义 Z方向的反应谱。程序将按照规范规定的方法计算竖项地震荷载，并形成默认设计荷载组合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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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风荷载信息 

程序按照规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2010）的规定，生成了自动风荷载模型。本技术手册描述了中国 2010 规范风荷载信

息的形式、各参数的意义。 

3.1 自动风荷载 

A基本方法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规定，风荷载标准值按风振系数、体型系数、风

压高度变化系数和基本风压来确定。基本风压按五十年一遇的风压采用；风压高度变化系数由

表 8.2.1确定；结构在 z高度处的风振系数 z ，规范第 8.4节有详细的规定。风荷载按相应

规范公式进行计算： 

0ww zszk      (GB5000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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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121 RBgI zz           (GB50009,8.4.3) 

 

5,
30

)1(6

1

0

1
1

3/4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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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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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09,8.4.4) 

z

zxz

z
kHB




 )(11

    

H

eH H

z

606010 60 





               

(GB50009,8.4.6-1)
 

B

eB B

x

505010 50 





                

(GB50009,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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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B 50009-2012 8.4.5-1 

粗糙度类别 A B C D 

高层建筑 
k  0.944 0.670 0.295 0.112 

1  0.155 0.187 0.261 0.346 

高耸结构 
k  1.276 0.910 0.404 0.155 

1  0.186 0.218 0.292 0.376 

注：程序可默认按高层建筑确定 k 、
1 。 

表 GB 50009-2012 8.4.5-2 

B(H)/B(0) 1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v  1.00 1.10 1.20 1.32 1.50 1.75 2.08 2.53 3.30 5.60 

注：对于高耸结构，背景分量因子 Bz应乘以修正系数
B 和

v 。
B 为构筑物在 z高度处的迎风

面宽度 B（z）与底部宽度 B（0）的比值；
v 按表 2 确定。 

式中各项意义为： 

项目 描述 单位 可能值 缺省值 

kw  风荷载标准值（kN/m^2） 2/ mkN    

RT 地面粗糙度类别 N/A A,B,C,D B 

z  z高度处的风振系数 N/A   

s  风荷载体型系数 N/A  1.0 

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N/A   

0w  基本风压（kN/m^2） 2/ mkN   0.45 

z  风荷载计算高度 m    
g  峰值因子，可取 2.5 N/A   

10I  

10m高度名义湍流强度，对应 A、B、C、D类地面粗

糙度，可分别取 0.12、0.14、0.23、0.39 
   

ZB  脉动风荷载的背景分量因子    

R  脉动风荷载的共振分量因子    

1f  结构第 1阶自振频率 Hz  程序计算 

wk  

地面粗糙度修正系数，对于 A、B、C、D 类地面粗

糙度分别取 1.28、1.0、0.54、0.26 
   

1  结构阻尼比 N/A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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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  

结构第 1 阶振型系数， 应通过结构动力分析确

定。GB50009-2012 8.4.7 条文说明提供了近似计算

公式。对高层建筑，当以剪力墙的工作为主时，弯

剪型的近似计算公式： 

 

N/A   

H  
结构总高度，对 A、B、C、D类地面粗糙度，H的取

值分别不应大于 300m、350m、450m、550m 
m    

z  脉动风荷载竖直方向相关系数    

x  脉动风荷载水平方向相关系数    

k 、
1  系数    

B  高耸结构修正系数    

v  高耸结构修正系数    

B  建筑迎风面宽度 m    

B横向风振等效风荷载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第 8.5节和附录 H.2 规定了矩形截面结构横风向

风振等效风荷载的计算方式。其适用条件是：1）矩形截面高层建筑，建筑的平面形状和

质量在整个高度范围内基本相同；2）高宽比
BD

H
在 4~8之间，深宽比 D/B在 0.5~2 之

间；3） 101 
BD

vT HL

；4）折算频率
*

10.05 0.25Lf  。规范组解释说，超过这个范围，经

验公式不适用。满足以上条件时，矩形截面高层建筑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可按下

式计算：  

2'

0 1 LLzLk RCwgw  
 

  (GB50009, H.2.2) 

  CMmL CC 22'     (GB50009, H.2.3-1) 

