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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KPM是国内知名的结构计算软件,在目前的建筑工程设计中广泛应用。坡屋面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屋面形式,在设计中不可避免会遇到。

接下来,本篇论文围绕PKPM在坡屋面设计时由于计算假定条件不同而配筋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大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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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结构计算时,PKPM技术说明书要求计算位移比等整体参数时选用全楼楼

板刚性假定,计算配筋时选用非刚性假定。对于存在凹凸不规则、局部楼板

不连续或狭长形的建筑,很多结构设计人员发现在全楼楼板刚性假定和非假

定两种条件下配筋存在较大差异,因楼板刚性假定约束了节点之间的相对变

形,与实际不符,故此时配筋计算必须选择非刚性假定。但对于全楼没有楼板

缺失等情况的常规工程,选用两种模式配筋差异很小,因此类工程的楼板在

平面内具有较大刚度,其实际刚度接近非刚性假定条件下的无穷刚度,故两

者内力分析及配筋结果基本一致。所以对于常规工程,部分设计人员根据经

验认为刚性假定与非刚性假定区别不大,配筋计算直接按刚性假定亦可。这

种观点在部分项目存在设计风险,坡屋面设计时即存在这种情况。 

1 坡屋面(无闷顶)在不同条件下的内力及配筋计算分析 

现以一简单的二层坡屋面(无闷顶)工程为例,为简化考虑,计算分析时

只考虑恒+活竖向荷载,不考虑地震和风荷载作用,整体三维模型图见图1。 

 

图1  坡屋面(无闷顶)整体三维模型图 

 

图2 恒载作用下屋面层梁弯矩标准值(非刚性假定) 

对其在楼板刚性假定和非刚性假定条件下进行内力配筋分析,取中间

榀处的框架内力和配筋图,详见图2~图5。 

 

图3 屋面层梁配筋图(非刚性假定) 

 

图4 恒载作用下屋面层梁弯矩标准值(刚性假定) 

 

图5 屋面层梁配筋图(刚性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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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图5可知,对于无闷顶层的坡屋面工程,在全楼楼板刚性假定和

非刚性假定条件下计算结果差异巨大,此时如仍按刚性假定计算配筋,结

构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 

2 坡屋面(有闷顶)在不同条件下的内力及配筋计算分析 

仍以此工程为例,其他条件不变,仅在坡面下增加闷顶层,其整体三维

模型图见图6。 

 

图6 m坡屋面(有闷顶)整体三维模型图 

 

图7 恒载作用下屋面层梁弯矩标准值(非刚性假定) 

 

图8 屋面层梁配筋图(非刚性假定) 

 

图9 恒载作用下屋面层梁弯矩标准值(刚性假定) 

 

图10 屋面层梁配筋图(刚性假定) 

对其在楼板刚性假定和非刚性假定条件下进行内力配筋分析,取中间

榀处的框架内力和配筋图,详见图7~图10。 

由图7~图10可知,对于带闷顶层的坡屋面工程,在全楼楼板刚性假定

和非刚性假定条件下计算结果基本一致,仅在小数位上个别构件的内力存

在微小差异。 

3 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算例,可以发现对于带闷顶层的坡屋面建筑,是否采取刚性

楼盖假定似乎结果差别不大；但对于无闷顶层的坡屋面建筑,两种模式下

结果差异巨大。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楼板刚性假定,当采用楼板刚性假定计算模

式时,楼板面内的刚度被设定为无穷大,楼层内的节点之间无相对位移。所

以当计算有闷顶层的坡屋面建筑时,即便计算模式选用非刚性楼板假定,

坡屋面也采用弹性膜处理,但由于闷顶层楼板的存在,檐口处的节点位移

受到约束,导致其计算结果仍与采用刚性假定条件接近。 

但在计算无闷顶层的坡屋面建筑时,非刚性假定释放了坡屋面楼层节

点之间的相对位移,此时计算结果与刚性假定就会出现巨大差异,通过

PKPM的SATWE位移动态图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即在非刚性假定条件

下檐口处节点在竖向荷载下有外移的情况,而刚性假定下檐口处节点保持

不动,显然非刚性假定更符合实际情况,此时配筋计算采用刚性假定明显

是不安全的。 

4 小结 

本文陈述了坡屋面建筑在PKPM刚性楼板和非刚性楼板下计算结果的

差异及原因。并通过此例子,说明在结构设计的配筋计算时,任何项目都应

采取楼板非刚性假定,否则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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