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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们希望通过本入门示例让您认识RFEM的一些重要功能。RFEM为您提
供了多种建模、分析和设计的选项，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个人喜好来进行
选择。我们也希望通过本示例鼓励您独立探索RFEM的各种实用功能。
本示例中的模型是由柱子支承的楼板和两个梁构成，对该模型结构应根据一
阶和二阶分析进行设计，设计时应考虑的荷载工况为：自重和附加永久荷
载、活荷载和缺陷。通过下面将要介绍的功能，我们想向您展示如何以不同
的方式定义模型和荷载对象。

使用 30天试用版编辑该模型不会受到限制，即使在截止日期后，您仍然可
以输入和计算此示例，但却无法再保存数据。

如果同时使用两个屏幕，分别用于显示 PDF文件和RFEM，会更便于输入
数据。

在本手册中使用方括号来引用按钮，例如[应用]，其图标显示在左侧。在对
话框、表格和菜单中出现的术语用斜体强调，用户需要输入的文本则显示为
粗体。

您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https://www.dlubal.com/en/downloads-and-infor-
mation/documents/manuals下载 RFEM手册，查阅各种程序功能的说
明。

在安装时自动创建的示例项目中，您可以找到包含本示例模型
数据的文件RFEM-Example-06.rf5，但是对于 RFEM初学者，我们
建议您自己输入模型，如果您没有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https://www.dlubal.com/en/support-and-learning/learning/videos上 观 看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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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与荷载
2.1 结构草图

图 2.1:结构体系

本示例模型包含一个钢筋混凝土楼盖，该楼盖由两块连续楼板、一个钢筋混
凝土梁和一个钢梁组成，楼盖支承在柱上，柱与板为刚性连接。

该模型只是为了演示的方便而创建的一个“理论”模型，受限于演示版最多
12根杆件和 2个面的功能限制。

2.2 材料、厚度和截面

材料为C30/37混凝土和 S 235钢。
板厚为 20 cm，混凝土柱和梁的截面为正方形，边长为 30 cm，钢梁采用
IPE 450。

2.3 荷载

荷载工况 1：自重和附加永久荷载
附加于板上的永久荷载为 0.75 kN/m2，结构的自重由RFEM根据材料、面
厚度和截面自动计算，无需手动计算。

荷载工况 2：分区 1活荷载
板面上活荷载采用类别A2的住房活荷载，大小为 1.5 kN/m2。考虑到连续
性作用，我们将该荷载定义到两个不同的荷载工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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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工况 3：分区 2活荷载
在第二个分区中布置的活荷载同样为 1.5 kN/m2。此外，在板的边缘竖向作
用一个线荷载，大小为 5.0 kN/m，这是由阳台产生的。

荷载工况 4：缺陷
通常还要考虑缺陷，例如按欧洲规范 2，在一个单独的荷载工况中定义倾斜
和初弯曲，这样在与其他荷载组合时便于分配分项系数。

这里简化假设所有柱子都沿Y轴负方向倾斜，大小为 𝜑0 = 1/200，根据欧
洲规范 2无需考虑初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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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模型
3.1 启动RFEM

我们通过任务栏
开始→所有程序→ Dlubal → Dlubal RFEM 5.xx

或您桌面上的Dlubal RFEM 5.xx图标启动RFEM。

3.2 创建模型

打开RFEM工作窗口，出现下面的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我们被要求输入
新建模型的基本数据。

如果已经显示一个RFEM模型，我们要先通过菜单中的文件→关闭将其关
闭，然后再通过文件→新建打开基本数据对话框。

图 3.1:新建模型 -基本数据对话框

在模型名称输入栏中键入入门示例，在描述输入栏中键入柱子支承的楼板。
在这里必须要确定的是模型名称，因为它决定了RFEM文件的名称，但是
可以不用填写描述。
如果在项目名称输入栏中没有预设项目，我们就从列表中选择示例项目，该
项目的描述和文件夹将被自动显示。
我们保留模型类型的默认选项三维，通过该选项可以进行空间建模。同样被
保留的是全局 Z轴的正方向为向下的默认设置。
在荷载工况和组合的分类中我们检查是否选择了无，如果没有，就从列表中
选择此项。

现在模型的基本数据已经定义完毕，我们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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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数据
4.1 调整工作窗口和栅格

显示的是一个空的RFEM工作窗口。

视图

首先我们通过标题栏中的 [最大化]按钮将工作窗口放大，在工作区中可以看
到全局坐标系X、Y、Z。
然后为了调整视图的位置，我们单击位于上方工具栏中的 [移动、缩放、旋
转]按钮，此时鼠标指针变成手形，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可以任意移动
视图。

