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章 多层框架结构

§13.1 多层框架结构的组成与布置
13.1.1 多层框架结构的组成

所谓框架结构即结构由梁柱构件连接而成，一般情况这种连接的节点为刚接，但必要时
也可做成铰接或半铰接，柱底一般为固定支座，通常框架梁宜拉通、对直，框架柱上下对中，
纵横对齐，梁柱轴成在同一平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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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特殊需要也可做成下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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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框架结构分类

1）现浇框架
其做法为--每层柱与其上层的梁板同时支模、绑扎钢筋，然后一次浇筑混凝土，是目前
最常用的形式
优点：整体性，抗震性好
缺点：施工周期长，费料、费力

2）装配式框架
其做法为--梁、柱、楼板均为预制，通过预埋件焊接形成整体的框架结构
优点：工业化，速度化，成本低
缺点：整体性，抗震性差

3）装配整体式
其做法为--梁、柱、板均为预制，在构件吊装就位后，焊接或绑扎节点区钢筋，浇
筑节点区混凝土，从而将梁、柱、楼板连成整体框架。
其性能介于现浇和全装配框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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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框架中刚性填充墙的作用
框架现浇受竖向力，又承担水平荷载，通常为了分隔在框架内应浇筑填充墙，填充墙存

在使框架或为砖墙钢筋混凝土复合结构。所以在计算中如何考虑其作用是值得讨论的。
如果填充墙与梁采用柔性连接（仅通过钢筋连接）可不考虑填充墙抗侧作用
如果填充墙与梁采用刚性连接（侧切顶砖或类砌墙后浇梁），则可考虑填充墙的抗侧作用（抽
象斜压杆）

一般填充墙竖向承载作用不预考虑

图14-2  刚性填充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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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框架结构布置

1、柱网布置
1） 要求
（1）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有内廊式、等跨式、对称不等跨式之分

图14-3 多层厂房柱网布置

(a)内廊式 (b)等跨式 (c)对称不等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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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满足建筑平面要求
应将柱子尽量设在纵横建筑隔墙交叉点上，梁跨度一般在6-9M之间
对于旅馆建筑可以有两种方案：柱子立在走道或客房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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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办公建筑可设计成三跨和两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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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力合理
主要考虑内力分布均匀、合理，材料强度能予以充分利用

同样17M长度，框架B的弯矩分布显得比较均匀
对于图14-６（b）的材料用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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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柱列的柱距一般为房屋的建筑开间，但在开间过小时，柱子截面设计常按构造配
筋，材料强度不能充分利用，且过小的柱距难易灵活布置，为此柱距可取两个开间。

（4）柱网布置应方便施工
主要预制构件满足标准化、易于施工，现浇框架受力尽量直接，简单，以方
便施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承重框架的布置

实际平面布置应两个方向均为框架，即为空间结构，但为简便可简化为横向平面框架和

纵向平面框架，水平荷载按不同方向分别承担，而竖向荷载根据力的传递原则进行，应注意

对预制板，其板上荷载直接传给柱子，通常将主要承受竖向荷载的平面框架算为承重框架，

而另一方向在平面尺寸方向明显大于另一方向时，可按连系梁设计

2）框架承重方案

（1） 横向框架承重方案

特点：横向布置承重框架，竖向荷载由横向梁支承，纵向按连系梁布置。有利于通风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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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纵向框架承重方案
特点：纵向布置承重框架，横向布置连系梁，对于开间方向可获得较大的净空，对于纵向不
均匀沉降，可用纵向框架予以调整，但其横向刚度差，进深大时很难采用预制板

（3） 纵横向框架混合承重方案
即在两个方向均布置为承重框架，这种方案整体性好，适用于承受较大的荷载以及开洞。

图14-8  承重框架布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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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形缝设置

在前述变形缝的基本概念，在此不予重复

应注意：在多高层建筑结构中应尽量避免设置变形缝

以便于施工，降低成本，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 在建筑设计时，应调整平面形状、尺寸、体型；

② 在结构设计时，应通过选择节点连接方式，配置构造钢筋以及设置刚性层等；

③ 在施工时，设后浇带，做好保温隔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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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定：结构的长度超过伸缩缝最大间距容许值时，应设伸缩缝，或地基土物理力学指
标相差较大时，应设沉降缝，做法见图，缝宽 。

