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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和商标使用说明 
 

MIDAS 系列软件中文版包含了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建筑/桥梁/岩土/机

械领域的 CAE 软件。与 MIDAS 系列软件相关的书籍受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对与程序相关的资料的咨询请与下列地址联系。 

 

 

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56 号方圆大厦 21 层 

电话：010-5165-9908 

传真：010-5165-9909 

E-mail: BeiJing@midasuser.com 

网站地址：http://www.midasbuild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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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免责声明(必读) 

 

MIDAS 系列软件在开发时通过数千个例题的计算，与理论值、实验值、其它程序

进行了比较验证，程序不仅内涵了最新的理论和技术，而且提供了优秀的分析和设计

结果。MIDAS 系列软件从 1989 年开发至今在建筑/桥梁/岩土/机械领域被应用于约上

万个实际工程项目中，证明了程序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声明：结构分析与设计需要分析和设计人员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设计经验，因

此，对于使用 MIDAS 程序产生的任何利益和损失，MIDAS 系列软件的开发者和技术

支持人员不具有任何权利和责任；用户在使用程序之前需要详细并准确地了解程序的

内容和操作方法，对分析和设计结果需要详细的验证后方可使用。 

 

 

DISCLAIMER 

 

Developers and sponsors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se of MIDAS family 

program(midas Gen, midas Civil, midas GTS, midas FEA, midas Building, midas FX+, 

Nastran FX：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IDAS Package”) or for the accuracy or validity of 

any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MIDAS package. 

 

Developers and sponsor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loss of profit, loss of business, or other 

financial loss which may be cau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MIDAS package, when used 

for any purpose or use, due to any defect or deficiency t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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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功能与限制 

 

1.1  绘图师简介 

绘图师（Building Drawer）是建筑大师（midas Building）系列软件中的一员，

从结构大师（Structure Master）导入上部结构的设计数据或从基础大师     

（Foundation Master）中导入基础的设计数据以生成上部结构或基础施工图。 

 

 

图 1.1  建筑大师系列程序结构组织图 

 

1.2  主要功能 

（1）支持板（楼板/基础底板）的平法注写、全平面等施工图方式； 

（2）支持梁（上部梁/基础梁）的平法注写、截面注写、混合注写等施工图方

式； 

（3）支持柱平面列表注写、截面注写等施工图方式； 

（4）支持剪力墙平面列表注写、截面注写等施工图方式； 

（5）支持支撑截面注写施工图方式； 

（6）支持独立基础平法注写、截面注写、平面列表注写等施工图方式； 

（7）支持筏板平板法及板带法平面注写； 

（8）对每种构件支持截面或厚度的修改、钢筋修改、重新归并、重新选筋、

偏心调整等操作；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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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各种构件支持计算钢筋面积、实配钢筋面积、计算配筋率、实配钢筋

率、实配与计算钢筋面积比等图形检查功能； 

（10）施工图方案管理器功能可将某个工程的选筋方案等参数保留并可应用于

其他工程； 

（11）对各构件的配筋构造以及挠度裂缝超限情况进行自动校审； 

（12）可以统计工程中构件混凝土和钢筋的用量； 

（13）对于进行了局部修改而重新设计的模型，可在原施工图的基础上仅对局

部构件进行调整； 

（14）支持主菜单、动态右键菜单、命令行等联动操作。 

 

1.3  使用限制 

绘图师（Buidling Drawer）目前必须导入从结构大师（Structure Master）中

导出的上部结构数据*.MBN 文件或从基础大师（Foundation Master）中导出的

基础结构数据*.MFN 文件后，才能进行上部结构或基础施工图的绘制。 

 

1.4  工作界面 

 

 

 

 
 

 

图 1.4  工作界面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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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标题栏 

显示软件名及文件路径与文件名。 

② 主菜单及丽板菜单 

菜单按操作过程排列，点击主菜单激活丽板菜单,双击主菜单的名称

位置可以展开丽板菜单，再次双击又可以隐藏丽板菜单。 

③ 绘图工具栏 

导出施工图后，可直接用绘图师将施工图打开，并使用绘图工具栏

的 CAD 绘图功能，修改施工图。 

④ 标准层和构件类型 

方便的选择要查看的标准层，并能将不同构件类型分开查看。 

⑤ 审图记录 

校审结果记录单，给出板、梁、柱、剪力墙、支撑及基础等构件的

审图记录，包括通过审核和未通过审核的所有记录。 

⑥ 结果图形 

包括板、梁、柱、剪力墙、支撑及基础等构件的计算图形和施工图

形。 

⑦ 视图图标菜单 

实现视图的移动、旋转、放大缩小及不同视角查看模型。 

⑧ 窗口控制键 

切换显示不同视图窗口。 

⑨ 命令行 

在命令栏中可使用简化命令，输入“h”或“help”点“Enter”键可

显示简化命令列表。 

⑩ 信息窗口 

显示正在执行的功能信息。 

⑪ 文件 

显示文件列表，列出当前文件夹中所有的*.mbn 文件名称、大小及

修改时间。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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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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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行环境与工作方式 

 

绘图师（Building Drawer）是基于 windows 操作环境开发的应用程序，适用

于 IBM 兼容机，其要求的基本配置和推荐配置如下。 

 

2.1  基本配置 

（1）CPU：Pentium IV（CPU 2.0GB）及以上的配置 

（2）内存：RAM 1.0GB 及以上的配置 

（3）显卡：与Windows 兼容的显卡（支持 OpenGL 和DirectX 9.0C 及以上

版本） 

（4）操作系数：Microsoft Windows 2000 及以上版本 

（5）硬盘：20GB 及以上可用空间 

（6）分辨率：1024x768 

（7）显示器：支持 16bit high color 及以上颜色的设置 

（8）其它：与Windows 兼容的打印机或绘图机 

 

 

2.2  推荐配置 

（1）CPU: Pentium IV（CPU 3.0GB 或Dual 2.0GB）及以上的配置（具有

双核及以上的配置时，方程求解器支持多处理器的运算） 

（2）内存：RAM 2.0GB 及以上的配置 

（3）显卡：与Windows 兼容的显卡（支持 OpenGL 和DirectX 9.0C 及以上

版本） 

（4）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或 VISTA 

（5）硬盘：50GB 及以上可用空间 

（6）分辨率：1280x1024 

（7）显示器：支持 32bit high color 及以上颜色的设置 

（8）其它：与Windows 兼容的打印机或绘图机 

   

 

 

配置说明 

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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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型数据文件 

3.1  文件的管理 

3.1.1  开始菜单 

开始菜单位于绘图师程序界面的左上角，图标为 ，用于对绘图师的项目文

件进行存取管理。 

 

图 3.1.1-1  开始菜单 

（1）新建 

创建新的项目或 CAD 图形文件。 

新建项目：执行后，可以打开已有的项目文件（*.MBD）或导入 MBN/

MFN 文件； 

新建图纸：执行后，可以利用绘图师提供的基本 CAD 命令绘制新的图纸。  

（2）打开 

打开已有的文件，包括工程项目文件（* .MBD）和 CAD 图形文件 

（*.DWG/DXF）。 

项目（P）：打开绘图师项目文件*.MBD，出现图 3.1.1-2 所示的对话框； 

我要绘图：用户可以对项目文件进行任意的操作，如钢筋修改等； 

我要审图：用户除了可以对项目文件进行审核以外，不能对文件进行任

何其它的操作；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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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2  检测用户权限 

图形（F）：打开从绘图师中导出的施工图文件（*.DWG/*.DXF），用

户可使用绘图工具栏中的 CAD 绘图功能，修改施工图。 

（3）关闭 

项目（P）：关闭当前项目文件。如果工程数据经过修改，关闭前就会弹

出对话框，询问是否保存已做的修改。关闭当前项目文件后，程序恢复

默认的窗口； 

当前视图（V）：关闭当前的视图窗口； 

所有视图（L）：关闭所有的视图窗口。 

（4）保存 

以项目文件（*.MBD）或者图形文件（*.DWG/*.DXF）的形式保存当前

的工作。 

（5）另存为 

以另一个文件名保存项目文件（*.MBD）或图形文件（*.DWG/*.DXF）。 

（6）项目信息 

用户交互相关的项目信息，便于存档。 
 

 

图 3.1.1-3  项目信息 

（7）导入 

导入从结构大师中导出的上部结构数据*.MBN 文件或从基础大师导出的 



 

3.1  文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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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MFN 文件，详细介绍请参见第 3.1.2 节。 

（8）导出 

可以导出的文件包括：实配钢筋信息文件（*.MBR）、CAD 图形文件

（*.DWG/*.DXF）及图片文件（*.BMP/*.WMF/*.EMF）。 

导出*.MBR：导出的*.MBR 文件为实配钢筋信息文件，结构大师可以导

入此文件，从而得到各个构件的实际配筋结果，通过真实计算各构件的

非弹性铰特性值对结构进行弹塑性分析。 

导出*.DWG/*.DXF：将绘图师中的计算图形或者施工图形直接导出，保

存为 CAD 格式的图形文件。 

导出*.BMP/*.WMF/*.EMF：将绘图师中的计算图形或者施工图形直接

导出图片格式的文件。 

（9）打印/打印预览 

打印绘图师中的各种图形（计算图形、施工图形等）。 
 

3.1.2  导入功能 

  

绘图师导入从结构大师中导出的上部结构数据*.MBN 文件或从基础大师的导

出的基础结构数据*.MFN 文件，生成的施工图文件可以保存为*.MBD 格式，也

可以导出为*.DWG文件和*.DXF 文件。 

导入结构数据文件时可使用主菜单 导入>导入 MBN/MFN 文件或点击快捷命

令工具条 中的图标 。 

点击文件名后图标 可选择导入文件的路径，打开已有的模型。 

 

图 3.1.2-1  导入 MBN/MFN 文件 

验证数据的正确性：勾选复选框，程序在导入数据文件过程中自动验证

构件（楼板、柱、梁、墙）的数据，如材料、内力信息、设计信息等是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导入>导入 MBN/M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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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确，并按构件类型输出错误信息。用户应根据错误信息，修改结构

模型后再次导入，直到验证所有数据都正确为止。 
 

 

图 3.1.2-2  构件数据验证信息 

点击“下一步”，进入施工标准层定义界面。 

 

3.2  施工标准层定义 

在完成结构数据导入和数据正确性验证通过后，程序自动按照结构标准层的

布置来划分施工标准层，一个结构标准层将被定义成一个施工标准层，多塔结

构将对每个塔分别进行划分。 

列表中给出了每个施工标准层所对应的塔号、楼层的起止层号，用户可以修

改和添加施工标准层，但一个施工标准层里只能有一个结构标准层。 

 

 

图 3.2-1  施工标准层 

（1）添加：点击此按钮后，在所选施工标准层下自动生成一个新的施工标准

层。用户应设置新施工标准层所对应楼层的起止层号； 

（2）移除：选中某一施工标准层，点击此按钮，即可删除该施工标准层； 

（3）缺省值：如果想取消对施工标准层的修改，可点击此按钮，施工标准层

的划分将回到程序默认的初始状态。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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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进入施工图保存、选筋参数、归并参数及绘图参数设置界

面。 

 

图 3.2-2  施工图设置 

（4）施工图：选择要生成施工图的构件； 

（5）图纸生成目录：生成的图纸默认保存在导入数据文件所在目录里，点击

可选择其他路径； 

（6）生成图纸标准层：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生成施工图的施工标准层，可以

全部选择，也可以只选择某一层。如勾选下面的“自动打开平面布置

图”，点击确定后，程序将自动打开第一个施工平面布置图。 

在生成施工图之前，可以对构件的归并参数、选筋参数及绘图参数进行设置，

这些参数设置详见第 3.3~3.5 节介绍。 

点击“上一步”，可重新进入第 3.1.2 节导入界面；点击“确定”，在模型窗

口中生成三维模型，在右侧视图列表中给出计算图形及施工图。 

  

 

图 3.2-3  三维模型及右侧图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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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归并参数 

3.3.1  功能介绍 

  

本项功能是在生成施工图之前，设置构件配筋的归并参数和构件编号的归并

参数，以减少构件配筋和编号的种类。归并参数用户可以修改，也可以采用程

序的默认值。 

导入模型过程中可进行“归并参数”设置，也可在主菜单平面布置>平面参

数>归并参数进行归并参数设置，如图 3.3.1-1，各参数的详细介绍参见第 3.3.2

节至第 3.3.7 节。 

（1）保存：把当前归并参数设置保存到程序归并参数数据库中，可在其他工

程中直接调用。详细介绍见第8.7节； 

（2）装载：从归并参数数据库中，导入适合本工程的归并参数。详细介绍见

第8.7节；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平面参数>归并参数 

（1）施工标准层和结构标准层的区别： 

结构大师建模时使用的标准层称为结构标准层，同一结构标准

层的平面布置应完全相同，但同一结构标准层在不同楼层中的荷

载布置及使用材料可以不同。 

绘图师中程序自动划分施工标准层时，只按连续布置的结构标

准层划分，未考虑虽使用相同结构标准层，但楼层的荷载布置或

使用材料不同的情况，因此用户应根据上部结构模型的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调整施工标准层。 

（2）属于同一施工标准层的各自然层必须属于同一个塔，且必须是连

续的，若不符合上述条件时会有下图的报错信息。 

 

图 3.2-4  标准层分配不合理时信息 

（3）所有构件的施工图都是以施工标准层来划分的，所以在定义施工

标准层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类构件的配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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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1  归并参数 

（3）确定：设置好归并参数后，点击“确定”将弹出提示框，见图3.3.1-2所

示。点击“是”，确认作出修改，重新进行归并并选筋；点击“否”，

保存参数修改，但不重新归并； 

 

 

图 3.3.1-2  归并参数修改提示 

（4）取消：取消各类构件归并参数的修改，关闭对话框。 

 

3.3.2  板归并参数 

本项功能是将厚度、材料相同、底部配筋面积相差在允许范围内的板合并为

一种板，以减少板的编号和配筋的种类；对于板下钢筋，将钢筋等级、直径、

间距相同的钢筋合并为一种钢筋；对于板上钢筋，除按板下钢筋归并条件外，

另外还需要考虑钢筋长度。 

板编号起始值：板配筋图中板的起始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板筋编号起始值：板施工图中板配筋的起始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

为 1； 

钢筋间距归并误差：设定板上或板下钢筋按钢筋间距归并时，钢筋间距相差

允许的范围； 

钢筋长度归并误差：设定板上钢筋按长度归并时，长度相差允许的范围； 

钢筋面积归并系数：设定板钢筋归并时，钢筋面积相差允许的范围。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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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柱归并参数 

本项功能是将截面尺寸及材料相同、配筋相差在允许范围内的柱合并为一种

柱，以减少柱编号和配筋的种类。 

柱编号起始值：施工图中柱构件的起始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钢筋面积归并系数：设定柱钢筋归并时，钢筋面积相差允许的范围。 

3.3.4  梁归并参数 

对于几何条件、材料及类型相同的梁，当计算配筋面积相差在允许范围内时，

程序将把这样的梁归并一类，归并后的各段梁配筋均取归并范围内的最大值。 

主梁编号起始值：为主梁构件的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次梁编号起始值：为次梁构件的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钢筋面积归并系数：设定梁钢筋进行归并时，配筋面积允许相差的范围。 

3.3.5  剪力墙归并参数 

在同一施工标准层中，截面厚度及材料相同的墙构件（墙梁、墙身及边缘构

件），当计算配筋量相差在设定的范围内时，将归并为同一类墙构件，并使用

相同编号。 

墙身编号起始值：剪力墙构件墙身的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墙梁编号起始值：剪力墙构件墙梁的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边缘构件编号起始值：剪力墙边缘构件的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钢筋面积归并系数：设定墙钢筋进行归并时，配筋面积允许相差的范围。 

3.3.6  支撑归并参数 

对于几何条件及材料相同的支撑构件，当计算配筋量相差在设定的范围内时，

将归并为同一类支撑构件，并使用相同编号。 

编号起始值：为支撑构件的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钢筋面积归并系数：设定支撑构件钢筋归并时，钢筋面积相差允许的范围。 

3.3.7  独基承台归并参数 

独基/承台构件的几何外形相同，且计算配筋量差异在设定的范围内时，归并

为同一类构件，设相同编号。 

编号起始值：为独基/承台构件的编号，可取 0~100 的数值，默认为 1；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3.4  选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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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面积归并系数：设定独基/承台构件钢筋归并时，钢筋面积相差允许的范

围。 

 

 

 

 

 

 

3.4  选筋参数 

3.4.1  功能介绍 

  

本项功能是设置程序选配构件钢筋时，可选配筋的范围和形式。如钢筋的级

别、可选的直径、可选的间距、配筋的形式，此外还可以设置配筋面积的调整

系数。 

 

图 3.4.1  选筋参数设置（板参数） 

可点击图 3.2-2 下面“设置选筋参数”按钮或从主菜单钢筋配置>选筋参数打

开此界面。 

 

3.4.2  板参数 

①  钢筋级别 

可选择 HPB235、HPB300、HRB335、HRBF335、HRB400、HRBF40

0、RRB400、HRB500 或 HRBF500 级钢筋，另外还可选择 HRB300，

此时后面的 亮显，即仅当板钢筋直径≥D 时，才选

用钢筋 HRB335，默认直径 D=12mm。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选筋参数 

所有钢筋归并系数的范围都是0~1，即0%~100%，如果该系数为0，

则对构件的配筋不做归并；如果归并系数取1，则只要构件的几何条

件和材料相同就会被归并为同一编号构件。程序默认取0.1，归并系

数越大，则归并出的构件种类数就越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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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1  钢筋级别选择 

② 可选直径（mm） 

可直接以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不同直径，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已有的

钢筋直径组合。程序在选实配钢筋时，首先要满足规范及构造的要求；

其次再与用户在此处所设置的数值做比较。如自动选直径在用户所设

置的数值范围之内，则取用户所设的值，否则取自动选择的结果。程

序根据用户输入的数据顺序优先选用排在前面的钢筋直径。 

③ 优选钢筋库 

勾选时，选筋将首先按照优选钢筋库中设置进行选筋；如果选筋库中

没有符合的钢筋面积，则采用程序自动选配；点击“自定义„”按钮，

打开如图 3.4.2-2 所示，详细介绍参见第 3.4.8 节。 

 

图 3.4.2-2  板钢筋数据库定义 

④ 可选间距（mm） 

可直接以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不同间距，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程序

在选实配钢筋间距时具体过程同上面可选直径中的描述。 

⑤ 板正筋面积调整系数：为板底计算钢筋面积的调整系数，默认为 1。 

⑥ 板负筋面积调整系数：支座负筋计算配筋面积的调整系数，默认为 1。 

⑦ 裂缝超限时可自动调整钢筋 

勾选此项时，如果板裂缝宽度不满足要求，则程序自动增加 10%且不

小于 25mm2 的板配筋，重新进行裂缝验算，直至满足裂缝宽度要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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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配筋达到上限，当板达到最大配筋时，裂缝宽度仍不满足要求，则

提示板裂缝超限。 

⑧ 允许裂缝宽度（mm） 

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0.2、0.3 或 0.4，程序根据该值选择钢筋，不仅满

足强度计算要求，还要满足允许裂缝宽度要求。 
 

 

3.4.3  梁参数 

（1）纵筋 

 

图 3.4.3-1  选筋参数设置（梁参数）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优选钢筋库：勾选时可点击 ，设定不同截面宽度对应的最优选

筋数据。这里可进行增加、修改或删除等操作。详细介绍参见第 3.4.8 节； 

梁上筋面积调整系数：对梁上部计算配筋面积进行调整的系数，默认值

为 1.0； 

梁下筋面积调整系数：对梁下部计算配筋面积进行调整的系数，默认值

为 1.0； 

抗扭纵筋面积调整系数：调整抗扭纵筋面积参数，默认为 1.0； 

抗扭纵筋梁顶分配系数：抗扭纵筋向梁上部分配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默认为 0；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程序在的楼板施工图中输出的配筋面积，均是按板参数中设定的钢

筋等级来计算的，所以当程序或用户选用的钢筋等级与结构大师中

设定的不一致时，程序会自动根据钢筋的强度比换算配筋面积。板

参数同样适用于基础底板及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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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扭纵筋梁底分配系数：抗扭纵筋向梁底部分配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默认为 0； 

抗扭纵筋梁侧分配系数：抗扭纵筋向梁侧分配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默认为 1； 

考虑支座宽度对裂缝宽度的影响：勾选时，程序在计算支座处裂缝宽度

时会对支座弯矩进行折减，折减公式如下： 

sup max max0 3 / 3M M min . M VB  （ ， ）
 

式中： 

Msup 为支座边的弯矩，Mmax、V 为支座中心处的弯矩、剪力，B 为支

座宽度。 

 

 

 

 

 

 

图 3.4.3-2  支座中心和支座边缘的弯矩 

 

如果在结构大师（Structure Master）中进行上部结构分析时，没有考虑

节点刚域的影响，而在本程序中计算梁支座处裂缝宽度，需要考虑支座

宽度的影响时，可勾选此项对支座弯矩进行折减；但如果上部结构分析

时考虑了节点刚域的影响，则计算裂缝宽度时不应再考虑此项折减。 

允许裂缝宽度：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0.2、0.3 或 0.4。如果计算得到的裂缝

宽度大于此值，在图面上将以红色显示； 

裂缝超限时可自动调整钢筋：勾选此项时，如果梁的裂缝宽度大于允许

裂缝宽度，则程序将自动增加 10%的梁配筋，重新计算裂缝；如仍不满

足将重复此步骤，直至裂缝宽度满足要求或梁配筋达到上限。当梁达到

最大配筋时，裂缝仍不满足要求，则提示梁裂缝超限； 

保护层>=50(mm)时配置表层钢筋网片：勾选时，表示考虑梁配置表层钢

筋网片的情况，根据《混规》GB50010-2010 第 7.1.2 条注 2，对其计算

最大裂缝宽度进行折减，折减系数取 0.7。 

（2）箍筋 

箍筋级别：详见第 3.4.2 节；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梁箍筋面积调整系数：梁计算箍筋面积调整系数，默认为 1。 

