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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SDesigner进行截面配筋设计 
筑信达 陈云波 

1. 概述 

筑信达截面设计软件（以下简称 CiSDesigner）是一个混凝土梁、柱、剪力墙正截面设计和校核的工具软件，主要功能及

特点如下： 

1) 采用符合钢筋混凝土正截面极限状态承载力基本理论的独创快速 P-M-M 算法，快速高效地计算各种截面类型和配

筋形式的 P-M-M 相关包络面； 

2) 对配筋参数进行优化设计，在满足规范规定和用户设置的前提下，给出多种配筋方案供用户选择，选筋满足规范对

配筋率和钢筋间距的要求； 

3) 可以进行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计和校核的截面类型包括：矩形、圆形、工字型等普通钢筋混凝土柱截面，L 形、T

形、十字形、Z 字形等异形柱截面，型钢混凝土柱截面，矩形、T 形梁截面，一字形剪力墙截面，任意形状截面类

型； 

4) 可以选择空间矢量（P，M，M）算法或 MM 图（等轴力）算法进行承载能力比（Capacity Ratio）验算；分别提供两

种承载比定义的加载路径演示，包括加载过程的截面应变分布及弯矩曲率（M-φ）图； 

5) 详细的计算书生成，包括规范规定的附加偏心距计算和 P-δ效应等相关参数； 

6) SAP2000、ETABS 模型文件导入，包括所有柱截面和梁截面及其设计内力。 

本文首先介绍 CiSDesigner 截面配筋设计的计算原理，然后使用几个实际算例介绍使用 CiSDesigner 进行截面配筋设计的

结果。 

2. 截面承载力计算 

CiSDesigner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1] （以下简称混凝土规范）附录 E 规定的方法把截面混凝土、

钢筋、型钢都划分为小单元后再计算截面内力，不采用手动计算中常用的矩形等效应力图进行计算。 

2.1 一般规定 

截面承载力计算采用混凝土规范定义的相关规定，包括： 

1) 平截面假定，即假定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 不考虑混凝土抗拉强度。 

3) 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采用混凝土规范公式 6.2.1-1 到 6.2.1-5 进行计算。 

4) 钢筋、型钢应力取钢筋应变与弹性模量的乘积，但其绝对值不大于其抗拉、抗压强度的设计值，即满足混凝土规范 

6.2.1 中的公式 6.2.1-6。 

2.2 截面重心计算 

非型钢混凝土柱截面重心只计算混凝土的面积（不扣除钢筋所占面积）；型钢混凝土柱截面重心计算时考虑混凝土面积

（不扣除钢筋所占面积，但扣除型钢所占面积）以及型钢面积并各自按其弹性模量加权。 

2.3 截面内力计算 

所有截面的内力计算方法都采用混凝土规范附录 E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首先把截面的混凝土、钢筋、型钢划分为多个单

元，然后根据截面的应变状态分别计算每个单元的应变与应力，截面内力为所有单元的内力之和。 

截面内力计算时会根据用户全局参数设置来确定是否扣除钢筋处的混凝土面积（默认会扣除）。但型钢处的混凝土面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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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扣除。 

截面内力弯矩值计算方法为对截面重心取距。 

2.4 截面承载力计算 

截面承载力计算采用极限状态计算方法，首先确定一系列的截面应变状态,见图 2-1，然后根据每个应变状态计算截面的

内力，所有截面内力状态点连起来就形成一条原始 P-M 曲线，一条典型的 P-M 曲线（这个曲线上所有点的重心轴是相同的，

但中和轴只是都平行于重心轴，并不一定位于相同位置）如图 2-2。 

图 2-1 截面应变状态示意图  
 

图 2-2 典型的 P-M 曲线示意图 

最后我们旋转重心轴（经过截面重心而且平行于中和轴的直线）后重复上面的计算过程，就可以得到截面承载力的三维

P-M-M 包络图，如图 2-3。默认 CiSDesigner 会旋转重心轴 36 次，就是说每 10 度计算一条原始 P-M 曲线。 

 