此外，还可以使用该手形光标旋转和缩放视图：

• 旋转：按住 [Ctrl]键并拖动鼠标。
• 缩放：按住 [Shift]键并拖动鼠标。

可以采用以下方法退出该功能：

• 再次单击相应按钮。
• 按 [Esc]键。
• 在工作区中单击鼠标右键。

鼠标功能

鼠标功能遵循Windows的一般标准，如果选择对象进行进一步编辑，就用
鼠标左键单击它一次，双击则打开该对象的编辑对话框。

如果用鼠标右键点击对象，则出现一个上下文菜单，该菜单提供了与该对象
相关的命令和功能。

通过滚轮按钮可以更改模型的显示大小，按住滚轮按钮可以直接移动模型，
如果再同时按住 [Ctrl]键则可以旋转模型，该旋转功能还可以通过同时按住
滚轮和鼠标右键实现。手形光标上显示的符号表明所选功能。

栅格

在工作区中激活栅格显示，栅格点间距可以在工作平面和栅格/捕捉对话框
中进行设置，该对话框可通过 [工作平面、栅格/捕捉]按钮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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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工作平面和栅格/捕捉对话框

若要捕捉栅格上的点，必须先将状态栏中的捕捉和栅格按钮激活，这样工作
区中的栅格才能变得可见，当输入点时才可捕捉到相应的栅格点。

工作平面

XY平面为默认工作平面，因此所有以图形方式输入的对象都生成在该平面
上，即水平平面上。对于在对话框或表格中输入数据，工作平面的作用并不
重要。

此外我们保留默认设置不变，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然后开始进行模型
输入。

4.2 创建面

可以先定义角节点，然后用线连接这些角节点，最后由这些线创建板面。但
是在本示例中我们将以图形方式直接输入线和面。

模型中的楼板可以通过一个面根据其外轮廓线来定义，也可以通过两个刚性
连接的矩形面来定义。这里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它可以更容易将荷载
施加到两个区域上。

在创建面以前，我们还要先激活两个有用的功能，为此我们使用一般的上下
文菜单，在工作窗口中的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可以打开该菜单。

显示编号

上下文菜单中的各种功能可以通过点击来打开和关闭它们，当功能处于激活
状态时，其按钮显示为黄色。现在，我们激活显示编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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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在上下文菜单中激活编号显示

自动连接线/杆件
如果自动连接线/杆件功能尚未激活，我们需再次打开上下文菜单，然后激
活该功能，这样有助于进行面的创建。

4.2.1 第一个矩形面

平面的列表按钮

矩形板可以通过菜单
插入→模型数据→面→平面→图形方式→矩形

或相应的列表按钮快速创建。单击该按钮的向下箭头 ，出现一个下拉菜
单，其中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几何图形。

选择矩形直接定义板，相关的节点和线会被自动生成。
选择完毕后出现新建矩形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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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新建矩形面对话框

新建矩形面的面编号为 1，我们保留这个编号。
材料预设为按 EN 1992-1-1的混凝土 C30/37。如果想要使用其他不同的材
料，可以通过 [材料库]按钮来选择。
面的厚度是恒定的，我们通过数字调整框 或直接输入将值 d提高到
200 mm。
在面类型中刚度的默认设置为标准，保留不变。
我们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然后开始进行板的图形输入。
为了能更容易以图形方式输入面，我们通过左侧显示的按钮将视图设为 Z轴
方向（“俯视图”），此时输入模式并未中止。

现在我们单击坐标原点（X/Y/Z坐标是 0.000/0.000/0.000）来定义第一
个角点，当前鼠标指针的坐标显示在十字线交点附近。

然后再单击坐标X/Y/Z为 6.000/5.000/0.000的栅格点来定义板的对角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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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矩形面 1

现在RFEM生成了四个节点、四条线和一个面。

4.2.2 第二个矩形面

因为输入模式仍然处于激活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立即定义下一个面。

我们先单击坐标为 6.000/0.000/0.000的节点 4，然后单击坐标为
10.000/8.000/0.000的栅格点。

图 4.5:矩形面 2

由于不需要再创建矩形板，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Esc]键或用鼠标右键单
击工作窗口中的空白处来退出此输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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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创建杆件

4.3.1 梁

我们对线 3和 7指定杆件属性来定义两个梁。

4.3.1.1 钢梁

我们双击线 7，打开编辑线对话框。
然后切换到第二个选项卡杆件，在这里勾选可用选项，
出现新建杆件对话框。

图 4.6:新建杆件对话框

这里我们可以保留默认设置不变，只需要创建一个截面。我们在杆件始端点
击[新建]按钮来定义截面。
出现新建截面对话框，点击对话框上部的 [IPE]按钮，打开轧制截面 -工字
钢对话框，我们从 IPE系列中选择截面 IPE 450（见图 4.7），
该轧制截面的材料预设为编号 2 -钢 S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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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选择截面 IPE 450

