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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算例 

2.1模型概况 
本算例为空心焊接球单层凯威特型球面网壳，跨径为 30m，矢高为 5m。结构平面布置和立面布置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 1 结构平面布置图 图 2 结构立面布置图 

结构自重由程序自动考虑，另外考虑网壳屋面恒荷载为 1.0kN/m2，活荷载为 0.5kN/m2，换算后的风荷载按面荷载考虑

0.54kN/m2。 

由于反应谱法不适用于非线性分析，本案例暂不考虑地震作用。选用杆件截面如表 1 所示，材料为 Q235B，采用焊接截

面。 

表 1 杆件截面 

截面编号 截面规格 

1 p180X6（图 1 粉红色杆件） 

2 p133x4.5（图 1 黑色杆件） 

应用 SAP2000 v22 建立结构计算模型，所有杆件采用框架单元模拟，每根杆件剖分为 4 个等长单元，采用固定铰支座，

如图 3 所示。 

 

图 3 网壳计算模型 

2.2施加结构和构件的初始缺陷 

通常，结构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的最大值可根据施工验收规范所规定的最大允许安装偏差取值，按最低阶屈曲模态分布，

但由于不同的结构形式对缺陷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各规范可根据各自结构体系的特点规定其整体缺陷值，根据现行行业标

准《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 7-2010 规定：网壳缺陷最大计算值可按网壳跨度的 1/300 取值。 

本案例为球面网壳，参考《网格规程》4.3.3 条：球面网壳的全过程分析可按满跨均布荷载进行。当网壳受恒载和活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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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采用不同的屈曲模态（分别使用第 1、2、3、4、5 阶屈曲模态）来施加结构的整体缺陷，并采用直接分析

法进行结构分析，得到各杆件的应力比。将一阶分析法与 5 种直接分析法的应力比大于 0.4 的杆件根据编号进行整理，得到

图 11。 

由图 11 可知：当采用直接分析法时，结构整体初始缺陷的分布对于杆件应力比影响很大。同一位置处的杆件，当采用不

同的初始缺陷时，其应力比甚至可以从 0.2 变化到 0.68。这说明：这类单层网壳结构对结构初始缺陷非常敏感；若采用直接

分析法设计这类结构，初始缺陷的选择非常重要，仅采用第 1 阶屈曲模态作为结构的整体缺陷可能不一定合适。 

针对本例的模型，分别以第 1、2、3、4、5 阶屈曲模态施加结构的整体缺陷，以 1.0DL+1.0LL 工况为基准，进行考虑几

何非线性的荷载-位移全过程分析，整理结果，得到图 12。 

 
图 12 网壳稳定承载力系数图（1.0DL+1.0LL 工况，model0x 表示第 x 阶屈曲模态施加初始缺陷） 

从图 12 可知，采用常规的一阶分析法+整体稳定性验算，按前 5 阶屈曲模态施加初始缺陷的模型得到的稳定承载力系数

比较接近，在 7.5~8.3 之间。再结合图 11 可知，即使对应不同结构初始缺陷算得的网壳稳定承载力很接近，其采用直接分析

法得到的各杆件应力比大小及应力比分布趋势也有不小的差异；再次说明了结构初始缺陷的不同形态，对直接分析法得到的

杆件应力比大小和应力比分布趋势的影响很大。 

5.小结 

本文通过具体算例，介绍了直接分析法在单层网壳结构中的应用，通过与一阶分析法的比较，笔者总结了以下观点： 

1）对于同一个结构模型，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结构设计时，不仅得到的各杆件的应力比可能不一样，各杆件应力比

的分布趋势也可能不一样。当采用直接分析法时，屈曲模态相对变形大的杆件，对应着更大的结构初始缺陷，其应力比可能

会也较大。 

2）单层网壳结构对结构初始缺陷非常敏感，即使对应不同结构初始缺陷算得的网壳稳定承载力很接近，其采用直接分析

法得到的各杆件应力比大小及应力比分布趋势也有不小的差异。说明结构初始缺陷的差异，对直接分析法得到的杆件应力比

大小和应力比分布趋势的影响很大。 

采用直接分析法进行网壳结构设计时，应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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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常用减震装置在 CSiBridge中的模拟  

筑信达  吕 良 

 