图 2-3  P-M-M 三维包络图示意图 

2.5 截面承载比计算 

在截面设计和校核时 CiSDesigner 会计算每一个内力的承载比，如果所有内力计算出来的承载比都小于用户预先设定的

值（默认为 1.000），CiSDesigner 就认为截面是满足用户设计要求的。如果用户最大承载比设定为 1.000，从物理意义上来说，

就是说每一个内力点都位于 P-M-M 三维包络图的球体内部。 

计算承载比的步骤如下： 

1) 首先根据用户输入的内力进行调整计算（比如二次效应、附加偏心距、根据荷载规范进行的结构重要性系数调整），

调整计算后得到内力的最终值； 

2) 根据内力最终值的内力矢量角度计算这个指定角度的 P-M 曲线，计算方法为插值，这条曲线上的每一个内力点都是

通过这个内力点临近的两条原始 P-M 曲线上的内力点插值得到的。 

3) 根据内力值和上面得到的指定角度的 P-M 曲线计算承载比。 

3. 截面设计计算流程 

截面设计及校核时用户输入截面参数及计算参数后 CiSDesigner 内部计算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步： 

1) 把截面混凝土、钢筋、型钢划分为纤维单元； 

2) 计算截面参数，包括混凝土属性、回转半径、附加偏心距、最大最小配筋率等； 

3) 形成各种满足规范要求的配筋方案（如果是截面校核只有一个配筋方案）并按配筋面积从小到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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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顺序计算每个配筋方案，包括 

a) 计算三维 P-M-M 包络图； 

b) 调整 P-M 曲线及内力值； 

c) 计算每一个内力的指定角度 P-M 曲线； 

d) 计算每一个内力的承载比； 

5) 如果满足用户要求的承载比的配筋方案数量达到预定数量则结束计算过程并显示计算结果。 

4. 截面设计实例 

下面我们使用几个取自《简明钢筋混凝土结构计算手册（第 2 版）》[2] (以下简称为简明手册)的实际算例来展示 CiSDesigner

设计结果,并与手动计算结果或其它设计软件设计结果进行对比。 

CiSDesigner 设计时默认按配筋面积排序显示 10 个配筋方案，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只需要看第一个配筋方案的面积和配筋

信息就行（图 4.1.1 红框内红色下划线标示的两个数据：配筋面积 904.8 和实际选筋 d12x8,表示实际选筋为 8Ф12）。校核时只

显示一个校核的配筋方案，显示数据和设计时相同。 

4.1 矩形大偏心受压柱 

简明手册第 201 页例 4-19：一钢筋混凝土柱，截面尺寸为 b=300mm，h=400mm，柱计算高度 l0=3.1m，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 C40，钢筋采用 HRB400 级，as=as’=40mm。承受轴向力设计值 N=330kN，柱端弯矩设计值 M1=86kN·m，M2=88kN·m，

采用对称配筋。求柱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 As=As’。 

CiSDesigner 计算配筋如图 4-1。 

             

图 4-1 CiSDesigner 配筋结果 

 

 

图 4-2 CiSDesigner 校核结果 

手算配筋结果为上下每边 2Ф16，实配钢筋面积 804mm2。按此配筋方案用 CiSDesigner 校

核结果如图 4-2，承载比为 0.954，配筋方案满足设计内力的要求。 

PKPM 软件的配筋结果为 8Ф14，钢筋面积 1231.5mm2，如图 4-3 所示。 

这个例子中CiSDesigner的实际配筋面积比手动计算的配筋面积大，这是因为CiSDesigner

根据规范要求在截面中间配置了构造钢筋以满足柱截面纵向钢筋间距要求。此外，CiSDesinger

的优选配筋面积相比 PKPM 结果减少了约 30%。 

4.2 矩形单向偏心受压柱 

一钢筋混凝土柱，截面尺寸为 b=400mm，h=450mm，柱计算高度 l0=5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钢筋采用 HRB400 级，

as=as’=40mm。承受轴向力设计值 N=500，柱端较大弯矩设计值 M2=380kN·m，M1=380kN·m，采用对称配筋, As=As’。求

柱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 

CiSDesigner 计算配筋如图 4-4, PKPM 软件的实配钢筋面积 6911.6mm2 ,结果如图 4-5。CiSDesinger 的优选配筋面积相比

 