图14-9  沉降缝构造

（a)简支版式；(b)单悬挑式；(c)简支梁式；(d)双悬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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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缝设置，目的在于使各单元简单、规则，刚度和质量分布均匀，以防相互碰撞，防震
缝的宽度 ，且同时满足表14-1要求。

注意：在非地震区的沉降缝，可兼作伸缩缝；在地震区的伸缩缝或沉降缝宽度应满足防震缝
要求，若只设防震缝，其基础可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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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框架结构内力与水平位移的近似计算方法

框架结构是空间结构体系，目前利用电算程序可以直接计算，但对于手算一般需将
空间结构简化为两个相互垂直方向的。这些近似方法主要包括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分
层法，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反弯点法和改进反弯点法（D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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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框架结构的计算简图

1. 计算单元的确定
横向单位框架应在中间取一单元即可。（有代表性）
纵向平面框架应视受力情况不同，分别取几个单元。
对于现浇楼盖，楼面分布荷载按角平分线传至梁，水平荷载简化为节

点集中力。

2. 节点的简化
对于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因梁和柱的纵向受力钢筋穿过节点，整体性强，且

有较大抗转动刚度，故简化为刚接节点。
装配式框架结构在梁底和柱的某些部位焊接连接，抗转动刚度小，故简化为铰

接。
装配整体式框架，梁（柱）中的钢筋在节点处或为焊接或为搭接，并现场浇筑节点
部分砼，故也可认为刚接。

柱与基础连接，故柱为现浇的一般认为刚接，柱为预制的，则应视其与基础之
间构造措施决定是刚接还是铰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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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度与层高的确定

计算简图中杆件用轴线表示，跨度取柱子轴线之间的距离，有上下柱截面不同时，轴

线为最小截面的形心线。框架的层高取建筑层高，那本层楼面至上层楼面的高度，底层的

层高应取基础顶面到一层楼板顶面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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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面抗弯刚度中的惯性矩计算值

型式
中框架 边框架

现浇楼盖

装配整体式楼盖

装配式楼盖

其中： 为矩形截面梁的惯性矩， 为装配梁实际截面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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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屋）面活载
楼面活载视建筑用途不同，可以查表（荷载规范）得到，它一般是均布荷载，即规

范给出的是折算后的等效均布荷载，显然对于多层，层高层房屋结构而言，各层楼面活
载同时满布的可能性不大，故可以考虑折减。对于住宅、办公楼、幼儿园、旅馆的楼面
梁，当其负荷面积大于 时，折减系数为 。
对于墙、柱、基础等竖向构件，则应视计算截面以上楼层数目同，分别予以折减，

层数愈多，折减幅度愈大 ）。

5. 荷载计算
荷载分为恒载和活载，又可分为竖向与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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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荷载
同单层厂房

（3）水平地震作用
见抗震课程

活荷载按楼层数的折减系数 表14-2
墙、柱、基础计算截面以上层数 1 2～3 4～5 6～8 9～20 ＞20
计算截面以上各楼层活荷载总和的折减系数 1.00（0.9） 0.85 0.70 

0.65 0.6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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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分层法
通常在竖后荷载作用下框架（对称结构）的侧移较小。可按无侧移框架进行分析。另外

在某层作用荷载时，只会对该层梁及相连接的柱子产生较大的弯矩，对其它楼层的梁柱弯矩
影响是通过弯矩传递进行的。其传递是逐渐衰减的。故在内力近似计算时，可假定作用在某
一层框架梁上的竖向荷载只对本楼层的梁以及与本层梁相连的框架柱产生弯矩和剪力。

分层法计算原理见下图

图14-11  分层法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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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底层柱的下端以外，柱端实际均有一定的转动，即为弹性支承，故需进行如
下修正：

1） 除底层以外其他各层柱的线刚度均乘0.9的折减系数。

2） 除底层以外其他各层柱的弯矩传递系数为1/3。

显然，最后柱的内力应由相邻两个开口刚架中同层同柱号的柱内力叠加，
而梁的内力则直接为原框架的梁的内力，由该法算得的节点弯矩一般不为零，
故将此不平衡弯矩再进行分配，然后迭加到各杆端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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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反弯点法
通常风荷载，地震作用等水平荷载均可消化为作用于框架节点上的水平力。在这种力