隔震是通过某种隔离装置将地震动与结构隔开，避免或减少地震能量向上部结构传输，以达到减小结构振动的目的。减

震则是通过采用一定的耗能装置或附加子结构吸收或消耗地震传递给主体结构的能量，从而减轻结构的振动。两者从不同的

角度来提高结构的抗震能力。本文将主要介绍桥梁中常用的消能减震装置在 CSiBridge 中的模拟。 

目前，桥梁上常用的消能减震装置主要为各类阻尼器，根据其提供的阻尼力和结构反应的关系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位移

型阻尼器( displacement -dependent) ， 这类阻尼器只有在大震下才具备消能能力，其阻尼力和消能部件两端的相对位移有关， 

即与结构的位移响应有关，如摩擦阻尼器和金属阻尼器；另一类是速度型阻尼器(velocity -dependent)，它在风振和不同强度地

震作用下都能发挥耗能作用，其阻尼力和消能部件两端的相对速度有关，即与结构的速度响应有关，如粘滞阻尼器和粘弹性

阻尼器等。不同的消能减震装置适用于不同的条件，具有不同的力学属性，在 CSiBridge 中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模拟。 

1 连接单元属性 

在 CSiBridge 中隔震支座及消能减震装置一般都是通过连接单元来模拟。模拟消能减震装置常用的单元类型有：Damper-

Exponential、Damper-Bilinear、Damper- Friction Spring 等。这些连接单元的基本属性中如①P-Delta 参数、②总质量和总重量、

③线弹簧和面弹簧、⑤刚度选项(stiff options)的定义方式基本相同，详细介绍可以查看往期技术通讯文章《常用的桥梁隔震支

座在 CSiBridge 中的实现》。 

  

图 1 连接属性定义 

一般来说用户主要关注的是连接单元的连接属性（上图红色选框中④的内容），该属性反应了消能减震装置在线性分析及

非线性分析中的力学性能。对于设置了消能减震装置的结构， 一方面可以利用能量相等原理将非线性阻尼器等效线性化后，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弹性分析。此时程序会使用该单元的“线性分析”属性，有效刚度和有效阻尼，来计算结构的响

应。一方面也可以直接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程序则会通过连接单元的本构模型及定义的参数确定消能减震装置在不同状态

下的刚度及阻尼，计算出地震过程中每一时刻结构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反应，其分析结果一般也更加接近实际，本文主要

介绍的是阻尼器的非线性属性。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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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体初始应力的计算 
筑信达  郭晓通 

 

初始阶段是施工阶段布置的第一步，准确地定义岩土体的初始应力状态也是进行后续分析的基础。PLAXIS 中提供了 K0

过程、重力加载、场应力三种方式来计算岩土体的初始应力。 

本文以 PLAXIS 2D 为例对初始应力的计算方式进行介绍。PLAXIS 3D 和 PLAXIS 2D 在初始应力计算方面的主要区别包

括：1、笛卡尔应力方向的标号不同；2、场应力方法中主应力方向的可输入数量不同。 
 

PLAXIS 2D 和 PLAXIS 3D 对比 

 PLAXIS 2D PLAXIS 3D 

竖直向有效应力 σyy′  σzz′  

水平向有效应力 σxx′ 、σzz′  σxx′ 、σyy′  

侧压力系数 K0,x、K0,z K0,x、K0,y 

场应力法中的主应力方向 1 个 2 个 

1. K0过程 

1.1正常固结土的 K0 

土体中的初始应力状态往往与其重度和成因历史相关。K0 过程和重力加载是描述土体初始应力状态最常见的方式，其中

K0 过程是用侧压力系数 K0 来生成土体内的初始应力场，即如果土体内一点的竖直向有效应力为 σ′v,o，则水平有效应力 σ′h,o 为

K0σ′v,o。如果考虑孔隙水压力，则根据有效应力原理，初始状态下土体内的竖直向总应力和水平总应力分别为： 
σv,0 = σv,0′ + Pw        σh,0 = K0σv,0′ + Pw 

如图 1，PLAXIS 在土体参数输入窗口中的初始应力菜单下提供了 K0,x 和 K0,z 的输入，分别代表了两个水平方向应力与竖

直方向应力之间的关系。 

K0,x = σxx′ /σyy′ ，K0,z = σzz′ /σyy′  

图 1 K0设置窗口 

【K0 确定】的默认选项为自动，即K0,x和K0,z的数值与土体的内摩擦角相关，默认值为 1-sinφ。用户也可以选择手动以便

自由指定K0,x和K0,z的数值。 

K0 过程不会生成土体的剪应力，此时土体的最大、最小主应力与笛卡尔坐标系下的竖直、水平总应力相同。为了避免初

始状态下土中出现摩尔-库伦破坏点，则 K0 值应满足： 

1 − sinφ
1 + sinφ < K0 <

1 + sinφ
1− sinφ 

1.2超固结土的 K0 

PLAXIS 在高级本构模型（硬化土、小应变土体硬化、软土、修正剑桥等模型）中可以考虑土的预固结特性，允许用户在

图 2 的 K0 设置界面中输入超固结比 OCR 或上覆压力 POP 来描述土的超固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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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OCR 和 POP 的定义 