图 4-3 PKPM 配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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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PM 结果减少了约 10%。 

 

图 4-4 CiSDesigner 配筋结果                                      

 

 

 

 

 

 

图 4-5 PKPM 配筋结果 

4.3 工字型钢偏心受压柱 

某工字型截面框架柱，截面宽 700mm，高 700mm，柱高 4m，采用 C30 混凝土，HRB400 钢筋，钢骨采用 Q345 型钢，

型钢尺寸总高度 440mm,腹板厚度 20mm，翼缘宽度 300mm，翼缘高度 26mm，非地震的组合内力设计值 N =8000kN，Mx = 

1250kN·m ，试计算截面配筋。 

CiSDesigner 计算配筋如图 4-6，PKPM 配筋结果如图 4-7。CiSDesinger 的优选配筋面积相比 PKPM 结果减少了约 35%。 

 

图 4-6 CiSDesigner 配筋结果                                      

 

 

 

 

 

 

图 4-7 PKPM 配筋结果 

 

综合前面三个案例，两个矩形柱和一个型钢柱算例，将配筋结果对比汇总于表 4-1。可以看到，因为 CiSDesigner 对所有

可行的配筋方案排序后逐个验算，所以能快速找到满足用户和设计要求的最优配筋方案，大多数时候的配筋面积优于其它软

件的配筋面积。 

表 4-1 配筋结果对比 

类型 尺寸 N(kN) M3(kN.m) M2(kN.m) 混凝土等级 钢筋等级 
CiSDesigner

配筋面积(mm2) 

PKPM 

配筋面积(mm2) 

矩形柱 300x400 330 86 88 C40 HRB400 904.8  1231.5  

矩形柱 400x450 500 380 380 C40 HRB400 6158.0  6911.6  

型钢柱 700x700 8000 1250 0 C30 HRB400 4574.4  7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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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异形柱配筋 

CiSDesigner 支持 L 形、T 形、十字形、Z 字形四种异形柱截面配筋设计和校核，下面我们选取文献 3 中的 7 个 L 形异形

柱截面进行配筋设计，设计结果如表 4-2 所示（两肢长度相等，柱子长度均为 3m）。 

表 4-2 异形柱配筋结果对比 

类型 尺寸 N(kN) M3(kN.m) M2(kN.m) 混凝土等级 钢筋等级 CiSDesigner 配筋 文献 3 配筋 

L形柱

1 
肢长 500，肢厚 200 1000 50 -150 C25 HRB335 8Ф18 8Ф18 

L形柱

2 
肢长 500，肢厚 200 600 50 -150 C25 HRB335 8Ф18 8Ф20 

L形柱

3 
肢长 500，肢厚 200 800 150 -50 C25 HRB335 8Ф18 8Ф20 

L形柱

4 
肢长 600，肢厚 200 800 50 -150 C25 HRB335 12Ф16 8Ф14 

L形柱

5 
肢长 600，肢厚 200 1200 320 100 C25 HRB335 12Ф16 8Ф25 

L形柱

6 
肢长 600，肢厚 200 1200 320 100 C30 HRB335 12Ф16 8Ф22 

L形柱

7 
肢长 600，肢厚 200 1200 320 100 C20 HRB335 12Ф16 8Ф25 

 

实际配筋时，除了满足承载比要求外，CiSDesigner 还会根据《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4]的相关构造规定配置构造

钢筋，为了方便比较，上面表中 CiSDesigner 配筋去掉了构造配筋。从表中可以看到，除了 L 形柱 4 以外，其它几个例子

CiSDesigner 的配筋都优于文献 3 的配筋。L 形柱 4 的配筋大于文献 3 的配筋是因为《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4]规定每

肢配筋率不能小于 0.2%，文献 3 的配筋没有考虑规范的这一要求。 

5. 小结 

CiSDesigner 使用了独创的极限截面应变状态 P-M-M 算法快速计算截面的 P-M-M 包络图，并使用 P-M-M 包络图进行截

面承载力计算，基于承载力计算结果给用户提供多个满足规范配筋要求的配筋方案供用户选择，通过和手动计算结果以及其

它设计软件的配筋结果对比，基于快速的 P-M-M 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 CiSDesigner 能找到更优配筋面积的配筋方案。 