点击[确定]后截面属性导入到新建截面对话框中。

图 4.8:包含截面属性的新建截面对话框



4 模型数据

© DLUBAL SOFTWARE 2016

14

4
再次点击[确定]，我们返回到最初的新建杆件对话框，这时新建的截面显示
在杆件始端输入栏中，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和编辑线对话框。现在，定
义的钢梁显示在板的边缘处。

4.3.1.2 T形梁

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定义另一个梁。双击线 3，打开编辑线对话框，在杆件选
项卡中勾选可用选项（见图 4.6）。

定义截面

出现新建杆件对话框，我们在杆件始端点击[新建]截面按钮（见图 4.6）。
在新建截面对话框中选择位于上部的厚壁REC系列，然后在厚壁截面 -矩
形对话框中将宽度 b和高度 h都定义为 300 mm。

图 4.9:厚壁截面 -矩形对话框

通过 按钮可以检查截面的属性。

该厚壁截面的材料预设为编号 1 -混凝土 C30/37，
点击[确定]后截面属性导入到新建截面对话框中。
再次点击[确定]，我们返回到最初的新建杆件对话框，该矩形截面现在显示
在杆件始端输入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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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肋
我们可以在RFEM中将该梁定义为肋进行建模，为此要在新建杆件对话框
中更改杆件类型。如下图所示我们选择列表中的肋项。

图 4.10:更改杆件类型

点击列表右边的 按钮，打开新建肋对话框。

图 4.11:定义肋

我们在位置和对齐中选择在面+z侧，这是楼板的底面。
然后指定L/8作为两侧的集成宽度，并让RFEM自动检测该面，
最后点击[确定]关闭所有对话框，并在工作窗口中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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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视图

我们使用左侧显示的[等轴测视图]按钮来显示模型的三维视图。
通过[移动、缩放、旋转]按钮调整视图显示(见第 7页“鼠标功能”)。此时鼠
标指针变成手形，按住[Ctrl]键并拖动鼠标可以旋转模型。

图 4.12:模型的等轴测视图、导航器和表格

检查导航器和表格中的数据

所有输入的对象都可在数据导航器的目录树和相关表格中找到。单击 [+]可
以打开导航器中的各项（同Windows资源管理器），通过单击各个表选项
卡可以切换表格。

例如，两个面的所有输入数据都以数字形式存在于导航器中的面项和表 1.4
面中。

4.3.2 柱子

最快创建柱子的方法是向下复制板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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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节点

首先，我们选择将要复制的节点。为此我们使用菜单
编辑→选择→特殊

或工具栏中相应的按钮。

在特殊选择对话框中我们对节点类别选择全部，以便选中模型的所有节点，
然后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图 4.13:特殊选择对话框

选中的节点现在显示为不同的颜色，在黑色背景中选择的默认颜色为黄色。
如果有其他对象被同时选择，您可以按住 [Ctrl]键并单击该对象将其从选择
中删除。

复制节点

我们通过左侧显示的按钮打开移动或复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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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移动或复制对话框

我们将复制的数目增加到 1，这样只是复制但不移动节点。因为柱子的高度
为 3 m，所以我们为位移向量 dZ输入 3 m，
然后点击 按钮来指定更多的设置。

图 4.15:移动/旋转/镜像的详细设置对话框

在连接部分中我们勾选以下选项:
• 在所选节点和它们的复制之间创建新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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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选节点和它们的复制之间创建新的杆件

我们在列表中选择杆件 2作为样板杆件，这样T形梁的属性（杆件类型、截
面、材料）就成为新建柱子的预设属性。

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编辑柱子

因为样板杆件为考虑集成宽度的肋，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调整杆件类型。这次
我们使用下面的方法来选择柱子：

首先，我们通过左侧显示的按钮将视图设为 [Y]轴方向。
然后，从右向左拖动鼠标经过柱脚节点，形成一个矩形窗口，完全或部分位
于该窗口内的所有对象均被选择，即我们的柱子。(当从左向右拖动鼠标形
成窗口时，只会选择那些完全位于窗口内的对象。)

图 4.16:使用窗口选择

现在，我们双击其中一个选中的柱子，出现编辑杆件对话框，该杆件的编号
显示在杆件编号中。

图 4.17:调整杆件类型

然后将杆件类型更改为梁，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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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等轴测视图]以后，我们的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 4.18:完整的等轴测视图