54.2

019.0













B

D
CRCM    (GB50009, H.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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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009, H.2.4-1) 

9.02

)95.0(

4.1

















 H

z

C
K

m

L
  (GB50009, H.2.4-2) 

2*

1

22*

1

2*

1

*

1

2*

1
1

0291.0)1(

000125.0)1(0025.0

LL

LLL
a

TT

TTT




   (GB50009, H.2.4-3) 

B

Tv
T LH

L
8.9

1*

1      (GB50009, H.2.4-4) 

HLL Bff 1

*

1     (GB50009, H.2.4-5) 




 02000 wH

H      (GB50009,8.5.3-3) 

式中各项意义为： 

项目 描述 单位 可能值 缺省值 

Lkw  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kN/m^2） 2/ mkN    

RT 地面粗糙度类别 N/A A,B,C,D B 

0w  基本风压（kN/m^2） 2/ mkN   0.45 

'

LC  横风向风力系数 N/A   

LR  横风向共振因子 N/A   

g  峰值因子，可取 2.5 N/A   

mC  横风向风力角沿修正系数    

  
风速剖面指数，对应 A、B、C、D类粗糙度分别取

0.12、0.15、0.22、0.30 
   

RC  
地面粗糙度系数，对应 A、B、C、D类粗糙度分别

取 0.236、0.211、0.202、0.197 
   

LFS  

无量纲横风向广义风力功率谱，按 GB50009-2012 

8.5节条文说明中提供的公式计算。 
   

smC  

横风向风力功率谱的角沿修正系数，按附录 H.2.5

规定计算。 
   

1  结构第 1阶振型阻尼比 N/A  0.05; 

LK  振型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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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结构横风向第 1阶振型气动阻尼比    

1LT  结构横风向第 1阶振型的周期 s    

*

1LT  折算周期    

1Lf  结构横风向第 1阶振型的频率 Hz   

*

1Lf  折算频率    

 

C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第 8.5节和附录 H.3 规定了矩形截面结构扭转风

振等效风荷载的计算方式。其适用条件是：1）矩形截面高层建筑，建筑的平面形状在整

个高度范围内基本相同；2）刚度及质量的偏向率（偏向距/回转半径）小于 0.2； 

3） 6
BD

H

，D/B 在 1.5~5 范围内，
101 

BD

vT HT

；4）扭转折算频率
*

10.1 1.0Tf  。

规范组解释说，超过这个范围，经验公式不适用。满足以上条件时，矩形截面高层建筑扭

转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2

9.0

'

0 18.1 TTHTk R
H

z
Cwgw 








     (GB50009, H.3.2) 

 
0.78

' 20.0066 0.015( / )TC D B    (GB50009, H.3.3) 

14

 T
TT

F
KR     (GB50009, H.3.4-1) 

1.0

2

22

20

)(















H

z

r

DB
KT    (GB50009, H.3.4-2) 

HTT BDff 1

*

1                     （GB50009, H.3.4-3） 

 

式中各项意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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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单位 可能值 缺省值 

Tkw
 

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kN/m^2） 2/ mkN    

0w
 

基本风压（kN/m^2） 2/ mkN   0.45 

'

TC
 

风致扭转系数 N/A   

TR
 

扭转共振因子 N/A   

g
 峰值因子，可取 2.5 N/A   

TF
 

扭矩谱能量因子    

TK
 

扭转振型修正系数    

r  结构的回转半径 m   

1Tf  
结构第 1阶扭转自振频率 Hz   

*

1Tf  
扭转折算频率    

 

D风荷载组合 

依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第 8.5.6 条，顺风向、横风向以及扭转风振等效

风荷载按以下方式组合： 

工况 顺风向风荷载 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 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 备注 

1 DkF     

2 DkF6.0  LkF   LkDk FF 6.0  

3   TkT   

表中， 

BwwF kkDk )( 21 
 

BwF LkLk   

2BwT TkTk   

式中各项意义为： 

项目 描述 

DkF  顺风向单位高度风力标准值 mkN /  

LkF  横风向单位高度风力标准值 mkN /  

TkT  单位高度风致扭矩标准值 mmkN /  

1kw
、 2kw  迎风面、背风面风荷载标准值 

2/ m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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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w
、 Tkw  横风向风振和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 

