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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专栏基于工程案例阐释软件应用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希望为遇到类似问题的工程师

提供参考。本栏目中的所有案例均来自筑信达软件用户，软件模型归属设计单位，相关内容仅用于软件应用技术的探讨。如

有不妥，请联系我们删除。 

 

 

减震结构小震时程分析的速度过慢  

本案例主要介绍减震结构模型检查过程与相关参数的合理设置。 

使用软件 

ETABS V18.1.1 

模型简介 

如下所示，计算模型是带有粘滞阻尼器的减震结构，粘滞阻尼器以人字形支撑布置在各个楼层。为了模拟人字形支撑的

限位装置（限制阻尼器的平面外变形），模型中采用竖向连接单元来限制人字撑的平面外位移。 

 

问题描述 

采用基于 RITZ 向量的快速非线性分析时，出现下图的警告，并且计算过程十分缓慢。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解决办法 

本案例涉及到的问题有：框架对象重叠、荷载作用于无质量的自由度上、约束不足与精度丢失、刚性杆的处理等。下面

逐一解释查找问题的方法及处理流程。工程师可参考这个过程，检查并排除自己模型中相似的问题。 

1. 首先点击【分析>检查模型】并设置容差，将弹出下图的警告，通过标签定位，删除重叠的梁。如下图所示，红框内的

梁是重复布置的。 

 

梁重叠的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三方软件导入的模型中。此处仅贴出楼层 Story6 中部分重叠的梁，以 B651、B652、B750 为

例，点击【选择>标签>框架标签】命令，通过框架标签定位到具体位置，可以发现 B651+B652 与 B750 完全重合，需要将

B651、B652 删除。 

 

解 决 办 法/SoluTion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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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质量源选项一栏勾选“竖向质量”，并去掉勾选“侧向质量集中于楼层标高处”，连接单元的警告（荷载作用于无

质量的自由度上）就消除了，详细信息可以参考知识库文档《质量源定义与阻尼器布置》。 

 

3. 此时分析细节中还有如下警告，该警告可以忽略，具体解释可以参考知识库文档《里兹向量法与非节点荷载》。 

 

4. 此外，有一条提示模型病态的警告。为了查找引起该警告的位置，点击【分析>SAPFire 高级选项】命令，将求解器切

换到标准求解器进行分析，运行日志会显示更加详细的信息，提示出现问题的节点坐标，如下图所示。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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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图中的节点，定位到具体位置，如节点 1140 与 1144，是人字形支撑与竖向限位装置处节点转动约束不足造成的

警告。查看限位装置连接弹簧的局部坐标，调整其连接属性，如下图所示，或者直接对警告的节点指定 Rx 或 Ry 方向的支座

约束。 

 

 

5. 最后定位到节点 598，此处存在刚性杆 RIGID（原模型为模拟构件偏心），刚性杆与周边杆件的刚度差异过大（刚体材

料的弹模比混凝土的弹模大了 9 个数量级），导致精度丢失。一般将刚性材料的弹模设为混凝土弹模的 1000~10000 倍即

可，或者采用连接单元模拟刚性杆。  

 

经过上述调整后，最终分析日志无警告，分析速度正常。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编写：杨硕 

Ritz 向量的模态分析无法运行  

本案例介绍模型病态的定位及处理办法。 

使用软件 

ETABS V18.0.1 

模型简介 

模型如图所示，模态工况的类型设置为 Ritz 向量。 

 

 

问题描述 

模态工况无法开始运行，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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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杨硕 

Ritz 向量的模态分析无法运行  

本案例介绍模型病态的定位及处理办法。 

使用软件 

ETABS V18.0.1 

模型简介 

模型如图所示，模态工况的类型设置为 Ritz 向量。 

 

 

问题描述 

模态工况无法开始运行，如何解决？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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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解决办法 

使用标准求解器（分析>SAPfire 高级选项）进行分析，如下图所示：  

 

运行后的警告信息如下： 

 
点击【选择>标签>节点唯一名】命令，定位到具体节点，如下图所示。 

解 决 办 法/SoluTion

 

 

 

解决办法 

使用标准求解器（分析>SAPfire 高级选项）进行分析，如下图所示：  

 

运行后的警告信息如下： 

 
点击【选择>标签>节点唯一名】命令，定位到具体节点，如下图所示。 

 

 

 

解决办法 

使用标准求解器（分析>SAPfire 高级选项）进行分析，如下图所示：  

 