CiSDesigner 还支持从 SAP2000 和 ETABS 模型文件中导入构件以及设计内力进行配筋设计，方便使用人员对其它软件的设计

结果进行独立的配筋设计和校核。 

除了可作为截面配筋工具以外，CiSDesigner 还可以作为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计原理和方法的研究工具来使用。

CiSDesigner 可以通过用户界面查看设计计算的各种数据，包括 P-M-M 包络图（图 5-1），P-M 曲线、M-M 曲线、M-φ曲线、

截面应变分布图（图 5-2），方便用户对各种设计方法和理论进行验证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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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详细数据展示 

 

图 5-2  P-M 曲线、M-M 曲线、M-φ曲线、截面应变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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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信达结构设计软件 CiSDesignCenter简介 

筑信达 孙雪艳 

 

筑信达结构设计软件 CiSDesignCenter（以下简称 CiSDC）是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发的结构辅助设计软件。

CiSDC 软件可读取多种结构设计软件的模型信息及分析、设计结果，进行模型显示、构件类型判断、模型编辑修改，按照构

件类型分别进行各种构件配筋计算、复核截面的配筋设计、施工图绘制，对结构进行舒适度验算、计算结果整理输出计算书，

并提供模型转换、弹塑性模型输出等功能，也支持同时导入两个不同分析模型，采用双窗口进行内力、配筋结果对比，并生

成结构大指标的对比文档。CiSDC软件为结构设计工程师提供了多项结构设计需要的功能，本文介绍CiSDC软件的主要功能。 

1软件整体架构 

CiSDC 软件是集模型转换、模型对比、弹塑性模型输出、计算书输出、构件配筋计算、施工图设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结构

辅助设计软件。软件整体功能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CiSDC 软件整体功能架构示意图 

2数据导入 

启动 CiSDC 软件，软件主界面如图 2 所示。菜单栏包括文件、工程、编辑、柱/墙/梁板/施工图、计算书、模型对比、视

图、模型导航栏、视图显示选项等。 

CiSDC 软件通过读取常见的设计软件接口数据的方式建立模型进行后续设计。软件可导入的模型数据包括 ETABS、

SAP2000、PKPM、YJK 等结构设计常用的计算软件模型数据。读取模型数据后，在视图区显示模型，模型按照楼层分层显示，

并支持三维视图查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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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iSDC 软件视图显示 

3模型转换 

CiSDC导入的模型可导出为ETABS或SAP2000软件模型。通过模型的导入、导出功能实现PKPM、YJK模型转换为ETABS、

SAP2000 模型，以及 ETABS、SAP2000 软件的模型互转。 

通过 CiSDC 软件转换的 ETABS、SAP2000 模型，除转换几何模型外，还包括荷载模式、工况、组合、风荷载信息、地

震信息以及 ETABS 进行剪力墙设计的墙梁标签信息，导入导出模型的过程与信息如图 3 所示。通过 CiSDC 软件转换生成的

ETABS、SAP2000 模型分析设计后，可直接将分析设计结果导入 CiSDC 软件，与原始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无需人工对模型进

行加工整理。图 4 是将 PKPM 模型和 YJK 模型通过 CiSDC 软件转换为 ETABS 模型的工程实例。 

 
图 3 模型转换流程 

 

    

1）PKPM 模型转为 ETABS 模型 2）YJK 模型转为 ETABS 模型 

图 4 模型转换实例 



25

 

 

4模型对比 

CiSDC 软件可对两个分析模型进行对比。软件采用双窗口的方式同时显示两个模型，原有模型和对比模型并列显示在视

图中，如图 5 所示，左侧视图为 PKPM 模型，右侧视图为 ETABS 模型，可对比信息包括配筋信息、内力信息、设计指标。

配筋信息、内力信息直接显示在视图中，如图 6、7 所示，两个视图同步显示同位置的同类型信息，便于数据的对比。结构指

标的对比以文档方式显示，将两个模型的对比数据通过表格、图表的方式显示，如图 7 所示，在同一表格中将两个模型的数

据对比显示，结果差异显示直观。 

  