B/2 

Mmax 
M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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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高比<2.5 的连梁交叉斜筋：勾选时，用户可手动设置连梁的单侧斜筋，

并在施工图中显示出来。  

（3）主次梁交接处 

可选择使用附加吊筋或使用附加箍筋。选择使用附加吊筋时，集中荷载

将全部由吊筋承担，程序自动计算吊筋的面积。吊筋的角度可选择由程

序根据梁高自动判断，也可由用户统一指定。 

选择使用附加箍筋时，程序按次梁左右两侧各 3 个附加箍筋考虑，如果

考虑附加箍筋后承载力仍不满足要求，多余的荷载将由吊筋承担，该吊

筋计算同上。  
 

 
 

3.4.4  柱参数 

 

图 3.4.4-1  选筋参数设置（柱参数）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1）选择纵筋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使用优选直径，这样可以减少钢筋种

类数，降低施工难度； 

（2）尽量不配多于两排的纵筋； 

（3）根据《混规》GB50010-2010第11.3.6-3条，确定一、二、三级抗震

框架梁的最小箍筋直径，根据第9.2.9-2条，根据梁高的不同范

围，确定四级抗震、非抗震框架梁及非框架梁的最小箍筋直径； 

（4）根据《混规》GB50010-2010第9.2.9-2条规定，箍筋直径不得小于

受压纵筋直径的0.25倍，配筋结束时，程序会自动进行此项检

查，如果箍筋直径不满足要求，则对箍筋直径进行放大； 

（5）这里的选筋参数同时适用于墙暗梁、连梁、边框梁构件； 

（6）附加吊筋角度程序自动确定原则：当梁高h≥800时，取α=60°； 

h＜800时，取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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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纵筋 

纵筋级别：点击下拉框，可选择 HPB235、HPB300、HRB335、HRBF33

5、HRB400、HRBF400、RRB400、HRB500 或 HRBF500 级中的一种； 

 

图 3.4.4-2  柱选筋数据库定义 

优选钢筋库：勾选时可点击 ，设定不同截面宽度对应的最优选

筋数据。这里可进行增加、修改或删除等操作。详细介绍参见第 3.4.8 节；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纵筋面积调整系数：默认为 1.0。 

（2）箍筋 

箍筋级别：详见第 3.4.2 节；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柱箍筋面积调整系数：程序将读到的计算配筋面积乘以放大系数后再进

行实配钢筋的选取，默认为 1； 

是否考虑重叠部分箍筋体积：确定计算柱复合箍筋的体积配箍率时是否

扣除重叠部分的箍筋体积。 
 

3.4.5  剪力墙参数 

（1）墙身分布筋 

分布筋级别：详见第 3.4.2 节；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优选钢筋库：详细介绍参见第 3.4.8 节； 

水平分布筋面积调整系数：剪力墙计算水平分布筋面积调整系数，默认

为 1； 

竖直分布筋面积调整系数：剪力墙计算竖向分布筋面积调整系数，默认

为 1。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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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缘构件纵筋 

纵筋级别：可选择 HPB235、HPB300、HRB335、HRBF335、HRB400、

HRBF400、RRB400、HRB500 或 HRBF500 级中的一种； 

边缘构件纵筋面积调整系数：剪力墙边缘构件计算纵筋面积调整系数，

默认为 1.0；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图 3.4.5  选筋参数设置（剪力墙参数） 

（3）边缘构件箍筋 

边缘构件箍筋面积调整系数：剪力墙边缘构件箍筋计算面积调整系数，

默认为 1.0； 

箍筋级别：详见第 3.4.2 节； 

可选直径（mm）：可直接以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计入的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箍特征值：默认值为 0，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0

~0.3。该参数的含义是约束边缘构件中水平分布钢筋的体积配箍率占总

体积配箍率的比率，输入 0 则不考虑水平分布筋的影响。 
 

3.4.6  支撑参数  

（1）纵筋 

纵筋级别：可选择 HPB235、HPB300、HRB335、HRBF335、HRB400、

HRBF400、RRB400、HRB500 或 HRBF500 级中的一种； 

优选钢筋库：详见第 3.4.8 节；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纵筋面积调整系数：支撑计算纵筋面积调整系数，默认为 1.0。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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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选筋参数设置（支撑参数） 

（2）箍筋 

箍筋级别：详见第 3.4.2 节；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箍筋面积调整系数：支撑计算箍筋面积调整系数，默认为 1.0。 
 

3.4.7  独基承台参数 

 

图 3.4.7  选筋参数设置（独基承台参数） 

钢筋级别：详见第 3.4.2 节； 

可选直径（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可选间距（mm）：可用逗号或空格隔开输入，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 

钢筋面积调整系数：计算钢筋面积的调整系数，默认为 1.0。 
 

3.4.8  选筋数据库定义 

勾选各构件选筋参数界面上的“优选钢筋库”并点击“自定义…”按钮，打

开选筋数据库定义对话框，如图 3.4.8-1 所示，可定义各截面的优选钢筋。在用

户定义好优选钢筋库后，程序会根据用户定义的构件截面或厚度，匹配所在钢

筋面积范围内的实配钢筋。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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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1  选筋数据库定义 

（1）截面定义 

列表中显示所有已定义的需优选钢筋的截面。 

增加：定义一个截面或厚度，如图 3.4.8-2 所示； 

删除：删除选中的表中截面，不再对此截面进行优选钢筋。 

      

图 3.4.8-2  截面定义 

（2）选筋定义 

对“截面定义”栏中选中的截面进行优选钢筋定义，一个截面可定义多

个选筋方案。 

增加：对选中截面增加一个选筋方案，点击此按钮后，选筋定义栏中会

增加一行，用户可对其进行修改保存； 

删除：删除在选筋定义栏中选中的一个选筋方案； 

应用：将当前设置的选筋数据应用到构件选筋中。 

（3）操作 

保存：将当前定义的选筋数据方案保存到选筋数据库中。点击此按钮，

弹出方案管理器对话框，如图 3.4.8-3 所示，输入方案名称保存； 

装载：调用方案数据库中已有的选筋数据方案，作为当前项目的优选钢

筋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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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3  方案管理器 

（4）构件选筋定义 

1）板选筋库定义 

① 定义板厚度 

点击截面定义栏下的“增加”按钮，弹出厚度定义对话框，定义需要

进行优选钢筋的板厚度。 

 

图 3.4.8-4  板厚度定义 

② 选筋定义 

在截面定义栏中选中一个板厚，根据选定的板厚度，定义计算配筋面

积范围。 

最小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小值，单位：mm
2； 

最大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大值，单位：mm
2； 

底部实配钢筋：定义板底部实配钢筋，如 A10@150； 

支座实配钢筋：定义板支座实配钢筋，如 A10@150。 

 

图 3.4.8-5  板截面定义 

如图 3.4.8-5 所示：用户定义了一个板厚度为 150mm，配筋面积的范

围为 450～500mm
2，那么如果某块板厚度为 150mm，底部 X 向或 Y

向的配筋面积在此配筋面积范围内（450≤As<500），程序将自动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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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 X 向或 Y 向的实配钢筋选配为 A10@150；如果某板支座的配筋

面积在此配筋面积范围内（450≤As<500），程序将自动把此板的支座

处的实配钢筋选配为 A10@150。 
 

 

 

 

 

2）梁选筋库定义 

① 定义梁截面 

点击截面定义栏下的“增加”按钮，弹出梁截面定义对话框，定义需

要进行优选钢筋的梁截面尺寸。 
 

 

图 3.4.8-6  梁截面定义 

② 选筋定义 

根据选定的梁截面尺寸，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 

最小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小值，单位：mm
2； 

最大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大值，单位：mm
2； 

下部钢筋：定义梁底部实配钢筋，如 3B20； 

上部钢筋：定义梁上部实配钢筋，如 2B22+1B20； 

上部通长筋：定义梁上部实配通常钢筋，如 2B22。 
 

 

图 3.4.8-7  梁选筋定义 

如图 3.4.8-7 所示：用户定义了一个梁截面为 300×500，配筋面积范围

为 800～1500mm
2；如果某根梁截面为 300×500，底部的配筋面积在

此配筋面积范围内（800≤As<1500），程序将自动把此梁的底部实配

钢筋选配为 4B22；如果上部配筋面积在此配筋面积范围内（800≤As

注意事项 
（1）同一板厚不能重复定义； 

（2）同一板厚内的配筋面积范围不能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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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程序将自动把此梁的上部实配钢筋选配为 4B22，同时自动

把 2B22 作为通长筋。 
 

 
 

3）柱选筋库定义 

① 定义柱截面 

点击截面定义栏下的“增加”按钮，弹出柱截面定义对话框，定义需

要进行优选钢筋的柱截面尺寸。 

 

 

图 3.4.8-8  柱截面定义 

② 选筋定义 

根据选定的柱截面，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 

最小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小值，单位：mm
2； 

最大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大值，单位：mm
2； 

实配钢筋：定义柱全截面或各边实配钢筋。 

 

图 3.4.8-9  柱选筋定义 

注意事项 
（1）同一梁截面不能重复定义； 

（2）同一梁截面内的配筋面积范围不能交叉； 

（3）下部钢筋、上部钢筋、通长筋定义同平法注写； 

（4）同一梁截面的下部钢筋只支持一种直径； 

（5）上部钢筋应包含上部通长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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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4.8-9 所示：用户定义了一个柱截面为 600×600，配筋面积范围

为 3600～4500mm
2，那么如果某根柱截面为 600×600，全部配筋面积

在此配筋面积范围内（3600≤As<4500），程序将自动把此柱的实配钢

筋选配为 12B20。 
 

 
 

4）剪力墙选筋库定义 

① 定义墙厚度 

点击截面定义栏下的“增加”按钮，弹出墙厚度定义对话框，定义需

要进行优选钢筋的墙截面厚度。 
 

 

图 3.4.8-10  墙厚度定义 

② 选筋定义 

根据选定的墙厚度，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 

最小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小值，单位：mm
2； 

最大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大值，单位：mm
2； 

水平分布筋：定义墙水平向实配钢筋，如 A10@150； 

竖向分布筋：定义墙竖向实配钢筋， 如 A10@200。 

 

图 3.4.8-11  墙选筋定义 

如图 3.4.8-11 所示：用户定义了一个墙厚为 250mm，配筋面积范围为

400～500mm
2，那么如果墙厚度为 250mm，水平配筋面积在此配筋面

积范围内（400≤As<500），程序将自动把此墙的水平分布钢筋选配为

注意事项 （1）同一柱截面不能重复定义； 

（2）同一柱截面内的配筋面积范围不能交叉； 

（3）如果钢筋直径全部相同，可一块表示，如8B18，如果角筋与边

筋不同，可以表示为（一根角筋＋B边中间筋＋H边中间

筋），边筋是单边的且不包括角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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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00；如果竖向配筋面积在此配筋面积范围内（400≤As<500），

程序将自动把此墙的竖向分布钢筋选配为 A12@200。 

 

5）边缘构件选筋库定义 

① 截面定义 

选择边缘构件类型，点击截面定义栏下的“增加”按钮，弹出边缘构

件截面定义对话框，定义需要进行优选钢筋的边缘构件截面尺寸。具

体可参见国标平法图集 04SG330。 

 

图 3.4.8-12 边缘构件截面定义 

② 选筋定义根据选定的边缘构件截面，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 

最小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小值，单位：mm
2； 

最大配筋面积：定义计算配筋面积范围的最大值，单位：mm
2； 

实配钢筋：定义边缘构件的实配钢筋，如 12B16。 
 

 

图 3.4.8-13  边缘构件选筋定义 

如图 3.4.8-13 所示：用户定义了一个截面为 250×250 的约束翼墙 T 柱，配筋

面积范围在 3500～4072mm
2内，那么如果某个边缘构件是截面为 250×250 的约

束翼墙 T 柱，全部配筋面积在此配筋面积范围内（3500≤As<4072），程序将自

动把此边缘构件的实配钢筋选配为 16B18。 

6）支撑选筋库定义：同柱选筋库定义，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定义边缘构件截面不能重叠； 

（2）同一边缘构件截面内的配筋面积范围不能交叉； 

（3）实配钢筋只支持一种钢筋直径。 

（1）同一墙厚不能重复定义； 

（2）同一墙厚内的配筋面积范围不能交叉； 

（3）墙水平向及竖向分布筋配筋排数由程序自动计算。 



 

3.5  绘图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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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绘图参数 

  

设定平面图形的显示方向、各种大样图绘图比例及各类构件的绘图方式。可

点击图 3.5-1 下面“设置绘图参数”按钮或从主菜单设置>绘图参数打开下图界

面。 

 

图 3.5-1  绘图参数 

 

图 3.5-2  俯视法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绘图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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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镜面反射法 

（1）平面图方向 

可分别设定±0 上、下楼层的施工图的视图方法，分俯视法和镜面反射

法两种。俯视法是从上往下看的方式，在楼层标高以下的梁边线均用虚

线表示，镜面反射法是从下往上看的方式，图中梁边线均用实线表示。 

（2）绘图比例 

可设定图面、板大样、梁大样、柱大样、剪力墙截面、剪力墙大样、支

撑大样、独基承台大样的绘图比例，对话框中的值为程序默认值，用户

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程序依据这些参数进行图面布置和画图。 

（3）板绘图参数 

支座负筋标注位置：是指负筋标注时的起始点，可从下拉框中选择从梁

边算起或从轴线算起。 

                

图 3.5-4  从梁边算起       图 3.5-5  从轴线算起（梁宽 300） 

 

是否绘出支座负筋弯钩：勾选可绘出支座负筋弯钩。 

                 

图 3.5-6  支座负筋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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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是否绘出尺寸线：程序默认不勾选，区别主要在于是否画出尺寸界

线。如下图所示，左图绘出尺寸线；右图没有绘出尺寸线。 

                        

图 3.5-7  钢筋尺寸线 

 

全显钢筋字符标注：程序默认不勾选。在板的施工图中，用于对相同的

钢筋配置处的楼板，设置仅显示钢筋编号，还是显示所有的钢筋字符标

注情况。在勾选“全显钢筋字符标注”时，可选择是否显示钢筋编号，

如下图所示，左图为显示全部钢筋字符标注的情况，中图为显示全部钢

筋字符标注且不显示钢筋编号的情况，右图为不显示钢筋标注的情况。 

                                               

图 3.5-8  全显钢筋字符标注 

 

全显钢筋尺寸标注：程序默认不勾选。在板的施工图中，用于对各跨配

筋显示钢筋尺寸大小。如图 3.5-9 所示，左图为显示钢筋尺寸的情况，右

图为不显示钢筋尺寸的情况。 

             

图 3.5-9  全显钢筋尺寸标注 

 

钢筋简化标注：勾选可采用简化标注。并可点击 ，增加、修

改或删除简化标注符号。 

 

图 3.5-10  钢筋简化标注 

两者的区别是板钢筋采用常规标注还是简化标注，如下图所示： 
 

                  

图 3.5-11  常规标注               图 3.5-12  简化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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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基承台绘图参数 

可考虑在截面注写图中是否绘制插筋（图 3.5-13）、是否绘制柱（图 3.5-

14）以及是否绘制外轮廓线。如果勾选了“只绘制外轮廓线”，则图形

中多阶独基或承台只显示其外轮廓线，不显示其阶数。 

  

(a) 有插筋                       (b) 无插筋 

图 3.5-13  是否绘制插筋 

   

(a) 绘制柱                        (b) 不绘制柱 

图 3.5-14 是否绘制柱 

（5）柱填充图案 

勾选柱填充图案，可选择全填充或图案填充两种形式。在截面注写图中，

将涂实未作详细注写的各柱构件；在平法图中则是对所有柱构件涂实。 

全填充：通过填充度来调整显示效果，可填 0~100 之间的整数值，默认

为 33。 

图案填充：点击图案，可在下图中选择某个图案形式；调整比例和角度，

显示用户想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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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5  填充图案形式 

 

 

图 3.5-16  几种填充形式对比 

（6）梁绘图参数 

集中标注样式：选择梁平法施工图中的标注样式，用户可选择 Type1 和

Type2 两种集中标注样式，如图 3.5-17 所示。 
 

               
Type1                                   Type2 

图 3.5-17  梁的集中标注样式 

 

绘制吊筋标注：选择是否对吊筋进行标注，勾选时的施工图如右图所示，

不勾选时如左图所示。 

       
 

图 3.5-18  绘制吊筋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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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角：默认值为 0，可由用户自行设置。由于梁施工图在输出时可以分 X、

Y 方向分别设置图层，以整体坐标X 轴的基准角方向为中心的正负 45°夹角内

的梁都显示在X 方向的图层上，其他的梁都显示在Y 方向的图层上。  

（7）边缘构件参数 

具体设置详见本节柱参数中说明。若勾选填充，在截面注写图中，将涂

实未作详细注写的各边缘构件；在平法图中则是对所有边缘构件涂实。 
 

 
 

3.6  规范选择 

  

设置在绘制施工图计算中所依据的规范，默认为新版规范，用户可通过设置

选择旧版规范进行计算，如图 3.6 所示。 

            

图 3.6  规范选择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施工图设置 

（1）自定义钢筋简化标注时，当输入原始钢筋等级时需注意

HPB235、HPB300、HRB335、HRBF335、HRB400、

HRBF400、RRB400、HRB500、HRBF500分别用字母A、B、

C、D、E、F、G、H、I表示，如A8@200表示 8@200等； 

（2）重新进入各种参数设置时，自动调用用户修改过的参数，修改

后点击确定，可生成新的施工图。 

 



 

4.2  轴线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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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平面布置 

4.1  功能介绍 

平面布置图绘制出当前施工标准层各构件的平面布置信息，结合“平面布置”

菜单可进行各构件相应参数信息的修改。 

 

4.1.1  施工标准层 

详细介绍参见第 3.2 节。 

 

4.1.2  施工图设置 

详细介绍参见第 3.2 节。 

 

4.1.3  归并参数 

详细介绍可参见第 3.3 节。 

 

4.2  轴线命名 

  

主要用于对轴线名称的修改，点击 平面布置>轴线命名，弹出如图 4.2 所示

的对话框。 

方法：选择修改任意轴线名称还是修改平行的多根轴线名称； 

选中轴线：用于选择需要修改名称的轴线。用鼠标在模型中点取轴线后，需

要修改的轴线自动添加到选中轴线列表栏中； 

轴线名称：定义轴线新名称，选择“符号”、“下标”和设定升序或降序

（平行轴线命名），这三项均在其下拉列表里选择； 

名称位置：定义轴线名称的输出位置。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双击平面布置图上的轴线名称，可打开“轴线命名”对话框，进行

轴线重新命名操作。 

 

平面布置>轴线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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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行轴线命名                 (b) 单根轴线命名 

图 4.2  轴线命名 

4.3  指定连续梁 

  

将施工图中的非连续梁指定为连续梁。点击 平面布置>指定连续梁，弹出如

图 4.3 所示的对话框。用光标在施工图视图中选择需要指定为连续梁的梁段上

的轴线，点击“确定”即可。 

 

图 4.3  指定连续梁 

全楼修改：勾选该项时，整个楼层中该轴线上的梁段都被指定为连续梁； 

重选钢筋：勾选该项时，对合并的连续梁重新进行选筋。 

 

4.4  调整偏心 

4.4.1  调整偏心 

本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梁构件、柱构件以及墙构件进行偏心调整。 

4.4.1.1  柱构件 

对柱构件进行偏心调整。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指定连续梁 



 

4.4  调整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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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件类型：选择设置偏心的构件类型，选择柱构件； 

（2）对齐方式：选择构件偏心的实现方式，可根据需要选择“自定义对齐、

按同轴梁对齐、按同轴柱对齐或按同轴墙对齐”等方式； 

（3）本层调整：选择是否修改当前标准层的构件偏心。根据所选的对齐方式

的不同，显示的内容也不同，自定义对齐时，交互X、Y方向偏移距离及

坐标系旋转的角度值；按同轴梁（柱或墙）对齐时，选择参考的构件

（梁、柱或墙）和对齐方向； 

（4）其它层调整：选择在修改本层构件偏心时，是否同时修改其他层相同位

置构件的偏心； 

（5）对齐方式：指其他层相同位置的构件与当前层该构件的对齐方式，包括

“居中、左/上、右/下”对齐的方式。  

 

 

图 4.4.1-1  柱构件偏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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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梁构件 

对梁构件进行偏心调整。 

 

图 4.4.1-4  梁构件偏心调整 

功能说明 

（1）用鼠标单击或框选都可以选中要修改偏心的构件，如果要取消

某构件的选择，可再次点击该构件所在列表，列表清空； 

（2）对齐方式为自定义对齐时，“本层调整”中的角度指的是偏心

坐标系的角度，X、Y向的调整距离及正负就是根据此偏心坐标

系来确定的。如图4.3.1-2，以偏心坐标系为30度为例： 

 

图 4.3.1-2  偏心坐标系的定义 

（3）同轴对齐方式有居中、左/上及右/下几种方式，如图4.3.1-3所示： 

 

图 4.3.1-3  对齐方式 

注意事项 

 



 

4.4  调整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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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件类型：选择设置偏心的构件类型； 

（2）对齐方式：选择构件偏心的实现方式，可根据需要选择“自定义对齐、

按同轴梁对齐、按同轴柱对齐或按同轴墙对齐”等； 

（3）本层调整：选择是否修改当前标准层的构件偏心。根据所选的对齐方式

的不同，显示内容也不同；自定义对齐时，需交互水平偏移距离；按同

轴梁（柱或墙）对齐时，选择参考的构件（梁、柱或墙）和对齐方向； 

（4）其它层调整：选择在修改本层构件偏心时，是否同时修改其他层相同位

置构件的偏心； 

（5）对齐方式：指其他层相同位置的构件与当前层该构件的对齐方式，包括

“居中、左/上、右/下”几种方式。 

 

4.4.1.3  墙构件 

墙偏心设置操作和界面参数同梁构件偏心，详细介绍参见第 4.3.1.2 节。 

 

 
 

 

4.4.2  标高升降 

本菜单功能是调整板、梁及筏板构件的标高。 

4.4.2.1  板构件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偏心调整>标高升降。打开“标高升降”对话框，如图