运行后的警告信息如下： 

 
点击【选择>标签>节点唯一名】命令，定位到具体节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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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发现，红框中节点两端的框架都进行了端部的弯矩释放，转动约束不足，形成机构，造成结构病态。原模型为 YJK 模

型，ETABS 模型是由 YJK 转换接口导出，现实中该跨层的斜撑应为一完整的对象，该处的模拟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该问题的处理措施如下。 

由于 ETABS 不自动合并跨层的线对象（SAP2000 无层的概念，可自动合并空间中的框架），所以在该模型中无法通过合并

命令将打断的斜撑连接起来。此时应删除节点两侧的二力杆，重新从正确的起点到终点绘制杆件，并对其两端指定端部释放，

如下图所示。 

 

调整后，模态工况正常运行。 

 

 

编写：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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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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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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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杨硕 

 

 

 

 

编写：杨硕 

Ritz 向量的模态分析无法运行  

本案例介绍模型病态的定位及处理办法。 

使用软件 

ETABS V18.0.1 

模型简介 

模型如图所示，模态工况的类型设置为 Ritz 向量。 

 

 

问题描述 

模态工况无法开始运行，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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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弦梁使用目标力施加索力  

本案例主要介绍在张弦梁结构中如何应用目标力施加索的预拉力。 

使用软件 

SAP2000 V22.1.0 

模型简介 

该模型为单榀张弦梁结构，下侧拉索采用索单元模拟，通过目标力功能对所有拉索指定了 300KN 索力。 

 

问题描述 

1. 该张弦桁架工程采用目标力模拟预拉力，但是计算完成后提示“MAXIMUM NUMBER OF TARGET-FORCE ITERATIONS 

REACHED FOR. CASE: TARGET FORCE. SUBSEQUENT RESULTS WILL NOT BE AVAILABLE”请问如何解决？尝试增加荷载步

数也没有效果 

2. 采用目标力模拟索拉力是否会导致每个荷载组合对应的非线性工况结果中的钢索拉力都变成目标力数值了？ 

解决办法 

1. 该目标力无法迭代出来是由于指定的目标力分布不合理。该张弦梁下侧拉索指定的索力均为 300KN，但是真实条件

下每一段索的索力是不同的，跨中附近的索力和边支点附近的索力差异可能很大。在求解目标力时，由于设置的收

敛误差较小，指定各段索的目标力均为 300KN 后会导致每段索的索力都在接近 300KN，使跨中附近的索力与边支点

附近的索力差异很小，与真实情况不符合。因此程序无法迭代出目标力结果。 

解决该目标迭代有两种思路，一个是将收敛误差改大，允许各个索的索力可以有较大的差异，以接近索力的真实分

布情况。第二种思路是将各个索指定不同的大小的目标力，各段索的目标力需与真实情况比较吻合。在合理的误差

范围内程序也可以迭代出一个较好的结果。这里修改迭代误差后，最终索力和其它杆件轴力结果如下所示。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解 决 办 法/SoluTion

 

 

 

2. 目标力工况一般作为初始工况，后续的其他荷载做接续分析。也就是，通过目标力工况使结构张拉完毕达到指定索

力后，再继承其荷载及刚度进行后续其它工况的分析。当然，不同施工方法也可能有不同的张拉顺序。简言之，先

通过目标力实现索的张拉，再接力其它荷载工况进行后续分析。所以，不同工况下的索力会根据施加荷载的不同而

变化。 

 

编写：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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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板基础土反力偏小  

本案例主要介绍采用 SAFE 软件分析筏板基础，计算出的土反力偏小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使用软件 

SAFE 2016 

模型简介 

如下所示，该模型为筏形基础，以面弹簧模拟地基土约束作用。筏板上的荷载来源于 SAP2000 计算得到的基底反力，对

该筏板进行结构分析设计。 

 

问题描述 

恒+活作用下的土反力偏小，而且筏板受力明显不均匀（见图 1），外围一圈筏板明明存在大量的节点力（见图 2），为何

其受力扣除筏板自重后基本等于 0？如果采用面弹簧模拟地基土对基础侧向的约束作用，面弹簧的位置为“侧面实体单元的

侧面”还是“最底层实体单元的底面”？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图 1 筏板土反力云图 

 