图 5 双窗口模型对比 

  

图 6 内力、配筋结果对比 

 
图 7 结构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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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iSDC 软件中对模型进行多软件数据对比校核，通过模型转换得到两个模型，通过模型对比，得到两个计算软件结果

的对比数据，具体流程如图 8 所示。 

 

图 8 模型转换、模型对比典型流程 

5计算书 

CiSDC 软件可读取 CSI 软件（ETABS 或 SAP2000）的分析设计结果，进行结果的加工处理、舒适度验算，整理生成计算

书。计算书主要的内容包括结构基本信息、荷载信息、结构大指标、补充验算、超限信息、简图等。计算书以图、表等形式

进行结果的表达。如图 9 所示的质量信息，在 ETABS 软件中按照节点进行输出，楼层质量比需要输出各楼层的质量，软件根

据结构的整体信息和节点质量，整理结果输出楼层质量和质量比。 

 
图 9 计算书输出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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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弹塑性模型信息导出 

弹性模型转换成弹塑性模型需要进行多项处理，并将弹塑性分析需要的信息补充到模型。使用 CiSDC 软件可对当前的

ETABS 模型进行加工处理，直接生成结构的弹塑性模型，由 ETABS 软件进行弹塑性分析，简化了操作步骤，模型导出流程

和信息如图 10 所示。进行弹塑性分析后的 ETABS 模型，可以导入 CiSDC 软件，生成结构的弹塑性分析报告。 

 

图 10 生成弹塑性模型流程 

7模型编辑 

软件导入分析模型后，提供模型编辑功能，将分析模型细化为施工图模型。软件提供了柱、梁、墙的快速偏心处理功能，

轴网编辑功能，结构信息及层信息设置等编辑功能。图 11 为对墙、梁进行偏心处理，处理后，墙、梁、柱的外皮平齐。 

 

图 11 偏心处理示例 

8配筋计算与施工图设计 

软件导入模型信息后，根据构件类型分别进行配筋计算和施工图设计。 

8.1构件配筋计算  

柱构件配筋可直接读取结构设计软件的配筋结果，也可读取设计内力，通过 PMM 曲面进行双偏压设计配筋。PMM 曲面

对话框显示构件设计详细信息，也是一个构件设计与校核工具，在此可设置构件截面、材料信息、实配钢筋、内力值，进行

构件的校核和设计。设计工具中包含截面设计器，其截面设计器（如图 13）可自定义任意截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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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偏心处理示例 

8配筋计算与施工图设计 

软件导入模型信息后，根据构件类型分别进行配筋计算和施工图设计。 

8.1构件配筋计算  

柱构件配筋可直接读取结构设计软件的配筋结果，也可读取设计内力，通过 PMM 曲面进行双偏压设计配筋。PMM 曲面

对话框显示构件设计详细信息，也是一个构件设计与校核工具，在此可设置构件截面、材料信息、实配钢筋、内力值，进行

构件的校核和设计。设计工具中包含截面设计器，其截面设计器（如图 13）可自定义任意截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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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PMM 曲面对话框                                              图 13 截面设计器 

 

图 14 自定义任意截面 

 

剪力墙的配筋计算包含墙肢和连梁两部分。对 ETABS 模型，可自动划分墙、梁标签，读取设计内力，根据混凝土规范进

行墙肢暗柱纵筋及墙肢水平分布筋计算，自动划分边缘构件。计算完成后点击墙肢、边缘构件查看配筋面积计算的过程，如

图 15 所示。 

   
图 15 剪力墙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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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构件配筋可读取设计软件的配筋结果，也可读取梁构件设计内力按照混凝土规范计算截面配筋，计算后点击构件查看

配筋计算的详细过程。梁配筋设计可以采用规范设计方法，也可以采用 PM 曲线设计方法，如图 16 所示。对于型钢梁 CiSDC

软件默认采用 PM 曲线设计方法。 

   