4.4.2-1 所示： 

（1）构件类型：选择当前需要调整标高的构件类型； 

在平面图中选择要调整标高的板，则在列表中将显示所选板的构件号、

楼层和标高等信息。 

（2）标高升降值：输入板标高的升降值，点击“应用”按钮完成修改。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偏心调整>标高升降 

如果在绘图师中修改了构件的偏心设置，则应按此偏心设置相应调

整上部或基础模型，并重新进行结构分析设计，确认此偏心调整是

否可行，以保证结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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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1  板构件标高升降 

 

4.4.2.2  梁构件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偏心调整>标高升降，打开“标高升降”对话框，如图 

4.4.2-2 所示： 

 

图 4.4.2-2  梁构件标高升降 

（1）构件类型：选择需要调整标高构件的类型； 

在平面图中选择要调整标高的梁，则在列表中将显示所选梁的构件号、

楼层和标高等信息。 

（2）标高升降：选择梁左右两端是否相同升降，如勾选此项，则梁左右两端

相同升降，只需输入一个标高值；不勾选此项，则应分别输入梁左右两

端的标高值。点击“应用”按钮完成标高调整。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偏心调整>标高升降 



 

4.5  洞口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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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  筏板构件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偏心调整>标高升降。打开“标高升降”对话框，如图

 4.4.2-3 所示。 

 

图 4.4.2-3  标高升降 

（1）构件类型：选择当前需要调整标高的构件类型； 

在平面图中选择要调整标高的筏板，则在列表中将显示所选筏板的构件

号、楼层和标高等信息。 

（2）标高升降：输入筏板标高的升降值，点击“应用”按钮完成标高修改。 

 

4.5  洞口布置 

本菜单用于布置楼板和剪力墙洞口。 

 

4.5.1  板局部开洞 

  

点击菜单项 平面布置>洞口布置>板局部开洞，打开“板局部开洞”对话框，

如图 4.5.1-1 所示，可对板进行局部开洞。在图中点击需布置洞口的板，选中的

板边显示四个支座位置，在开洞对话框中定义开洞信息。  

（1）操作：选择对板上洞口的操作类别，分为增加、修改及删除洞口； 

（2）洞口类型：定义洞口类型。选择矩形时，需交互高度、宽度值；选择圆

形时，需交互直径； 

（3）洞口位置：输入洞口布置时旋转的角度，依据平面图中显示的板支座，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洞口布置>板局部开洞 

平面布置>偏心调整>标高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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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洞口布置参考的基准线，分为基准支座一和基准支座二，选择基准

支座时，图中相应的支座亮显，交互洞口与支座间的距离值。 

   

图 4.5.1-1  板局部开洞            图 4.5.1-2  板边支座 

 

 
 

 

4.5.2  墙开洞 

  

点击 平面布置>洞口布置>墙开洞，选择要进行开洞的墙，然后在右侧的对

话框中对洞口进行定义，如图 4.5.2 所示。 

操作示例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洞口布置>墙开洞 

（1）洞口位置：指洞口在平面内的旋转角度，逆时针为正； 

（2）每次操作只能对一块板进行洞口布置，一块板上可布置多个洞

口。 

操作顺序 

（1）点击菜单项 平面布置>洞口布置>板局部开洞，打开“板局部

开洞”对话框； 

（2）在平面布置图上点选需要开洞的板； 

（3）在对话框中定义洞口参数，包括洞口类型、洞口位置、基准

支座等； 

（4）点击“应用”按钮，完成板开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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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选择对墙上洞口的操作类别，包括增加、修改及删除洞口； 

（2）洞口类型：定义洞口类型。选择矩形时，需交互高度、宽度值；选择圆

形时，需交互直径； 

（3）洞口位置：输入洞口中心距右侧节点（或上节点）的距离以及洞口底部

的相对楼层标高来确定墙身洞口的位置。

 

图 4.5.2  墙开洞的定义 

 

4.6  指定楼梯间 

  

本项功能是在平面布置图中指定楼梯间所在的房间。点击菜单平面布置>指

定楼梯间，在图中点击需设定楼梯间的房间，在命令行输入楼梯间名，按 Enter

键，完成后如图 4.6 所示。 

 

图 4.6  指定楼梯间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在绘图师中指定楼梯间时，只能将结构大师上部模型中定义为虚

板的房间指定为楼梯间。 

平面布置>指定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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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暗梁布置 

  

用户可在平面布置图上布置墙暗梁。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暗梁布置，弹出“暗梁布置”对话框，如图 4.7 所示，

在图中点击需布置暗梁的剪力墙，输入暗梁宽度、高度值，点击“应用”按钮

即可。 

  

图 4.7  暗梁布置 

 
 

4.8  板厚标注 

在平面布置图上可添加或删除板厚度的标注。 

4.8.1  添加标注 

  

添加板厚标注，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板厚标注>添加标注，然后点击图形中

需标注厚度的楼板即可，也可以采用窗选的方式选择要标注的板。如图 4.8.1 所

示。 

 

  

图 4.8.1  添加板厚标注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板厚标注>添加标注 

指定暗梁后剪力墙处的标识会由Q1变为Q1（AL1），即此处剪力墙

布置了暗梁，按照不同梁截面及布置的先后次序，暗梁编号依次为

AL1、AL2、AL3……。 

平面布置>暗梁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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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删除标注 

  

删除板厚标注，点击菜单项 平面布置>板厚标注>删除标注，然后点击图形

中需删除板厚标注的楼板。 

 

4.9  施工后浇带 

对于超长筏板基础的施工，往往需要指定施工后浇带。通过本菜单可以指定

筏板基础的施工后浇带。 

4.9.1  指定施工后浇带 

  

点击菜单平面布置>施工后浇带>指定施工后浇带，可以在图中添加施工后浇

带。 

用户点击该命令后，根据命令栏中的提示，对施工后浇带进行添加。添加的

操作步骤是：指定添加施工后浇带的筏板（用光标选择筏板边线）、指定后浇

带节点（用光标选中节点）、指定后浇带宽度（在命令栏中进行输入）、指定

偏移距离（在命令栏中进行输入）。 

4.9.2  移除施工后浇带 

  

点击菜单平面布置>施工后浇带>移除施工后浇带，可以对指定的施工后浇带

进行删除。用户点击该命令后，直接点击图中需要删除的施工后浇带即可。 

 

4.10  强行归并 

程序除支持按归并参数对构件进行自动归并外，还支持手动强行归并，即用

户可对梁、板、柱、剪力墙、墙梁、边缘构件、支撑以及独基承台等构件的配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施工后浇带>移除施工后浇带 

平面布置>施工后浇带>指定施工后浇带 

平面布置>板厚标注>删除标注 

（1）用鼠标点击板上任意一点，板厚标注将在鼠标的点击处标注；若

想标注在板上的其他位置，可在该位置处点击即可。 

（2）用窗选方式标注时，所选的板的厚度将自动标注在每块板的中心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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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进行强行归并。需注意的是所选归并构件必须与基准构件的几何特性存在可

归并性，比如截面尺寸、厚度、材料等。 

 

4.10.1  边缘构件 

  

点击平面布置>强行归并>边缘构件，此时鼠标变成选择框“□”，同时在命

令行里会提示“请在视图中选择基准构件”，鼠标点取任一边缘构件，将此构

件的实配钢筋作为比较基准，此时命令行会提示“请在视图中选择修改构件”，

这时选择要进行配筋修改的边缘构件，选择完毕后按回车键或者点击鼠标右键

确认即可完成边缘构件的钢筋归并。重复上述操作可继续对其他边缘构件进行

归并，如若退出按ESC 键。 

 

(a) 暗柱；(b) 端柱；(c) 翼墙；(d) 转角墙 

1-配筋特征值为 λv 的区域；2-配筋特征值为 λv/2 的区域 

图 4.10.1-1 约束边缘构件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强行归并>边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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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暗柱；(b) 端柱；(c) 翼墙；(d) 转角墙 

图 4.10.1-2 构造边缘构件 

 

 

 

 

 

 

 

4.10.2  其他构件 

  

在强行归并命令中，除边缘构件外，其它各构件的操作基本相同，在此仅以板

为例。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强行归并>板，此时鼠标变成选择框“□”，按照此时

命令行提示操作，“请在视图中选择基准构件”，鼠标点击任一板块，将该板

块的实配钢筋作为比较基准，此时命令行会提示“请在视图中选择修改构件”，

选择需要修改钢筋的板，按回车键或点击鼠标右键确认即可完成板的归并。重

复上述操作可继续对其他边缘构件进行归并，如若退出按ESC 键。 

 

 

 

 

 

 

 

4.11  截面及厚度尺寸修改 

本菜单用于在平面布置图中修改各构件的截面尺寸或厚度值。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当选择了归并的基准板后，会在信息输出窗口中显示“基准构件 [1] 

已选中”，待选择了要修改的板并回车/鼠标右键确认后，信息输出

窗口将显示“构件成功归并”，此时即为归并成功。在进行梁、

柱、墙、支撑等其他构件的归并时也会显示如上的提示信息。 

平面布置>强行归并>板/梁/柱/墙身/墙梁/支撑/独基承台 

边缘构件：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010-2010，应在剪

力墙端部设置边缘构件（暗柱、端柱、翼墙和转角墙）。边缘构件

分为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见图4.10.1-1~4.10.1-2所示，详

见 《 混 规 》 GB50010-2010 第 11.7.17~ 第 11.7.19 条 、 《 抗 规 》

GB50011-2010第6.4.5条以及《高规》JGJ3-2010第7.2.14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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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柱截面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柱截面，弹出“截面修改”对话

框，如图 4.11.1-1 所示，选择要修改的柱，输入修改后的截面尺寸值，点击修

改即可。 

 

图 4.11.1 -1  柱截面修改 

（1）重新选配钢筋：勾选此项，对修改截面后的柱重新选筋；不勾选，则只

修改柱截面尺寸，不重新选筋； 

（2）柱线修改：勾选此项，与此柱在同一个柱线上的所有柱截面同时被修改；

不勾选，则只修改当前选择的柱构件； 

（3）单个修改：只对选择的柱进行修改； 

（4）同名修改：对相同编号的柱同时进行修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柱线：将不同楼层中同一位置的柱所属节点上下连线，所形成一条

垂直的线称为柱线。如图4.10.1-2所示： 

 

图 4.11.1-2  柱线示意 

 

平面布置>截面及厚度尺寸修改>柱截面 

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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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梁截面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梁截面，弹出“截面修改”对话

框，如图 4.11.2 所示，选择要修改的梁，输入修改后的截面尺寸值，点击修改

即可。 

 

 

图 4.11.2  梁截面修改 

（1）重新选配钢筋：勾选此项，对修改截面后的梁重新选筋；不勾选，则只

修改梁截面尺寸，不重新选筋； 

（2）连续梁修改：勾选此项，可以对这根梁所在的连续多跨梁全部修改；不

勾选，则只对所选中的单梁跨进行修改；  

（3）单个修改：只对选择的梁进行修改； 

（4）同名修改：对相同编号的梁同时进行修改。 
 

4.11.3  支撑截面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支撑截面，弹出“截面修改”对

话框，如图 4.11.3 所示，选择要修改的支撑，输入修改后的截面尺寸值，点击

修改即可。 

 

图 4.11.3  支撑截面修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支撑截面 

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梁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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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选配钢筋：勾选此项，对修改截面后的支撑重新选筋；不勾选，则

只修改支撑截面尺寸，不重新选筋； 

（2）单个修改：只对选择的支撑进行修改； 

（3）同名修改：对相同编号的支撑同时进行修改。 
 

4.11.4  板厚度 

  

点击菜单项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板厚，弹出“厚度修改”对话框，

如图 4.11.4 所示，选择要修改的板，输入修改后的厚度值，点击修改即可。 

 

 

图 4.11.4  板厚度修改 

（1）重新选配钢筋：勾选此项，对修改厚度后的板重新选筋；不勾选，则只

修改板厚度，不重新选筋； 

（2）单个修改：只对选择的板进行修改； 

（3）同名修改：对编号相同的板同时进行修改。 
 

4.11.5  墙厚度 

  

点击菜单项 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墙厚，弹出“厚度修改”对话

框，如图 4.11.5-1 所示，选择要修改的墙，输入修改后的厚度值，点击修改即

可。 

 

图 4.11.5-1  墙厚度修改 

（1）墙线修改：勾选此项，同时修改与此墙在同一个墙线上的所有墙的厚度； 

（2）重新选配钢筋：勾选此项，对修改厚度后的墙重新选筋；不勾选，则只

修改墙厚度，不重新选筋；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墙厚 

平面布置>截面或厚度尺寸修改>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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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个修改：只对选择的墙进行修改； 

（4）同名修改：对相同编号的墙同时进行修改。 
 

 

 

 

 

 

 

 

 

 

 

 

 

 

 

 

 

 

 

 

 

 

 

 

 

注意事项 

（1）墙线：将不同楼层中同一位置的墙所属节点上下连线，所形成

一组平行且垂直的线称为墙线。如图4.11.5-2所示：  

 

图 4.11.5-2  墙线示意 

（2）双击平面布置图中任意构件，也将弹出相应的截面修改对话

框，修改构件的截面尺寸或厚度； 

（3）构件的截面修改后，其内力及计算配筋面积均保持不变，重新

选筋亦是按原有配筋面积选配，但构件的配筋率、挠度、裂缝

等验算将按修改后的截面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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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板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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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构件施工图 

 

导入模型后默认显示整个结构的三维模型图，可以按构件（板、梁、柱、剪

力墙、支撑、基础等）选择相应的施工图，可在右侧树形菜单“图形”中找到

相应构件的施工图选项，双击即可。 

 

      

图 5.1  施工图列表 

  

 

5.1  板施工图 

本项用于板施工图的绘制及修改，包括楼板、基础底板等。 

功能概述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1）上部结构和基础部分的施工图都在该列表中显示，但这两部分

的模型文件需分别导入，相应的施工图也需分别进行绘制； 

（2）要查看某一计算简图或绘制某种施工图，只需在图形列表中双

击该图形选项即可； 

（3）如果要切换显示某计算图形或施工图形的施工标准层，点击图

形窗口上方的下拉菜单进行选择即可； 

           

（4）在各种构件的施工图上点击右键，将弹出与该构件相关的关联

菜单，包括调整偏心、标高，修改配筋等内容，内容功能的叙

述详见相应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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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图形分类 

板的平法施工图程序按照 11G101-1 标准图集，分为全平面和平法注写两种

方式，示例分别显示如下。 

（1）全平面方式：无论是板底钢筋还是支座负筋，程序自动选取归并后具有

相同编号的钢筋线中的一根，在其上标注出钢筋的信息，其余钢筋线只

标注出钢筋编号。 

 

 

图 5.1.1-1  全平面方式 

 

（2）平法注写方式：按从下到上、从左到右的原则选取归并后具有相同编号

的一块板，标注板编号、板厚和X向、Y向钢筋信息，其它板除支座钢筋

外，将只标注板编号。支座钢筋的标注方式同全平面方式施工图。 

 

 

图 5.1.1-2  平法注写方式 

 

功能说明 



 

5.1  板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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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全简切换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板，然后点选任意一个板构件进行切换，下

图是两种图形注写方式的比较。 

一般构件的编号、几何尺寸、详细配筋信息都显示时称为全显示，只显示构

件编号的为简显示，后续章节中其他构件的全简显示也是这个原则；各种构件

在不同图形注写方式下稍有差异，具体见各章节的图示：  

       

(a) 全显示                     (b) 简显示 

图 5.1.2  板施工图的全简显示图（平法注写施工图） 

 

 

 

5.1.3  钢筋修改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板钢筋修改，选择板进行钢筋修改，分为

单个修改和同名修改两种方法。 

 

图 5.1.3  板钢筋修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板钢筋修改 

（1）平法注写施工图中，全简切换时只有板底钢筋标注形式有变

化，支座负筋始终显示。 

     （2）对于配筋超限的楼板，图中该板钢筋一律以“***”来标识；

对于梁、柱、剪力墙、支撑及基础构件配筋超限时钢筋标识同

此。 

 

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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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面图中点选任意一根钢筋线，将弹出如图 5.1.3 所示的钢筋信息框，可对

其内容进行修改。 

（1）单个修改：修改完钢筋值后，点击此按钮，将只修改这一根钢筋，如没

有相同的配筋将自动增加一个钢筋编号； 

（2）同名修改：修改完钢筋值后，点击此按钮，与此钢筋编号相同的钢筋将

全部修改。 

 

 
 

 

5.1.4  修改钢筋范围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修改钢筋范围，选择要指定布置范围的钢

筋，然后在左右两侧分别指定一个与该钢筋平行的支座，则被指定的这两个支

座既是这根钢筋所布置的范围。  

 

 

 

  

图 5.1.4  操作示例（支座负筋）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操作示例 修改支座钢筋 

 

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修改钢筋范围 

板底双向钢筋信息包括级别、直径、间距；支座负筋信息包括级

别、直径、间距、两端延伸长度。 

 



 

5.1  板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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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通长板钢筋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通长板钢筋，选择要通长布置的板上或板

下钢筋，然后在其左右两侧分别指定一个与该钢筋线垂直的支座，则这两个支

座范围内的此钢筋将全部拉通，以简化钢筋的布置。 

 

 

 

 

 

 

 

5.1.6  钢筋线删除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删除单根钢筋按号删除钢筋/删除所有钢筋，

可删除板钢筋，有以下几种删除方法。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删除单根钢筋/按号删除钢筋/删除所有钢筋 

（1）无论是板底正筋，还是支座负筋，一次只能实现钢筋在一个

方向上的拉通； 

（2）对于已经布置好的通长钢筋，可多次在不同位置标注其拉通

范围； 

（3）这里选取的支座均与所选钢筋线垂直。 

钢筋配置>板钢筋修改>通长板钢筋 

（1）表示钢筋线范围的支座须是平行的梁或剪力墙构件； 

（2）这里选取的支座均与所选钢筋线平行。 

 

操作顺序 

（1）选择需要修改布置范围的钢筋线③：用鼠标在图中选择标注

的③号钢筋线； 

（2）选择标识为③的钢筋线范围的支座：用鼠标在图中选择两个

与③号钢筋线平行的支座，这个范围内的钢筋标注相同，支

座选取顺序不影响结果； 

（3）通过鼠标获取定位点：用鼠标确定在图5.1.4中定位线的标注

位置，操作完成后，原来的钢筋线在图上消失； 

（4）可连续修改不同位置的钢筋范围，按“ESC”结束当前操作，

按两次“ESC”或在鼠标右键菜单中选择“退出”，即可退出

当前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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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删除单根钢筋：激活此命令，点击施工图中某钢筋线即被删除，可连续

操作； 

（2）按号删除钢筋：点击施工图中某根钢筋线，具有相同编号的钢筋线同时

被删除，可连续操作； 

（3）删除所有钢筋：选择该命令，弹出如图5.1.6提示框，点击“是”，删除

当前施工图中所有钢筋线，点击“否”，退出当前操作。 

执行上述三个命令时，按“ESC”或在鼠标右键菜单中选择“退出”均

可结束当前命令。 

 

图 5.1.6  删除所有钢筋提示框 

 

5.1.7  平法注写修改 

在图中分别双击某根板底钢筋或支座负筋，进行单独修改或同名批量修改。 

        

图 5.1.7-1  板底钢筋修改         5.1.7-2  支座负筋修改 

（1）单个修改：只对所双击的单个钢筋进行修改； 

（2）同名修改：与所选编号相同的钢筋同时进行修改； 

（3）关闭：关闭对话框，退出操作。 

后续章节（其他构件的钢筋修改或平法注写修改）中关于上述三个按钮的功

能可参照这里的说明。 

 

5.1.8  板大样图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局部大样图>板大样图，显示板的局部大样图。执行该 

命令之后，根据命令栏中的提示，分别选择板构件、输入大样图相对于原图移

动的距离 x、y 或直接用鼠标移动，板大样图的显示如图 5.1.8 所示。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局部大样图>板大样图 



 

5.2  柱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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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板大样图 

 

5.2  柱施工图 

本项用于框架柱施工图的绘制及修改。 

5.2.1  图形分类 

程序按照 11G101-1 标准图集，提供平面列表注写和截面注写两种方式，示

例分别显示如下。 

 

 

  

图 5.2.1-1  平面列表注写方式 

（1）平面列表注写：指在柱平面布置图中标注每根柱子的编号（包括框架柱、

框支柱等），在柱表中注写柱号、柱段起止标高、几何尺寸（含柱截面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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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轴线的偏心情况）与配筋信息等，并在列表的下面示意出不同截面柱

的配筋形式，共7种。 

（2）截面注写方式：参照11G101-1图集，分别在相同编号的柱中选择一个柱，

用大样图的方式在该柱平面位置上直接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结果。  

 

图 5.2.1-2  截面注写方式  

 

5.2.2  全简切换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柱，然后选择柱进行全简切换显示，但只有

截面注写方式的柱施工图才能进行全简显示切换。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2.2  截面注写方式 

截面注写方式中的柱全简显示的区别是，柱截面尺寸和配筋结果全部标注还

只标注编号，如图 5.2.2 所示。 

 

5.2.3  钢筋修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钢筋配置>柱钢筋修改 

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柱 



 

5.2  柱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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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柱钢筋修改，选择要修改配筋的柱，将弹出图 5.2.3-1

所示对话框。 

（1）预览：显示所选择柱构件的截面形状、几何尺寸和配筋形式。按住鼠标

中键，整个剖面图可以平移；单击剖面图，推动鼠标滚轮，图形即以鼠

标所在位置为基点进行缩放； 

（2）钢筋：可修改角筋、中部筋B、中部筋H和箍筋，程序自动计算并显示出

相应各边的配筋率值； 

（3）A：全截面配筋率；B：B边一侧配筋率；H：H边一侧配筋率；V：体积

配箍率； 

（4）箍筋类型：点击交互框，弹出图5.2.3-2箍筋类型对话框，选择并点击

“确定”按钮；若选择箍筋类型与当前截面形式不匹配，会给出箍筋形

状不正确的警告提示； 

 

         