2/ mkN  

B
 

迎风面宽度  m  

 

E输入方式 

用户在荷载工况对话框中添加了中国 2010 规范风荷载后，点击修改侧向荷载项，将弹中

国 2010 风荷载对话框，其中各选项意义为： 

◆ 风力作用面与风压系数 

提供计算风荷载的两种计算方式。由用户根据情况选择。 

◆ 风暴露参数 

当选定风力作用面来自刚性隔板范围时，程序自动根据规范形式及以下用户输入的参数自

动生成风荷载模型。此项包含了三个自动风荷载基本参数，其意义分别为： 

风荷载方向和迎风宽度：点击“修改/显示”按钮，会弹出数据定义对话框。风荷载的作

用方向，0度即全局 X方向。表格中显示了自动风荷载模型每层的宽度及作用点坐标，当用户

选择从隔板范围计算时，这些数据将由用户前面输入的数据自动生成，用户也可以对这些数据

进行整体或局部修改，这时需选中用户自定义项，表格中数据将被激活，用户可以进行相应的

修改。迎风宽度乘以相邻上下层各半层层高即本层风荷载的作用范围。 

建筑宽度 B：建筑立面垂直于风荷载作用方向的宽度。用于计算与风振系数相关的水平方

向相关系数。 

体型系数 Us：按规范由用户输入的建筑体型系数。 

◆ 迎风高度 

迎风高度是自动风荷载作用的范围，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一范围，其中包括女儿墙是指风力

作用是否包含建筑屋面女儿墙部分，选择这一项后，只要用户输入女儿墙高度，程序可以自动

将这一部分风荷载添加到模型中。 

◆ 风系数  

    风系数包括基本风压和地面粗糙度，这两项都是规范规定的风荷载模型基本参数，基本风

压由用户根据规范输入其值；当用户点击地面粗糙度选项时，将弹出规范规定的粗糙度类型，

由用户选定。 

◆ Phi Z 源 

    此选项为风荷载振型系数，程序提供了规范中规定的两种方法，模态分析法和建筑 z/H近

似计算方法（附录 G）。用户可以根据建筑的竖向分布特点来选定合理的方法。 

◆ T1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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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结构第一周期，程序提供了模态分析结果中第一周期的数据，用户也可以对第一周期

进行自定义。 

◆ 其它参数 

    此项由用户自己输入结构的阻尼比值。 

3.2 任意面单元风荷载 

ETABS中国规范版本按照规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和《高层建筑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的规定，生成了自动风荷载模型。对于体型复杂的建筑结

构，由于自动风荷载模型只能定义一个体型系数，荷载模型存在差异较大，因此 ETABS 中国规

范版允许用户选择按面对象单独定义风荷载信息。 

其定义过程与自动风荷载相同。首先需通过定义菜单 >静荷载工况命令定义静力风荷载，

但不同的是需在“风力作用面与风压系数”选项中选择“风力作用面来自壳对象”；然后通过

指定菜单 >壳/面单元荷载 > 风压系数命令来定义面单元的风压系数（在指定之前，必须有面

单元被选中），面单元风荷载便自动形成。其对话框形式为： 

◆ 风荷载工况名 

    风荷载工况名需用户选择已定义的风荷载工况名称。程序将通过这一选项判断基本风压、

地面粗糙度等风荷载信息。 

◆ 风压 

风压系数是指选定面单元的风荷载压力系数，作用于该面单元的风荷载值由基本风压值与

风压数的乘积得到。但此时需注意加载方向，其默认加载方向符合面单元的局部坐标轴假定。

当风压系数为正，表示加载方向是面单元局部 3轴正方向，当风压系数为负，表示加载方向是

面单元局部 3 轴负方向。 

◆ 选项 

这一选项与其它荷载形式下的选项相同，用户可以选择将定义荷载添加到现有荷载上或删

除已有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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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结构抗震调整 