作用下，框架内力图及变位图情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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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定性分析知：
1） 各杆的弯矩图为直线形
2） 反弯点除底层外，一般在中间
3） 同一层面各点侧移相同（忽略梁的轴向变形）
显然，求解各柱的剪力及反弯点位置，即求得框架内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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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假定
1） 式柱剪力时，认为梁的线刚度与柱的减刚度之比为∞，即柱上下端不发生转动。
2） 底层柱的反弯点在距支座2/3层高处，其余柱为1/2层高。
3） 梁端弯矩可由节点平衡得到总值，然后按刚度分配给各梁。
4） 忽略梁的轴向变形，即同一层节点水平侧移相等。

2、公式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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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隔离体平衡得

式中： --作用在楼层的水平力

--水平力 在第 层所产生的层间剪力

--第 层第 柱所承受的剪力

--第 层内的柱子数

由假定1）得：在单位水平侧移 时，柱的变形情况为图所示，相应的杆端力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式中： --第 层 柱的线刚度

--第 层柱子高度

若该层柱线生水平侧移为 ，则在该柱顶的水平剪力 ：

由假定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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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假定2）得各层柱弯矩为：

底层柱：

其余柱：

由假定3）得：

式中： --节点处左右的梁端弯矩

--节点处柱上、下端弯矩

--节点左右梁的线刚度

梁剪力、柱轴力的计算：可由梁的隔离体求梁的剪力，然后由节点平衡，求柱的轴力

，整个计算应从顶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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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用范围

层数少，楼面荷载大，梁的线刚度与柱子的线刚度之比大于3。

13．2．4 水平荷载作用下的D值法

当不满足反弯点范围时，必须对反弯点法进行修正。

在高层结构计算以及抗震计算时，柱子的线刚度较大，梁对柱节点的约束为弹性支承

，故水平侧移刚度不等于 ，应用修正值D，另外柱的反弯点高度也不是一个常值，应

随梁柱线刚度比值、上下层横梁的线刚度比、上下层高等的变化。故反弯点法中侧向刚度

即反弯点位置应予以修正，也即称为改进反弯点法或D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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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侧向刚度D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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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假定
（1） 柱AB及其上下相邻柱的线刚度为
（2） 柱AB及其上下相邻柱的层间水平位移均为
（3） 柱AB两端节点及与其上下左右相邻的各个节点的转角均为
（4） 与柱AB相交的横梁的线刚度分别为

利用结构力学的知识，得节点A和节点B的力矩平衡条件为：

A节点：

B节点：

两式相加得：

其中：

若AB两端固定，其侧移角为 ，但AB两端有一转角 ，故对实际侧移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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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梁柱线刚度比值影响的修正系数

--不考虑转角的铡移刚度

显然，梁的刚度无穷大，即 ， 则

即 --反弯点法中的侧移刚度

令 则

因此，相应地有AB柱所受的剪力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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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考虑底层柱的情况：

J节点：

令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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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柱剪力分配按反弯点法进行，即

--第 层第 柱所分配到的剪力

--第 层第 柱的侧向刚度D值

--第 层框架柱数

--第 层的层向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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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柱反弯点高度的修正
反弯点高度实际上取决于柱的两端转角。反弯点总是偏向于转角大的一侧，在分析时，可

假定框架在节点水平力作用下横梁的反弯点在个横梁宽度的中央，且该点又无竖向位移，然后
分别考虑梁柱线刚度比，上下横梁刚度比以及层高变化等对反弯点的影响。

经过修正后，柱底至反弯点的高度 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1）梁柱线刚度比及层数、层次的影响

先假定横梁的线刚度、框架柱的线刚度和层高沿框架高度保持不变，即先

求 --标准反弯点高度比，由附录11得

（2）上下横梁线刚度比对反弯点的高度影响

反弯点位置偏向于横梁刚度较小一侧，用 考虑其变化，对于底层

柱 。

（3）层高变化对反弯点的影响

当上层层高发生变化时，反弯点高度变化量为 ；

当下层层高发生变化时，反弯点高度变化量为 。

当然，对于顶层 ；

对于底层 。

3．框架内力图
同反弯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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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框架结构侧移计算及限值