图 5.2.3-1  柱串钢筋修改                图 5.2.3-2  箍筋类型 

（5）是否执行双偏压验算：勾选此项，则程序按双偏压计算方式重新验算柱

的承载力。用以检查实配结果是否满足承载力的要求。当柱承载力验算

不满足时，用户可以修改实配钢筋，直到满足为止。由于双偏压计算本

身是一个多解的过程，所以当采用不同的布筋方式时，可能得到不同的

结果，但都需要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5.2.4  平法注写修改 

双击截面注写方式中柱的集中标注信息或双击平面列表注写方式中柱编号，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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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弹出下图所示对话框，可对单个柱配筋进行修改，也可对相同编号柱的配筋

同时修改。 

 

图 5.2.4  柱钢筋修改 

 

5.3  梁施工图 

本项用于梁施工图的绘制及修改，包括框架梁、连梁等。 

5.3.1  图形分类 

梁施工图分平法注写、截面注写和混合注写三种方式，分别示例如下。 

（1）平法注写方式：简称平法图，已经成为梁施工图中最常用的标准表示方

法。该法简单明了，节省图纸和工作量。程序绘制的平法施工图完全符

合图集《11G101-1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

详图》。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各选一根梁，在其上使用集中标注和原

位标注注写其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 

 
 

图 5.3.1-1  平法注写方式 

 

（2）截面注写方式：是指在梁平面布置图上，在相同编号的梁中选择一根梁

用剖面号引出配筋图，并在其上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的方式来

表达梁平法施工图。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5.3  梁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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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2  截面注写方式 

（3）混合注写方式：是指在梁平面布置图上，主梁用平法注写方式、次梁用

截面注写方式表达梁构件的配筋。 

 

  
 

5.3.2  全简切换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梁，点选需要全简切换显示的梁构件，如

图 5.3.2-1 所示，分别为平法注写方式和截面注写方式的梁施工图全简显示。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3.2-1  平法注写方式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梁 

集中标注表达梁的通用数值，原位标注表达梁的特殊数值。当集

中标注中的某项数值不适用于梁的某部位时，则将该项数值原位

标注，施工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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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3.2-2  截面注写方式 

5.3.3  钢筋修改 

5.3.3.1  修改梁多跨钢筋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梁钢筋多跨修改，点选某个梁构件，打开

“多跨梁钢筋修改”对话框，如图 5.3.3-1 所示。 

 

 

图 5.3.3-1  多跨梁钢筋修改 

（1）梁通长钢筋：可修改上部通长筋、下部通长筋、箍筋和腰筋等梁跨集中

标注内容； 

（2）梁跨钢筋（包括通长筋）：在下拉框中选择需修改钢筋的梁跨，图形视

图中该跨梁将亮显。 

可修改左、中、右上部筋，下部筋，箍筋和腰筋等原位标注内容，程序

自动根据当前钢筋值计算配筋率值，当输入钢筋信息有悖设计原则时，

程序会在相应信息框后给出警告提示。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梁钢筋多跨修改 



 

5.4  支撑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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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修改次梁吊筋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修改次梁吊筋，打开“修改次梁吊筋”对

话框，选择附加筋类型，交互相应钢筋值，点击“确定”按钮，执行修改命令，

点击“关闭”按钮或按“ESC”退出当前操作。 

 

 

图 5.3.3-2  修改次梁吊筋 

                 

(a) 附加吊筋                           (b) 附加箍筋 

图 5.3.3-3  附加筋类型 

 

5.3.4  平法注写修改 

双击梁施工图中梁编号，可进行单根修改或同名批量修改上部筋、下部筋、

箍筋和腰筋。 

 

图 5.3.4  梁钢筋修改 

 

 

5.4  支撑施工图 

本项用于支撑施工图的绘制及修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修改次梁吊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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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图形分类 

支撑施工图程序提供一种平法标注方式，即相同编号构件中选择一个构件原

位标注编号及构件尺寸，其余只标注编号，再绘制出不同编号支撑构件的剖面

图，标出配筋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图 5.4.1  支撑平法标注 

 

5.4.2  全简切换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支撑，点选需要全简切换显示的支撑构件。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4.2  支撑全简切换 

 

5.4.3  钢筋修改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支撑钢筋修改>支撑钢筋修改，点选某个支撑构件，打

开图 5.4.3“支撑钢筋修改”对话框。 

（1）预览：显示所选择支撑构件的截面形状、尺寸和配筋信息。其他操作详

见第5.2.3节柱柱钢筋修改内容；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支撑钢筋修改>支撑钢筋修改 

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支撑 



 

5.5  剪力墙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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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可修改角筋、中部筋B、中部筋H和箍筋，后面的相关配筋率数值

会实时变化。A：为全截面配筋率；V：体积配箍率； 

（3）箍筋类型：详见第5.2.3节。 

 

图 5.4.3  支撑钢筋修改 

5.4.4  平法注写修改 

在图中双击支撑编号，可进行单根修改或同名批量修改角筋、中部筋 B、中

部筋 H和箍筋。 

 

 

图 5.4.4  支撑钢筋修改 

 

 

5.5  剪力墙施工图 

本项用于剪力墙平法施工图的绘制及修改。 

5.5.1  图形分类 

程序按照 11G101-1 标准图集，提供平面列表注写和截面注写两种方式，示

例分别显示如下。 

（1）平面列表注写方式：用列表的方式在剪力墙身表、剪力墙梁表和剪力墙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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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表中，对应于墙编号绘制截面配筋图、注写几何尺寸及配筋信息，以

此来表达剪力墙平法施工图。 

 

 
 

 

 

 

图 5.5.1-1  平面列表注写方式 

 

（2）截面注写方式：为原位注写方式，即在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上，在相同编

号的墙身、墙柱、墙梁或边缘构件中选择一个直接注写尺寸和配筋信息

（对边缘构件还要在原位绘制配筋详图），其他位置上只标注构件编号。 



 

5.5  剪力墙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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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2  截面注写方式 

 

5.5.2  全简切换 

  

适用于剪力墙截面注写方式的施工图，点选任意一个剪力墙构件，下面图示

为不同构件（墙身、墙梁、边缘构件）的全简显示。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5.2-1  墙身全简显示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5.2-2  墙梁全简显示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全简切换>墙身、墙梁、边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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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5.2-3  边缘构件全简显示 

5.5.3  墙身钢筋修改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剪力墙钢筋修改>墙身钢筋，点选某个剪力墙构件墙身

部分，打开“墙身钢筋”修改对话框，如图 5.5.3 所示。 

 

图 5.5.3  墙身钢筋修改 

墙身钢筋：可修改墙身水平分布筋、竖向分布筋和拉筋，程序自动计算相应

的水平及竖向分布筋的配筋率。 

 

5.5.4  墙梁钢筋修改 

  

使用主菜单 钢筋配置>剪力墙钢筋修改>墙梁钢筋，点选剪力墙构件墙梁部

分，打开“墙梁钢筋”修改对话框，如图 5.5.4 示。 

墙梁钢筋：可修改墙梁上部筋、下部筋、箍筋及单侧斜筋值，程序自动计算

相应配筋率。 

 

图 5.5.4  墙梁钢筋修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剪力墙钢筋修改>墙梁钢筋 

钢筋配置>剪力墙钢筋修改>墙身钢筋 



 

5.5  剪力墙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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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边缘构件钢筋修改 

  
 

  

图 5.5.5  边缘构件钢筋修改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剪力墙钢筋修改>边缘构件钢筋，点选剪力墙边缘构件，

打开“边缘构件钢筋”修改对话框，如图 5.5.5 示。 

（1）预览：显示所选择边缘构件的截面形状、配筋信息。其他操作详见第 

5.2.3节柱钢筋修改内容； 

（2）钢筋：可修改核心区纵筋、箍筋和拉筋以及非核心区的拉筋，且相关配

筋率可实时变化。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剪力墙钢筋修改>边缘构件钢筋 

（1）上下层洞口间的墙称为墙梁，通常也叫连梁，上层无洞时以楼板

顶面到洞顶的高度为墙梁高； 

（2）程序中默认配筋形式为上下对称配筋，箍筋为双肢箍，用户也可

以为上下侧设置不同的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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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平法注写修改 

在图中双击墙身、墙梁、边缘构件的编号，将弹出下面所示的钢筋修改对话

框，可进行单个修改或同名批量修改剪力墙配筋。 

 

          

(a) 墙身钢筋修改               (b) 墙梁钢筋修改 
 

 

(c) 边缘构件钢筋修改 

图 5.5.6  剪力墙钢筋修改 

 

5.5.7  剪力墙大样图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局部大样图>剪力墙大样图，显示剪力墙的局部大样图。

执行该命令之后，根据命令栏中的提示，分别选择剪力墙构件、输入大样图相

对于原图移动的距离 x、y，剪力墙大样图的显示如图 5.5.7 所示。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局部大样图>剪力墙大样图 

（1）边缘构件包括端柱、翼柱、暗柱、转角墙等，详见第4.9.6节图

示，具体可参考《混规》GB50010-2010第11.7.18条和第11.7.19

条； 

（2）边缘构件的核心区是指配箍特征值为λv的区域；非核心区是指配

箍特征值为λv/2的区域。 

 

 



 

5.6  独基/承台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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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7  剪力墙大样图 

 

 

5.6  独基/承台施工图 

本项用于绘制及修改独基或承台施工图。 

 

5.6.1  图形分类 

程序按照 11G101-3 标准图集，提供平法注写、截面注写和平面列表注写三

种方式，示例分别显示如下。 

（1）平法注写方式：在基础布置图中对于同一编号的独立基础任选一个进行

集中标注，标注内容有基础编号、截面尺寸、配筋信息等，其他的只标

注基础编号。 

 

图 5.6.1-1  平法注写方式 

 

（2）截面注写方式：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只标注各独立基础的编号，在布置

图外给出每种编号基础的详图，详细给出基础的平面和竖向尺寸、配筋

信息、柱子形状和定位尺寸等。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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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2  截面注写方式 

（3）平面列表注写方式：是截面注写方式的一种，在基础平面图中对基础进

行归类编号，按基础编号用表格的方式详细输出基础尺寸和配筋，除表

格外还给出了基础配筋示意图，且示意图中标注的各种符号及含义均与

表格中的符号相对应。 

 

 

图 5.6.1-3  平面列表注写方式 



 

5.6  独基/承台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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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全简切换 

  

可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全简切换>独基承台，然后点选需要全简切换显示的

独基或承台。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平法注写方式的施工图才可以进行构件全简切

换。 

 

图 5.6.2  平法注写方式（全/简显示） 

5.6.3  钢筋修改 

  

可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基础钢筋修改>独基承台钢筋，并点选某个独基或承

台，将弹出图 5.6.3 所示的钢筋修改对话框。 

 

图 5.6.3  独基/承台钢筋修改 

钢筋：独基或承台 x、y 向配筋的级别、直径、间距。 

输入完成后，点击“单个修改”或“同名修改”按钮，即可完成相应修改。 

5.6.4  平法注写修改 

在基础平法施工图中，双击独基或承台的编号，将弹出图 5.6.4 所示底板钢筋

修改对话框，可进行单独修改或同名批量修改基础底板的配筋。 

 

图 5.6.4  独基承台钢筋修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基础钢筋修改>独基承台钢筋 

钢筋配置>全简切换>独基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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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基础梁施工图 

本项用于绘制及修改地基梁基础施工图。 

 

5.7.1  图形分类 

基础梁施工图分为平法注写、截面注写两种方式，分别示例如下。 

（1）平法注写方式：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各选一根梁，在其上使用集中标

注和原位标注注写其截面尺寸和配筋等信息。 

 

图 5.7.1-1  平法注写方式 

 

（2）截面注写方式：在梁平面布置图中，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各选择一根

梁用剖面号引出配筋图，并在其上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的方式

来表达梁平法施工图。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5.7  基础梁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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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2  截面注写方式 

 

 

5.7.2  全简切换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梁，点选需要全简切换显示的梁构件即可。

下图为平法注写方式和截面注写方式的基础梁施工图的全简显示。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7.2-1  平法注写方式 

 

     
   

(a) 全显示                       (b) 简化显示  

图 5.7.2-2  截面注写方式 

 

5.7.3  钢筋修改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梁钢筋多跨修改 

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梁 

在平法注写方式中，集中标注的配筋为各跨梁的通用配筋，原位

标注的配筋为此跨梁的不同配筋。当集中标注中的某项数值不适

用于梁的某部位时，则将该项数值原位标注，施工时原位标注取

值优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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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梁钢筋多跨修改，并点选某根地基梁，在

窗口右侧出现图 5.7.3 对话框。 

（1）梁通长钢筋：可修改上部通长筋、下部通长筋、箍筋和腰筋等梁跨集中

标注内容； 

（2）梁跨钢筋(包括通长筋)：在下拉框中选择需修改钢筋的梁跨，可选梁跨

数即为该梁的总跨数。 

可修改左、中、右上部筋、下部筋、箍筋和腰筋等原位标注内容，且相

关配筋率会实时变化，当输入钢筋信息有悖于设计原则时，程序会在相

应信息框后给出警告提示。 
 

 

图 5.7.3  多跨梁钢筋修改 

 

 
 

5.7.4  平法注写修改 

在图中双击梁编号，将弹出图 5.7.4 所示对话框，可进行单独修改或同名批量

修改地基梁上部筋、下部筋、箍筋和腰筋。 

 

  

图 5.7.4  地基梁钢筋修改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点击“单个修改”则只对当前选择的地基梁进行修改，点击“同名

修改”则对同编号的地基梁都进行修改。 

 



 

5.8  筏板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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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筏板施工图 

本项用于绘制及修改筏板基础平法施工图，包括梁板式筏基、平板式筏基和

桩筏基础，结合钢筋配置菜单可进行全简显示切换及基础配筋的修改。 

 

5.8.1  梁板式筏基基础梁施工图 

5.8.1.1  图形分类 

梁板式筏基基础梁施工图为平法注写方式，示例如下。 

平法注写方式：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各选一根梁，在其上使用集中标注和原

位标注注写其截面尺寸和配筋等信息。 

 

 

图 5.8.1-1  平法注写方式 

 

5.8.1.2  全简切换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全简切换>梁，点选需要全简切换显示的梁构件即可。 

详细介绍可参见第 5.3.2 节。 

 

5.8.1.3  钢筋修改 

  

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梁钢筋多跨修改，并点选某根地基梁，在

窗口右侧出现图 5.8.1-2 对话框。 

（1）梁通长钢筋：可修改上部通长筋、下部通长筋、箍筋和腰筋等梁跨集中

标注内容。 

（2）梁跨钢筋（包括通长筋）：在下拉框中选择需修改钢筋的梁跨，可选梁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梁钢筋修改>梁钢筋多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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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数即为该梁的总跨数； 

可修改左、中、右上部筋、下部筋、箍筋和腰筋等原位标注内容，且相

关配筋率会实时变化，当输入钢筋信息有悖于设计原则时，程序会在相

应信息框后给出警告提示。 

（3）单个修改：则只对当前选择的基础梁进行修改； 

同名修改：则对同构件号的地基梁都进行修改。 

 

图 5.8.1-2  多跨梁钢筋修改 

5.8.1.4  平法注写修改 

双击平法施工图中的集中标注或原位标注内容，将弹出图 5.8.1-3 所示对话框，

可进行单独修改或同名批量修改梁板式筏基基础梁钢筋。 

    

(a) 修改集中标注         (b) 修改原位标注 

图 5.8.1-3  梁钢筋修改 

 

5.8.2  梁板式筏基基础平板施工图 

5.8.2.1  图形分类 

梁板式筏基基础平板施工图采用标准图集 11G101-3 中的 LPB 平法标注方式，

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板中各选一块板，在其上使用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注写其截

面尺寸和配筋等信息，示例如下：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5.8  筏板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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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2-1  基础平板 LPB 的平面注写 

5.8.2.2  钢筋修改 

  

可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基础钢筋修改>筏板钢筋，并点选某块筏板，将弹出

图 5.8.2-2 所示的钢筋修改对话框，用于修改板上部筋及底部贯通纵筋的钢筋值。 

 

图 5.8.2-2  筏板钢筋修改 

输入完成后，点击“单个修改”或“同名修改”按钮，即可完成相应修改。 

5.8.2.3  平法注写修改 

双击施工图中板集中标注内容或钢筋编号，将弹出图 5.8.2-3 对话框，可进行

单独修改或同名批量修改筏板上部筋、底部筋及底部非贯通筋。 

        

(a) 集中标注修改           (b) 非贯通筋修改 

图 5.8.2-3  钢筋修改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基础钢筋修改>筏板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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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平板式筏基基础平板施工图 

5.8.3.1  图形分类 

平板式筏基基础平板施工图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即平法施工图。包含板

带（柱下板带、跨中板带）平面注写和基础平板平面注写两种方式。具体可参

见标准图集 11G101-3 的说明。其中板带注写方式适用于用板带法或板元法分

析的平板式筏基，基础平板注写方式只适用于板元法分析的平板式筏基。分别

示例如下： 

 

 

图 5.8.3-1  板带法平面注写 

 

图 5.8.3-2  基础平板 BPB 的平面注写 

 

板带平法施工图是指按照柱下板带、跨中板带分别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的平

面注写方式的施工图；基础平板 BPB 平面注写方式同梁板式基础平板 LPB 平

面注写方式。 

 

功能说明 



 

5.8  筏板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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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2  钢筋修改 

  

可使用主菜单钢筋配置>基础钢筋修改>筏板钢筋或板带钢筋，并点选某个筏

板或板带，将弹出图 5.8.3-3 及图 5.8.3-4 所示的钢筋修改对话框，用于修改筏

板上部筋下部筋及板带上的上部筋、底部筋。 

输入完成后，点击“单个修改”或“同名修改”按钮，即可完成相应修改。

在平法施工图中双击标注也可弹出以上对话框，进行钢筋的修改。 

 

         

图 5.8.3-3  筏板钢筋修改       图 5.8.3-4  板带钢筋修改 

 

5.8.4  桩筏基础基础平板施工图 

桩筏基础分为梁板式桩筏和平板式桩筏，其梁板式桩筏施工图同梁板式筏基，

即采用梁板式筏基基础平板 LPB 的平面标注方式，详细介绍参见第 5.8.2 节；

平板式桩筏基础平板施工图采用 BPB 平面注写方式，详细介绍参见第 5.8.3 节。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钢筋配置>基础钢筋修改>筏板钢筋或板带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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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楼板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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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构件计算图 

 

6.1  楼板计算图 

程序图形目录树如图 6.1 所示，可双击相应项打开当前施工标准层楼板（或

基础底板）的计算图形。计算图形为单线条图形，方便用户直观了解本层的状

态。 

板计算图形包括计算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图、裂缝宽度

图、荷载图、挠度图以及弯矩图等计算图形，各计算图形的详细介绍参见第 6.1.

1 节至第 6.1.8 节内容。 

  

图 6.1  板计算图形菜单 

 

6.1.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双击“计算钢筋面积图”，打开并在左侧视图中显示该计算简图，如图 6.1.1

所示。 

在“板计算钢筋面积图”上，对每块板都输出了根据内力计算需要的钢筋面

积，包括：板跨中 X 向计算配筋面积、板跨中Y 向计算配筋面积和支座负筋的

计算配筋面积，数值标注方向与钢筋配置方向相同。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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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板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m） 

 

6.1.2  计算配筋率图 

  

双击“计算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1.2  板计算配筋率图（单位：%） 

在图中每块板都输出了根据板计算钢筋面积求得的配筋率，分为：板跨中 X

向计算钢筋配筋率、板跨中Y 向计算钢筋配筋率和支座计算钢筋配筋率。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6.1  楼板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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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双击“实配钢筋面积图”选择，打开此图。 

 

图 6.1.3  板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m） 

在图中每块板都输出了实际配筋的面积，包括：板跨中 X 向实配钢筋

面积、板跨中 Y 向实配钢筋面积和支座负筋实配面积。 
 

6.1.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实配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1）板配筋率：指在板剖断面上每延米宽度内钢筋的面积与截面面

积之比； 

（2）配筋率是影响构件受力特征的一个参数，控制配筋率可以控制

结构构件的破坏形态，不发生超筋破坏和少筋破坏，同时配筋

率又是反映经济效果的主要指标。控制最小配筋率是为了防止

构件发生少筋破坏，少筋破坏是脆性破坏，设计时应当避免。

关于最小配筋率的规定请参考《混规》GB50010-2010第8.5

节。 



 

第六章  构件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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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板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在图中输出了每块板根据实配钢筋求得的配筋率，包括：板跨中 X 向

实配钢筋配筋率、板跨中 Y 向实配钢筋配筋率和支座实配钢筋的配筋率。  

6.1.5  实配钢筋图 

  

双击“实配钢筋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1.5  板实配钢筋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块板跨中 X、Y 向和支座的实际配筋结果，包括钢筋

的等级、直径和间距。 

6.1.6  钢筋面积比图 

  

双击“配筋面积比图”选项，打开此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实配钢筋图 

 



 

6.1  楼板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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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板配筋面积比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块板的实配钢筋面积与计算钢筋面积的比值，包括：

板跨中 X、Y 向和支座实配钢筋与计算钢筋的面积比。  
 

 

6.1.7  裂缝宽度图 

  

双击“裂缝宽度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1.7  板裂缝宽度图（单位：mm）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裂缝宽度图 

 

（1）当计算配筋面积为0时，需按照构造要求进行配筋，此时配筋

面积比为1； 

（2）当配筋面积比小于1时，表明实配钢筋面积小于计算需要的钢

筋面积，实配钢筋面积不足，在计算图形中该面积比值用红色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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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标明了每块板跨中 X、Y 向和支座处的裂缝宽度值。 
 

 
 

6.1.8  挠度图 

  

双击“挠度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1.8  板挠度图（单位：mm） 

在图中标明了每块板的跨中挠度值。 

 
 

6.2  梁计算图 

梁（上部结构梁或基础梁）计算图包含内容如图 6.2 所示，双击相应项打开

梁的计算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图、配筋面积比图、裂缝宽

度图以及挠度图等图形。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1）在绘图师中挠度值以向下为正； 

（2）当板为双向板时，使用按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

用影响的刚度B代替《建筑结构静力计算手册》中的Bc。其中弯

矩值按照准永久组合（DL+0.5LL）计算的，活荷载准永久荷载

值系数程序取0.5； 

（3）当板为单向板时，程序采用与梁挠度计算相同公式计算。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板计算图形>挠度图 