图 2 筏板所有节点荷载示意图 

解决办法 

如果采用面弹簧模拟地基土对基础侧向的约束作用，面弹簧的位置可以设置为“侧面实体单元的侧面”，但是 SAFE 中并

非采用实体单元模拟筏板，而是使用壳单元，所以建议在壳单元的四周采用点约束、点弹簧或线弹簧的方式来模拟地基土对

基础侧向的约束作用。 

SAFE 软件计算筏形基础时，要注意施加正确合理的边界条件。尤其是通过导出的 F2K 文件建立的 SAFE 模型，更加需要注

意导出节点的约束条件。本例通过 SAP2000 导出的 F2K 文件建立的 SAFE 模型，在继承了上部结构柱底节点的编号、支座反力

（图 3）的同时，还会继承上部结构的约束条件，因此筏板上的所有节点默认继承了固端约束（见图 4）。 

 

图 3  F2K 文件的柱底节点继承了上部结构柱底节点的编号、支座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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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筏板土反力云图 

 

图 2 筏板所有节点荷载示意图 

解决办法 

如果采用面弹簧模拟地基土对基础侧向的约束作用，面弹簧的位置可以设置为“侧面实体单元的侧面”，但是 SAFE 中并

非采用实体单元模拟筏板，而是使用壳单元，所以建议在壳单元的四周采用点约束、点弹簧或线弹簧的方式来模拟地基土对

基础侧向的约束作用。 

SAFE 软件计算筏形基础时，要注意施加正确合理的边界条件。尤其是通过导出的 F2K 文件建立的 SAFE 模型，更加需要注

意导出节点的约束条件。本例通过 SAP2000 导出的 F2K 文件建立的 SAFE 模型，在继承了上部结构柱底节点的编号、支座反力

（图 3）的同时，还会继承上部结构的约束条件，因此筏板上的所有节点默认继承了固端约束（见图 4）。 

 

图 3  F2K 文件的柱底节点继承了上部结构柱底节点的编号、支座反力 

解 决 办 法/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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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筏板上的所有节点指定为固端约束 

 

由于筏板上的所有节点均施加了固端约束，导致筏板上的所有节点力直接通过固端约束传递走了，使得筏板仅承受了均

布面荷载的力，因此计算出筏板的土反力云图异常。应该将筏板上这些节点的约束取消（图 5），即让筏板上的节点力先传递

到筏板，再通过筏板和土弹簧的协调变形传递到地基上，则可得出正确的筏板土反力云图（图 6）。 

 

图 5 筏板上的所有节点取消 Z 向约束 

 

图 6 筏板土反力云图（节点约束取消后） 

 

编写：郑翔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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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小幅减少，地震剪力却大幅增加  

本案例主要介绍导致采用美标设计框架结构 “自重小幅减少，地震剪力却大幅增加”的原因。 

使用软件 

ETABS V18 

模型简介 

普通的多层混凝土框架结构，采用美标设计。 

 

图 1 结构模型示意图 

问题描述 

采用 ETABS 设计一栋两层的房子（图 1），一层房顶自重（面荷载）见图 2，其中 6~7 轴的面荷载为 11.25kN/m2。经查看

反力，总自重为 19034kN（图 3），地震两个方向的水平剪力都接近 750kN（图 3）。 

 

图 2 一层房顶自重（荷载修改前）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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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恒载作用下的竖向总反力及两个方向地震作用 

现将 6~7 轴楼板中的一个面荷载改为 9kN/m2（图 4），其他所有都不变。计算后总自重减少到 19003kN（图 5），但地震

Y 向的水平剪力大幅增加到 987kN（图 5）。自重减少了 30kN，地震剪力却增加 237kN，似乎有点不符常理，请问是什么原因？ 

 

图 4 一层房顶自重（荷载修改后） 

 

图 5 恒载作用下的竖向总反力及两个方向地震作用（荷载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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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决 办 法/SoluTion

 

 

解决办法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采用 ASCE7 计算 Y 方向地震作用的时候，荷载修改前和修改后取的 Y 向基本周期不一样。

由于该结构开大洞及缩进的关系，导致第二周期和第三周期的 Y 向振型质量参与系数很接近，而荷载的微调刚好导致了第二

周期和第三周期的 Y 向振型质量参与系数的大小对调。 

修改荷载前，是第二周期的 Y 向振型质量参与系数最大，所以程序计算 Y 向地震作用选取的是第二周期（图 6，图 7）。

修改荷载后，是第三周期的 Y 向振型质量参与系数最大，所以程序计算 Y 向地震作用选取的是第三周期。周期的不一样导致

了最终 Y 向地震力的差异（图 8，图 9）。 

 
图 6 修改前，第二周期的 Y 向振型质量参与系数最大 

 
图 7 修改前选用的第二周期算 Y 向地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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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修改后，第三周期的 Y 向振型质量参与系数最大 