本注释介绍了 ETABS中文版中文版遵循中国规范 2010 进行结构抗震调整的方法。对于地震内

力调整信息的输出，整体和局部调整（如最小地震剪力调整、框架承担底部剪力调整、薄弱层

调整等）在结构总信息中输出，构件调整规范默认值，在构件设计覆盖项中输出，并且用户可

以对其进行修改，结构抗震调整输出将在其它部分详细介绍，本部分注释只介绍中国规范

2010 进行结构抗震调整的基本方法。ETABS 中文版中文版中结构抗震调整分为混凝土结构抗震

调整和钢结构抗震调整。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4.1 混凝土结构抗震调整 

根据中国规范 2010，混凝土结构抗震调整分为对结构地震荷载的调整和混凝土构件的抗震设

计内力调整。 

4.1.1 结构地震作用调整 

A 最小地震剪力调整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中 5.2.5 条规定，考虑到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

抗震设计时，由于长周期段的地震影响系数下降的较快，所计算的结构效应可能太小。而地震

运动速度和位移对长周期结构的破坏具有更大影响，这是反应谱法无法估计的。基于以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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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出于结构安全考虑，增加了对各楼层水平地震剪力最小值的要求，规定在抗震设计时，结

构任一楼层水平地震的剪重比不应小于表 5.2.5给出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 





n

ij

j

Eki

G

V
           (GB50011-2010,5.2.5) 

式中： 

EkiV 为第 i层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 

jG  第 j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n 为结构计算总层数。 

 

表 GB50011-2010,5.2.5       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值 

类别 6度 7度 8度 9度 

扭转效应明显或基本周期小于 3.5s的结构 0.008 0.016(0.024) 0.032(0.048) 0.064 

基本周期大于 5.0s的结构 0.006 0.012(0.018) 0.024(0.036) 0.048 

在 ETABS 中文版分析过程中，用户通过校核程序输出的剪力系数 （由公式(5.2.5)定

义）来确定是否满足规范的要求，如果不满足，用户可以更改地震作用放大系数重新进行结构

分析计算，直到满足要求为止。用户也可指定程序对不满足最小地震剪力的楼层自动放大地

震作用至满足要求。 

B 框架承担最小地震剪力比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中 6.2.13-1条规定，对于框架-剪力墙结构，由

于框架柱刚度相对于剪力墙较小，因此可能导致框架部分承担的剪力值过小。为了在地震中剪

力墙失效后，框架部分能成为结构的第二道防线，规范规定了框架结构承担最小地震剪力比，

如果框架总剪力不满足(3-2-1)式的要求，相应楼层的剪力分配将进行调整。相应楼层的柱和

与之相连的梁的剪力和弯矩都将乘以调整系数 ff V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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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fV      （3-2-1） 

)5.1,2.0min( max,0 ff VVV 


    （3-2-2） 

式中： 

fV  为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且未经调整的各层（或某一段内各层）框架承担的地震总剪力； 


fV  为调整后的 fV （如果(3-2-1)式不满足的话）； 

0V  为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的结构底部总剪力，或者是某一段最下一层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

值的总剪力； 

max,fV  为对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且未经调整的各层（或某一段内各层）框架承担的地震总剪

力中的最大值。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中 3.5节规定，考虑到结构竖向均匀性

因素框架结构承担最小地震剪力比进行了竖向分段处理。ETABS中文版遵循这一方法，在用户

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按规范的要求来对各楼层进行分段后，程序将自动对每一段结构进行框

架结构承担最小地震剪力比校核，当结构不满足时，程序自动按规范对框架部分承担的剪力作

出相应调整。 

C 薄弱层地震作用效应调整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中 3.5.8条规定如果侧向刚度变化、承

载力变化、竖向抗侧力构件连续性不符合规程中第 3.5.2、3.5.3、3.5.4条要求的楼层，其对

应于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应乘以 1.25的增大系数。 

 

我们采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第 3.5.2条来定义楼层侧向刚度： 

对于框架结构，楼层侧向刚度的定义： 

i

i
i

u

V
K


      (3-3-1) 

式中： iK  为第 i层的侧向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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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为第 i 层的剪力； 

  iu  为第 i层的相对位移。 

对于框架-剪力墙和板柱-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楼

层侧向刚度的定义： 

ii

i
i

hu

V
K

/
        (3-3-2) 

