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 多层框架内力组合

一、控制截面

柱：上、下端截面

梁：梁端、跨中截面

2
bVMM 

2
)( bpgVV 



二、控制截面最不利内力组合

对于框架结构，梁、柱的最不利内力组合为

梁：两端支座截面：+M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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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中截面：
 

+Mmax

 

（-Mmax

 

）

柱：上下端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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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荷载的最不利位置

考虑活荷载最不利布置的方法有：

1.分跨计算组合法

即将活荷载逐层逐跨单独地作用在结构上，分别计算出
 整个结构的内力，再进行最不利内力组合。



四、竖向活荷载的最不利位置

考虑活荷载最不利布置的方法有：

1.分跨计算组合法

为减少计算工作量，也可不考虑屋面活荷载的最不利分
 布而按满布考虑。



2.最不利荷载位置法

（1）跨中最大正弯矩的活荷载位置

（2）梁、柱端最大弯矩

（3）柱的最大轴力



3.分层组合法

（1）对于梁，只考虑本层活荷载的不利布置，而不考虑其他

层活荷载的影响（布置方法与连续梁相同）

（2）对于柱端弯矩，只考虑柱相邻上下层活荷载的影响

（3）对于柱最大轴力，则考虑在该层以上所有层中与该柱相

邻的梁上满布活荷载的情况，但对于与柱不相邻的上层活荷

载，仅考虑其轴向力的传递而不考虑其弯矩的作用。



4.满布荷载法

当活荷载产生的内力远小于恒荷载及水平力产生的内力时，

可不考虑活荷载的最不利布置，而把活荷载同时作用于所有的

框架梁上，然后以算得的内力直接进行组合。

结果处理：

梁柱端部内力与按最不利荷载布置

情况下的内力极为接近；

梁跨中弯矩比最不利荷载布置情况

下的计算结果小，因此对梁跨中弯矩

应乘以1.1~1.2的系数予以增大。



四、荷载效应组合（内力组合）

将各种荷载单独作用时所产生的内力，按照不利与可能
 

的原则进行挑选和叠加，得到控制截面的最不利内力。

内力组合时，既要分别考虑各种荷载单独作用时的不利
 

分布情况，又要综合考虑它们同时作用的可能性。

★
 

对于高层框架结构，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wkwwQkQQGkG SSSS  



★
 

对于高层框架结构，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wkwwQkQQGkG SSSS  

QkGk SSS 4.17.035.1 

wkQkGk SSSS 4.16.04.12.1 

wkQkGk SSSS 4.16.04.10.1 

QkwkGk SSSS 4.17.04.12.1 
QkwkGk SSSS 4.17.04.10.1 



★
 

对于多层框架结构，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wkwwQkQQGkG SSSS  

QkGk SSS 4.17.035.1 

QkGk SSS 4.12.1 

wkGk SSS 4.10.1 

)(4.19.02.1 wkQkGk SSSS 
)(4.19.00.1 wkQkGk SSSS 

wkGk SSS 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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