 

 
图 9 修改后选用的第三周期算 Y 向地震力 

 

 

编写：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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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桥梁转换为杆系单元和壳单元时重量不一致  

本案例主要解释了桥梁模型转换为壳单元和框架单元时重力工况计算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使用软件 

CSiBridge V22.2.0 

模型简介 

该模型为两跨混凝土连续梁桥 

 

问题描述 

如上图所示的两跨连续梁桥，将其分别转换为杆系单元和壳单元后计算其在重力荷载作用下弯矩，两种转换方式计算的

结果不一致。 

解决办法 

CSiBridge 采用参数化的建模方式，通过【更新】选项可将桥梁上部结构对象转换为杆系单元模型或壳单元模型，如图-1a

和图-1b 所示。 

 

图-1a 杆系单元模型                                                      图-1b 壳单元模型 

通过操作【上部结构横断面>修改>转化为自定义的桥梁截面>截面设计器】，进入【截面设计器】即可看到上部结构具体

分布形式。默认条件下，【截面设计器】窗口显示的是上部结构转换为杆系单元时杆件所赋予的截面形式，如“图-2a”所示。

通过操作：【Bridge Section>show layout>Area model】，将截面的转换模型切换为转换成壳单元，如“图-2b”中所示。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解 决 办 法/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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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主梁转换为杆系单元 

 

图-2b 主梁转换为壳单元 

观察“图-2a”和“图-2b”可以发现，当将上部结构转换为杆系单元时，上部结构的实际面积是直接赋予了相应的杆件，

因此杆单元的质量是与实际结构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将截面转换为壳单元时，倒角及悬臂端位置处混凝土板的厚度不同需

要采用不同厚度壳单元模拟，并且角点位置处壳单元必然会出现重合，如“图-2b”中黄框区域。在分析模型中，壳单元模型

基于该截面网格进行分析计算，并没有移除重叠部分。由于重叠部分，转换为壳单元的模型的上部结构横截面面积一般大于

杆系单元模型，因此计算结构自重工况时，两者的计算数值会有差异。 

通过命令【显示>显示截面属性】，分别查看上部结构转换为杆系单元和壳单元时对应截面的截面属性，如下图所示。从

“图-2a”和“图-2b”中可以看到转换为杆系单元时，所赋予截面属性的面积与构件真实的面积一致，但是将其转换为壳单元

时，其截面面积变大。两者面积大小的比值为：7.1199/6.7444=1.055。 

     

图-3a 主梁转换为杆系单元截面面积                     图-3b 主梁转换为壳单元截面面积 

分别将模型转换为杆系模型和壳单元模型，并计算其在重力荷载作用下的弯矩值。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提取跨中引起

的最大负弯矩，两者的比值为 8684.79 /8251.58=1.053，与结构的面积比值接近。 

http://www.cisec.cn/Support/knowledgeBase/knowledgeBaseMenu.aspx%3Fmenuid%3D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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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主梁转换为杆系模型 

 

图-4b 主梁转换为壳单元模型 

在实际工程中，分析模型往往不考虑一些非结构构件，从而忽略掉了一些结构的自重。为保守起见，有时候也会通过将

自重乘以一个大于 1 的放大系数来考虑这些荷载。由于有限元计算单元划分的问题，将上部结构转换为壳单元时会少量增加

结构的自重。如用户不需要考虑这部分多余的荷载，可参考主梁模拟为杆系单元的面积与主梁模拟为壳单元的面积的比值，

在自重工况中设置自重乘数来修正结构自重。 

 

 

编写：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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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分层填筑中的网格划分  

本案例主要介绍复杂模型网格划分问题的处理思路。 

使用软件 

PLAXIS 2D CE V20 

模型简介 

模型主要模拟重力坝分层填筑过程。模型整体范围较大，长度超过 660m，大坝高度 80m。在坝体底部存在大量软弱淤泥，

利用碎石桩进行加固处理，碎石桩直径 1.2m，间距 1.6m。具体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模型图 

问题描述 

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时，不能成功划分网格，并出现下图 2 所示错误提示“未找到网格输出文件”。 