 

对于板构件的裂缝宽度验算，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 

 



 

6.2  梁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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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梁计算图形菜单 

6.2.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双击“计算钢筋面积图”选项，生成的计算钢筋面积图如图 6.2.1 所示。 

 

图 6.2.1  梁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在图中输出了每根梁根据计算所需要的钢筋面积，包括：梁的上、下

纵筋、箍筋、腰筋等。梁的配筋结果输出与结构大师输出方式一致，各

数值具体含义参见结构大师用户手册的相关说明。 
 

6.2.2  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计算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2.2  梁计算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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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每根梁根据计算所需钢筋的配筋率，包括：梁上、

下部的左、中、右三个截面配筋率；箍筋加密区和非加密区配筋率；如

果计算需要抗扭纵筋和箍筋，也将输出其相应配筋率。 
 

6.2.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双击“实配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 

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每根梁实配的纵筋、箍筋及腰筋面积等，输出方式与计算

钢筋面积图相同。 

 

图 6.2.3  梁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6.2.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实配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梁实配钢筋的配筋率结果，包括梁纵筋及箍筋的配筋率等，

输出方式同梁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图 6.2.4  梁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6.2.5  实配钢筋图 

  

双击“实配钢筋图”选项，打开此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实配钢筋图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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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梁实配钢筋图 

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每根梁的实际配筋结果，输出方式与结构大师相同，

具体数值含义请参考结构大师用户手册相关说明。 
 

6.2.6  配筋面积比图 

  

双击“配筋面积比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2.6  梁钢筋面积比图 

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梁实配钢筋与计算配筋的钢筋面积比值。比值小于 1 时，

数值将用红色表示，说明该梁配筋不满足计算要求。 

 

6.2.7  裂缝宽度图 

  

双击“裂缝宽度图”选项，打开此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裂缝宽度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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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梁裂缝宽度图（单位：mm） 

在图中输出了每跨梁跨中和左右两个支座处的裂缝值，裂缝宽度大于允许值

时，数值将用红字表示。 

 

 

 

6.2.8  挠度图 

  

双击“挠度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2.8  梁挠度图（单位：mm） 

在图中分别标注了每根梁的挠度值（括号内为分数形式表示的挠度），梁挠

度超限时，数值将用红色表示。 

 

 
 

6.3  柱计算图 

柱计算图包含内容如图 6.3 所示，双击相应项打开柱的计算钢筋面积图、实

配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图、配筋面积比图、双偏压验算图等计算图形。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1）梁的挠度是按《混规》GB50010-2010第7.2节的方法，采用

准永久组合进行计算，且考虑了实配钢筋的影响； 

（2）梁的挠度计算没有考虑支座位移的影响，即按梁支座不发生

位移计算的。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挠度图 

 

对于梁构件的裂缝宽度验算，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 

 



 

6.3  柱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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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柱计算图形菜单 

 

6.3.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双击“计算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3.1  柱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在图中每根柱子都标明了根据内力计算所需要的钢筋面积，包括：柱的角筋、

箍筋和每个柱边所需的钢筋面积。柱的配筋结果输出与结构大师计算结果输出

方式一致，具体数值含义请参考结构大师用户手册的相关说明。 

 

6.3.2  计算配筋率图 

  

双击“计算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柱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柱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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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2-1  柱计算配筋率图（单位：%） 

在图中根据柱的计算钢筋面积，分别计算和给出了柱主筋和箍筋的配

筋率，包括：柱全截面配筋率、柱每边计算配筋率和箍筋的体积配筋率。 

图形输出示意如下： 

 

 

 

 

图 6.3.2-2  柱计算配筋率示意图 

其中： 

    A——全截面配筋率；B、C——分别为柱长、宽两边的单边配筋率； 

    D、E——分别为柱加密区与非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箍率。 

 

 

 
 

 

6.3.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双击“实配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柱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1）计算柱一边的配筋率时，所用钢筋面积为相应边包括角筋在内的

钢筋面积；  

（2）体积配筋率指箍筋体积（箍筋总长乘单肢面积）与相应的砼体积

的比率。复合箍筋应扣除重叠部分的箍筋体积，具体计算方法参

见《混规》GB50010-2010第6.6.3条。 

 

A 

D—E

—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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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  柱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在图中输出了每根柱子的实配钢筋面积，包括柱一根角筋、每边钢筋和箍筋

的面积，其中箍筋面积为箍筋配筋间距内的总面积。  

 

6.3.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实配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3.4  柱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在图中根据柱的实配钢筋面积，分别计算和给出了柱主筋和箍筋的配筋率，

包括：柱全截面配筋率、柱每边配筋率和箍筋的加密区与非加密区的体积配筋

率。 

 

6.3.5  实配钢筋图 

  

双击“实配钢筋图”选项，打开此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柱计算图形>实配钢筋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柱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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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5  柱实配钢筋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根柱子实配的角筋、每边总的钢筋（不包括两根角筋）和加

密区与非加密区的箍筋。当柱所配钢筋直径相同时，只给出总的配筋根数和直

径；当直径不同时，将分别给出一个角筋的直径和其它每边除角部外所配的钢

筋根数和直径。 

 

6.3.6  钢筋面积比图 

  

双击“配筋面积比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3.6  柱的钢筋面积比图 

在图中分别输出了每根柱子实配钢筋与计算钢筋的面积比，包括：全部实配

纵筋筋与计算纵筋、柱每边实配钢筋与计算钢筋以及实配箍筋与计算箍筋的面

积比值。比值小于 1 时，数值将用红色表示，说明该柱配筋不满足计算要求。 

 

6.3.7  双偏压验算图 

  

双击“双偏压验算图”选项，程序将自动进行柱双偏压验算，并打开结果简

图。在图中红色填充的柱子表明双偏压验算没有通过。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柱计算图形>双偏压验算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柱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6.4  支撑计算图 

 

绘图师  (Building Drawer)  |  99   

 

 

6.4  支撑计算图 

支撑计算图包含内容如图 6.4 所示，双击相应项打开支撑的计算钢筋面积图、

实配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图、配筋面积比图等图形。 

  

图 6.4  支撑计算图形 

 

6.4.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双击“计算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4.1  支撑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在图中输出了每个支撑的计算配筋面积，包括主筋和箍筋面积。其中带 G 标

志的数值为箍筋配筋间距内的箍筋面积。 

 

6.4.2  计算配筋率图 

  

双击“计算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支撑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支撑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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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  支撑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个支撑由计算钢筋面积求得的配筋率，包括支撑主筋配筋率

和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其中数值前面带 G 的为箍筋体积配箍率。 

 

6.4.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双击“实配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在图中输出每个支撑的实配主筋

和箍筋的面积。数值前面带 G的为箍筋配筋间距内的箍筋面积。 

 

 

图 6.4.3  支撑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6.4.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实配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在图中标明了每个支撑的主筋和箍筋的实配钢筋配筋率，数值前面带 G 的为

箍筋的体积配箍率。 

 

图 6.4.4  支撑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支撑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支撑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6.5  剪力墙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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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实配钢筋图 

  

双击“实配钢筋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4.5  支撑实配钢筋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个支撑实际配置的主筋和箍筋。 

 

6.4.6  钢筋面积比图 

  

双击“配筋面积比图”选项，打开此图。在图中输出了每个支撑实配钢筋与

计算钢筋的面积比值，包括主筋的比值和箍筋的比值。如果比值小于 1，数值

将用红色显示，表示该支撑配筋不满足计算要求。 

 

图 6.4.6  支撑钢筋面积比图 

 

6.5  剪力墙计算图 

剪力墙计算图包含内容如图 6.5 所示，双击相应项打开剪力墙的计算钢筋面

积图、实配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图、配筋面积比图以及边缘构件 Lc、Ls 等

图形。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支撑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支撑计算图形>实配钢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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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剪力墙计算图形 

 

6.5.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双击“计算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如图 6.5.1 所示： 

  

图 6.5.1  剪力墙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在图中输出了每片剪力墙和每个边缘构件计算所需的钢筋面积，包括：剪力

墙墙身的水平、竖向分布钢筋和边缘构件的主筋面积。 

 

6.5.2  计算配筋率图 

  

双击“计算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5.2  剪力墙计算配筋率图（单位：%）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面积图 



 

6.5  剪力墙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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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输出了每片剪力墙及每个边缘构件的配筋率，包括剪力墙水平、竖向

分布筋的配筋率；边缘构件主筋配筋率和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其中数值前带 G

的为边缘构件的体积配箍率。 

 

6.5.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双击“实配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在图中输出了每片剪力墙实际配

筋的水平、竖向分布钢筋面积和每个边缘构件实际配置的主筋和箍筋面积，其

中数值前带 G 的为边缘构件的箍筋面积。 

 

图 6.5.3  剪力墙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6.5.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实配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在图中输出了每片剪力墙和每

个边缘构件的实配钢筋的配筋率，包括剪力墙水平、竖向分布筋的配筋率；边

缘构件主筋配筋率和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其中数值前带 G 的为边缘构件的体积

配箍率。 

 

图 6.5.4  剪力墙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6.5.5  实配钢筋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实配钢筋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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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实配钢筋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5.5  剪力墙实配钢筋图 

在图中输出每片剪力墙和边缘构件实配钢筋的等级、直径、根数和间距。 

 

6.5.6  钢筋面积比图 

  

双击“配筋面积比图”选项，打开此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片剪力墙和每个边缘构件实配钢筋面积与计算需要钢筋面积

的比值，以此来判断构件选筋是否合理，当面积比小于 1 时数值将用红色表示，

表明此构件配筋不满足计算要求。 

 

图 6.5.6  剪力墙的钢筋面积比图 

 

 

6.5.7  边缘构件Lc图 

  

双击“约束边缘构件 Lc 图”选项，将打开此图。仅对于约束边缘构件才输

出Lc 范围值；对于构造边缘构件不输出 Lc值。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约束边缘构件 Lc 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6.6  独基/承台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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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7  约束边缘构件 Lc 图（单位：mm） 

 

6.5.8  边缘构件Ls图 

  

双击“边缘构件 Ls 图”选项，打开此图。对于约束边缘构件 Ls 为核心区尺

寸；对于构造边缘构件 Ls 为边缘构件尺寸，单位 mm。  

 
 

图 6.5.8  边缘构件 Ls 图（单位：mm） 

 

6.6  独基/承台计算图 

如图 6.6 所示，独基/承台计算图形的内容包括：计算钢筋面积图、计算钢筋

配筋率图、实配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实配钢筋图以及配筋面积比

图。在第 6.6.1 节至 6.6.6 节中将分别加以介绍。通过双击视图菜单中的图名项，

程序的主窗口中会打开相应的图形。 

 

 

图 6.6  独基/承台计算图形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剪力墙计算图形>边缘构件 Ls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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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如图 6.6.1 所示，在独基/承台的计算钢筋面积图中，独基每一边上的数值代

表该边单边的基础底部计算配筋面积值。 

 

 

图 6.6.1  独基/承台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6.6.2  计算配筋率图 

  

如图 6.6.2 所示，在独基/承台的计算配筋率图中，独基每一边上的数值表示

该方向基础计算钢筋的配筋率。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独基承台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1）图中标注的面积为各边钢筋的总面积，而不是每延米的面积，

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对于下面介绍的“独基/承台实配钢筋面

积图”也一样； 

（2）此图中显示的独基/承台的计算钢筋面积为计算需配的钢筋面积

值，也即是基础大师中计算的结果。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独基承台计算图形>计算配筋面积图 

 



 

6.6  独基/承台计算图 

 

绘图师  (Building Drawer)  |  107   

 

 

 
 

 图 6.6.2  独基/承台计算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6.6.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如图 6.6.3 所示，在独基/承台的实配钢筋面积图中，独基每一边上的数值代

表该边单边的实配钢筋的面积值。 

 

 

图 6.6.3  独基/承台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6.6.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如图 6.6.4 所示，在独基/承台的实际配筋率图中，独基每一边上的数值表示

该方向的基础实配钢筋的配筋率。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独基承台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独基承台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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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6.4  独基/承台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6.6.5  实配钢筋图 

  

如图 6.6.5 所示，在独基/承台的实配钢筋图中，给出了每个基础的编号和配

筋，基础每一边上的钢筋标注即表示该方向的配筋，包括钢筋的等级、直径和

间距。 

 

图 6.6.5  独基/承台实配钢筋图 

 

6.6.6  钢筋面积比图 

  

如图 6.6.6 所示，在独基/承台的配筋面积比图中，独基每一边上的数值表示

该方向基础实际配筋面积与计算配筋面积之比。当比值小于 1 时，将用红色表

示，说明此基础配筋不满足计算要求。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独基承台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独基承台计算图形>实配钢筋图 

 



 

6.7  基础梁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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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6  独基承台配筋面积比图 

 

6.7  基础梁计算图 

基础梁计算图形各项如图 6.7 所示，包括计算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面积图、

实配钢筋图、配筋面积比图，双击某项可打开相应图形。 

 

图 6.7  基础梁计算图形菜单 

6.7.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双击“计算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7.1  基础 梁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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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每根基础梁的计算需要的配筋面积，包括梁的箍筋及纵筋

面积。基础梁配筋结果输出的方式与基础大师（Foundation Master）相同，详

细介绍请参见基础大师用户手册。 

 

6.7.2  计算配筋率图 

  

双击“计算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7.2  梁计算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每根基础梁根据计算配筋面积求得的配筋率，包括

箍筋及纵筋的配筋率等，配筋率与计算钢筋面积结果相对应。 
 

6.7.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双击“实配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7.3  梁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 

在图中详细输出了基础梁实配钢筋结果，包括箍筋及纵筋面积等，输出方式

与计算钢筋面积相同。 

 

6.7.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实配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6.7  基础梁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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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4  梁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在图中详细输出了每个基础梁各种实配钢筋的配筋率，包括箍筋及纵筋等的

配筋率，输出项均与实配钢筋面积中的各数值相对应。 

6.7.5  实配钢筋图 

  

双击“实配钢筋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7.5  梁实配钢筋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根基础梁的实际配筋，包括梁纵筋、箍筋的等级、直径、根

数或间距。具体数值含义请参考基础大师用户手册相关说明。 

 

6.7.6  钢筋面积比图 

  

双击“配筋面积比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7.6  梁钢筋面积比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梁计算图形>实配钢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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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输出了每根地基梁的实配钢筋与计算钢筋的面积比值，包括梁箍筋及

纵筋面积比等。当比值小于 1 时，数值将用红色表示，说明该梁配筋不满足计

算要求。 

6.8  筏板计算图 

6.8.1  梁板筏基肋梁计算图 

梁板式筏基肋梁计算图形介绍同基础梁计算图，详细介绍参见第 6.7 节。 

6.8.2  筏形基础筏板计算图 

程序图形目录树如图 6.8.2-1 所示，可双击相应项打开当前施工标准层筏板的

计算图形。筏板计算图形包括计算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面积图、实配钢筋图、

配筋面积比图等计算图形，各计算图形的详细介绍参见第 6.8.2.1 节至第 6.8.2.6

节内容。 

 

图 6.8.2-1  筏板计算图形菜单 

6.8.2.1  计算钢筋面积图 

  

双击“计算钢筋面积图”选项，打开此图，如图 6.8.2-2 所示。 

 

图 6.8.2-2  筏板计算钢筋面积图（单位：mm2/m）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筏板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面积图 

 



 

6.8  筏板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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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对每块板都输出了根据内力计算需要的钢筋面积，包括：板跨中 X 向

计算配筋面积、板跨中 Y 向计算配筋面积和支座的计算配筋面积。数值后带 t

的表示筏板的上部配筋面积，数值后带 b 的表示筏板的下部配筋面积。 

 

6.8.2.2  计算配筋率图 

  

双击“计算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在图中每块都输出了根据板计算钢筋面积求得的配筋率，分为：板跨中 X 向

计算钢筋配筋率、板跨中Y 向计算钢筋配筋率和支座计算钢筋配筋率。 

 

  

图 6.8.2-3  板计算配筋率图（单位：%） 

 

6.8.2.3  实配钢筋面积图 

  

双击“实配钢筋面积图”选择，打开此图。 

  

图 6.8.2-4  板实配钢筋面积图（单位：mm2/m）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筏板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面积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筏板计算图形>计算钢筋配筋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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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  绘图师  (Building Drawer) 

 

在图中每块板都输出了实际配筋的面积，同样包括：板跨中 X 向实配钢筋面

积、板跨中 Y 向实配钢筋面积和支座筋实配面积。数值后带 t 的表示筏板的上

部配筋面积，数值后带 b 的表示筏板的下部配筋面积。 

 

6.8.2.4  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双击“实配钢筋配筋率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8.2-5  板实配钢筋配筋率图（单位：%） 

在图中输出了每块板根据实配钢筋求得的配筋率，包括：板跨中 X 向实配钢

筋配筋率、板跨中Y 向实配钢筋配筋率和支座实配钢筋的配筋率。 

 

6.8.2.5  实配钢筋图 

  

双击“实配钢筋图”选项，打开此图。 

  

图 6.8.2-6  板实配钢筋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筏板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筏板计算图形>实配钢筋配筋率图 

 



 

6.8  筏板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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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输出了每块板跨中 X、Y 向和支座的实际配筋结果，包括钢筋的等级、

直径和间距。 

 

6.8.2.6  钢筋面积比图 

  

双击“配筋面积比图”选项，打开此图。 

在图中输出了每块板的实配钢筋面积与计算钢筋面积的比值，包括板跨中 X、

Y 向和支座实配钢筋与计算钢筋的面积比。当面积比小于 1 时，数值将用红色

表示，表明此板配筋不满足计算要求。 

 

图 6.8.2-7  筏板配筋面积比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当计算配筋为0，按照构造要求进行配筋时配筋面积比为1。 

图形目录树>计算图形>筏板计算图形>配筋面积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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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自动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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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审图及出图 

 

7.1  自动校审 

  

程序可对地上部分和基础部分施工图自动进行审核，并给出相应的审核结果

供用户参考，审核项目可以由用户选择设置。 

主菜单施工图>自动审图，点击此菜单项，程序将弹出相应的地上部分或基

础部分施工图自动审核设置对话框，用户可对梁、板、柱等构件的审核内容进

行选择设置，在需要进行审核的项前面打勾即可。自动校审各选项的详细说明

见附录 C。 

（1）地上结构施工图： 

① 板构件： 

 

图 7.1-1  自动校审-板构件 

 

② 梁构件： 

 

图 7.1-2  自动校审-梁构件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自动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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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柱构件： 
 

 

图 7.1-3  自动校审-柱构件 

 

④ 剪力墙： 
 

 

图 7.1-4  自动校审-剪力墙 

 

⑤ 支撑： 
 

 

图 7.1-5  自动校审-支撑 

 

 

 



 

7.1  自动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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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部分施工图： 

① 基础板： 
 

 

图 7.1-6  自动校审-基础板 

 

②  基础梁： 
 

 

 

图 7.1-7  自动校审-基础梁 

 

③ 独基/承台： 
 

 

图 7.1-8  自动校审-独基承台 

 

点击“确定”后，在左侧树形菜单“审图记录”项中可以查看各种构件

审图记录结果和审图记录单，双击需要查看的选项，在信息窗口弹出该

项的审图记录列表，如图 7.1-9 所示。点击列表中的“错误位置”按钮，

可以在图中直接显示定位错误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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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审图记录  

 

 

 

(b) 审图记录列表 

图 7.1-9  自动审图记录 

 

7.2  人工校审 

  

用户可对程序自动生成并经过后续修改的各种构件施工图进行人工校审，并

可输出人工审图记录。 

7.2.1  添加审图记录 

可使用主菜单施工图>人工校审，或者在模型窗口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人工校审”，结合模型窗口下方命令窗口的提示进行操作。按“ESC”结束

当前命令。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操作示例 添加审图记录 

施工图>人工校审 



 

7.3  模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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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施工图审图标记                       (b) 人工审图记录 

图 7.2.1  操作示例 

 

 
 

 
 

7.2.2  修改审图记录 

双击图形上的审图标记或双击右侧树形菜单“审图记录”中“人工审图记录”

的某一项记录，根据窗口下方命令行的提示，可对该记录再次添加审图补充内

容，按“ESC”结束当前命令。 

 

7.2.3  查询审图记录 

查看审图记录内容时，可双击右侧树形菜单“审图记录”中“人工审图记录”

的某一项记录，则该记录内容显示在信息窗口中，同时在模型窗口中局部放大

该构件及审图标记。 

 

7.3  模型调整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施工图>模型调整 

 

对右侧树形菜单“审图记录”中“人工审图记录”的某项记录双

击，可关闭图形上相应审图标记的显示；再次双击时可重新显示。 

。 

操作顺序 

（1）选择构件：在施工图中点选需要审核的构件； 

（2）输入审图记录：根据命令行的提示，输入审图记录内容； 

（3）审图记录显示：在图形上显示审图记录编号及标记，并在右侧

树形菜单“审图记录”项列出所有人工审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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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上部结构或者基础结构进行局部修改并且重新设计之后，得到新的设计 

结果，往往需要在原有的施工图基础上，对比新的施工图进行调整。调整范围

包括：各构件的类型、尺寸、材料、配筋、内力以及是否偏心等，并计算出调

整前后工程量的差异。 

 

7.3.1  导入调整模型 

  

点击“导入调整模型”，程序弹出如图 7.3.1 所示的对话框，点击文件名后的

，选择可导入文件的路径，打开需要导入*.MBN 格式的对比模型；勾选

“验证数据的正确性”选项，点击下一步，则会对该对比模型数据的正确性进

行验证；完成验证后进入模型调整操作界面。 

 

 

图 7.3.1  导入模型对话框 
 

7.3.2  调整模型 

  

勾选各构件调整模型截面上需要调整的选项，包括构件类型、构件偏心、构

件材料、截面尺寸、计算配筋、计算内力以及节点误差等，其中，计算配筋和

计算内力须填写误差百分比，节点误差需填写误差长度。各构件的选项基本相

同，仅墙身、墙柱以及墙梁没有计算内力选项，因此，下述操作以板构件为例。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菜单路径 施工图>模型调整>调整模型 