图 16 梁配筋计算方法 

读取模型后，对楼板划分、板厚度、标高、荷载等信息在软件中可进行编辑，如图 17 所示。楼板调整后，根据调整后模

型进行楼板配筋计算，计算的配筋结果包括板底钢筋面积、板顶钢筋面积。板按照设计手册提供的方法进行内力计算和配筋

设计，可以按弹性楼板计算、塑性楼板计算。 

 

图 17 板信息显示与编辑 

8.2施工图设计 

CiSDC 软件导入模型后，可根据导入的配筋信息生成柱施工图、墙及连梁施工图、梁施工图及板施工图，也可按照本程

序计算配筋结果或者包络配筋结果生成施工图。 

生成施工图时，CiSDC 软件采用整体经济性能评估方法进行构件归并。例如软件判断两串几何条件相同的梁是否能够进

行归并时，不是根据各个对应的支座或跨中位置的配筋面积差是否符合归并条件，而是先按两根梁最大配筋面积进行实际配

筋，再用整根梁实际配筋量与各自梁串实际配筋量进行对比。如果实际配筋差值在用户设定范围内既将两根梁进行归并，否

则不能归并为一根梁。 

柱、墙、梁生成平法施工图，柱、墙施工图可以选择原位画法和表格画法。梁施工图中进行支座的自动判断与调整，绘

制平法施工图。板施工图采用平法与传统绘图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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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能归并为一根梁。 

柱、墙、梁生成平法施工图，柱、墙施工图可以选择原位画法和表格画法。梁施工图中进行支座的自动判断与调整，绘

制平法施工图。板施工图采用平法与传统绘图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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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板信息显示与编辑 

8.2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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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再用整根梁实际配筋量与各自梁串实际配筋量进行对比。如果实际配筋差值在用户设定范围内既将两根梁进行归并，否

则不能归并为一根梁。 

柱、墙、梁生成平法施工图，柱、墙施工图可以选择原位画法和表格画法。梁施工图中进行支座的自动判断与调整，绘

制平法施工图。板施工图采用平法与传统绘图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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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平法施工图-原位注写 柱平法施工图-列表注写 

图 18 柱平法施工图 

  
剪力墙原位方式施工图 剪力墙施工图表格画法 

图 19 剪力墙施工图 

  
图 20 梁施工图局部 图 21 板施工图 

8.3施工图编辑 

在施工图阶段，CiSDC 软件提供了丰富的人工干预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设置施工图选项、编辑选筋库、构件编辑、移动

标注、添加、删除等功能完善施工图。图 22 为梁构件的配筋编辑对话框和板配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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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梁、板构件钢筋编辑 

9结束语 

CiSDC 软件实现了多软件的模型转换、快速高效的多模型对比，是工程模型多套软件校核的好助手。同时，CiSDC 扩展

了 ETABS、SAP2000 的应用场景，丰富了构件设计、施工图绘制、计算书等功能，也为生成 ETABS 的弹塑性分析模型提供

了最便捷的途径，CiSDC 是使用 ETABS、SAP2000 的最佳拍档。希望 CiSDC 软件助力提升工程设计工作的效率，成为工程

师们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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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线许可

·IDEA v20 采用全新的在线许可系统代替本地许可的激活方式，用户只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个人账户并激活 

3. 新的模板和加工操作

·在几何建模向导中新增超过 110 种模板，进一步帮助用户高效便捷地创建复杂的钢结构节点模型。

4. 全新的 BIM 管理器

·采用全新界面的 BIM 管理器支持有限元模型和 CAD 模型的同时导入，同时新增多个便捷工具帮助用户快速及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筑信达结构设计软件 CiSDesignCenter（以下简称