式中： iK  为第 i层的侧向刚度； 

  iV  为第 i 层的剪力； 

  iu  为第 i层的相对位移； 

  ih  为第 i 层的层高 

ETABS 中文版根据相邻楼层的侧向刚度变化来判断薄弱层，用户也可以在首选项菜单自己

指定薄弱层。 ETABS中文版将对薄弱层构件地震作用内力乘以 1.25 的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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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构件设计内力调整 

A 内力调整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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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继续推行“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强

柱根”的设计思想，目的是限制大震下塑性铰出现的部位，避免或减少脆性剪切破坏先于弯曲

破坏；加强柱子、剪力墙根部，推迟塑性铰的形成，控制结构倒塌整体失效。 

内力调整的基本做法是依据结构类型、抗震设防烈度和房屋高度决定结构抗震等级；然后

按抗震等级对结构构件内力进行调整。 

ETABS 中文版按照抗震规范要求，将结构抗震等级分为五级：“特一级”、“一级”、

“二级”、“三级”和“四级”（ETABS 中相应的代号为：“Super I”, “I”, “II”, 

“III” 和 “IV”）。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每一个构件的设计等级，而且同一结构中

同一类型的构件抗震等级可以不同。 

ETABS 中文版根据规范规定的结构及构件的内力调整信息，将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内力调

整分为三个层次：1）整体调整；2）局部调整；3）构件调整。整体调整是指根据规范剪重比

的要求，对结构整体地震力的调整；局部调整指对结构中某一部分构件所做出的内力调整，比

如框架承担的最小水平地震剪力、结构薄弱层内力调整等；构件调整指针对于某一结构构件根

据抗震等级进行的内力调整。 

B 构件抗震等级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中 3.9 节规定抗震设计时，高层建筑钢

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根据抗震设防分类、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

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A级高度丙级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3.9.3 确定。当本地区的设防烈度为 9度时，A级高度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特一级确定。 

表 JGJ3-2010,3.9.3     A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烈    度 

6度 7度 8度 9度 

框架结构 三 二 一 一 

框架-剪

力墙 

高度（m） ≤60 >60 ≤60 >60 ≤60 >60 ≤50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剪力墙 三 二 一 一 

剪力墙 
高度（m） ≤80 >80 ≤80 >80 ≤80 >80 ≤60 

剪力墙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框 支剪

力墙 

非底部加强部位剪

力墙 
四 三 三 二 二 

—— —— 底部加强部位剪力

墙 
三 二 二 一 一 

框支框架 二 二 一 一 

筒体 
框架-核

心筒 

框架 三 二 一 一 

核心筒 二 二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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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中筒 
内筒 

三 二 一 一 
外筒 

板柱-剪

力墙 

高度 ≤35 >35 ≤35 >35 ≤35 >35 

—— 板柱的柱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剪力墙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表 JGJ3-2010,3.9.4     B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结构抗震等级 

结 构 类 型 
烈   度 

6度 7度 8度 

框架-剪力墙 
框架 二 一 一 

剪力墙 二 一 特一 

剪力墙 剪力墙 二 一 一 

部分框支剪力墙 

非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 二 一 一 

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 一 一 特一 

框支框架 一 特一 特一 

框架-核心筒 
框架 二 一 一 

筒体 二 一 特一 

筒中筒 
外筒 二 一 特一 

内筒 二 一 特一 

C 内力调整数据信息 

整体调整 

最小地震剪力要求（JGJ 3-2010 第 4.3.12 条） 

程序将通过校核结构每一层的剪力系数来确定是否满足规范的要求，如果不满足规范要

求，程序将对本层地震剪力进行相应的放大，经放大后本层的剪力系数将满足规范要求。同

时用户也可以通过修改地震作用放大系数来重新计算使结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满足要求。 

局部调整 

当某些要求和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整个结构的水平地震剪力或者是某些层的水平地震剪

力将要进行调整。ETABS 中文版会根据下述规则调整相应结构构件的地震内力（通常是剪力和

弯矩）。 

1) 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分配要求（JGJ 3-2010第 8.1.4 条） 

