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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 

定义了边界条件，分析时提示“没有定义边界条件”？ 

施工阶段定义时，边界组激活中“变形前”与“变形后”分别是什么意思？ 

施工阶段分析时，为什么自重要定义为施工阶段荷载？ 

进行施工阶段分析时，为什么不能考虑非线性分析的累加效应？ 

相关命令 

荷载->施工阶段分析数据->定义施工阶段 

模型->边界条件->一般支承 

具体解答 

1. 用 Gen 做施工阶段分析时，定义了底部边界条件（如图 7.1 所示），分析时却提示“边界条件没

有定义”（如图 7.2 所示），这是什么原因？ 

 

 

图 7.1 边界条件 

 

图 7.2 信息窗口提示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定义施工阶段时，没有把对应的边界条件激活（如图 7.3 所示），导致在

进行施工阶段分析时，程序识别不到边界条件，提示边界条件没有定义。此时需要将对应的边界组添加到

激活的组列表中，才能保证分析正常，如图 7.4 所示。 

注：在做施工阶段分析乊前，需要先定义结构组，荷载组和边界组，定义施工阶段时，分别将结构组，

荷载组和边界组添加到对应的施工阶段中，一般来说每个施工阶段都需要添加结构组和荷载组，对于较简

单的模型，边界组只有一个，所以只需要在对应的施工阶段中将相应边界组添加进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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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阶段定义时，边界组激活中的“变形前”与“变形后”的区别？ 

如图 7.4 所示，“变形前”与“变形后”表示支承点的位置，仅对于边界条件中的“一般支承”起作用，

对其它类型的边界条件不起作用。 

在某一个施工阶段激活边界组时，所施加的边界的节点可能在上一个阶段已经有位移，如果把边界加

在建模时的节点位置上，即结构没有变形时的位置上，则应当选择“变形前”，如果把边界加在发生位移

后的节点位置上，即结构已经变形后的位置上，则应当选择“变形后”。当然如果边界所在的节点在前几

个阶段没有位移，则选择“变形前”和“变形后”对分析结果没有影响。对于已经发生变形的节点，选择

“变形前”方式激活边界时，程序内部会在节点上施加强制位移，使其强制恢复到建模时的节点位置。 

 

图 7.3 定义施工阶段 

 
图 7.4 激活边界组 

3. 施工阶段分析时，为什么自重需要定义为施工阶段荷载 

如果进行施工阶段分析，且自重是在施工阶段激活参与作用的，那么其荷载工况类型应选择“施工阶

段荷载” 

与其它荷载类型不同，“施工阶段荷载”工况仅在施工阶段中作用，其效应累计在“CS：施工阶段恒

载”与“CS：合计”中。对于有施工阶段分析的模型而言，自重的真实作用应该是考虑施工阶段的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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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即“CS：恒荷载”与“CS：合计”，而不是“ST：自重”。所以需要将自重定义为施工阶段荷载，

一般把自重定义在荷载组 1 即可，后面的荷载组会自动考虑自重的影响。 

凡是定义为施工阶段荷载的荷载工况，其作用效应都累计在“CS：施工阶段恒载”与“CS：合计”

中，查看施工过程内力时只能查看“CS：施工阶段恒载”与“CS：合计”作用的结果，如果想单独查看

某些荷载工况在施工过程中的内力结果，可以将这些施工阶段荷载工况分离出来，如图 7.5 所示。 

     

图 7.5 分离施工阶段荷载 

 

4. 进行施工阶段分析时，为什么不能考虑非线性分析的累加效应？ 

定义“施工阶段分析控制”时，选择了考虑非线性的“累加模型”选项，如图 7.6 所示，执行分析，

程序提示“[错误]施工阶段分析的累加模型仅适用于梁、桁架、索单元和弹性支承”。如果模型中包含非线

性只受拉桁架，板，墙等程序不支持的累加模型适用范围，会提示出错，建议修改。 

 

 

图 7.6 考虑非线分析累加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