 

 
图 2 网格划分错误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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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 

出现上述网格划分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坝底加固区碎石桩排布比较密集，桩间距较小，在网格划分过程中出现大量

畸形单元，从而使整个网格划分失败。因此，在处理本模型时应该着重注意碎石桩加密区及其附近区域。 

由于整个模型比较复杂，在进行网格划分之前可以先利用捕捉命令 snap geometry 和合并对象命令 mereq geometry 来处

理整个模型，确保整个模型几何对象之间的合理连接，并删除重复对象。然后，进入网格划分模式，对坝体下部碎石桩及附

近几何对象进行局部加密（如图 3 所示），并在选择对象浏览器中将加密区网格粗糙系数调整为 0.1，再选择“超细”进行网

格划分。这样就能够成功划分网格，划分成功的网格单元如图 4 所示。 

 
图 3 碎石桩加密区 

 
图 4 网格单元图 

 

 

编写：郭晓通 

 

 

 

 

 

 

 

解 决 办 法/SoluTion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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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堆载固结分析中的不收敛问题  

 

本案例主要介绍出现 Picos 求解器错误提示时的处理思路。 

使用软件 

PLAXIS 3D CE V20 

模型简介 

如图 1，该模型为一隧道上方堆载后进行固结沉降分析的模型，模型长 100m，宽 50m，隧道直径为 5m，位于模型中部，

50kpa 的荷载位于模型正上方，分析类型为指定时间的固结分析。 

 
图 1 几何模型图 

问题描述 

某隧道上方施加荷载进行固结分析过程中，提示“Picos 求解器，求解有误，收敛缓慢” 

 

图 2 错误提示图 

解决办法 

对于 Picos 求解器求解有误，收敛缓慢问题，通常是由土层刚度差异大、网格质量差、不正确的单元连接等问题引起的。 

对于该模型，单一土层不存在刚度差异大的问题，可以直接排除，且模型内不存在复杂结构单元的连接，首先判断可能

是网格质量问题。 

检查网格质量如下图所示，发现并不存在问题。 

使 用 软 件/SofTwARe

模 型 简 介/MoDel

问 题 描 述/pRobleM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解 决 办 法/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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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格质量检查图 

接下来，将 Picos 多核迭代求解器换成多核直接求解器进行试算，发现模型计算顺利通过。 

 
图 4 求解器类型更换图 

经后续测试发现，该问题是环形板单元-固结计算之间的某些冲突导致的。如果不更改求解器类型，衬砌改用实体模拟也

是可以完成分析计算的。 

综上，遇到 Picos 求解器提示求解错误的问题时，首先应检查模型网格质量、土层刚度差异、结构单元之间的连接等是否

存在问题。确保模型基本设置无误后，若仍出现该错误提示，可以尝试更换多核直接求解器进行求解。 

 
图 5 修正后的模型断面固结沉降云图 

 

 

编写：郭晓通 

工程应用常见问题案例解析

 

 



新增及改进功能

• 针对非迭代 ETE（Event-To-Event）分析新增优化的不平衡

• 刚度求解已并行化，进一步加快非线性静力和直接积分时程

eTAbSv19.0.2 新增及改进功能

• 针对直接积分时程分析和非线性静力分析，多线程求解器的

• 新混凝土楼板支持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下开裂挠度的计算。

力算法和附加控制选项

工况的运行速度

性能化设计

分析功能

中国规范相关的设计功能改进

其中，开裂计算采用的钢筋既可采用用户指定的钢筋或设计

配筋，也可以快速指定钢筋覆盖项

......

......

• 修复了中国规范剪力墙稳定验算的问题

•完善了钢梁计算稳定时 GammaRe 取值问题

•中国钢材 Q345 更新为 Q355

• 修复了钢梁忽略 phib 时设计细节的显示问题

•修复了显示混凝土框架设计输出命令选项乱序的问题

•新增忽略风振效应的选项（风振系数为 1）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计算速度大幅提升

• 针对非线性静力分析和非线性直接积分时程分析的计算结

•针对敏感性结构的参数化 PMM 铰的收敛性进一步增强

果，图形显示和表格输出的速度大幅提升，如：结构变形图、

内力和应力数值以及塑性铰状态。对于有许多输出步的分析

工况，单元非线性能量和底部反力的表格输出更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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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DesignCenter V1.2.1 新增及改进功能