如果框架总剪力不满足(3-2-1)式的要求，相应楼层的剪力分配将进行调整。相应楼层的

柱和与之相连的梁的剪力和弯矩都将乘以调整系数 /f fV V
。用户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规范

的要求来对各楼层进行分段（详见 JGJ 3-2010第 8.1.4 条）。 

2) 结构层间刚度比要求（JGJ 3-2010第 3.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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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规范（GB50011-2010）中 3.5.8 规定，竖向不规则的建筑结构，其薄弱层的地震剪力

应乘以 1.25的增大系数。针对这些条文，ETABS中文版将对薄弱层构件地震作用内力乘以

1.25的增大系数。 

3) 框支柱承受地震剪力的要求（JGJ 3-2010第 10.2.17条） 

框支柱承受地震剪力标准值应按表 1-1的要求进行调整。框支柱剪力调整后，应相应调整

框支柱的弯矩及柱端梁（不包括转换梁）的剪力和弯矩。 

表 1.2.3-1  框支柱承受地震剪力的要求 

 10cN  10cN  

3storyN  002.0 VVc   02.0 VVcf   

3storyN  003.0 VVc   03.0 VVcf   

其中： 

  storyN  为框支层数量； 

  cN  为框支柱根数； 

  cV  为每根框支柱承受的地震剪力； 

  cfV  为每层框支柱承受的地震剪力之和； 

  0V  为基底地震剪力。 

4) 转换梁内力调整要求（JGJ 3-2010第 10.2.4条） 

带转换层的高层建筑结构，特一、一、二级转换构件水平地震作用计算内力应分别乘以 1.9、

1.6、1.3。 

5) 框支柱内力调整要求（JGJ 3-2010第 10.2.11、3.10.4 条） 

特一、一、二级转换柱由地震作用产生的轴力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8、1.5、1.2，但计算柱

轴压比时可不考虑该增大系数。 

构件调整 

对于“9 度及一级”结构，规范以实配钢筋来调整，ETABS 中文版作如下设定：1）材料的

标准强度比设计强度大 10%；2）实配钢筋由超配系数（实配钢筋/计算钢筋）来指定。 

表 1.2.3-2 混凝土框架梁设计内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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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类型 结构类型 部位 抗震等级 弯矩增大系数 剪力增大系数 

梁 所有结构类型 所有 

特一级 1.0 1.3*1.2=1.56 
一级框架结构 

及 9度时的一级框架 
1.0 1.1*1.1*X=1.21*X 

一级 1.0 1.3 

二级 1.0 1.2 

三级 1.0 1.1 

注： X为超配系数，默认取 1.1，用户可更改。 

表 1.2.3-3 混凝土框架柱设计内力调整（框架结构） 

部位 抗震等级 
弯矩增大系数 

剪力增大系数 
上端 下端 

普通柱 

底层柱 

特一级 1.7*1.2=2.04 2.04 2.04*1.5*1.2=3.672 

一级 1.7*1.1=1.871 1.871 (1.7*1.5)*1.1=2.805 

二级 1.5 1.5 1.5*1.3=1.95 

三级 1.3 1.3 1.3*1.2=1.56 

四级 1.2 1.2 1.2*1.1=1.32  

顶层柱 

特一级 1.0 2.04 3.672 
一级 1.0 1.87 2.805 
二级 1.0 1.5 1.95 
三级 1.0 1.3 1.56 
四级 1.0 1.2 1.32 

中间层轴压

比小于 0.15

的柱 

特一级 1.0 1.0 1.5*1.2=1.8 

一级 1.0 1.0 1.5*1.1=1.65 

二级 1.0 1.0 1.3 

三级 1.0 1.0 1.2 

四级 1.0 1.0 1.1  

注： 

1 一级框架结构的柱的弯矩放大系数原本应按实配计算，但按实配的计算值 1.2*1.1*1.1=1.452小

于 1.7，此表中取值 1.7*1.1，即按一级框架的放大系数再放大 1.1倍。 

2表中数据是非角柱的，角柱是以上调整基础上乘 1.1。 

表 1.2.3-4 混凝土框架柱设计内力调整（非框架结构） 

部位 抗震等级 
弯矩增大系数 

剪力增大系数 
上端 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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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柱 