4.4 布置支座
该模型还没有支座。在 RFEM中我们可以为节点、线、杆件和面设置支
座。

设置节点支座
柱脚为铰接。

如果您还未在工作窗口内点击鼠标，则柱脚节点和柱子仍然处于选择状态，
如若需要，您可以再次使用窗口选择（见图 4.16）。
现在，我们双击其中一个选中的柱脚节点，同时可以在左下角状态栏中检查
光标是否位于希望的节点上。

出现编辑节点对话框。

图 4.19:编辑节点对话框，支座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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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座选项卡中我们勾选可用复选框，然后将支座类型设为铰接。
点击[确定]后支座符号显示在模型中。

切换工作平面

我们还需将左边两根柱子的高度改为 4 m。为此，我们接下来要先把工作平
面由水平切换成垂直的。

点击三个平面按钮中的中间那个，即[YZ工作平面]，
此时栅格显示在左边两个柱子所在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我们可以用图形方
式设置线或移动节点。

调整支座节点

我们在工作窗口中的“空白”区域点击鼠标左键，取消节点的选择。

用鼠标将节点 9向下移动 1 m至下一个栅格点。请注意是选取节点而不是杆
件。在状态栏中再次检查节点编号和光标的坐标。

对节点 8我们重复以上操作。

图 4.20:移动支座节点

除了图形方式我们还可以双击节点，然后在编辑节点对话框中的节点坐标选
项卡里更改 Z坐标。

4.5 偏心铰接杆件

4.5.1 铰

本示例中的钢梁和柱之间不传递弯矩，它们之间为铰接，因此接下来需要在
该钢梁杆件两端设置铰。

双击杆件 1打开编辑杆件对话框，
点击杆端铰部分中的 按钮来为杆件始端定义铰的类型（参见图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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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编辑杆件对话框，杆端铰部分

出现新建杆端铰对话框，在这里可以选择在杆件端部要释放的移动和转动，
我们勾选 𝜑y和 𝜑z，即在节点处不传递弯矩。

图 4.22:新建杆端铰对话框

我们确认上图所示的默认设置，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铰 1现在输入给编辑杆件对话框中的杆件始端，我们将列表中的该铰类型也
指定给杆件末端（见图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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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在编辑杆件对话框中设置铰

4.5.2 偏心

钢梁应偏心连接在板的下方。

我们切换到编辑杆件对话框中的选项选项卡，点击杆件偏心输入栏右侧
的 按钮，打开新建杆件偏心对话框。

图 4.24:新建杆件偏心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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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勾选从其他对象截面横向偏移选项，在本示例中对象是楼板，通
过 按钮可以图形方式选择面 2。
通过单选按钮可以定义截面对齐和轴线偏移，如图 4.24所示。
在从相邻杆件轴向偏移部分我们分别勾选杆件始端和杆件末端来指定两侧的
偏移。

在确认所有对话框之后，我们可以在一个放大的视图中检查结果（例如：通
过滚动滚轮按钮进行缩放，或者按住滚轮按钮进行移动，或者同时按住鼠标
右键和滚轮按钮进行旋转）。

图 4.25:偏心铰接钢梁

4.6 检查输入

检查数据导航器和表格

以图形方式输入的数据不仅反映在数据导航器的目录树中，而且也反映在相
关表格中。可以通过菜单视图→导航器或视图→表格，或者相应的按钮来
显示和隐藏导航器和表格。

在表格中结构对象是以选项卡方式进行管理。图形和表格会相互影响，例如
在表格中查找一个面，打开表 1.4面，然后在工作窗口中通过单击选择该
面，该面所在表格行就会被突出显示（见图 4.12，第 16页）。
我们现在可以快速地检查一遍所有输入的数字数据。

保存数据

模型数据的输入部分已经完成。我们可以通过菜单
文件→保存

或使用工具栏中相应的按钮来保存我们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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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载
首先，将荷载如自重、活荷载或风荷载定义在不同的荷载工况里。然后，按
某种组合表达式通过分项系数叠加这些荷载工况（见第 6章）。

5.1 荷载工况 1：自重和附加永久荷载

第一个荷载工况包含永久作用的荷载：自重和楼板附加永久荷载（见第 2.3
章，第 4页）。
我们使用[新建面荷载]按钮来创建荷载工况。

图 5.1:新建面荷载按钮

出现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

图 5.2: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荷载工况和基本选项卡

荷载工况编号 1的作用类别被预设为 G永久，我们输入自重和附加永久荷
载作为荷载工况描述。

5.1.1 自重

当自重系数为激活状态，并被默认为 1.000时，程序将会自动考虑面和杆件
在 Z方向上的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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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楼板附加永久荷载