施工图>模型调整>导入调整模型 



 

7.3  模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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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1  模型调整对话框 

（1）视图拆分方式 

水平拆分：勾选此项，初始模型图与对比模型图左右排列，如图 7.3.2-2 所示； 

 

图 7.3.2-2  水平拆分视图 

 

竖向拆分：勾选此项，初始模型图与对比模型图上下排列，如图 7.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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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3  竖向拆分视图 

（2）视图是否联动：勾选此项，滚动鼠标滚动轮时，初始模型图与对比模型

图同时放大或缩小； 

（3）检查模型：对比初始模型图与对比模型图，找出具有差异的构件并在初

始模型图中标示，将鼠标置于标示处，程序会自动显示差异结果，如图 7.3.2-4

所示； 

 

图 7.3.2-4  差异显示 



 

7.4  修改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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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局部更新：选择被标示中一个或多个构件，点击局部更新，所选构件的

基本属性将改成为对比模型中相应构件的属性； 

（5）全部更新：点击全部更新，初始模型图中被标出的构件的属性将全部改

成为对比模型中相应构件的属性； 

（6）关闭：更新完毕后，关闭对话框。 

 

7.3.3  工程量差异 

  

在进行模型调整之后，可通过本项功能对比模型调整前后钢筋和混凝土的工

程量的差异，如图 7.3.3 所示： 

 

图 7.3.3  工程量差异表 

 

 

7.4  修改图名 

  

需修改图名时，可使用主菜单施工图>修改图名，或者在图形中双击图名，

打开“修改图名”对话框，如图 7.4 所示，输入新的图名，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 

 

图 7.4  修改图名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修改图名 

施工图>模型调整>工程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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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插入图块 

7.5.1  插入图框 

  

插入施工图图框，主菜单施工图>插入图块>插入图框，弹出“插入图框”对

话框，如图 7.5.1 所示，选择图框类型，点击“确定”，在模型窗口中确定图框

位置即可。 

 

图 7.5.1  插入图框 

（1）图框路径：程序自带24种图框类型，并设为默认路径；用户点击 ，

可选择其它路径的图框； 

（2）图框：列出所选路径下的所有图框类型； 

（3）选中：在上面显示窗口中显示选中图框形式，这里显示图框名及后缀。 

 

 
 

7.5.2  插入层高表 

  

使用主菜单施工图>插入图块>插入层高表，可在施工图上任意位置插入整个

结构的楼层层高表，由程序根据当前楼层信息自动生成，层高表亮显处显示当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插入图块>插入层高表 

再次打开该施工图时，图框不再显示。 

 

施工图>插入图块>插入图框 

施工图默认命名规则如下： 

上部结构：平法施工图名字为“标准层标高或标高范围+构件名称+

平法施工图”；平面布置图的名字为“标准层标高+平面

布置图”。 

基础：“构件名称+平法施工图”及“基础平面布置图”。 

。 



 

7.6  工程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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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施工图所在层，如图 7.5.2 所示。程序中的层高表是参照平法图集 11G101-1

提供的形式绘制的。 

插入表格时表格可随光标移动，在图形区出现表格的示意。在适当位置按左

键，以确定该表格最终的绘制位置。 

       

  (a)层高表（板、梁、支撑）    (b)层高表（柱）      (c)层高表（剪力墙） 

图 7.5.2  各施工图层高表 

 

7.6  工程量统计 

7.6.1  钢筋工程统计表 

  

可查看整个结构各楼层及各构件的钢筋用量统计数据，如图 7.6.1-1 所示，表

格按楼层和构件类型详细列出钢筋的总重量及楼层每平米含钢量，并统计整个

工程的汇总重量。 

 

图 7.6.1-1  钢筋工程统计表 

当选择表格中的“ ”时，出现图 7.6.1-2 所示对话框，可以查看各楼层各

构件的各号钢筋的重量。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工程量统计>钢筋工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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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1-2  钢筋工程统计表 

 

图 7.6.1-3  导出钢筋工程统计表（HTML） 

 

（1）插入图形：点击此按钮，将统计表插入到当前的图形中，打印时可一起

打印。 

（2）导出统计表：将统计表以网页（HTML）文件格式输出，如图7.6.1-3所示，

点击文件左上角“另存为„”按钮，可将此文件保存到指定的目录下，

做为单独文件使用。 

（3）查看曲线图：将每一楼层的用钢量与用钢的上限值与下限值相比较，作

出曲线图。用户在对话框中可交互结构类型、结构用途、材料统计下限

值与上限值。可将工程量统计曲线图保存为图形文件。 

 

 

 

 

注意事项 
在菜单设置>材料统计参数，可交互钢筋修正系数、搭接方式、搭接

接头面积百分率，以此考虑钢筋的弯钩、搭接等长度的影响。 



 

7.6  工程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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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1-4  工程量统计曲线图 

 

7.6.2  混凝土工程统计 

  

可查看整个结构各楼层及各构件的混凝土用量统计数据，如图 7.6.2 所示，表

格按楼层和构件类型详细列出混凝土的总体积及每平米折算厚度，并统计整个

工程的汇总混凝土工程量。其余功能解释完全同第 7.6.1 节。 

 

 

图 7.6.2  混凝土工程统计表 

7.6.3  选筋方案比较 

  

用户可将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常用的多个选筋方案保存起来，并可进行选筋方

案的对比。本项可查看当前选筋方案与数据库已有选筋方案的对比效果，如图 

7.6.3-1 所示。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工程量统计>选筋方案比较 

施工图>工程量统计 >混凝土工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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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3-1  钢筋工程比较方案

（1）比较选筋方案：选择进行对比选筋的方案，即“选筋数据库”中已保存

的选筋方案名称。在主菜单“设置>方案管理器”可查看数据库内容；将

当前选筋方案保存在数据库中的详细介绍参见第3.4节。 

 

 

图 7.6.3-2  钢筋工程比较方案（HTML） 

（2）导出统计表：将当前对比统计表以网页文件格式（HTML）输出，如图7.

6.3-2所示，点击文件左上角“另存为…”按钮，可将此文件保存到指定

的目录下，做为单独文件使用。 

 

7.7  计算底图切换 

  

本菜单用于在板、梁、柱以及剪力墙等构件的平法施工图中显示计算配筋

面积、配筋面积比的底图。由于各构件操作相同，以梁平法施工图为例。 

（1）计算配筋 

在平法施工图的视图中点击“施工图>计算底图切换>计算配筋”，在相应的

构件中央显示计算配筋的结果，用于和实际配筋结果进行比较，如图 7.7-1 所

示。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计算底图切换 



 

7.8  输出施工图形 

 

 

绘图师  (Building Drawer)  |  131   

 

 

 

图 7.7-1  梁平法施工图中计算配筋注写 

 

（2）配筋面积比 

在平法施工图的视图中点击“施工图>计算底图切换>配筋面积比”，在相

应构件的中央显示实际配筋与计算配筋面积的比值，如图 7.7-2 所示。 

 

图 7.7-2  梁平法施工图中配筋面积比注写 

 

7.8  输出施工图形 

  

可将部分或全部施工图输出到指定路径处，输出文件为*.dwg 格式。 

主菜单施工图>输出施工图，打开“输出施工图”对话框，如图 7.8 所示，进

行输出设置后，点击“确定”按钮，在信息窗口显示文件保存的路径及文件名

称，点击此处文件名可超链接直接打开 dwg 格式的施工图。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输出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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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输出施工图 

（1）图框选择：给输出施工图加上图框，详见第7.5.1节； 

（2）施工图类型：可以在此选择构件施工图的生成方式； 

（3）全部选中：勾选，输出全部施工图；不勾选，用户可在“是否生成”勾

选输出部分施工图； 

（4）施工图名称：列出当前模型中所有施工图名称，用户也可直接修改名称； 

（5）层高表：设置输出该施工图时是否将层高表一并输出，勾选则输出层高

表； 

（6）生成到：设置施工图文件的输出路径，点击 可修改路径。 

 

 

 

 

 

7.9  输出计算图形 

  

可将部分或全部计算图形输出到指定路径处，输出文件为*.dwg 格式。 

主菜单施工图>输出计算图形，打开“输出计算图形”对话框，如图 7.9 所示， 

进行输出设置后，点击“确定”按钮，在信息窗口显示文件保存的路径及文件

名称，点击此处文件名可超链接直接打开 dwg 格式的图形。 

（1）输出层数：选择输出计算图形的所属施工标准层，还是输出所有施工标

准层的计算图形；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施工图>输出计算图形 

在当前施工图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右键菜单中的“输出图形”，

可输出当前图形到指定路径处。 

 



 

7.9  输出计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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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输出计算图形 

（2）全部选中：勾选，输出全部计算图形；不勾选，用户可在“是否生成”

勾选输出部分计算图形； 

（3）施工图名称：列出当前模型中所有计算图形名称，用户也可直接修改； 

（4）生成到：设置计算图形输出路径，点击 可修改路径。 

 

  
 

注意事项 
（1）在当前计算图形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输出

图形”，可输出当前图形到指定路径处。 

（2）程序输出的施工图形和计算图形除了用AUTOCAD打开外，

还可以执行命令：文件>打开>图形进行查看或编辑。操作命

令集中布置于模型图形窗口上方，操作方式基本和

AUTOCAD一样。各图标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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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图层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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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设置 

 

8.1  图层样式 

  

该菜单项的主要功能是对图框、标注、轴线、钢筋线以及板、梁、柱、剪力

墙、支撑、基础、洞口等构件的颜色及线型线宽的设置。 

 

图 8.1-1  图层样式—基本 

 

图 8.1-2  保存图层样式 

保存：可将当前设定的图层样式保存到图层样式库中，如图 8.1-2 所示； 

装载：在图层样式库中选择某个图层方案给当前图形，从左侧的方案列

表中选择方案，点击装载键即可。 

（1）基本图层设置 

如图 8.1-1 所示，此项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图框、图名、一般尺寸标注、

层高表、轴线、轴线标注、审图记录、校对记录、钢筋线以及剖断线的

颜色、线型、线宽的设置。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图层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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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名：列出模型施工图所有图层名，不能修改； 

颜色：显示当前图层颜色数值。修改该层显示颜色，可点击此处打开

“颜色”对话框，如图 8.1-3 所示，选择需要的颜色，点击“ok”即可； 

线型：显示当前图层线型。若要修改，可点击此处打开“线型”对话框，

如图 8.1-4 所示，选择需要的线型，点击“ok”即可； 

线宽：显示当前图层线宽。若要修改，可点击此处打开“线宽”对话框，

如图 8.1-5 所示，选择需要的线宽，点击“ok”即可。 

   

 图 8.1-3  图层样式—颜色修改        图 8.1-4  图层样式—线型修改 

 

图 8.1-5  图层样式—线宽修改 

（2）板构件 

如图 8.1-6 所示，该项主要是对板、板名以及板钢筋注写的颜色、线型、

线宽的设置。 

 

图 8.1-6  图层样式—板构件 



 

8.1  图层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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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构件 

如图 8.1-7 所示，该项主要是对梁施工图各图层的颜色、线型、线宽的设

置。 
 

 

图 8.1-7  图层样式—梁构件 

（4）柱构件 

如图 8.1-8 所示，此项主要是对柱施工图层的颜色、线型、线宽的设置。 
 

 

图 8.1-8  图层样式—柱构件 

（5）剪力墙 

如图 8.1-9 所示，此项主要是对墙施工图内图层内容的颜色、线型、线宽

的设置。 

 

图 8.1-9  图层样式—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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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撑构件 

如图 8.1-10 所示，此项主要是对支撑施工图内图层的颜色、线型、线宽

的设置。 

 

图 8.1-10  图层样式—支撑构件 

 

（7）基础 

如图 8.1-11 所示，此项主要是对基础施工图内各图层的颜色、线型、线

宽的设置。 

 

图 8.1-11  图层样式—基础 

 

（8）洞口 

如图 8.1-12 所示，此项主要是对洞口、洞口名以及洞口钢筋注写的颜色、

线型、线宽的设置。 
 

 

图 8.1-12  图层样式—洞口 



 

8.2  基本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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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本样式 

本项菜单主要功能是对字体、标注以及轴线的样式的设置。 

 

8.2.1  字体样式 

  

点击设置>基本样式，弹出如图 8.2.1 所示对话框，打开“字体样式”页面。 

 

图 8.2.1  字体样式 

该菜单项的主要功能是对图中各项文字的字体、高度、宽高比的设置。 

 

 
 

8.2.2  标注样式 

  

点击设置>基本样式，弹出如图 8.2.2 所示对话框，打开“标注样式”页面：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基本样式 

点击各项后的 按钮，通过其下拉列表来修改字体，在“高度”

和“宽高比”项里可以直接输入数值或者用按钮 来微调。 

 

设置>基本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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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标注样式 

本项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图中各项标注的标注长度、箭头大小的设置，如图

8.2.2 所示，关于“保存”和“装载”的说明见第 8.1 节，这里不再赘述。 

 

8.2.3  轴线样式 

  

点击设置>基本样式，弹出如图 8.2.3 所示对话框，打开“轴线样式”页面。 

 

 

图 8.2.3  轴线样式 

本项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平面样式和立面样式的轴线进行设置，关于

“保存”和“装载”的说明见第 8.1 节，这里不再赘述。 
 

8.3  构件名前缀 

  

本项菜单主要功能是对板、梁、柱、剪力墙、支撑以及基础的构件名前缀的

设置，如图 8.3 所示。双击列表上前缀名，交互新的名称点击“确定”即可修

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构件名前缀 

设置>基本样式 



 

8.5  表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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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存”和“装载”的说明见第 8.1 节，这里不再赘述。

 

图 8.3  构件名前缀 

 

8.4  绘图参数 

关于绘图参数对话框的相关说明请参见第 3.5 节。 

 

8.5  表格样式 

本项菜单主要功能是对层高表、柱表、墙身表、墙梁表以及边缘构件表格式

的设置。

8.5.1  层高表格式 

  

点击此命令，弹出如图 8.5.1 所示对话框，打开“层高表格式”页面。 

 

 

图 8.5.1  层高表格式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表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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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高表格的表格大小和位置的设定是通过 a、b、c、d、e、f 这六个取值来控

制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格式来自由地调整，单位 mm。关于“保存”

和“装载”的说明见第 8.1 节，这里不再赘述。 

 

8.5.2  柱表格式 

  

点击设置>表格样式，弹出如图 8.5.2 所示对话框，打开“柱表格式”页面；

本页面的主要功能是对柱表的表格大小以及每个表格中构件数的设置。 

 

 

图 8.5.2  柱表格式 

 

其他参数：竖向构件数指的是每个柱表中最多同时显示多少个构件。 

 

8.5.3  墙身表格式 

  

点击设置>表格样式，弹出如图 8.5.3 所示对话框，打开“墙身表格式”页面；

本页面主要功能是对墙身表的表格大小以及每个表格中构件数的设置。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表格样式 

设置>表格样式 



 

8.5  表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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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3  墙身表格式 

 

8.5.4  墙梁表格式 

  

点击设置>表格样式，弹出如图 8.5.4 所示对话框，打开“墙梁表格式”页面；

本页面是对墙梁表的表格大小以及每个表格中构件数的设定。 

 

 

图 8.5.4  墙梁表格式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表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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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边缘构件表格 

  

点击设置>表格样式，弹出如图 8.5.5 所示对话框，从中选中“边缘构件表格

式”；本页面的主要功能是对边缘构件表的表格大小、截面比例、行（列）向

构件数以及是否标注截面尺寸的设置。 

 

 

图 8.5.5  边缘构件表格式 

 

 
 

8.6  材料统计参数 

  

本项菜单的主要功能是设置各构件钢筋统计修正系数和钢筋连接方式，如图

8.6 所示。用户可以选择绑扎连接、对焊连接和机械连接三种不同的钢筋连接方

式，对于绑扎连接可设置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这些参数影响钢筋工程量的统

计数值。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材料统计参数 

其他参数中的行向构件数及列向构件数指的是每个边缘构件表格中

行向和列向最多同时显示的构件的个数。 

设置>表格样式 



 

8.7  方案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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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材料统计参数 

保存：将当前的设置方案保存到方案管理数据库中，供以后调用； 

装载：调用方案数据库中已有的材料统计参数方案，作为当前项目的参数值。 

 

8.7  方案管理器 

  

本项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选筋参数、选筋数据库、归并参数、绘图参数、图

层样式、基本样式、表格样式以及构件名前缀等各种方案的管理。 

 

  

图 8.7-1  方案管理器 

装载：以“图层样式”为例，选择方案列表中的“图层默认值-北京院”方案，

点击“装载”按钮，则在生成施工图时按照此方案执行。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方案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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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择方案列表中的一个方案，点击“删除”按钮，则被选中的方案被

删除； 

重命名：选择方案列表中的一个方案，点击“重命名”按钮，弹出如图 8.7-2

所示对话框，输入新的方案名即可； 

缺省值：以“选筋参数”为例，选择方案列表中的一个方案，点击“缺省值”

按钮，则此方案就被指定为选筋参数的缺省方案了。 

 

图 8.7-2  方案重命名 

 

8.8  选项 

  

本项菜单的主要功能是对语言、显示属性、MBD 设置、特殊字符以及命令

快捷键等进行定义。 

 

8.8.1  语言设置 

点击设置>选项，弹出如图 8.8.1 所示对话框，打开“系统选项”文件夹，选

择“UI 语言”，右侧窗口显示可供选择的语言，从中选择一种语言，点击“确

定”即可。 

 

 

图 8.8.1  语言选项 

 

8.8.2  其它设置 

如图 8.8.2-1 所示，打开“系统选项”文件夹，选择“其他设置”，右侧窗口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设置>选项 



 

8.8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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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显示属性”与“其他属性”窗口，设置是否显示工具栏、状态栏以及是

否保存工作日志。 

 

  

图 8.8.2-1  其他设置 

 

记录日志文件：将模型信息窗口显示的所有信息记录成文件保存，以便日后

查看； 

导入 MBN/MFN 文件对话框图片设置：执行主菜单文件>导入>导入 MBN/  

 MFN 文件，弹出如图 8.8.2-2 所示对话框，通过对“图片文件”和“图片文

字文件”的设置，可以实现对该对话框显示的图片及图片上的文字进行更改。 

 

 

图 8.8.2-2  导入 MBN/MFN 文件对话框图片 

 

8.8.3  颜色设置 

点击设置>选项，打开“MBD 选项“文件夹，点击“颜色设置”，弹出如图

8.8.3 所示对话框，可以分别对二维及三维图形中的构件颜色、视图屏幕背景色

等进行设置。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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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3  颜色设置 

 

8.8.4  MBD设置 

点击设置>选项，打开“MBD 选项”文件夹，点击“MBD 设置”，弹出如

图 8.8.4 所示对话框，可对右侧窗口显示的“路径”、“视图”及“施工图类型”

等各项进行设置。 

 

 

图 8.8.4  MDB 设置 

 

路径：用于设置图框文件以及特殊字体的存放目录，通过点击 可修改保

存路径； 

视图：设置是否显示滚动条，勾选则显示； 

施工图类型：用于设置各构件施工图的默认显示方式，通过下拉列表进行选

择。 

功能说明 



 

8.8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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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特殊字符 

点击设置>选项，打开“MBD 选项”文件夹，选择“特殊字符”，弹出如图

8.8.5 所示对话框，右侧窗口显示“shx 文件列表”及与文件对应的“特殊字符

定义”列表。 

 

 

图 8.8.5  特殊字符选项 

 

  

 

8.8.6  命令快捷键 

点击设置>选项，打开“MBD 选项”文件夹，选择“命令快捷键”，弹出如

图 8.8.6 所示对话框，右侧窗口显示为命令快捷键列表，用户可根据个人习惯自

定义各命令的快捷键。 

功能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1）以“hztxt.shx”为例，在列表中选中“hztxt.shx”，则在右侧的

“特殊字符定义”窗口中会显示“hztxt”中特殊字符的表示方

法，如果要对其进行修改，输入新的字母或数字来代替原先的

定义（如%%130）即可； 

（2）点击【缺省值】按钮则恢复到程序对特殊字符默认的定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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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6  命令快捷键 

恢复默认值：点击此按钮，则恢复程序默认快捷键设定。 

 

8.8.7  工具插件管理 

点击设置>选项，打开“MBD 选项”文件夹，选择“工具插件管理”，弹出

如图 8.8.7-1 所示对话框，右侧窗口显示已添加的工具插件及对应每个插件的信

息描述，用户对绘图师软件进行二次开发，以提高该软件的适应性。 

 

图 8.8.7-1  工具插件管理 

已添加的工具插件列表中列出程序中已有的工具插件，点击某个插件名，右

侧的“插件详情”栏中显示该插件的详细信息。用户可对插件进行添加、编辑

或删除操作。 

点击“添加”，弹出插件定义对话框，如图 8.8.7-2 所示。 

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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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7-2  插件定义 

 

菜单名：输入自定义菜单的名称； 

描述：可对自定的菜单进行简单描述； 

菜单定义：包括自定义工具和可执行EXE 文件，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① 自定义工具 

如果定义【自定义工具】，需要利用.Net 编写插件类，继承 MITC.M

AF.Base.Internal.Codons.MenuItems. AbstractMenuCommand，例如 C#

代码下面： 

public class CalcuteCommand : AbstractMenuCommand 

 { 

public override void Run()//重写这个函数 

  {  

   /// 

   //用户添加功能代码 

   /// 

  } 

 } 
 

用户编写上面代码后，把生成的装配件 dll 文件放置安装目录下，然后

根据上面对话框，点击“导入”，打开导入装配件对话框，如图 8.8.7-3

所示，选择并导入后，在插件类下拉框中，会自动显示可用的插件类，

用户选中相应的插件类后，点击“确定”，如图 8.8.7-2 所示，确定后，

“已添加的工具插件”列表中自动添加用户定义的工具，如图 8.8.7-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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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7-3  导入装配件 

 

 

图 8.8.7-4  添加自定义工具 

 