新增及改进功能

点击了解更多功能特性

•增加了 eTAbS 隔震设计后处理功能 ;

• 优化了梁柱截面设计器的截面设置功能，增加了

  DXf 截面导入功能 ;

• 优化了弹塑性模型处理功能 ;

• 增加了工程案例、视频教程等帮助功能 ;

• 模型转换及其他功能 buG 修复和优化 ;

• 增加了自动及手动检查更新功能 ;

• 梁柱施工图设置中，是否随截面这个参数影响

  范围改为所有层 ;

• 图绘制时不再绘制轴网 ;

• 增加了模型对比时钢筋面积复制功能 ;

功能优化

模型转换

•修复上一版本中模型转换存在的问题；

（a）YJK 模型没有考虑节点荷载；

（b）生成的 s2k 文件导入 SAp2000 时会有一些警告和错误信息；

（c）解决 YJK 模型转 eTAbS 时，柱或支撑局部 1轴朝下时模型转换错误的问题；

（d）修复 YJK 模型支座节点识别不对的问题；

• 模型导入提供 SAp2000(*.s2k)、eTAbS(*.e2k)、pKpM（*.pDb）和

  YJK（*.YDb）四种文件的导入

•导入 pKpM 和 YJK 模型时不再显示选项对话框，改为导出模型时弹出选项

  对话框；模型用途可选弹性模型和弹塑性预处理模型

•选择弹塑性预处理模型时合并框架梁选项不能修改；

•钢板剪力墙提供转成分层壳和刚度放大的普通墙两种选项；

•楼板转换选项提供 3种选项：

（a）优先转膜单元：规则楼板（去除共线上的点后形状为三角形板或共面的四

    

（b）转壳单元：所有楼板转换为壳单元，楼板荷载不导到周边杆件上；

（c）荷载导到梁上的膜单元：规则楼板转换成膜单元并将荷载导到周边杆件上，

    

......

边形板）转换成膜单元，其他板单元转换为壳单元；楼板荷载不导到周边

杆件上。（转换成膜单元是为了提升 eTAbS 的计算效率）；

 其他板单元转换为壳单元 (不进行荷载导梁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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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载功能

·新增韩国车辆荷载数据库

2. 分析功能

·采用多线程求解器的非线性工况的计算速度大幅提升

·大型复杂模型的分析结果的读取速度大幅提升

·针对非迭代 eTe（event-To-event）分析新增优化的不平衡力算法和附加控制

3. 桥梁设计与评估

·采用 AASHTo 规范对 I 型钢梁组合梁桥和 U 型钢梁组合梁桥进行正常使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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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模功能

·新增基于 ASCe 41-17 的自动铰属性

2. 加载功能

·采用多线程求解器的非线性工况的计算速度大幅提升

·大型复杂模型的分析结果的读取速度大幅提升

·针对非迭代 eTe（event-To-event）分析新增优化的不平衡力算法和附加控

3. 设计功能

·新增基于美标 AiSi S100-2016 的冷弯薄壁型钢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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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增强基于俄罗斯规范 Sp 16.13330.2017 的钢结构设计功能

22v
Integrated Solution for

......

制选项

·新增 AASHTo lRfD 混凝土 T 型梁桥的详细设计计算报告

限状态校核和施工阶段校核时可指定纵向加劲的竖向位置。

选项

......

SAp2000 22.2.0 新增及改进功能

CSibridge 22.2.0 新增及改进功能

http://www.cisec.cn/SAP2000/Releases.aspx
http://www.cisec.cn/CSIBRIDGE/Releases.aspx


活动报道

【筑信达协办】第十八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圆满落幕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上午八点三十分，由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十八届空间结构学术会议在

八朝古都 - 河南开封的建业铂尔曼酒店隆重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空间结构：传承与发展”，除现场的学

术交流与讨论外，本次大会还首次采用建筑云联盟平台进行全程网络直播。

10 月 31 日下午及 11 月 1日上午，共开展七十余场专题报告，报告内容涉及空间结构的方方面面，从体育

场到航站楼，从建筑设计到结构选型，从传统结构到新型结构，从施工方案优化到一体化设计，凡此种种，不

一而足。

筑信达共安排四名代表全程参与本次会议。其中，技术部的主任工程师-

张志国有幸受邀发表题为《钢结构设计 biM 应用方案：SAp2000+iDeA》
的专题报告，以 SAp2000 在空间钢结构中的常见应用为切入点，全面系统

地介绍了 iDeA软件在钢结构节点分析与设计中的功能特色和应用前景，如：

高效快捷的几何建模、丰富多样的 BIM 接口、稳定可靠的有限元分析以及基

于各国规范的螺栓和焊缝承载力校核等等。

由于报告时间有限，现场提问环节临时取消。会后，多位关注

SAp2000 和 iDeA 软件的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陆续出现在公司展位前，与

