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等效结点荷载

教学目标：

掌握等效结点荷载的计算。

理解等效结点荷载的概念。

教学内容：

结点荷载与非结点荷载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结点荷载——连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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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点荷载与非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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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荷载——刚架

1.  结点荷载与非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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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结点位移

{ }PF 结点约束力

{ }0 结点位移

{ } { } { }0P =+ FF 结点力

1.  结点荷载与非结点荷载

[ ]{ } { }FK =Δ

[ ]{ } { } { }0P =+Δ FK

位移法基本方程

非结点荷载作用



{ }Δ
{ }0

结点位移

结点力

(1)

(2) { }F 结点力

{ }Δ 结点位移

{ }PF 结点约束力

{ }0 结点位移

1.  结点荷载与非结点荷载

等效结点荷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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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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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 结点约束力

固端约束力
（单元杆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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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是由各单元的固端约束力
｛FP｝(e)  集合而成。

单元等效结点荷载{P}e =-{FP}e ，由它
们集合成为整体结构的等效结点荷载。

{ }eFP { }PF { }PF－ { }P
集合 反号

{ }eFP { }eFP－ { }eP { }P集合反号

2.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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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坐标下单元的等效结点荷载：

局部坐标下单元的固端约束力

整体坐标下单元等效结点荷载{P}e ，
再由它们集合成结构整体等效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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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单元集成法求整体等效结点荷载的步骤

单元的固端
约束力

（P399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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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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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坐标系下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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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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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部坐标系下固端约束力{ }ePF

（查表9-1）

{ } [ ]
[ ]T

T

PyPxPPyPxPP MFFMFFF

1012010120
222111

1

−−−=

=

{ } [ ]
[ ]T

T

PyPxPPyPxPP MFFMFFF

540540
222111

2

−=

=

5m

示例

2.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2）各单元在整体坐标系下等
效结点荷载

单元1、2的倾角分别为：

90,0 21 == α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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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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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刚架的等效结点荷载{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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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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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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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结构上同时存在非结点荷

载和结点荷载时如何处理？

思考：

2.  单元集成法求等效结点荷载



3. 小结

单元集成法求整体等效结点荷载的步骤

{ }eP
局部坐标系下的单元

等效结点荷载

集成结构
整体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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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写出结构等效结点荷载:

习题 P428：9-1、9-3

下一节课内容

9-7��计算步骤和算例

要点：计算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