点击图 8.8.7-4“确定”按钮后，重启程序，在主菜单【工具】下，将

自动添加一个新菜单【自定义工具】，如图 8.8.7-5 所示： 
 

 

图 8.8.7-5  工具菜单 

 

② 可执行 EXE 文件 

以添加 Window 系统自带的画笔工具为例说明该功能及操作，点选

“可执行 EXE 文件”，输入菜单名和描述，点击“导入”，选中画

笔执行文件，如图 8.8.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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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7-6  导入执行文件 

 

其他操作同自定义工具。添加文件成功后，退出重启程序，自定义的

【绘图工具】菜单显示在【工具】主菜单下，如图 8.8.7-7 所示： 

 

图 8.8.7-7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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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钢筋查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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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工具 

 

9.1  钢筋查询表 

  

为了更好地辅助设计人员进行构件钢筋的选配，程序还提供了图 9.1-1 所示

的钢筋查询表，可从主菜单工具>钢筋查询表直接调用。 

 

图 9.1-1  钢筋查询表（钢筋面积） 

该工具箱提供多种钢筋信息查询，如钢筋面积、每米宽钢筋面积、梁单排钢

筋、柱构造配筋和梁构造配筋等，藉此可以更好地校核或修改程序自动生成的

配筋信息。 

 

（1）钢筋面积 

除了提供根据钢筋根数和直径算得的总面积外，还可以根据已有面积选

择合理的钢筋配置。如图 9.1-1 所示。 

钢筋查询：用户可以查询一种直径的钢筋，也可查询两种直径的钢筋，

后面的面积为两组钢筋面积之和； 

选筋：输入已知钢筋面积，设定根数范围和直径范围，程序给出几种钢

筋配置，并列出直径、根数、截面积、单重、表面积及与已知面积的误

差。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选筋只能按一种直径考虑，结果仅供参考。 

（2）每米宽钢筋面积 

除了提供根据钢筋直径和间距算得的总面积外，还可以根据已有面积选

择合理的钢筋配置。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工具>钢筋查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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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钢筋查询表（每米宽钢筋面积） 

钢筋查询：用户可以查询一种直径钢筋或两种直径钢筋交替布置的每米

宽钢筋总面积； 

选筋：输入已知钢筋面积，设定直径范围和间距范围，程序给出几种钢

筋配置，并列出直径、间距、截面积、单重及与已知面积的误差。需要

注意的是，目前选筋只能按一种直径考虑，结果仅供参考。 

（3）梁单排钢筋 

梁上、下部均按单排配筋时，可查询不同宽度、不同钢筋直径的情况下，

上部、下部最多的钢筋根数。点击表格中相应的单元格，具体信息可显

示在表格下方。 

  

图 9.1-3  钢筋查询表（梁单排钢筋） 

除用鼠标点选查询表格中已有的数据外，还可在窗口下部的“梁宽”和

“直径”对话框内直接输入数据，程序会自动显示相对应的钢筋数量。 

（4）柱构造钢筋 

根据设定的柱设计参数，程序按规范要求在对话框下方空白处显示柱构

造配筋信息。纵筋给出最小所需面积、实配钢筋、实际配筋率；箍筋给

出所需单肢箍面积、实配箍筋。如图 9.1-4 所示： 



 

9.1  钢筋查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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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4  钢筋查询表（柱构造钢筋） 

截面类型：选择方柱或圆柱； 

位置：选择柱的位置，规范对于中柱、边柱和角柱有不同的构造要求； 

箍筋级别：可选择 HPB235 或 HRB335 钢筋； 

抗震等级：选择一级、二级、三级或四级抗震； 

混凝土强度等级：从下拉框中选择从 20 到 80 的不同强度等级，其中 20

代表强度等级为 C20 的混凝土； 

轴压比：可从下拉框中选择从 0.3~1.05 的轴压比限值，用户也可以直接

输入具体数值； 

边长（直径）：方柱需输入边长，圆柱输入直径，也可直接从下拉框中

选取 300~1500（mm）的数值； 

箍筋间距：直接输入箍筋间距，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从 30~400（mm）

的箍筋间距值。 

（5）梁构造钢筋 

 

图 9.1-5  钢筋查询表（梁构造钢筋） 

根据设定的梁设计参数，程序按规范要求在对话框下方空白处显示梁构

造配筋信息，受拉钢筋给出所需最小面积、实配钢筋及实际配筋率；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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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给出所需单肢箍面积、实配箍筋直径、肢数及最大间距。如图 9.1-5 所

示。

截面位置：选择跨中截面或端部截面； 

纵筋级别：可 HRB335 或 HRB400 钢筋； 

箍筋级别：可选 HPB235 或 HRB335 钢筋； 

抗震等级：选择一级、二级、三级或四级抗震； 

混凝土强度等级：从下拉框中选择从 20 到 80 的不同强度等级，其中 20

代表强度等级为 C20 的混凝土； 

梁截面宽度：直接输入梁截面宽度值，也可从下拉框中选取 100~1000

（mm）的数值； 

梁截面高度：直接输入梁截面宽度值，也可从下拉框中选取 300~1500

（mm）的数值； 

箍筋间距：直接输入箍筋间距值，也可从下拉框中选择从 30~400（mm）

的箍筋间距值。 
 

9.2  文本编辑器 

  

点击菜单项设置>文本编辑器，出现图 9.2 所示的文本文件，用户可对该文档

进行编辑，并可保存该文档。 

 

 

图 9.2  文本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设置>文本编辑器 

 



 

10.1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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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帮助 

 

10.1  用户手册 

  

程序提供在线使用手册、在线技术手册、在线联机帮助。建筑大师的在线手

册是基于开放、共享、参与、创造的 Web2.0 理念开发的全新形式的用户手册，

用户可以参与编写、参与升级。在线手册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如下：  

 

 

 

 

 
 

 

 

图 10.1  建筑大师在线用户手册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帮助>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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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构成 主要特征和内容 

 

各模块使用指南 

结构大师、基础大师、建模师、绘图师的使用操作指南 

(1) 命令位置：菜单名称+菜单路径 

(2) 功能说明：功能介绍+参数定义+限制条件+设计依据 

(3) 操作示例：介绍操作流程 

(4) 注意事项：对操作流程和输入数据的注意事项 

(5) 相关资料的链接：分析资料+动画文件+功能介绍资料 

 

技术论坛 

用户可参与修改用户手册 

(1) 技术论坛：自由讨论技术问题 

(2) 择优采纳修改意见并将用户名字登载到手册 

(3) 采用积分制 

 

站内搜索功能 

站内和站外搜索功能 

(1) 可搜索产品信息网站+培训网站+技术支持网站内的所有内容 

(2) 可搜索各种格式的资料(Html、PDF、PPT、WORD、VOD

等) 

(3) 站外搜索：提供百度、谷歌等主要搜索引擎 

 

结构规范的查询 

提供主要结构规范内容的查询 

(1) 提供七本结构规范条款的查询功能 

(2) 程序中与结构设计相关的功能提供与规范条款的链接 

(3) 校审系统提供与规范条款的链接 

 

10.2  规范 

 

在建筑大师网站中可查询的规范如下：
 

编号 结构设计规范 规范编号 

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含条文说明) GB 50009-2001 

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含条文说明) GB 50011-2010 

3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含条文说明) GB 50010-2010 

4 钢结构设计规范(含条文说明) GB 50017-2003 

5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含条文说明) GB 50007-2002 

6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含条文说明) GB 50038-2005 

7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含条文说明) JGJ 3-2010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帮助>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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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含条文说明) JGJ 94-2008 

9 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含条文说明) JGJ 138-2001 

10 高层建筑箱型与筏形基础技术规范 JGJ 6-2011 

11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含条文说明) JGJ 99-98 

12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含条文说明) JGJ 50223-2008 

13 钢筋混凝土升板结构技术规范 JGJ 130-90 

14 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范(含条文说明) JGJ 146-2006 

15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23-95 
 

 

10.3  产品 

  

在产品信息中心中将介绍建筑大师的产品开发理念、产品的差别化功能、产

品各种功能的介绍和与购买相关的各种资料。 

 

 

www.midasbuilding.com.cn/Info  

产品信息中心的主要栏目 

(1) 产品开发理念  

(2) 建筑大师产品简介  

(3) 主要差别化功能介绍  

(4) 各功能详细介绍 

(5) 适用具体工程 

(6) 产品鉴定 

(7) 产品功能介绍资料和合同样本

的下载 

(8) 申请体验版 

图 10.3  产品 

 

10.4  培训 

  

在培训中心中提供建筑大师各模块的初级培训课程和实际工程培训课程，用

户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课程。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帮助>培训 

帮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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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dasbuilding.com.cn/Training  

培训中心主要栏目 

(1) 在线培训课程的使用方法介绍 

(2) 根据用户特点推荐培训课程 

(3) 自选课程 

(4) 一对一培训洽谈  

(5) 个人培训课程的管理  

(6) 下载体验版 

图 10.4  培训 

 

10.5  技术支持 

  

在技术支持中心中除了提供最新程序和技术资料的下载，而且还提供新技术

信息和发展动向。

 

www.midasbuilding.com.cn/Support  

技术支持中心的主要栏目 

(1) 最新技术动态 

(2) 技术论坛 

(3) 远程技术支持 

(4) 提供最新技术资料 

(5) 下载最新程序 

(6) 我的空间 

图 10.5  技术支持 

 

10.6  论坛 

  

建筑大师除了有产品信息网站、培训网站、技术支持网站之外，技术支持中

心还提供技术论坛，以供用户之间、用户和技术支持人员之间进行技术交流、

软件使用交流以及专业知识等的交流。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帮助>论坛 

帮助>技术支持 



 

10.7  网络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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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dasbuilding.com.cn/ Support /Forum  

论坛的主要栏目 

(1) 站务栏区  

(2) 专业栏区 

(3) 软件使用交流 

(4) 用户提问和回复 

 

 

图 10.6  论坛 

 

10.7  网络认证 

  

建筑大师需要通过网络注册和认证才能使用。所谓网络认证是指个人客户端

电脑通过与程序远端网络服务器的数据通讯获得服务器授权认后方可使用程序

的授权方式。 

   

a. 注册和认证                    b. 登陆界面 

图 10.7  网络认证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帮助>网络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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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in：登录； 

Log out：退出。 

 

1. 基于网络的程序的优点如下： 

（1）只要能上网，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使用程序； 

（2）有服务器控制使用数量，因此在增加使用数量时可以立即使用，减少了

更换锁的时间； 

（3）不必担心硬件锁的丢失，减少了管理费用； 

（4）可以使用网络获取技术资料和技术服务； 

（5）可以即时自动更新程序，随时使用最新版的程序。 

2. 建筑大师的注册和认证步骤如下： 

第一次使用建筑大师程序时必须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注册。 

Step-1：在建筑大师产品信息网站上注册会员资格(免费)； 

Step-2：获得会员名称和会员密码； 

Step-3：获得程序授权号； 

Step-4：安装建筑大师程序； 

Step-5：点击桌面上的建筑大师主图标按钮； 

Step-6：在 midas Messenger 窗口上输入会员名称/会员密码/授权号； 

Step-7：运行建筑大师程序。 

3. 查看建筑大师的授权数量使用现况 

（1）对于购买了多个模块或多个授权的公司，公司内部员工可以在 midas  

Messenger 窗口上查看程序使用现况，以确定是否可以使用程序或可以

使用的模块； 

（2）有关购买的模块和购买的授权数量、员工对程序的使用情况等信息，各

公司的相关管理人员可在技术支持网站(www.midasbuilding.com.cn/Sup

port)上查询。
 

 

 

 

 

 

注意事项 
网络认证：用户需在midas Building网站注册，并向Midas公司申请

本公司授权认证后方可使用该程序，通过认证的电脑也可使用其他

被授权的ID号。 

http://www.midasbuilding.com.cn/Support
http://www.midasbuilding.com.cn/Support
http://www.midasbuilding.com.cn/Support


 

10.10  关于绘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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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每天一帖 

  

在每天一帖中，程序提供软件的使用技巧方面的相关信息。用户若勾选复选

框“启动时显示”，则程序开启时会显示该提示对话框。点击“下一个”，用

户可查看多条信息。 

 

图 10.8  每天一帖 

 

10.9  起始页 

  

打开开始网页，从主菜单中选择帮助>起始页。 

 

10.10  关于绘图师 

  

点击帮助>关于绘图师，弹出如图 10.10 所示窗口，显示了程序的授权信息和

版本信息。 

 

图 10.10  关于绘图师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菜单路径 

功能说明 

帮助>关于绘图师 

 

帮助>起始页 

帮助>每天一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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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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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技术条件 

11.1  楼板 

11.1.1  钢筋选取 

楼板钢筋的选筋流程分为以下 6 步，参考图 11.1.1 所示的流程图： 

确定可选钢筋直
径、间距

过滤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钢筋直径、间

距值

调整计算配筋面积值

过滤后，取钢筋最
小直径、最大间距

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恢复其初始间距值，过滤此直径。取
过滤后的最小的直径和最大的间距值

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选筋成功！
是

是

直径值已达最大

否

选筋失败！是

是
过滤其间距值

间距值已达最小否

否

过滤其间距值，选
取过滤后的最大的

间距值
间距值已达最小否

 

图 11.1.1  楼板钢筋的选筋流程 

（1）按用户交互的选筋直径库确定可选受力筋钢筋直径； 

（2）按用户交互的选筋间距库确定可选受力筋间距； 

（3）根据规范要求过滤得到选筋真正可用的直径和间距； 

（4）根据构造要求及用户交互的板正筋面积调整系数及板负筋面积调整系数，

技术原理 



 

第十一章  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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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算配筋面积进行调整： 

（5）设置初始选筋直径和间距，默认为可用直径里的最小直径和可用间距里

的最大间距； 

（6）根据调整后的计算配筋面积，由初始选筋直径和间距开始进行选筋。当

实配面积小于计算面积时，则减小受力筋间距，直到选筋成功或者无再

小的受力筋间距；如果间距已达到最小，依然不满足要求，则增加受力

筋直径，并恢复间距为初始值，进行选筋；循环上面的过程直到选筋成

功，或者受力筋直径达到最大，受力筋间距达到最小，此时则返回选筋

失败； 

若用户勾选了裂缝超限时自动调整钢筋，则在第（6）步选筋成功后会自动根

据实配钢筋对板进行裂缝验算，如果不满足裂缝要求，则自动增加计算配筋面

积（每次增加计算配筋面积 1/10 且不小于 25mm2），重复（6）、（7）步，直

至选筋成功或选筋失败。 

当用户勾选了板的优选钢筋库，在钢筋库中有相应的板厚度，并且计算配筋

面积在库中所列的面积范围之内时，程序优先按照优选钢筋库中设置的配筋结

果配筋。 

 

11.1.2  裂缝宽度计算 

裂缝宽度计算依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7.1.2 条规定：

在矩形、T 形、倒 T 形和 I 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受拉、受弯、偏心受压构件及

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受弯构件中，按荷载效应下的准永久组合最大裂缝宽

度（m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qs
max cr s

s te

1.9 0.08
d

c
E


  



 
  

 
 

其中，ψ 为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σs 为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deq 为受拉

钢筋的等效直径，ρte为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在裂缝计算时，用户可以交互两个参数，一个是“允许的裂缝限值”，另一

个是“是否考虑支座宽度对裂缝的影响”。 

“允许的裂缝限值”用于与上式的 ωmax 比较，来判断裂缝宽度验算是否满足

要求。 

 

11.1.3  挠度计算 

挠度计算按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7.2.2 条规定。受弯 

技术原理 

技术原理 



 

11.2  柱（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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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的挠度采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的刚度 B 进行计算，所求得的挠度计算值

不应超过《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表 3.4.3 规定的限值。 

其中，长期刚度计算公式如下： 

SB
B


  

短期刚度计算公式： 

2

S S 0
S

E

f

6
1 15 0 2

1 3 5

E A h
B

. .
.

 






 
 ’

 

 

11.2  柱（支撑） 

11.2.1  纵筋选取 

（1）依据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9.3.1 条、第 11.4.12 条、第 11.4.

13 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第 6.3.7 条、第 6.3.8 条。 

（2）选筋流程 

柱纵筋的选筋流程分为以下 6 步，参考图 11.2.1 所示的流程图： 

① 用户确定选筋参数，包括可选纵筋直径、选筋等级、优选纵筋直径等；  

② 根据规范要求过滤纵筋可选直径； 

③ 根据柱尺寸及规范要求，确定最少的纵筋根数及最大纵筋根数； 

④ 根据用户交互的柱纵筋面积调整系数及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筋率，调整

计算配筋面积； 

⑤ 从最小直径开始选取，当配筋面积不满足计算要求时，增加纵筋根数；

当纵筋根数达到最大仍不满足要求时，则增大纵筋直径并恢复纵筋根

数，循环上面的过程直到选筋成功；当纵筋直径达到最大，纵筋根数

达到最大时，此时则返回选筋失败； 

当用户勾选了柱的优选钢筋库，在钢筋库中有相应的柱截面，并且计算配筋

面积在库中所列的面积范围之内时，程序优先按照优选钢筋库中设置的配筋结

果配筋。 

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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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可选钢筋的直
径、等级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是

选筋成功！

否

否 是

恢复其纵筋根数值，过滤此直
径，取过滤后的最小直径和最

少纵筋根数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大于计算
配筋面积

是

过滤其纵筋根数，取
过滤后的最大纵筋根

数与此直径配筋

是

直径已达最大

是

过滤不满足规范要
求的纵筋直径

根据规范要求确定纵筋
根数范围

过滤其纵筋根数

纵筋根数已达最大

调整计算配筋面积

取过滤后的最小直径和
最少纵筋根数进行配筋

纵筋根数已达最大

否

否

选筋失败！

否

 

图 11.2.1  柱纵筋选筋流程 

 

11.2.2  箍筋选取 

（1）依据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11.4.12 条、第 11.4.14 条、11.

4.15 条； 

《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149-2006 第 6.2.11 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第 6.3.9 条。 

（2）选筋流程 

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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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计算配筋面积值

按照过滤后的钢筋
最小直径、最小箍
筋肢数、最大间距

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恢复其初始肢数值，过滤此箍筋直
径。取过滤后的最的箍筋直径、最小

的肢数和最大间距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选筋成功！

是

是

是

箍筋直径已达最大

否

否

是

过滤其箍筋肢数值

肢数值已达最大

过滤其肢数值，选取
过滤后的最小肢数值
与此直径值和间距值

进行配筋

肢数值已达最大否

确定可选箍筋直径、钢
筋等级

过滤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直径，保留过
滤后的箍筋直径

确定梁最少和最多的箍
筋肢数，最小和最大箍

筋间距

恢复其初始肢数值和直径值，过滤此
箍筋间距。取过滤后的最大的箍筋间
距、最小肢数和最小直径进行配筋

箍筋间距已达最小选筋失败！ 是

是

否

 

图 11.2.2  柱箍筋选筋流程 

柱箍筋的选筋流程分为以下 5 步，参考图 11.2.2 所示的流程图 

① 用户确定选筋参数，包括可选箍筋直径、箍筋等级、箍筋面积调整系

数； 

② 根据规范要求过滤箍筋可选直径，并确定初始箍筋直径； 

③ 根据规范要求及用户交互的箍筋面积调整系数，调整计算配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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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根据规范确定最少的箍筋肢数、最大箍筋肢数及最小箍筋间距、最大

箍筋间距； 

⑤ 从初始箍筋直径、最小肢数及最大间距开始选取，当实配面积不满足

要求时，增加箍筋肢数。当箍筋肢数达到最大仍不满足要求时，则增

大初始箍筋直径并恢复肢数。如果在箍筋肢数最大且直径最大依然不

满足要求时，则减小箍筋间距并恢复初始箍筋直径和肢数重复此选筋

过程，直至选筋成功；或者箍筋间距达到最小、肢数达到最大且直径

最大时，返回选筋失败。 

11.2.3  双偏压计算 

对截面具有两个相互垂直的对称轴的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压柱，其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采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中第 6.2.21 条中的方

法二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u0uyux

111

1

NNN

N





 

Nuo——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ux——轴向压力作用于 X 轴并考虑相应的偏心距后，按全部纵向普通

         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uy——轴向压力作用于 Y 轴并考虑相应的偏心距后，按全部纵向普通

         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11.3  梁 

11.3.1  主筋选取 

（1）依据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8.5.1 条、第 9.2.1 条、第 9.2.