公司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就软件产品的功能特点、应用场景以及对比其它软

件的优势和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撰稿：王晋京）

2020 年 12 月 23 日举办的达人坛讲座“SAp2000 施工模拟的工程应用”，特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复杂结构研究院高层抗震研究所副所长閤东东教授，通过多个工程实例，介绍 SAP2000 在不同结构类型

施工模拟分析的应用。讲座内容丰富详实，案例包括某设伸臂桁架和腰桁架的框架核心筒超高层结构、某煤棚

纠偏工程、某机场大跨钢结构、某大悬挑混合结构等。不仅展示了 SAp2000 施工模拟的实际应用效果，也分

享了 SAp2000 Api 的使用经验。

讲座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气氛活跃，大家都积极地参与到学习和讨论中来，閤教授也耐心解答大家的问题。

会后也收到很多工程师的积极反馈，讲解的案例特别实用，内容很详细 ，并希望能多组织一些案例讲解培训。

达人坛 - 特邀讲座《SAp2000 施工模拟的工程应用》

47
（撰稿：张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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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促进工程软件在高校教学科研相关环节的应用，作为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的赞助

商，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次全国高校巡回技术交流活动，与各高校的师生共同交流相关技术话题，为高校提供优

质的软件产品和技术支持，助力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为了本次高校交流活动，筑信达董事长李楚舒博士、

技术部经理李立女士为师生们特别准备了两个专题讲座，分别是：“钢筋混凝土正截面极限承载力设计：基本

原理、计算方法与相关讨论”、“SAp2000 分析及工程应用”。

2020 年我们走进了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广州大学、深圳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感谢一路所遇各位老师、

同学们的热情支持！ 2021 年我们期待走进更多高校，与更多师生分享交流。

2020 筑信达全国高校助力巡回交流

48

东南大学（11 月 25 日）

华南理工大学（12 月 4 日）

上海交通大学（11 月 18 日）

深圳大学（12 月 3 日）

广州大学（12 月 2 日）

（撰稿：张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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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eTAbS v19 中文版线上发布会顺利召开！整场会议由北京筑信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大力主持，会议首先由筑信达董事长李楚舒致辞，回顾了 eTAbS 的发展历史，感谢广大用户多

年来的支持。接着，会议就进入了产品功能介绍部分。

第一部分由技术部李经理图文并茂地展示了 eTAbS 的功能回顾与进展，让广大用户对近年来产品加强的

建模、分析、设计功能有了大体了解。

第二 ~ 三部分由技术部工程师刘工介绍了结构设计与构件设计综合解决方案。eTAbS+CiSDC，用户可以

实现模型转换与对比、构件设计与出图、输出计算书等功能；用户可以用独创的快速算法形成 pMM 曲面，高

效准确地接力 eTAbS 完成构件设计。

eTAbSv19 中文版线上发布会

第四部分由技术部张主任介绍了新钢标在 eTAbS 中的实

现，展示了三种设计方法的基本操作流程，并介绍了独立的节

点设计软件 iDeA，可辅助 eTAbS 完成复杂节点的有限元分析

与规范校核。

第五 ~ 六部分由技术部吴总监介绍，eTAbS 融合了

SAfe，有了更为强大的楼板、基础设计功能；eTAbS 全面融

合了perform3D，非线性分析功能更强，性能评价体系更为完备。

此外，CiSDC 可辅助完成弹性模型到弹塑性模型的一键转换。

时长三个小时的线上发布会，线上观众三百余人，聊天区评论不断，工程师们纷纷表示对 eTAbS 新功能

的认可，也提出了一定的期许。我们将继续努力，在大家的推动下完善 eTAbS，做出更好更强的产品，助力

行业发展，让我们共同期待 eTAbS 更美好的未来！

发布会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v41147dZ

                   

（撰稿：刘慧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64y1o7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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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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iki.cisec.cn
http://i.youku.com/bjcisec
http://www.cisec.cn/Support/OnlineClass.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