特一级 1.4*1.2=1.68
 
 1.68 1.68*1.4*1.2=2.822 

 

9度一级 1.2*1.1*X=1.32*X 1.32*X (1.32*X)*(1.32*X) 

一级 1.4 1.4 1.4*1.4=1.96 

二级 1.2 1.2 1.2*1.2=1.44 

三级 1.1 1.1 1.1*1.1=1.21 

四级 1.1 1.1 1.1*1.1=1.21 

顶层柱 

特一级 1.0 1.68 2.822 
9度一级 1.0 1.32*X (1.32*X)*(1.32*X) 
一级 1.0 1.4 1.96 
二级 1.0 1.2 1.44 
三级 1.0 1.1 1.21 
四级 1.0 1.1 1.21 

中间层轴压

比小于 0.15

的柱 

特一级 1.0 1.0 1.4*1.2=1.68  

9度一级 1.0 1.0 1.32*X 

一级 1.0 1.0 1.4 

二级 1.0 1.0 1.2 

三级 1.0 1.0 1.1 

四级 1.0 1.0 1.1 

底层柱 

特一级 1.68 1.0 2.822 
9度一级 1.32*X 1.0 (1.32*X)*(1.32*X) 
一级 1.4 1.0 1.96 
二级 1.2 1.0 1.44 
三级 1.1 1.0 1.21 
四级 1.1 1.0 1.21 

注： 

1 X为超配系数，默认取 1.1 ，用户可更改。 

2表中数据是非角柱的，角柱是以上调整基础上乘 1.1。 

表 1.2.3-5 混凝土框架柱设计内力调整（部分框支结构） 

部位 抗震等级 
弯矩增大系数 

剪力增大系数 
上端 下端 

与转换构

件相连的

转换柱 

特一级 

(仅框支) 
1.5*1.2=1.8 1.68 1.8*1.4*1.2=3.024 

9度一级 (1.32*X）*1.12 1.32*X (1.32*X)*(1.32*X)*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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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1.5 1.4 1.5*1.4=2.1 

二级 1.3
3 

1.2 1.3*1.2=1.56 

三级 1.1*1.1=1.21
2 

1.1 1.21*1.1=1.331
2 

底层柱 

特一级 

(仅框支) 
1.68 1.8 3.024 

9度一级 1.32*X (1.32*X）*1.12 (1.32*X)*(1.32*X)*1.12 

一级 1.4 1.5 2.1 

二级 1.2 1.33 1.56 

三级 1.1 1.1*1.1=1.212 1.21*1.1=1.3312 

注： 

1 X为超配系数，默认取 1.1，用户可更改。 

2 JGJ3-2010对于转换柱的上端及其底层柱下端部位没有对应 9度一级、三级的调整规定。此表

中数值将非框架类结构的 9度一级、三级的普通柱的弯矩、剪力增大系数各自再放大 1.1倍。 

3 该数 JGJ3-2010 10.2.11-3的规定是 1.3和 GB50011-2010 6.2.10-3的规定是 1.25，这里取用

JGJ3-2010规定的数值。 

4 除表中所列部位的其他部位，与表 1.2.3-4 的“普通柱、顶层柱、中间层轴压比小于 0.15”的

柱取值相同。 

5表中数据是非角柱的，角柱是以上调整基础上乘 1.1。 

 

对框支梁，抗震设计内力按表 1.2.3-2 中的内力放大系数再次进行放大。 

表 1.2.3-6     框支梁内力调整 

抗震等级 内力放大系数 

Super 1 1.9 

1 1.6 

2 1.3 

 

对框支柱的轴力，按表 1.2.3-6中的轴力放大系数进行放大。 

表 1.2.3-7     框支柱轴力调整 

抗震等级 轴力放大系数 

Super 1 1.8 

1 1.5 

2 1.2 

混凝土剪力墙结构设计内力调整按表 1.2.3-8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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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8     混凝土剪力墙结构设计内力调整 