OCR 和 POP 的值均与先期固结压力σp和当前状态下的竖直向有效应力σyy′0相关，其中： 

OCR = σp
σyy′0

         POP = σp − σyy′0  

OCR 或 POP 不会影响岩土体的初始竖直向有效应力，而是通过影响 K0 值来影响岩土体的初始水平向有效应力。在

PLAXIS 中， 二者输入一个即可，如果用户输入的是 OCR，则超固结土的K0为： 

K0 = K0ncOCR −
vur

1 − vur
(OCR− 1) 

如果用户输入的是 POP，则超固结土的 K0 为： 

K0 =
K0ncσp −

vur
1− vur POP

丨σyy′0丨
 

两者是等效的。除了在初始阶段生成初始应力场外，高级本构模型对预固结应力具有记忆性，以硬化土模型为例，程序

会按下式计算一个等效预固结应力 Pp： 

Pp = OCR√�̃�𝑞2
M2 + p′2 

其中�̃�𝑞2为一种特殊算法得到的偏应力，M 是一个与K0nc相关的辅助参数，p′为有效平均主应力（各中间参数的详细介绍用

户可参照材料模型手册第 6.5 章节的内容）。 

等效预固结应力Pp用来确定硬化土模型中帽盖屈服面的位置。在随后各施工阶段的计算中，程序均会对岩土体的应力状

态进行记录，以便在各施工阶段判断岩土体中每个应力点的固结状态。如图 3 所示，在塑性点分布图中，蓝色的倒三角形帽

盖点代表了该部分土体处于正常固结状态。此外，在后处理程序中的应力菜单下用户可以查询土的预固结特性相关的状态参

数，σ'1,max 为土应力历史中的最大有效主应力，Peq 为等效各向同性应力，其值为 Pp/OCR。 

           图 3 状态参数及帽盖点 

2．重力加载 

重力加载即在岩土体内施加材料重力进行计算，所以重力加载也是一种塑性计算。重力加载通过乘子 ΣMweight 控制自身

重力的施加比率，默认值为 1，即加载材料全部重力。 

如果使用弹性-理想塑性本构模型，重力加载下的竖直有效应力与水平有效应力之比 K0 主要取决于土体材料中泊松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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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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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决 办 法/SoluTioN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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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决 办 法/SoluTioN

 

 

 

上述警告信息与连接单元的剪切变形相关。连接单元的剪切变形并非仅由两端节点的平动位移产生，节点的转动位移

也会参与剪切变形。如下所示，1-2 平面内的剪切变形由两部分组成，即：沿 2轴的平动位移和绕 3轴的转动位移。

在里兹向量法的模态分析中，如果用户指定连

接单元的非线性变形荷载，ETABS 将施加相应的节

点荷载使其产生平动或转动位移。对于轴向变形，

ETABS 只需施加集中力荷载即可产生平动位移；对

于扭转或纯弯曲变形，ETABS 只需要施加集中力矩

荷载即可产生转动位移。但是，对于剪切变形，

ETABS 需要同时施加集中力和集中力矩荷载，以产

生平动位移和转动位移。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546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475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548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486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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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3Fmenuid%3D1104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menuid=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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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决 办 法/SoluTioN

 

 

 

 

 

 

 

 

 

 
图 5 砂岩材料参数图  图 6 调整后的模型总位移云图

土体倒塌问题，其实就是局部土体受拉 / 受剪破坏问题。首

先通过 PLAXIS 后处理程序中的增量位移云图 / 剪应变云图判断破

坏位置。如图 3，红色方框中的位置在计算步中产生了较大的塑

性变形。

随后，通过查询模型中的塑性点分布发现红框位置处的应力

点部分发生了剪切破坏、部分发生了拉伸破坏，如图 4。

图 3 增量位移云图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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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 修改