6-2 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第 6.3.3 条、第 6.3.4 条。 

（2）选筋流程 

技术原理 

技术原理 



 

11.3  梁 

 

 

绘图师  (Building Drawer)  |  173   

 

 

调整计算配筋面积值

按照过滤后的钢筋
最小直径、最小纵
筋根数进行配筋，

配一排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恢复其初始直径值，过滤此纵筋根数
值。取过滤后的最小纵筋根数、最小

直径、最小排数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选筋成功！

是

是

是

纵筋根数值已达最大

否

否

是

过滤其纵筋直径值

直径值已达最大

过滤其直径值，选取过
滤后的最小直径值与此
纵筋根数进行配筋

直径值已达最大否

确定可选纵筋直径、钢
筋等级

过滤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直径，保留过
滤后的箍筋直径

确定梁最少和最多的纵
筋根数

恢复其初始纵筋根数值和直径值，过滤
此配筋排数。取过滤后的最小配筋排
数、最小直径和最小纵筋根数进行配筋

配筋排数已超过4排选筋失败！ 是

是

否

 

图 11.3.1  梁主筋选筋流程 

梁主筋的选筋流程分为以下 5 步，参考图 11.3.1 所示的流程图： 

① 用户确定选筋参数，包括可选纵筋直径、纵筋等级等； 

② 根据规范要求过滤纵筋可选直径； 

③ 根据用户交互的梁纵筋面积调整系数及规范要求的最小配筋率，调整

计算配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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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根据梁尺寸及规范要求，确定每层钢筋最少的纵筋根数及最大纵筋根

数； 

⑤ 先假设配一排纵筋，从最少的纵筋根数、最小直径开始选取，当实配

面积不满足要求时，增大直径，当直径增大到最大仍不满足要求时，

则增大纵筋根数并恢复初始的直径，当纵筋根数和直径都达到最大仍

不满足要求时，则配两排纵筋。如此循环，直至选筋成功。若配筋排

数达到四排，纵筋根数达到最大，并且钢筋直径达到最大，而仍不能

满足要求时，则返回配筋失败。 

若用户勾选了裂缝超限时自动调整钢筋，则在上一步选筋成功后会自动根据

实配钢筋对梁进行裂缝宽度验算，如果不满足裂缝宽度要求，则自动增加计算

配筋面积（每次增加计算配筋面积 1/10 且不小于 50mm
2）重复上步与本步，直

至选筋成功或选筋失败。 

当用户勾选了梁的优选钢筋库，在钢筋库中有相应的梁截面，并且计算配筋

面积在库中所列的面积范围之内时，程序优先按照优选钢筋库中设置的配筋结

果配筋。 

 

11.3.2  箍筋选取 

（1）依据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9.2.6-2 条、第 9.2.9 条、第 9.2.10

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第 6.3.3 条。 

（2）选筋流程 

梁箍筋的选筋流程分为以下 5 步，参考图 11.3.2 所示的流程图： 

① 用户确定选筋参数，包括可选箍筋直径、箍筋等级、箍筋面积调整系

数； 

② 根据规范要求过滤箍筋可选直径，并确定初始箍筋直径； 

③ 根据规范要求及用户交互的箍筋面积调整系数，调整计算配箍面积； 

④ 根据规范确定梁最少的箍筋肢数、最大箍筋肢数及最小箍筋间距、最

大箍筋间距； 

⑤ 从初始箍筋直径、最小肢数及最大间距开始选取，当实配面积不满足 

要求时，增加箍筋肢数。当箍筋肢数达到最大仍不满足要求时，则增

大初始箍筋直径并恢复肢数。如果在箍筋肢数最大且直径最大依然不

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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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要求时，则减小箍筋间距并恢复初始箍筋直径和肢数重复此选筋

过程，直至选筋成功；或者箍筋间距达到最小、肢数达到最大且直径

最大时，返回选筋失败。 

 

调整计算配筋面积值

按照过滤后的钢筋
最小直径、最小箍
筋肢数、最大间距

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恢复其初始肢数值，过滤此箍筋直
径。取过滤后的最小箍筋直径、最小

的肢数和最大间距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选筋成功！ 是

是

箍筋直径已达最大

否

否

是

过滤其箍筋肢数值

肢数值已达最大

过滤其肢数值，选取
过滤后的最小肢数值
与此直径值和间距值

进行配筋

肢数值已达最大否

确定可选箍筋直径、钢
筋等级

过滤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直径，保留过
滤后的箍筋直径

确定梁最少和最多的箍
筋肢数，最小和最大箍

筋间距

恢复其初始肢数值和直径值，过滤此
箍筋间距。取过滤后的最大的箍筋间
距、最小肢数和最小直径进行配筋

箍筋间距已达最小选筋失败！ 是

是

否

是

 

图 11.3.2  梁箍筋选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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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裂缝宽度计算 

梁裂缝宽度计算同板的裂缝宽度计算，不同之处在于梁可以考虑支座宽度对

裂缝宽度计算的影响。当用户选择考虑支座宽度影响时，程序在计算支座裂缝

宽度时，会对梁支座弯距进行折减，折减公式如下： 

sup max max0 3 / 3M M min . M VB  （ ， ）
 

公式中的参数请参见第 3.4.4 节说明及图 3.4.4-2。 

11.3.4  挠度计算 

梁挠度计算同板挠度计算，参见第 11.1.3 节内容。 

 

11.4  墙 

11.4.1  墙身钢筋选取 

（1）依据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8.5.1 条、第 9.4.2 条、第 9.4.

4 条、第 11.7.13 条、第 11.7.14 条、第 11.7.15 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第 6.4.3 条、第 6.4.4 条、第 6.5.2

条。 

（2）选筋流程

墙身的选筋流程分为以下 6 步，参考图 11.4.1 所示的流程图： 

① 用户确定选筋参数，包括可选分布筋直径、等级、配筋面积调整系数。 

② 根据规范要求过滤分布筋可选直径及初始直径。 

③ 确定分布筋排数：当墙厚小于 400mm 时，设置为二排；墙厚大于 40

0mm 并小于 700mm 时，设置为三排；墙厚大于 700mm 时，设置为

四排。 

④ 根据规范要求及用户交互的墙分布面积调整系数，调整计算配筋面积。 

⑤ 确定墙分布筋的最大间距与最小间距、初始间距； 

⑥ 根据调整后的计算配面积及初始分布筋直径和间距，计算实配钢筋面

积。当不满足要求时，减小分布筋间距，直至选筋成功或分布筋间距

达到最小。当分布筋间距最小依然不满足要求时，则加大初始分布筋

技术原理 

技术原理 

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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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并恢复初始间距重复上面的选筋过程，直至选筋成功；或者分

布筋直径达到最大且间距达到最小时，返回选筋失败。 

当用户勾选了墙的优选钢筋库，在钢筋库中有相应的墙截面，并且计算配筋

面积在库中所列的面积范围之内时，程序优先按照优选钢筋库中设置的配筋结

果配筋。 

确定可选纵筋直
径、等级

过滤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直径，保留过
滤后的分布筋直径

调整计算配筋面积值

按照过滤后的钢筋
最小直径、最大间

距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恢复其初始间距值，过滤此分布筋直
径。取过滤后的最小的分布筋直径和

最大的间距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选筋成功！

是

是

分布筋根数值已达最大

否

选筋失败！是

否
是

确定分布筋的排数

间距值已达最小

过滤其间距值

否

间距值已达最大
过滤其间距值，选取过
滤后的最大间距值与此

直径值进行配筋
否

是

确定墙分布筋的最大间距
和最小间距

 

图 11.4.1  墙身的选筋流程 

 

11.4.2  墙梁钢筋选取 

选筋流程基本同框架梁。 

 

 

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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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墙柱钢筋选取 

墙柱即为剪力墙边缘构件，对于墙边缘构件的实配钢筋按照以下方法选取。 

（1）依据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第 11.7.17 条、第 11.7.18 条、第

11.7.19 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第 6.4.5 条。 

（2）选筋流程 

 

确定可选纵筋直
径、等级

过滤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直径，保留过
滤后的纵筋直径

调整计算配筋面积值

按照过滤后的钢筋
最小直径、最小根

数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恢复其初始直径值，过滤此纵筋根
数。取过滤后的最小的纵筋根数和最

小的直径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选筋成功！

是

是

纵筋根数值已达最大

否

选筋失败！是

否
是

确定纵筋的初始根数和最
大根数

直径值已达最大

过滤其直径值

否

直径值已达最小
过滤其直径值，选取过
滤后的最小直径值与此
钢筋根数值进行配筋

否

是

 

图 11.4.3-1  墙柱纵筋的选筋流程 

 

墙柱的选筋包括墙柱纵筋和墙柱箍筋的选筋，其流程分为以下 7 步，参考图

11.4.3-1、11.4.3-2 所示的流程图： 

① 用户确定选筋参数，包括可选纵筋（箍筋）直径、钢筋等级及边缘构

件纵筋、箍筋面积调整系数； 

② 根据规范要求过滤纵筋（箍筋）可选直径及初始直径； 

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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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墙柱的形状、每肢长度及规范要求，确定纵筋初始根数及最大根

数。方法为保证每个角点最少有一根纵筋，并且每个墙肢的纵筋间距

满足规范的最大间距要求； 

④ 根据墙柱形状确定截面内的箍筋长度； 

⑤ 根据规范要求及用户交互的边缘构件纵筋（箍筋）面积调整系数，调

整计算配筋面积； 

⑥ 根据调整后的计算配面积及初始纵筋直径和根数，计算实配钢筋面积。

当不满足要求时，增大纵筋直径，直至选筋成功或纵筋直径达到最大。

当选筋最大依然不满足要求时，则加大纵筋根数，并恢复纵筋直径重

复上面的选筋过程，直至选筋成功；或者纵筋直径达到最大，且根数

达到最大时，返回选筋失败； 

⑦ 根据初始箍筋直径、截面内箍筋长度及初始箍筋间距，计算实配箍筋

面积。当不满足要求时，则增加箍筋直径，直至选筋成功；或箍筋直

径达到最大时依然不满足要求时，则减小箍筋间距，并恢复箍筋直径

重复上面的选筋过程，直至选筋成功；或箍筋直径达到最大且箍筋间

距达到最小时，则返回选筋失败。 

当用户勾选了边缘构件纵筋的优选钢筋库，在钢筋库中有相应的墙截面，并

且计算配筋面积在库中所列的面积范围之内时，程序优先按照优选钢筋库中设

置的配筋结果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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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可选箍筋直径、钢
筋等级

过滤不符合规范要
求的直径，保留过
滤后的箍筋直径

调整计算配筋面积值

按照过滤后的钢筋
最小直径、最大箍
筋间距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恢复其初始直径值，过滤此箍筋间
距。取过滤后的最大的箍筋间距和最

小的直径进行配筋

实际配筋面积
大于计算配筋面积

否

选筋成功！

是

是

是

箍筋间距已达最小

否

选筋失败！是

否

是
过滤其直径值

直径值已达最大

过滤其直径值，选取
过滤后的最小直径值
与此间距值进行配筋

直径值已达最大否

 

图 11.4.3-2  墙柱箍筋的选筋流程 

 
 

 

 

 

 

 

 

 

 

 

 

 

 

 

 

 

 



 

附录 A  常见问题解答 

 

 

绘图师  (Building Drawer)  |  181   

 

 

 

 

附录A  绘图师常见问题解答 

 

（1）绘图师能接口其它软件出施工图吗？ 

答：目前只支持结构大师及基础大师程序的数据，但绘图师中文件数据是开放

的，用户如果想要支持其它软件数据，完全可以自己开发导出接口。 
 

（2）绘图师里面能否显示计算图形？ 

答：可以。 
 

（3）框架梁和非框架梁是自动判断的还是需要手工调整？ 

答：自动判断。 
 

（4）对归并后的构件如何进行自动选筋？程序是如何考虑规范要求、经济性和经验

做法的？ 

答：自动选筋时根据规范要求的配筋率、钢筋直径及间距要求进行选筋；为了

满足经济性要求，程序选配的实配钢筋在满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尽量选配最小

实配面积；对于经验做法，程序开放了优选钢筋直径库，开启后，程序将根据

用户定义的经验直径进行钢筋选配。 
 

（5）程序能否手工选筋，选筋过程是否可以随时查看所选钢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经济指标如何，是否符合设计习惯等？ 

答：程序不支持手工选筋，但对选筋结果可以编辑；用户也可以通过调整选筋

参数来干预选筋过程，选筋过程不能随时查看所选钢筋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在

自动校审时，会对选筋结果进行校验。 
 

（6）是否能自动设计边缘构件？ 

答：可以。 
 

（7）字符重叠的处理程度如何？是否需要做大范围的改动？ 

答：程序会尽可能把各类标注放置在合理的位置，减少字符重叠，目前字符重

叠率不超过 15%，中等复杂结构基本上不需要做大范围调整。 
 

（8）构件的编号是自动处理吗？需要手动调整的地方多不多？ 

答：自动处理，程序实现联动操作，在用户调整尺寸、配筋后程序会自动编号，

并且用户可以对编号进行手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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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施工图有哪些注写方式？ 

答：施工图支持的注写方式如下： 

楼板：全平面注写，平法注写； 

梁：平法注写，截面大样注写，混合方式（框架梁采用平法，次梁采用大样）； 

柱：截面注写，平面列表注写； 

剪力墙：截面注写，平面列表注写； 

支撑：截面大样注写； 

独基承台：平法注写，截面大样注写，平面列表注写； 

地基梁：平法注写，截面大样注写，混合方式（主梁采用平法，次梁采用大

样）； 

筏板（桩筏）：板带注写，平法注写。 
 

（10）图形局部修改和调整如何处理？如开洞口等。 

答：程序提供了多种方便局部修改功能，也有很多快捷的操作，方便用户进行

局部调整。 
 

（11）图纸能否直接保存为dwg文件，是否能直接的进行批量打印？ 

答：可以保存成各类版本的 dwg 文件，同时支持批量输出 dwg 文件，但不支持

批量打印功能。 
 

（12）每个设计单位的绘图习惯都不一样，程序怎么满足不同设计单位的绘图要求？ 

答：对于各单位的绘图习惯，程序开放了如选筋参数、绘图参数、图层定义、

字体定义、标注样式、表格样式等参数，方便用户进行定制。 
 

（13）请给出施工图处理的流程？ 

答：程序操作非常简单，采用向导式操作，在定制好合适的参数后，用户只需

要简单的点击下一步，基本就完成施工图的处理，处理流程如下： 

导入 mbn/mfn 文件→定义施工标准层→定义归并、选筋、绘图参数等→归并→

选筋→打开施工图→图面局部修改→输出施工图 dwg 文件。 
 

（14）是否具有二次开发功能？ 

答：程序支持二次开发，开发语言是.Net；用户可以采用 VB.Net，C++.Net，C#.

Net，Java.Net 编写相应的接口类程序来进行扩展程序功能；同时，也支持最简

单的二次开发功能，用户可以把一些.exe 文件添加到程序菜单中，定制自己的

工具菜单。 

（15）局部修改配筋时是否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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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非常方便。不仅支持单个构件修改，也支持同名修改；不仅支持复杂的修

改方式，也支持简单、快捷的修改方式。 
 

（16）局部大样图是否能给出？ 

答：程序支持板、剪力墙等构件的局部大样绘制。 
 

（17）选筋参数中，当所选择的钢筋级别与设计结果的钢筋级别不一样时，程序如何

考虑的？ 

答：首先程序根据设计结果的钢筋强度等级，按照等强原则，把设计配筋面积

转换成选筋参数中定义的构件钢筋强度等级的配筋面积，然后根据选筋参数中

的钢筋直径进行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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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命令默认快捷键 

 

功能说明 默认快捷键 功能说明 默认快捷键 

新建项目 New/N 板自动归并 SlabManualGrouping/SMG 

打开项目 Open/O 梁自动归并 BeamManualGrouping/BMG 

关闭项目 Close/CL 柱自动归并 ColumnManualGrouping/CMG 

保存项目 Save/SV 墙身自动归并 WallbodyManualGrouping/WMG 

导入 MBN/ 

MFN 文件 
Import/IM 墙梁自动归并 WallbeamManualGrouping/WBMG 

导出 Expo rt/EP 
边缘构件自动

归并 
WallColManualGrouping/WCMG 

打印 Print/PR 轴线命名 AxisNaming/AN 

退出 Exit/ET 偏心调整 AdjustEccenter/AJE 

标高升降 AdjustElev/AJV 全板开洞 SlabHole/SH 

板局部开洞 SlabPartHole/SPH 墙开洞 WallHole/WH 

添加标注 AddSlabThick/AST 删除标注 RemoveSlabThick/RST 

指定楼梯间 SetStair 暗梁布置 ModifHiddenWallLay/MAL 

柱截面修改 ColumnSecModify/CSM 梁截面修改 BeamSecModify/BSM 

支撑截面修改 BraceSecModify/BRSM 板厚修改 SlabSecModify/SSM 

墙厚修改 WallSecModify/WSM 板全简切换 SlabSwitch/SS 

梁全简切换 BeamSwitch/BS 柱全简切换 ColumnSwitch/CS 

墙身全简切换 WallSwitch/WS 墙梁全简切换 WallBeamSwitch/WBS 

边缘构件全简

切换 
WallColumnSwitch/WCS 支撑全简切换 BraceSwitch/BRS 

板钢筋修改 ModifyRebarLine/MRL 修改钢筋范围 ModifyRebarRange/MSRR 

通长板钢筋 MakeThroughRebar/MSTR 删除单根钢筋 RemoveSingly/RS 

按号删除钢筋 RemovebyNumber/RN 删除所有钢筋 RemoveAll/RA 

修改图名 ModifyDrawName/MDN 插入图框 InsertDrawForm/IDF 

插入层高表 InsertFloorList/IFL 
插入钢筋工程

统计表 
InsertRebarList/IRL 

插入混凝土统

计表 
InserConcreteList/ICL 输出施工图 OutputDraw/OD 

选项 Optio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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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自动校审说明 

C.1  地上部分 

1. 板构件 

（1）挠度限值 

检查板的挠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第3.4.3条。 

（2）钢筋直径/间距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板配筋直径是否满足最小直径的规定，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9.1.6

条；板中受力钢筋间距的规定，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9.1.3 条。 

（3）裂缝宽度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板计算的裂缝宽度是否满足要求，板裂缝宽度限值见《混规》GB50010- 

2010 第 3.4.5 条。 

（4）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板配筋是否满足最大及最小配筋率要求，最小配筋率要求见《混规》GB50

010-2010 第 8.5.1 条；最大配筋率由程序根据界限受压区高度自动计算。 

 

2. 梁构件 

（1）箍筋间距/肢距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梁两端箍筋加密区长度内的箍筋间距和肢距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

50010-2010 第 11.3.6 条、11.3.8 条和《抗规》GB50011-2010 第 6.3.3 条。 

（2）是否设置吊筋或附加箍筋 

按《混规》GB50010-2010 第 9.2.11 条要求，检查梁的集中荷载处是否设置了吊

筋或附加箍筋。 

（3）腰筋设置是否满足要求 

当梁腹板高度 hw≥450mm 时，在梁的两个侧面应沿高度配置纵向构造钢筋，每

侧纵向构造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腹板截面面积（b*hw）的 0.1%，且其间距

不宜大于 200mm。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9.2.13 条。 

（4）通长筋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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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梁全长顶面和底面至少应各配置两根通长的纵向钢筋，且分别不应少于梁两

端顶面和底面纵向受力钢筋中较大截面面积的 1/4。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11.3.7 条和《抗规》GB50011-2010 第 6.3.4 条。 

（5）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梁的纵向受拉、抗扭钢筋和箍筋的最大及最小配筋率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详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8.5.1 条、第 9.2.5 条、第 9.2.9 条、第 9.2.10 条、

第 11.3.7 条、第 11.3.6 条、第 11.3.9 条。 

（6）裂缝宽度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梁的裂缝宽度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3.4.5 条。 

（7）挠度超限 

检查梁挠度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3.4.3 条。 

（8）钢筋直径/等级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梁主筋直径、箍筋直径及钢筋强度等级是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抗规》GB

50011-2010 第 6.3.3 条、第 6.3.4 条和《混规》GB50010-2010 第 11.3.6 条。 

3. 柱构件 

（1）地下室柱与其上层柱侧面配筋比 

检查地下室柱与其上层柱侧面配筋面积比，见《高规》JGJ3-2010 第 12.2.1 条。 

（2）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柱主筋和箍筋的直径是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10.3.

1 条、第 11.4.12 条。 

（3）箍筋间距 

检查柱箍筋的间距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11.4.12 条和

《抗规》GB50011-2010 第 6.3.7 条。 

（4）箍筋肢距 

检查柱箍筋的肢距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11.4.15 条和

《抗规》GB50011-2010 第 6.3.9 条。 

（5）纵筋间距 

检查柱纵筋间距是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11.4.13 条和

《抗规》GB50011-2010 第 6.3.8 条。 

（6）双偏压验算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柱双偏压验算结果是否满足要求，验算结果满足与否在信息窗口中都将给

出提示，同时在柱平法施工图上也可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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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柱的最大和最小配筋率是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8.5.1 条、第 11.4.12 条、第 11.4.13 条和《抗规》GB50011-2010 第 6.3.8 条。 

4. 剪力墙 

（1）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剪力墙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抗规》GB50011-2010 第 6.4.3 条、

6.4.5 条和《高规》JGJ3-2010 第 7.2.15、第 7.2.16 条。 

（2）边缘构件Lc范围内箍筋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约束边缘构件 Lc范围内的箍筋体积配箍率是否满足要求，见《抗规》GB 

50011-2010 第 6.4.5 条。 

（3）剪力墙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剪力墙的配筋率是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抗规》GB50011-2010 第 6.4.3 条。 

（4）边缘构件Ls与Lc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约束边缘构件的核心区尺寸 Ls 及范围 Lc、构造边缘构件的范围 Lc 长度是

否满足规范要求，见《抗规》GB50011-2010 第 6.4.5 条、第 6.4.6 条。 

5. 支撑 

（1）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要求 

与柱构件同。 

（2）箍筋间距 

与柱构件同。 

（3）箍筋加密区范围 

与柱构件同。 

（4）纵筋间距 

与柱构件同。 

（5）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与柱构件同。 

（6）双偏压验算是否满足要求 

与柱构件同。 

 

C.2  地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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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板构件 

（1）挠度超限 

检查基础板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3.4.3 条。 

（2）钢筋直径/间距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基础板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9.1.6 条；板

中受力钢筋间距的规定，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9.1.3 条。 

（3）裂缝宽度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筏板贯通钢筋数量是否满足要求，板裂缝宽度限值见《混规》GB50010- 

2010 第 3.4.5 条。 

（4）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基础板是否满足最大及最小配筋率的要求，最小配筋率参见《混规》GB50

010-2010 第 8.5.1 条、第 8.5.2 条，板的最大配筋率按界限受压区高度计算。 

 

2. 梁构件 

（1）是否设置吊筋或附加箍筋 

检查在基础梁集中荷载处是否设置了附加箍筋或吊筋，见《混规》GB50010- 

2010 第 9.2.11 条要求。 

（2）腰筋设置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基础梁腰筋设置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9.2.13 条。 

（3）通长筋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梁通长钢筋配置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11.3.7 条和

《抗规》GB50011-2010 第 6.3.4 条。 

（4）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基础梁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8.5.1 条。  

（5）裂缝宽度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基础梁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3.4.5 条。  

（6）挠度超限 

检查基础梁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3.4.3 条。  

（7）钢筋直径/等级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基础梁钢筋直径及强度等级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11.3.6 条及第 11.3.7 条均按四级抗震等级考虑。 

3. 独基/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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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基础板配筋率是否满足要求，见《混规》GB50010-2010 第 8.5.1 条、第 

8.5.2 条及第 8.5.3 条。 

（2）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独基承台钢筋直径是否满足要求，见《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第 8.2.2 条和《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第 4.2.3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