结构类型 构件类型 部位 抗震等级 弯矩增大系数 剪力增大系数 

所有 连梁
1
 

所有 

特一级 1.0 1.3 

  

9度时一级

剪力墙 
1.0 1.3 

一级 1.0 1.3 

二级 1.0 1.2 

三级 1.0 1.1 

剪力墙结构 

框架-核心筒

结构 

筒中筒结构 

短肢剪力墙 2 

加强部位
3 

特一级 1.1 1.9 

 

 

9度时一级

剪力墙 
1.0 1.7 

一级 1.0 1.6 

二级 1.0 1.4 

三级 1.0 1.2 

其他部位 

特一级 1.3 1.68 

一级 1.2 1.4 

二级 1.0 1.2 

三级 1.0 1.0 

剪力墙 

加强部位 3 

特一级 1.1 1.9 

9度时一级

剪力墙 
1.0 1.7 

一级 1.0 1.6 

二级 1.0 1.4 

三级 1.0 1.2 

其他部位 

特一级 1.3 1.2 

一级 1.2 1.0 

二级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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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1.0 1.0 

部分框支剪

力墙结构 
剪力墙 

加强部位 3 

特一级 1.8 1.9 

  

9 度时一级

剪力墙 
1.5 1.7 

一级 1.5 1.6 

二级 1.25 1.4 

三级 1.0 1.2 

其他部位 

特一级 1.3 1.2 

一级 1.2 1.0 

二级 1.0 1.0 

三级 1.0 1.0 

 

注： 

1. 连梁是指跨高比小于 5，如果跨高比不小于 5按框架梁设计。 

2. 短肢剪力墙是：截面高厚比 84  ww bh 的剪力墙（当 4ww bh 时，按柱设

计）。3. 部分框肢剪力墙结构中的落地剪力墙被称为复杂墙肢。 

D 构件截面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是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与抗震承载力设计值的比值。GB50011对此未作深

入说明，但其含意义与 AISC 采用允许应力法（ASD）进行抗震设计时将允许应力提高

4/3=1.33 倍的规定类似。在表达式中，相当于将材料的强度设计值除以 0.75。但在运用时，

根据构件的重要性对不同构件和连接采取了不同的数值，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中 5.4.2 条的规定，截面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为表 5.4.2 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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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B50011-2010,5.4.2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材料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RE  

混凝土 

梁 

轴压比小于 0.15的柱 

轴压比不小于 0.15的柱 

抗震墙 

各类构件 

受弯 

偏压 

偏压 

偏压 

受剪、偏压 

0.75 

0.75 

0.80 

0.85 

0.85 

ETABS 中文版进行截面设计时，按规范此条规定进行了截面抗震承载力调整。 

4.2 钢结构抗震调整 

4.2.1 关于框架部分受剪承载力要求 

对于框架－支撑（剪力墙板）体系中框架部分在任一楼层所承担的地震剪力，ETABS 中文

版做了如下调整： 

当 iif VV 25.0,  时，取 iif VV 25.0,   

其中， ifV , 是第 i 层框架部分承担的地震剪力， iV 是第 i 层结构的地震总剪力。 

4.2.2 设计内力调整 

ETABS 中文版的分析过程完成之后、构件设计之前，先要根据规范要求进行构件设计内力

调整，这些调整遵循了如下规范规定：在多遇地震下的构件承载力验算时，托柱梁内力按照

JGJ99-98 6.1.7 规定，乘以 1.5 的增大系数；承托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钢框架柱的由地震产

生的内力，按 JGJ99-98 6.3.7放大 1.5倍。 

ETABS 中文版中，由用户指定构件是否属于上述这些构件。如果属于上述构件，则程序将

根据计算内力和构件类型进行设计内力调整。 

4.2.3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是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与抗震承载力设计值的比值。在运用时，根

据构件的受力状态采取了不同的数值，可参见 GB50011 第 5.4.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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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B50011 5.4.2 钢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材料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RE  

钢 
柱，梁，支撑，节点板件，螺栓，焊缝

柱，支撑 

强度 

稳定 

0.75 

0.80 

在 ETABS中文版可根据钢构件的类型自动判断钢构件适用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并作为承载

力抗震调整系数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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