在点击[确定]确认此输入后，出现新建面荷载对话框。

图 5.3:新建面荷载对话框

楼板附加永久荷载的荷载类型为力，荷载分布为均匀，荷载方向为全局
ZL，我们保留该对话框中与此相关的默认设置。
在荷载大小输入栏中我们输入 0.75 kN/m2（见第 2.3章，第 4页），然后点
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现在我们可以用图形方式在板面上布置荷载。在鼠标指针的旁边出现一个小
的荷载符号，当我们将鼠标指针移到一个面上时，该符号就会消失。我们相
继单击面 1和 2来布置荷载（见图 5.4）。
使用工具栏中的[显示荷载值]按钮可以显示和隐藏荷载值。
按 [Esc]键或在工作窗口中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退出该输入模式。自重和
附加永久荷载的荷载工况输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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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楼板荷载的图形输入

5.2 荷载工况 2：分区 1活荷载

考虑到连续性的影响，我们将楼板的活荷载定义到两个不同的荷载工况中。
可以通过菜单

插入→荷载→新建荷载工况
或使用工具栏中相应按钮(荷载工况列表左侧)来创建新的荷载工况。

图 5.5: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荷载工况选项卡



5 荷载

© DLUBAL SOFTWARE 2016

28

5
在荷载工况描述输入栏中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活荷载，或从列表中选择该项。
作用类别将会随之自动设为Qn活荷载。作用类别的分类将影响荷载组合的
分项系数和组合系数。

在注释输入栏中我们可以输入分区 1来进一步详细描述该荷载工况。
确认此对话框后，我们用一种新的方法输入面荷载。首先，用鼠标点击选择
板面 1。然后，通过[新建面荷载]按钮打开其对话框，此时所选面的编号已被
输入在该对话框中。

图 5.6:新建面荷载对话框

该活荷载的荷载类型为力，荷载分布为均匀，荷载方向为全局 ZL，我们保
留该对话框中与此相关的默认设置。

在荷载大小输入栏中我们输入 1.5 kN/m2（见第 2.3章，第 4页），然后点
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该面荷载显示在楼板的左边分区上。

5.3 荷载工况 3：分区 2活荷载

我们通过[新建荷载工况]按钮创建一个新的工况来定义右分区的活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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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荷载工况选项卡

在荷载工况描述输入栏中再次输入活荷载。在注释输入栏中输入分区 2，然
后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5.3.1 面荷载

这次我们选择板面 2，然后使用[新建面荷载]按钮再次打开新建面荷载对话
框。

除了面编号 2之外，上一次输入的参数都为默认参数（荷载类型为力，荷载
分布为均匀，荷载方向为全局 ZL，荷载大小为 1.5 kN/m2–见图 5.6）。
我们可以不做任何更改，然后关闭该对话框。

该面荷载显示在楼板的右边分区上（见图 5.8）。

5.3.2 线荷载

首先，使用缩放功能或滚轮按钮放大显示后面的楼板边缘，这样容易在该处
布置线荷载。

然后，通过[新建线荷载]按钮（在[面荷载]按钮旁边）打开新建线荷载对话
框。

该线荷载的荷载类型为力，荷载分布为均匀，荷载方向为 ZL。在荷载参数
输入栏中我们输入 5 kN/m（见第 2.3章，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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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新建线荷载对话框

点击[确定]后，我们单击楼板后面边缘上的线 8（在状态栏中检查）。
按 [Esc]键或在工作窗口中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退出该输入模式，然后再
次切换到[等轴测视图]。

5.4 荷载工况 4：缺陷

在最后一个荷载工况中我们将定义轴向受压柱子的缺陷。

这次我们使用数据导航器来创建一个新的荷载工况。首先右击荷载工况项，
打开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新建荷载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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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荷载工况上下文菜单

从列表中选择 -Y方向缺陷作为荷载工况描述，作用类别自动改为 Imp缺
陷。

图 5.10: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荷载工况选项卡

我们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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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列表按钮

在[新建体荷载]的列表菜单中，我们选择新建缺陷，打开下面的对话框。

图 5.11:新建缺陷对话框

缺陷应设置在柱的 y轴方向上，即杆件的“弱”轴方向，在我们的示例中该
轴平行于全局Y轴。
我们将初弯曲 L/e0设为 0，然后点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通过选择窗口会很容易设置该缺陷。为此，我们要先将模型移动到一个更有
利的位置上。我们单击[移动、缩放、旋转]按钮，然后同时按住 [Ctrl]键和鼠
标左键向上移动模型，使该模型向后倾斜一点。

按 [Esc]键或右击结束更改视图，在此过程中“为缺陷选择杆件”的功能并
未被取消。

我们再次从右向左拖动鼠标形成一个选择窗口，此时每根柱子都应位于该窗
口内，但钢梁必须位于窗口外。

图 5.12:为缺陷选择柱子

在定义了窗口的第二个角点后，缺陷设置完毕。

按 [Esc]键或右击退出该功能，并且再次切换到[等轴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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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在线框模型中显示缺陷