1．侧移的近似计算

式中： --第 层第 号柱的侧向刚度；
--框架第 层的总柱数。

框架顶点的总水平位移 为：

上述计算的位移是由梁柱弯曲变形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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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的侧向位移曲线如图所示

其侧移曲线同悬臂柱剪力产生的剪切变形曲线相似，故此类结构称为剪切形结构。

图14-19  结构的侧向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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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弹性层间位移角 ，该角过大将引起使用性问题，故规范给予下列

限制：

式中： --按弹性方法计算所的的楼层曾间水平位移；

--层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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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多层框架内力组合
在单层厂房我们已讲过内力组合问题，下面我们讨论多层框架内力组合。

13.3.1 控制截面
柱子控制截面：各层柱子的上下
端截面（弯矩最大）
横梁控制截面：梁的两端（负弯
矩和剪力最大）另外还应取跨中
弯矩最大截面，一般取跨中间处
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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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支座计算表面应取柱边缘，那

式中： --梁端柱边截面的剪力和弯矩；
--内力计算得到的梁端柱轴线截面的剪力和弯矩；
--作用在梁上的竖向分布恒荷载和活荷载。

这里应注意：若计算水平荷载或竖向集中荷载产生的剪力时，因剪力分布
均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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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荷载效应组合

按规范，采用简化的荷载效应表达式

式中 --组合系数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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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最不利内力组合

框架结构最不利内力组合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梁端截面：

跨中截面：
故对于框架梁就有4种荷载组合情况：
柱端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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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竖向活载的最不利位置
上述最不利内力组合计算较复杂，这里活载竖向的变异性较大，因此竖向活载的最不利

位置一般按以下几种方法确定。

1．分跨计算组合法（逐跨计算组合法）
该方法是水平或载（均布）逐跨不止在横梁中每一根梁上，并分别计算其结果内力图。

对于前述最不利内力组合目标采取逐项法，取得最后的最不利内力组合值，以及相应的竖向
活载的最不利位置。显然，对于简单、层数少、跨数少，可用手法，否则，只能电算计算，
其特点是能算出精确的组合值，有时为了减少计算量，可将屋面活载满跨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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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不利活载位置法
采用该方法，应事先对所求某一截面的最不利内力时，用影响线方法，画出变形曲线，

然后确定最不利荷载位置。

求 梁跨中 截面最大正弯矩 ，应先作 的影响线，即先解除 相应的约束，
使 成为铰，并 加正向约束力，现在使结构沿该约束力方向产生单位虚位移 ，由此得
到其虚位移图。显然，只有在产生正向虚位移的跨间布置活载，即可得到使该跨跨中弯矩最大
的最不利竖向活载布置。在邻跨布置相同的棋形活载，即得到邻跨的最大跨中弯矩的活载布置，
所以对于跨中弯矩最大，只需进行二次棋盘活载布置。
弯端最大负弯矩或柱端最大弯矩在理论上按上述办法确定，但其影响线很难画出。
对于柱的最大轴向力，其活载布置位置，肯定是在该柱以上的各层，并与该柱相邻跨同时布置

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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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层组合法

按分层法先将结构分层，然后对分层结构考虑内力组合，利用连续梁内力组合规律进行

活载布置。

① 梁：只考虑本层活载，按多跨连续梁考虑内力组合；

② 柱端弯矩：只考虑相邻上下层的活载影响；

③ 柱轴力：只考虑在该层以上、与柱相邻梁的活载布置。

4．满布活载

上述方法均复杂，故在实际计算中，通常将活载满跨布置。显然，这对支座弯矩最

不利值是偏于安全，而对跨中不安全，故乘以1.1～1.2的系数予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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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无抗震设防要求时框架结构构件设计

13．5．1 柱的计算长度
这方面内容在上册已提及， 不仅同侧向支承条件有关，荷载二阶效应都将对其
影响，规范规定：
1、 无侧移的框架
无侧移的框架条件：
对于具有非轻质隔墙的多层房屋，当大于三跨以上或为两跨但房屋宽度 房