CiSDC）是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发的结构辅助设

计软件。CiSDC 软件可读取多种结构设计软件的模型信息及

分析、设计结果，进行模型显示、构件类型判断、模型编辑

修改，按照构件类型分别进行各种构件配筋计算、复合截面

的配筋设计、施工图绘制，对结构进行舒适度验算、计算结

果整理输出计算书，并提供模型转换、弹塑性模型输出等功能，

也支持同时导入两个不同分析模型，采用双窗口进行内力、

配筋结果对比，并生成结构大指标的对比文档。CiSDC 软件

为结构设计工程师提供了多项结构设计需要的功能。

新增及改进功能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2. 钢节点模型的剖面视图

·用户可根据需要定义任意范围和大小的剖面视图，形象直观地标识焊缝尺寸以及板件厚度。模型剖面视图既可直接

IDEA 软件，默认的用户名为个人邮箱地址。

打印出图，也可以插入计算报告或备份至图库。

准确地导入整合节点模型。

……

http://www.cisec.cn/CiSDesignCenter/CiSDesignCenter.aspx
http://www.cisec.cn/IdeaStatiCa/Releas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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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桥梁建模

·增加了模拟铁路与桥梁相互作用的功能，可考虑道砟和扣件对轨道的非线性支撑作用。

·现在可以使用 U 形钢梁截面编辑器轻松地定义翼缘的尺寸和腹板的竖向加劲肋

·非线性分层壳单元支持金属材料采用基于 von Mises（J2）屈服准则的塑性模型

2. 加载功能

·基于面对象施加的自动风荷载可根据需要以单向或双向导荷的方式传递至框架对象

3. 桥梁设计与评估

·进行 I 型钢梁及 U 型钢梁组合梁桥的正常使用状态校核时可以为混凝土板指定非零的

……

新增及改进功能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v22
Integrated 3-D Bridge Analysis, Design and Rating

新增及改进功能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1. 结构模型

·非线性分层壳单元支持金属材料采用基于 von Mises（J2）屈服准则的塑性模型。

2. 加载功能

·基于面对象施加的自动风荷载可根据需要以单向或双向导荷的方式传递至框架对象。

·基于俄罗斯规范 SP 20.13330.2016 的自动风荷载支持动力加载（Dynamic）类型。

3. 设计功能

·新增铝结构设计规范 AA-2015

·俄罗斯钢结构设计规范自 2011 版本更新至 2017 版本 SP16.13330.2017

4. 图形用户界面

·DirectX 图形模式中的 2D 视图，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佳的渲染效果

·优化计算结果的提取和输出 ,尤其针对非线性静力分析和非线性直接积分法的时程分析

5.API 功能

·API 函数支持远程计算机对 SAP2000 实例的启动和控制包括提取结果。该功能可应用于

22v
Integrated Solution for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Design

大型分析的并行处理如：性能化设计历程、广泛的参数化研究以及蒙特卡罗仿真。

支撑属性可随车辆荷载而变化

拉伸极限

http://www.cisec.cn/CSIBRIDGE/Releases.aspx
http://www.cisec.cn/SAP2000/Releas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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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及改进功能

新增及改进功能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1. 支持模型按楼层查看和三维效果查看，方便用户对模型的检查

2. 支持 SAP2000 到 ETABS 的转换

3. 支持 PKPM、YJK 到 SAP2000、Midas-Gen 的转换

4. 升级对 PKPM 及 YJK 最新版本的数据格式支持

5. 补充导入 PKPM 及 YJK 数据时对总信息的转换

6. 补充导入 PKPM 及 YJK 数据时对荷载及工况组合的转换

7. 改进了用户反馈的一些转换错误

1. 升级 CiSApps 工具箱支持新版 SAP2000 v22
2. 软件安装目录下添加注册工具 (RegisterApps.exe), 当 SAP2000

3. 对所有模块进行测试和 bug 修改，完善使用说明文档

4. 新增“快速面开洞”模块

5. 修复自动蒙皮程序中面没有找全的问题

6. 修复模型导出 Dxf 程序出现程序未响应的问题

7. 补充钢管节点验算计算过程详细参数输出及修改计算过程中的错误

……

CiSModelCenter

工具中找不到插件时可以手工进行注册

http://www.cisec.cn/CiSModelCenter/Releases.aspx
http://www.cisec.cn/CiSApps/Releas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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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

2020 年前半年即将走过，疫情逐渐好转，熬夜加班赶项目又恢复如初。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挡大家学习专