更改模型显示

上图为结构的线框显示模型，可以使用左侧显示的按钮设置该选项，这样缺
陷就不会由于柱子的渲染而被遮盖。

5.5 检查荷载工况

所有四种荷载工况已经输入完毕，我们建议您再次[保存]输入。
现在可以在图形中快速检查每一个荷载工况，使用工具栏中的 和 按钮
可以浏览所有定义的荷载工况。

图 5.14:浏览荷载工况

荷载的图形输入结果也反映在数据导航器的目录树和相关表格中。通过左侧
显示的按钮可以访问表 3荷载中的荷载数据。
图形和表格会相互影响，例如在表格中查找一个缺陷，首先打开表 3.14缺
陷，然后在工作窗口中选择一个缺陷荷载，这时光标就会跳到表格中相应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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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荷载工况组合
荷载工况按 EN 1990乘以系数进行组合。在创建荷载工况时定义作用类别，
这样会有助于生成组合（见图 5.10，第 31页）。并且可以控制组合中的分项
系数和组合系数。

6.1 创建荷载组合

由定义的四种荷载工况可以创建以下荷载组合：

1.35*LC1 + 1.5*LC2 + 1.0*LC4 活荷载分区 1
1.35*LC1 + 1.5*LC3 + 1.0*LC4 活荷载分区 2
1.35*LC1 + 1.5*LC2 + 1.5*LC3 + 1.0*LC4 满载

按二阶分析进行计算。

创建荷载组合CO1
我们打开[荷载工况]列表框菜单，选择新建荷载组合，再次出现编辑荷载工
况和组合对话框。

图 6.1: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荷载组合选项卡

我们在荷载组合描述输入栏中输入活荷载分区 1。
在现有荷载工况列表中我们单击 LC1，然后使用 按钮将其添加到右侧荷
载组合 CO1中的荷载工况列表里。对LC2和LC4做同样的操作。
在计算参数选项卡中我们检查，是否在分析方法中激活了二阶分析（见
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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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计算参数选项卡

点击[确定]后包含在该荷载组合里的所有荷载显示在模型中。这些显示的值
已经考虑了荷载工况的系数。

图 6.3:荷载组合CO1的荷载

在计算参数选项卡中我们可以检查 RFEM计算各个荷载组合所应用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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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荷载组合CO2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来创建第二个荷载组合。选择[新建荷载组合]打开相应对
话框，这次输入活荷载分区 2作为荷载组合描述。
我们再次使用 按钮将荷载工况 LC1、LC3和 LC4添加到该荷载组合
中。

创建荷载组合CO3
我们选择一个新的方法来创建最后一个荷载组合。用鼠标右键点击导航器中
的荷载组合项，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新建荷载组合。

图 6.4:通过导航器中的上下文菜单创建荷载组合

在荷载组合描述输入栏中输入满载。使用 按钮可以一次将所有四个荷载
工况同时添加到右侧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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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荷载组合选项卡

因为荷载工况 LC2和 LC3的作用类别为活荷载，所以它们的分项系数取
1.5。如果它们为不同种类的作用类别时，其中一个将为主导作用，另一个
将为伴随作用，取折减系数。

6.2 创建结果组合

我们由该三种荷载组合的结果创建一个包含正、负极值的包络线。

我们在[荷载工况]列表按钮的菜单中选择新建结果组合。出现已经熟悉的编
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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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编辑荷载工况和组合对话框，结果组合选项卡

我们从列表中选择主导结果组合作为结果组合描述。
为了在现有荷载部分中显示所创建的荷载组合，我们从位于其下方的列表中
选择CO荷载组合，然后点击[选择所有列出的荷载]按钮选中该三个荷载组
合。

右下方选择框中的叠加系数预设为 1.00，这正好符合我们要确定荷载组合极
值的要求。此外，我们还要将叠加准则更改为永久，这样总是至少会有一个
作用被RFEM考虑。
通过[用“或”方式添加选择的荷载]按钮将这三个荷载组合添加到右边的列
表中，最后一列中的数字 1表示这三项属于同一组，在它们之间不是进行相
加，而是进行选替操作。

叠加准则现在完全定义完毕，我们点击[确定]，再次[保存]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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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算
7.1 检查输入数据

在进行计算之前先检查我们的输入。我们通过菜单
工具→真实性检查

打开真实性检查对话框，并在该对话框中定义以下设置。

图 7.1:真实性检查对话框

如果点击[确定]后没有检测到错误，则显示以下信息，并且还列出模型和荷
载数据。

图 7.2:真实性检查的结果

更多用于检查输入的工具位于菜单
工具→模型检查

中，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7.2 创建有限元网格

因为我们在真实性检查对话框中勾选了生成有限元网格选项（见图 7.1），
所以程序自动创建了预设网格大小为 50 cm的网格，该预设网格大小可以通
过计算→有限元网格设置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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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模型与生成的有限元网格