• pMM 截面设计，环形型钢类型有误，导致 PMM 结果不对；

•读取内力时，非混凝土梁内力为 0；

•其读取 YJK 模型或 pKpM 模型，再启动 ETABS 或 SAp 后，读取配筋或计算时出错；

•剪力墙计算中的相对受压区高度中的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取值应为 BetaC 不是 Beta1；

•截面信息修改后，在柱箍筋计算时，材料参数未调整

……

功能改进

• 改进 pMM 设计功能

（a）优化了多边形周边钢筋排列（分配）功能，PMM 曲面设计对话框中

的截面设置，对异形柱（l 型、T 型、十字型等），用户设置钢筋总数后，程

序要自动将这些钢筋分布到各边上。如果用户输入的边筋根数超过了该截面

边筋排布最多根数，钢筋将按最多根数排列，并返回最大根数。

（b）修改了混凝土外框和型钢的默认尺寸参数和对应的截面类型；

• ETABS 剪力墙配筋设计按钮改为读取分析内力

（a）ETABS 中不需要进行剪力墙设计，运行分析后即可在 dC 中进行剪力墙计算配筋以及进行施工图设计。同时增

加了剪力墙及连梁弯矩、剪力调整系数，墙的弯矩及剪力在进行配筋时由 DC 程序自动判断并乘以剪力调整系数及弯矩调

整系数（抗震组合）；

• 剪力墙自动标签中增加边框柱的墙肢标签

• SAp2000 剪力墙计算做截面切割时增加墙肢的边框柱

• 剪力墙计算的同时也计算剪力墙轴压比

（a）上个版本中剪力墙的轴压比计算是在“读取内力”时进行，剪力墙配筋计算时不再进行轴压比计算，现在改成

两个地方都进行轴压比计算。（用户在读取 ETABS、SAp 模型的内力时，或者进行剪力墙配筋时都会计算剪力墙轴压比）

……

CiSdesignCenter 1.0.4 新增及改进功能

新增及改进功能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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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信达结构设计软件 CiSdesignCenter（以下简称 CiSdC）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在线发布，共 360 人参

与了本次线上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由筑信达技术部经理李立主持 , 由总经理郭大力致开场辞。发布会的第一环节邀请到了技术总

工芮继东，他详细介绍了 CiSdC 的研发背景和产品特色。CiSdC 作为一个数据处理中心，可读取多种软件的

模型信息、设计内力和配筋结果，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多款软件模型转换、模型指标对比、弹塑性模型一键

生成、构件设计与施工图绘制、生成计算报告书等。

第二环节，由技术工程师刘慧璇进行产品展示，通过两个案例详细的演示了CiSdC的弹性设计及出图功能、

模型转换及指标对比功能。

第三环节，李立经理重点强调了 CiSdC 的一键弹塑性模型转换功能，可以解决用户使用 ETABS 进行弹塑

性分析的七大痛点。

在发布会的讨论区，与会工程师们反映热烈，十分关注产品的功能细节，工程师们纷纷表示这款软件能帮

助大家完成项目模型的二次校核，也解决了 CSi 产品无法生成施工图的痛点，对即将发布的一键生成弹塑性模

型功能非常期待！

通过此次发布会，全面展示了 CiSdC 的核心特点，工程师们对该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筑信达技术人

员将根据大家的需求不断完善 CiSdC，更好地为广大工程师服务！                          （撰稿：刘慧璇）

筑信达结构设计软 CiSdesignCenter 全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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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

7 月 22 至 31 日由筑信达举办为期 6天的“ETABS + CiSdC 线上培训系列课程” 圆满落幕。我们精心准

备的四次 ETABS 演练课、一次 CiSdC 演练课、一次专题讲解课以及随堂习题和答疑，帮助学员们完成一个多

高层结构“建模 - 分析 - 设计 - 出图”全过程。本次线上培训累计报名 620 人，其中有不少学员参与了所有 6

ETABS + CiSdC 线上培训系列课程

天的课程，并完成了所有在线答题，为大家的学习热情点赞！

本次活动让更多工程师朋友认识了 ETABS 和 CiSdC，同

时也让早期版本的用户了解新版本的动态。虽然是线上授课，

但仍能感受到活跃的课堂气氛，大家积极提问，老师耐心解答，

现场互动热烈。会后收到很多工程师的积极反馈，大家充分肯

定了本次培训的内容和形式，也对老师的授课给予好评。

• 特别希望结合工程实际案例讲一堂有限元原理的课（剪力墙或连 

 梁应力、内力计算原理），剪力墙配筋原理和计算详细过程。

——马工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 希望多一些高层、超高层结构分析设计，尤其是动力弹塑性相关