业知识的热情。近几年走向海外的国内企业越来越多，让大家对 ETABS、SAP2000 等软件欧美规范应用的培

训需求越来越强。在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筑信达摸索如何发挥线上平台优势，开展兼具专业性和互动性的培

训活动。经过细致的策划与准备，美标结构设计培训营应运而生。5 月 26-6 月 11 日，国内外五十多家单位近

百位工程师与筑信达工程师们一起完成了近 2周的美标结构设计培训营活动。

美标结构设计培训营圆满落幕

在本次培训营中，详细讲解了美标设计的基本框架与流程、美标荷载定义、美标钢筋混凝土框架设计、美

标钢结构设计、美标钢节点设计、美标楼板与基础设计等内容。为保证线上培训的效果，课程每章节都设置了

随堂考环节，考察学员们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及时巩固相关内容。课堂答疑环节，学员们踊跃提问交流，

讲师专业详细解答，赢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培训结束后，大家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积极完成培训后的大作

业，最终收到了近四十份美标课程大作业，学习热情可见一斑。筑信达的工程师们仔细检查大家提交的作业模

型和报告，认真总结所发现的问题。在大作业点评课上，集中针对常见错误、注意事项、设置流程等再次进行

了指导、点评和答疑。最终，结合每位学员随堂考和大作业的综合成绩，评选出 10 位优秀学员。

在美标培训营开营之前，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北京萨蒂尼工程顾问公司举办“美标结构设

计培训营开营特邀公益讲座”，北京萨蒂尼工程顾问公司合伙人左晴先生对两本重要的美国规范 IBC 2012 和

ASCE7-10 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并结合一个钢结构设计案例阐释设计流程。本次公益讲座的反响强烈，在线观

看人数突破 500 人。讲座视频现已上传至官网（http://www.cisec.cn/Support/OnlineClass.aspx）大家可点

击回看。

至此，本次美标结构设计培训营活动圆满结束！此次为筑信达首次举办线上培训营活动，报名人数再创新

高。在此，筑信达对关注美标培训营的工程师们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对筑信达产品的肯定和对我们技术团队专

业能力的认可。特别地，感谢左晴先生的精彩讲座！感谢参加美标结构设计培训营的学员们！筑信达会继续努

力，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技术服务，创造更多工程师们交流学习的机会！

一等奖：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设计分公司    隋 * 
北京萨蒂尼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余 *

二等奖：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宋 * 
江苏国电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包 *
北京融智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彭 * 丰 

三等奖：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管 * 林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虞 *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罗 * 龙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王 * 学
核工业西南院                              曹 *

优秀学员名单

http://www.cisec.cn/Support/OnlineClass.aspx
http://www.cisec.cn/Support/OnlineCla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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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标设计培训营 

学员反馈

部分优秀课程作业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计划将于 2020 年下半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北京筑信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本届大赛的支持单位，将向参赛师生提供 SAP2000 相关的使用协助和培训，为

提升参赛学生的理论分析和虚拟仿真能力贡献力量。

为了推动 SAP2000 在中国高校中的应用，面向本届结构大赛的参赛师生，筑信达公司将提供全

面的软件支持。

有关软件下载、培训需求、入群申请等事宜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筑信达赛事支持联系人：王晋京

010-68924600-606

18519981130 

wangjj@cisec.cn

• 本次培训干货很多，对于没有接触过美标的工程师而言，让我对用美标进行设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东方电气陈工

• 线上培训方便明了，规范与实际操作的结合更容易使人理解。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钱工

• 适合有一点基础的人听。建议以后可以分开每周一次。这样能稍微消化一下。第二周有疑问再解答。

 ——北京萨蒂尼余工

让我感觉收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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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支持 知识库网络课堂
 

视频教程? i.youku.com/bjcisec

PLAXIS

O

support.cisec.cn www.cisec.cn wiki.cisec.cn

http://support.cisec.cn/Account/Login.aspx%3FReturnUrl%3D%252f
http://www.cisec.cn/Support/OnlineClass.aspx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ain.aspx
https://user.youku.com/page/usc/index/%3Fspm%3Da2ha1.12675304.uerCenter.5%216~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