7.3 计算模型

我们现在通过菜单
计算→全部计算

或工具栏中相应的按钮开始计算。

图 7.4: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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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果
8.1 图形结果

计算完成后，在屏幕上会出现当前荷载工况的变形结果。因为最后设置的结
果组合是RC1，所以显示的变形结果为该结果组合的最大和最小值。

图 8.1:结果组合RC1的最大和最小变形

选择荷载工况和荷载组合

我们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 和 按钮（荷载工况列表右侧），在荷载工
况、荷载和结果组合之间切换结果。在检查荷载工况时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两
个按钮。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列表中直接进行选择。

图 8.2:工具栏中的荷载工况列表

在导航器中选择结果

新出现的第四个导航器管理着不同结果类型的图形显示。当结果显示为激活
状态时，才可以访问该结果导航器。我们可以使用显示导航器或[显示结果]
按钮显示和隐藏结果。

通过各种结果类别（例如：全局变形、杆件、面、支座反力）前的复选框可
以选择显示哪些变形或内力。在这些结果类别中的各项前有进一步的按钮，
可以通过它们设置想要显示的结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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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浏览各个荷载工况和荷载组合，读取不同结果类别的变形、杆
件与面的内力和应力、支座反力。

图 8.3:在结果导航器中设置杆件和面的内力

上图显示了计算荷载组合CO1得到的杆件内力My和面的内力my。我们推
荐您在线框模型中显示内力，使用左侧所示的按钮可以将模型设为线框显示
模式。

显示值

控制面板中的色阶指定了颜色范围。选择结果导航器中面上的值选项可以显
示结果值。为了显示所有在有限元网格节点或栅格点上的结果，还需要取消
激活极值选项。

图 8.4:楼板栅格点上的弯矩mx，Z轴方向视图（C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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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结果表

我们也可以在表格中查看结果。

在计算完成之后程序会自动显示结果表，像数值输入一样，结果也有不同的
表格。表 4.0结果 -摘要提供了一个按荷载工况和荷载组合排序的计算过程
总结。

图 8.5:表 4.0结果 -摘要

可以通过点击表格选项卡来选择其他表格。例如选择表 4.15面 -基本内力来
查找楼板 1的内力。当我们用鼠标在图形中点击该板面时（透明模型有助于
选择），程序就会自动跳到表格中该面的基本内力。当前栅格点(即表格行
中光标的位置)在图形中由箭头标出。

图 8.6:表 4.15中面的内力和在模型中标出的当前栅格点

像在图形中一样，我们可以使用 和 按钮浏览荷载工况，或通过表格工
具栏中的列表来设置某个特定的荷载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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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筛选结果

结果导航器

RFEM提供了多种辅助工具，可以清晰地显示分析结果。在本例中我们也要
用到这些工具。

我们通过结果导航器显示杆件内力My，然后取消显示面的内力以及在面上
的值（见左图）。

8.3.1 可见性

可以使用可见性分析结果。

显示混凝土柱的结果

在导航器中我们切换到视图选项卡，在可见性下方的生成的选项中勾选以下
项：
杆件按类型： 梁
杆件按截面： 矩形 300/300

我们通过[显示所选可见性相贯]按钮创建这两个选项的交集。

图 8.7:放大显示混凝土柱的弯矩My

混凝土柱及其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模型的其余部分只是被轻微地显示
出来，并且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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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缩放系数

为了可以容易读取模型渲染后的内力图，我们在面板中调整显示系数，把杆
件图的系数改为 2（见图 8.7）。

显示楼板的结果

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在视图导航器中筛选面的结果。我们取消激活杆件按类
型和杆件按截面选项，选择激活面按厚度，并勾选 200 mm。

图 8.8:楼板的剪力

如前所述，通过结果导航器（见图 8.3，第 42页）可以切换显示不同类型的
结果。上图显示了荷载组合CO1的剪力 vy的分布。

8.3.2 选择对象显示结果

另一种进行筛选的方法是通过控制面板中的筛选选项卡，在那里可以指定杆
件和面的编号以便专门显示其结果。跟可见性功能不同的是模型会完全显示
在图形中。

我们先在视图导航器中取消激活用户自定义/生成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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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在视图导航器中恢复整体显示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面 1(在线框显示模型中单击面边缘处的虚线，在实体显示
模型中可以单击面上任何一个位置)，然后在面板中我们切换到筛选选项
卡，检查面选项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点击[从选择中导入]按钮，所选面的编号即导入到上方的输入栏中。现在显
示的是左边面的结果图形。