 的案例教学。           ——钱工  唐山钢铁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想学习钢结构方面的，超限分析方面的。    ——王工  天津大学

• 还想学习关于大震弹塑性分析自己减隔震的内容！

——方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我们将持续组织专题培训活动。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筑信达每周五网络课堂，每周都有不同的精彩！

同时也收到更多对培训内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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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

钢结构权威专家莅临筑信达交流考察

钢结构节点设计软件 idEA

7 月 23 日，筑信达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钢结构领域的专家莅

临公司交流座谈钢结构节点分析与设计软件 idEA：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钢结构设计标准》主编王立军总工，清华大学教授、《高

强钢结构设计规程》主编施刚博士，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大师

工作室主任、《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执行主编王喆所长。

筑信达主任工程师张志国首先向各位专家全面地介绍了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介绍，对 idEA 的计算原理和工程应用进行了交流，特别指出在我国当前的工程建设

大背景下，国家积极推广绿色高效的钢结构工程，越来越多的复杂非标准节点的设计是广大工程设计与建设人

员面临的挑战，idEA 具有国际领先的分析技术，覆盖了包括中国标准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钢结构设

计规范标准，对提升工程设计质量和效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与会专家还积极建议，希望筑信达和 idEA 能够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在复杂钢结构节点分析与

设计中展示软件强大的功能；idEA 软件要加强在以下有潜力的市场进行宣传与开拓，让更多的国内工程师了

解和体验到 idEA 的强大功能：高校科研机构复杂创新钢结构节点设计的试验与有限元仿真、建筑设计院大型

idEA 软件在“直观友好的用户界面”、“高效快捷的几何建模”、

复杂空间结构设计、工业设计院复杂特殊节点设计、专业钢结构深化设计公司、专业钢结构创新设计团队、钢

结构加工制作公司、装配式结构开发与设计单位等等。

最后，李楚舒博士代表筑信达公司再次感谢三位全国知名专家

在百忙之中拨冗出席 idEA 软件的交流会，提出了软件应用与工程

领域相结合的主要方向，为公司下一步的技术与市场拓展提供了很

好的思路和建议。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继续得到专家们的咨

询建议，共同为我国的钢结构领域做出一份贡献。

筑信达参加的人员还包括技术与市场的相关负责人。

“强大可靠的分析功能”、“基于规范的节点全面校核”、“丰富便捷的 BiM 数据接口”等方面的功能特性，

同时还展示了国内外客户实际的工程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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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