屋高度1/3。
（即重心比较低的情况）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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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多层房屋的框架结构

其包括房屋类型有：

1） 无任何隔墙的空框架结构
2） 墙体是由轻质材料组成
3） 只在一端内刚性墙
4） 刚性隔墙间距过大（现浇>3倍房屋宽度，

装配式楼盖>2.5倍房屋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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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 框架节点的构造要求
节点是框架结构设计中很重要的内容，该处梁柱钢筋交叉受力复

杂，是结构容易发生破坏的地方，对于抗震区应进行专门的设计，对
于非抗震区一般通过采取适当的构造措施来保证。

1、 材料强度
柱子混凝土强度等级一般同节点，也就是浇筑时节点应放在柱子

一起浇，对于个别要提高的节点，则其强度要高于柱的强度，对于装
配整体式结构，节点的砼强度要比柱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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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截面尺寸

• 节点过小，钢筋施工困难，而且会引起破坏，故规范规定，对于顶层端节点处，
梁上部钢筋的配筋特征 应

• 式中：

--顶层端节点处梁上部计算所需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梁腹板宽度
--梁截面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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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箍筋
在节点处应设水平箍筋，间距除符合柱子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不大

于250mm，当顶层端节点内设有梁上部纵筋和柱外侧纵筋的搭按接头时，
节点内水平箍筋的布置应根据纵筋搭接范围内箍筋的布置要求。

4、 梁柱纵筋在节点区的锚固
中间节点梁上部纵向钢筋在柱两侧伸向跨中的截断位置应根据负弯

矩图形确定，下部钢筋的锚固形式见图14-23
（a） 为适用于柱截面高度大的情况
（b） 为截面高度小的情况
（c） 为节点处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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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柱节点处钢筋锚固，当截面高度较大时，采用直线式，当截面高度
较小时，采用弯筋式。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框架柱的搭接宜在施工缝处，但接头应错开，顶层中节点柱纵向钢筋的锚固见图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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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端节点应将柱外侧纵向钢筋弯入梁内作为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使用或将梁钢筋
弯入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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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框架梁与顶制楼板的连接构造
为加强整体性，应设配 的双向钢筋的整浇层，

预制板搁入梁墙长度 ， 板端伸出的锚固筋长度

6、 框架柱与填充墙的连接构造
将柱伸出 钢筋与墙体整体砌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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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多层框架结构基础
13．5．1 基础的类型及其选择

前述房屋基础有柱下独立基础，条形基础，十字形基础，片筏基础，箱基，桩基等，
本章主要讨论条形，十字形，片筏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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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形--材料省
十字形--整体性好
片筏--地基压力小，但造价高（适用于地基差情况）
梁板式--比片筏基省材，但施工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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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 条形基础的内力计算
• 对于地基压力可有下述3种假定：

• （1） 呈线性分布
（2） 地基压应力与沉降呈正比（文克勒假定）
（3） 半无限弹性体

• 相应于上述不同假定，

• 可以得到静定分析法，

• 倒梁法，地基系数法，

• 有限差分法等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1、 静定分析法--P呈线性分布

此处为净反力

式中： -各竖向荷载（不包括基础自重及覆土重）的总和(    )
-各外土对基底形心的偏心力矩的总和（KN-M）
-分别为基础底面的宽度和长度

因为此时梁被认为一个静立平衡隔离体，故可简单地求得若干截面上
的内力（即认为是一个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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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倒梁法--P呈线性分布
此时以净向力作用基础梁，但梁作为多跨连接梁处理，在计算时会发

现，支座向力与柱的轴力有较大差异形成不平衡力，此时可将不平衡力进
行局部调整，即将不平衡力均匀分布在相应支座两侧各1/3跨范围内，作为
地基内力的调整值，再进行分配计算，直至最后与柱轴力相近为止。

一般来说用静定分析法，倒梁法等计算的结果并不一致，故在平面设
计中有时参考上述两种计算结果，并作内力包络图作为计算弯矩图
在这两种计算办法中地基实际反力分布应与假定要基本符合，否则计

算结果缺乏可信性，一般认为在较均匀的地基上，上下结构刚度较荷载分
布均匀条件下，一般满足地基内力线性分布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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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基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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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克勒假定知

