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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KPM2010结构CAD软件应用与结构设计实例》以PMCAD建立模型和SAYWE结构计算这两个
最常用的软件为主线，从“设计流程的控制、模型的准确建立、参数的合理选取、结果的可靠分析、
构件的优化设计”五个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工程从建模开始到施工图绘制的全过程。
本书不仅仅是一般结构软件的快速入门指导，而是通过不同结构体系的经典范例结合新规范条文，一
方面使广大的结构设计人员在掌握软件操作的同时，加深对规范条文的理解和参数的合理选取；另一
方面，通过对经典范例的学习，有助于设计人员在短时间内掌握不同结构体系的总体布置和设计原则
，少走弯路，是提高结构设计水平的一条捷径。
　　《PKPM2010结构CAD软件应用与结构设计实例》可供建筑结构设计人员、施工图审查人员阅读
，也可供土木工程专业大专院校的学生作为结构设计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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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针对以上条文，2010版SATWE新增了，“嵌固端所在层号”这项重要参数。
这里的嵌固端指上部结构的计算嵌固端，当地下室顶板作为嵌固部位时，那么嵌固端所在层为地上一
层，即地下室层数+1；而如果在基础顶面嵌固时，嵌固端所在层号为1。
程序默认的嵌固端所在层号为“地下室层数+1”，如果修改了地下室层数，则应注意确认嵌固端所在
层号是否需相应修改。
判断嵌固端位置应由设计人员自行完成，程序主要实现以下几项功能： 1）确定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
时，将起算层号取为“嵌固端所在层号—1”，即默认将加强部位延伸到嵌固端下一层，比抗规的要
求保守一些。
 2）针对《抗规》第6.1.14条和《高规》第12.2.1条规定，自动将嵌同端下一层的柱纵向钢筋相对上层对
应位置柱纵筋增大10%；梁端弯矩设计值放大1.3倍。
 3）按《高规》第3.5.2.2条规定，当嵌同层为模型底层时，刚度比限值取1.5。
 4）涉及“底层”的内力调整等，程序针对嵌固层进行调整。
 提醒设计人员注意的是，如果指定的嵌固端位置位于地下室顶板以下，则程序并不会自动对地下室顶
板和嵌固端位置执行同样的调整，这点与《用户手册》有差别。
 （7）地下室层数：MBASF=1 当上部结构与地下室共同分析时，通过该参数程序在上部结构风荷载计
算时自动扣除地下室部分的高度（地下室顶板作为风压高度变化系数的起算点），并激活（地下室信
息）参数栏。
无地下室时填0；有地下室时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填写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1）程序根据此信息来决定内力调整的部位，对于一、二、三及四级抗震结
构，其内力调整系数是要乘在地下室以上首层柱底或墙底截面处。
 2）程序根据此信息决定底部加强区范围，因为剪力墙底部加强区的控制高度应扣除地下室部分。
 3）当地下室局部层数不同时，应按主楼地下室层数输入。
 4）地下室宜与上部结构共同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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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KPM2010结构CAD软件应用与结构设计实例》逻辑清晰、内容适度易懂、针对性强，可供建筑结
构设计人员、施工图审查人员阅读，也可供土木工程专业大专院校的学生作为结构设计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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