基坑设计新思路 deepEX 案例分享

地质灾害建模与设计专题 SoilViSioN 案例分享及

plAXiS 边坡专题培训

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很多设计单位都

走出了国门，参与到了国外基础项目的建设。也有一

大部分单位获得基坑设计的业务。另外国内基坑设计

软件结果过于保守，也是深受大家诟病。基坑设计方

案如何更加合理的进行优化，困扰着每一位基坑设计

工程师。

8月 4日，近百人参加 deepEX 案例分享线上活

动。技术工程师詹毕顺在线上为大家分享了 deepEX
圆形基坑、桩锚支护、逆作法基坑等多个案例，介绍

进入雨季，地质灾害频发。水库、矿山、公路边

坡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满足地质灾害评估单位的

需要，8 月 13 日组织了 SoilViSioN 地质灾害专题

案例宣讲，筑信达技术工程师郭晓通对水库、尾矿、

露天矿地质灾害的项目做了介绍，还介绍了软件与现

场监测仪器的数据共享，为地质灾害评估提供了新的

思路！同时我们在 14日组织 plAXiS 边坡专题培训，

让大家学习基于有限元角度的工程分析。

筑信达钢节点分析与设计软件

idEA 线上培训营

筑信达钢节点分析与设计软件 idEA 线上培训营于

2020 年 8 月 3 日 -14 日成功举办，为了让广大工程师更

好地学习和掌握 钢节点 idEA 软件的功能特点和应用技

巧，以便用于解决各种钢节点分析设计难题，筑信达通过

线上直播和线下练习答疑形式举办此次 idEA 培训营。 

本次培训营线上直播课从软件功能概述、idEA 理论背景、几何建

模技巧及 idEA BiM 接口共分四部分内容进行讲解，通过理论背景让大

家对软件的计算理论依据以及软件实现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几何

建模技巧和 BIM 接口讲解之后，大家对 idEA 软件的方便易学有了更直

观的体验。最后大家踊跃提问，针对实际遇到及关心的钢节点问题，进

行了讨论，筑信达讲师对提出的疑问进行逐一解答，课后，大家利用工

作之余时间完成了 IDEA 考核作业，筑信达讲师对考核模型进行检查和

点评，本次培训营活动至此圆满结束。                （撰稿：张嘉鑫）

了国外通用的弹性地基梁法土压力计算方法，临近

建筑物的风险评估（裂缝、基础沉降、风险等级评

估），多种基坑分析方法（极限平衡分析、弹塑性

分析、有限元分析），地下水分析等。

另外 deepEX 支持多国设计规范（AiSC，

AASHTo，ACi 318-08，ASd 9th，lrFd，AS 
3600，BS，EC7 等），更加多样的基坑支护方案，

多工况的施工过程分析，更加优化的设计方案，受

到了广大参会工程师的认可。

近百人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受到了广大水利设

计单位、矿山尾矿设计单位的关注与好评。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将继续

我们的工作，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软件与服务，也

希望更多的单位给我们提出更加专业化的技术服务

需求。

（撰稿：肖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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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讲座于 8 月 27 日 19:00 开讲，主题为“模型转换常见问题解析”。技术部总监吴文博对从

pKpM、YJK 等软件接口转换出来的 ETABS 模型的常见问题进行剖析，给出处理办法。如常见警告的识别及

原因，结果对比差异的原因，异常结果的原因等等。解决了大部分工程师在模型转换过程中遇到的痛点。

第三场讲座于 9 月 3 日 15:00 开讲，主题为“ETABS 在弹塑性分析中的新进展”。技术部总监吴文博介

绍 ETABS 近一年时间中的弹塑性分析的功能改进及一些应用问题。包括非线性单元的更新、求解器增强、性

能校核功能增强、阻尼的使用等等。

第四场讲座于 9 月 10 日 15:00 开讲，主题为“idEA 钢节点设计软件应用案例分享”。技术部主任工张志

国全面介绍了 idEA 软件的功能特色及其在国内外钢结构工程中的应用实例，展示该产品在复杂钢节点设计以

及有限元仿真方面的独特优势。内容要点包括：钢节点转动刚度的定性判断和定量计算、薄柔板件的局部失稳、

“强节点弱构件”的抗震校核以及柱脚锚栓的承载力计算等等。讨论环节工程师对该软件产生极大的兴趣，表

示其将为节点的设计带来极大的便利性。

第五场讲座于 9 月 17 日 15:00 开讲，主题为“柱的双偏压设计原理及应用”。上半场题目为“钢筋混凝

土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计的原理、方法与讨论”，筑信达总裁李楚舒博士介绍钢筋混凝土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

计的原理、方法与讨论、中美欧规范对比；下半场题目为“设计方法工程应用对比”, 技术工程师刘慧璇通过

金牌客户专享线上技术分享会系列讲座

金牌客户专享线上技术分享会系列讲座圆满落幕。为了贴近客户，提供更高效、优质的服务，帮助工程师

们实现软件技术和工程实践的有效结合 , 筑信达于 8 月 20 至 9 月 17 日共举办了五场“金牌客户专享线上技

术分享会系列讲座”。

第一场讲座于 8 月 20 日 19:00 开讲，主题为“非线性稳定分析工作流程及常见问题”。技术部主任工张

志国介绍了 SAp2000 中非线性稳定分析的实现过程，详细阐述初始几何缺陷、大位移效应、位移控制加载等

相关理论概念和功能的应用，针对非线性稳定分析的实际案例，梳理工程应用中的常见问题。例如，如何应对

不收敛，合理设置非线性参数，如何查看结果等等。讨论环节时，奥雅纳的一位工程师对弧长法进行了交流，

讨论了在 SAp2000 里添加该方法的必要性。

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 CiSdesigner，结合模型展示了 pMM 方法与传统

设计方法对设计结果的影响、配筋率相近时不同钢筋分布对承载力的

影响，以及异形柱的设计。

 结合众多实际案例和软件最新研发动态，筑信达技术团队精心准

备了这五场讲座，凝结了软件应用技术的精华，为工程师们深入应用

工程软件提供技术指引。讲座的讨论环节中，大家的提问也给我们很

多启发，为产品的完善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感谢广大工程师、高校师

生的参与和支持！                                     （撰稿：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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