式中： --基础底面某点的地基内力（ ）
--地基系数（ ）
--地基在该点的沉降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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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条形基础梁的截面弯曲刚度
--上部结构传给基础梁的线荷载
--基础梁底面宽度

由微段隔离体平衡得

对于无线荷载q 的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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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弹性地基梁的柔度特征值

上述微分方程的解为：

为特定常数，其解较困难，地基系数法主要适当于受剪承载力低的土层，

以及上有溥的软土，下为坚硬土层等类似于弹簧的土质情况。若求得 ，
则由材料力学中微分关系，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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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十字形基础的内力计算

显然柱子的集中力包括力矩都是作用在十字梁的结点上，若将十字梁脱离开
来，即变成两个方向的条形基础由前述方法予以计算，但节点处荷载分配比
例必须已知，所以求得荷载的分配关系是十字梁基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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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点力的分配

满足条件为：

① 静力平衡条件 -- 纵横梁上的力之和等于节点荷载

② 变形协调条件 -- 纵横梁在节点处的位移相等

为简化计算，一般假定在十字交叉点处纵横两方向梁上下为铰接，即

节点上两个方向的力矩分别由相应方向上的基础梁承担，并采用文克勒地

基假定。

设 为节点上集中力， 方向基础梁分配的力为

即： （①条件）

由②条件得： （②条件）

若节点上梁既有 ，又有弯矩 ，见②条件为：

式中：

-- 节点上 方向梁所承担的集中荷载和 节点 方向梁所

承担的集中荷载；

--作用在 节点上的 和作用在 节点上的 ；

--在 方向梁的 节点处分别作用单位集中力和单位弯矩所引起

的 节点处的沉降；

--在 方向梁的 节点处分别作用单位集中力和单位弯矩所引

起的 节点处的沉降。

显然几个节点，则有 个未知数（ 均为已知值），两方程也

有 个，故有唯一解，但计算十分繁复，若不考虑相邻荷载影响，则可简

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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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柱节点

设于 在两个方向分解为 和 ，并将两个 方向梁视为无限长梁，故可列出

下列方程式：

其中： --柔度特征值

--地基系数； --基础梁底面宽度； --条形基础梁的截正弯曲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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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柱节点

此时与上述区别是： 方向为无限长梁，而 方向为半无限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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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角柱节点

该时 方向， 方向均为半无限长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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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片筏基础的计算与构造
在地基承载力低、或上部荷载大时，为满足要求可放大基础底面尺寸，形成片筏

式基础。片筏式基础分为平板式和梁板式两类，内力计算有倒楼盖法、地基系数法、
链杆法等。在此仅介绍用倒楼盖法计算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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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基反力计算

对于上部结构刚度较大情况，可假定地基反力在两个方向上都按直线分布，由

静力平衡条件确定地基净反力，即：

式中： --为上部结构传来的所有竖向荷载的合力；

--为上部结构传来的荷载对基底中心在 方向上的偏心力矩之和；

--为上部结构传来的荷载对基底中心在 方向上的偏心力矩之和；

--筏基长度；

--筏基宽度。

在确定 、 时应尽量使基础受中心压反力，即应该调整底板各边的外挑

长度，使上部受力中心与下面底面积中心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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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板内力计算

将基础板视为倒置楼盖，柱为支座，荷载即为地基净反力（一般为均布），按

下述情况分别处理。

1） 平板式片筏基础--按无梁楼盖计算；

2） 梁板式片筏基础，柱网为接近正方形--按井字楼盖计算，即底板为双向连续板，

横纵向肋梁为多跨连续梁；

3） 梁板式片筏基础，柱网为矩形--按肋梁楼盖考虑，即底板为单向连续板计算。

同条形基础一样，支座的力与柱轴力也有不等情况，需要调整。

3．构造要求
（1）板厚

一般为0.5～1.5 m
（2）梁的布置
次肋不应比主肋过小

（3）配筋构造
基本同肋梁楼盖，但在底板上下两层面宜布置双向的通长钢筋，每层每方

向 ，以防开裂。
板底的四角应布置45°斜向 的放射形钢筋，防止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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