图 8.10:面 1的剪力图

使用面板中的全部选项来完整显示结果。

8.4 显示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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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上下文菜单

我们也可以在线、杆件、线支座和剖面的结果图中分析结果。接下来我们使
用这些功能来分析T形梁的结果图。
我们用鼠标右键点击杆件 2（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关闭面结果），然后在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结果图选项。
该肋型杆件的结果图显示在一个新的窗口中。

图 8.11:显示T形梁的结果图

在导航器中我们勾选全局变形 u以及内力My和VL，最后一个选项是面和杆
件之间的纵向剪力，只有当工具栏中的[包括肋部分的结果]按钮被激活时才
会显示该力，通过打开和关闭此按钮可以清楚的看到纯杆件和肋(带有面的
集成部分)之间的内力区别。
结果图的显示大小可以使用 和 按钮进行调整。

我们也可以在该窗口中使用 和 浏览荷载工况，或通过列表来设置某个
荷载工况的结果。

我们关闭该窗口，结束结果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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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档
9.1 创建打印报告

由于有限元计算的结果庞大而复杂，所以我们不建议您直接打印，而是先在
RFEM中生成一个打印预览，即包含了输入和输出数据的“打印报告”。您
在该报告中可以确定想要打印的数据，还可以添加图形、注释说明或扫描资
料。

我们通过菜单
文件→打开打印报告

或相应的按钮打开打印报告。出现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我们可以选择
一个模板作为新建打印报告的样本。

图 9.1:新建打印报告对话框

我们采用模板 1 -输入数据和简化结果，点击[确定]，创建打印预览。

图 9.2:打印报告的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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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调整打印报告

在打印报告中也有一个导航器，列出了所有选择的章节，点击某个章节，其
内容就会随之显示在右侧。

各个章节的预设内容可以被进一步详细指定，这里我们调整杆件内力。在结
果 -结果组合章节中用鼠标右键点击截面 -内力，在上下文菜单中点击选
择。

图 9.3:截面 -内力上下文菜单

出现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为结果组合的各结果提供了详细的选择选项。

图 9.4:通过打印报告选择简化要输出的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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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光标放置在4.12截面 -内力单元格上，出现 按钮，通过此按钮我们
打开详细信息 -截面内力对话框，在这里我们将输出限制为内力N、Vz和
My的极值。

确认该对话框后，打印报告中的内力表即被更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调整打
印输出的其余章节。

如果想要更改打印报告中章节的位置，只要在导航器中使用鼠标拖放功能将
其移动到新的位置上即可。如果想要删除某个章节，可以使用上下文菜
单（见图 9.3）或 [Del]键。

9.3 插入图形到打印报告

通常在打印报告中插入图形，这样可以使其变得形象直观。

打印变形图

我们使用 [X]按钮关闭该打印报告。出现是否保存该打印报告?询问对话框。
我们点击[是]确认该对话框，并返回到RFEM工作窗口。
在该工作窗口中我们选择荷载组合CO1 -活荷载分区 1的变形，并将图形调
整到合适的位置上。

因为在线框显示模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变形，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显示选
项。

如果变形图尚未出现，我们就在面板的筛选选项卡中再次选择全部面。

图 9.5:荷载组合CO1的变形

现在我们通过菜单
文件→打印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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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具栏中相应的按钮将显示的变形图插入到打印报告中。

在打印图形对话框中我们将打印参数设置如下，保留选项和色阶选项卡中的
默认设置不变。

图 9.6:打印图形对话框

点击[确定]后变形图被插入到打印报告中。
该图显示在结果 -荷载工况、荷载组合章节的结尾。

图 9.7:打印报告中的变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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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打印报告

如果打印报告编辑完毕，可以使用[打印]按钮将其发送到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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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景
现在我们进入到本入门示例的最后部分，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助您初
步了解 RFEM，并能激发您学习其他未知的程序功能的兴趣。您可在
RFEM手册中找到详细的程序说明，并可从我们的网站 https://www.dlu-
bal.com/en/downloads-and-information/documents/manuals下载该手册。
在该网站上您还可以发现一个练习示例，通过它您可以了解更多的程序功
能。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菜单帮助或 [F1]键打开程序的在线帮助系统，此系统基
于RFEM手册，像在手册中一样您可以在该系统中搜索特定术语。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使用我们的电子邮件热线，或访问
www.dlubal.com查看 FAQs，或访问www.dlubal.com/blog查看DLUBAL博
客。

您也可以在附加模块中应用该示例进行设计（例如：RF-STEEL
Members、RF-CONCRETE Surfaces/ Members等），由此可以了解这些设
计模块的功能，然后在RFEM的工作窗口中分析设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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