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dlubal.com

Structural 
Analysis & 
Design Software



2

网络课堂

RFEM 6  

美标ADM 2020

铝合金结构设计

郑伟伟
技术支持
德儒巴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张涛
技术支持
德儒巴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内容

3

规范解读01

自定义截面创建02

分析参数设置03

设计参数设置04



?
规范解读-C章：稳定设计

杆件和节点设计所需的内力应该用考虑了以下因素的弹性分析来确定：

p 要考虑结构的弯曲/剪切/轴向变形，其他组件和节点的变形

p 二阶效应（P-Δ和P-δ）

p 几何缺陷

p 刚度折减（截面局部塑性/残余应力）

p 强度和刚度的不确定性

与AISC 360-16的要求基本相同。



?
二阶效应：

1m
Φ50x3

p-δ效应：放大系数1.0432
（杆件中间没有网格节点也能考虑，更不需要打断杆件）

手算时，单工况分开
实际中，多工况同时作用

规范解读-C章：稳定设计



?
几何缺陷：ADM/AISI/AISC 不同之处：

AISI

AISC

规范解读-C章：稳定设计

ADM



?
刚度折减：ADM/AISI/AISC 不同之处：

AISI

AISCADM

规范解读-C章：稳定设计



?
荷载组合：

ADM

规范解读-C章：稳定设计



?
计算可用强度（承载力设计值）：

1.构件弯曲屈曲计算长度系数可取1.0，经过合理分析的话也可以小于1.0

2.计算长度系数取1.0的只是弯曲屈曲验算，而扭转屈曲/弯曲扭转屈曲的计算

长度系数仍需按照边界条件取（例如悬臂轴压柱：Ky=Kz=1.0,Kt=2.0)。

规范解读-C章：稳定设计



?
规范解读-E章：受压构件

杆件屈曲/局部屈曲/杆件屈曲-局部屈曲相互作用：



?
规范解读-E章：受压构件

杆件屈曲/局部屈曲/杆件屈曲-局部屈曲相互作用：

加权平均法：需要计算多个板件的屈曲应力Fci！

直接强度法：有限条带法获得最低阶弹性屈曲
应力，从而获得毛截面的屈曲应力Fc！



?
规范解读-E章：受压构件

杆件屈曲/局部屈曲/杆件屈曲-局部屈曲相互作用：

自定义任意截面，只有定义了”板件”才
能按照规范计算局部屈曲承载力。



?
规范解读-E章：受压构件

杆件屈曲/局部屈曲/杆件屈曲-局部屈曲相互作用：

如果板件的弹性屈曲应力Fe小

于杆件的屈曲应力Fc,就得考

虑局部屈曲对杆件屈曲的削弱。

Fe的取值跟局部屈曲计算方
法有关。



?
规范解读-F章：受弯构件

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相互作用：

方法1：加权平均法
（所有板件局部屈曲承载力之和）



?
规范解读-F章：受弯构件

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相互作用：

方法2：直接强度法
（更精确的考虑板件的支座条件）



?
规范解读-F章：受弯构件

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相互作用：

方法3：限值板件（应力）法
（只要有一个板件屈曲就认为截面屈曲）



?
规范解读-F章：受弯构件

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相互作用：

均由F4.2.5通用公式推导而来



?
规范解读-F章：受弯构件

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相互作用：

采用解析公式计算λ时，结果跟杆件弯矩分布/荷载作用点/支座边界有很大关系（Cb和
U的计算）。采用杆系/板壳有限元进行屈曲分析可更精确的考虑这些因素（大部分软
件的杆系屈曲分析不能获得LTB模态）



?
规范解读-F章：受弯构件

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相互作用：



?
规范解读-F章：受弯构件

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局部屈曲-横向扭转屈曲相互作用：



?
软件操作-操作流程

自定义截面
(RSECTION导入Dxf)

分析参数
（二阶效应/几何缺陷/刚度折减）

设计参数
(k/ULS/SLS验算配置)



?
软件操作-Rsection

薄壁分析： 有限元分析：

l 薄壁截面（铝/钢/冷弯等）

l 使用解析法

l 沿厚度方向应力没有变化

l 扭转和翘曲特性只考虑板件的（忽略圆角的）

l 必须定义板件（element)

l 厚壁截面（混凝土/木等）

l 使用有限元法

l 沿厚度方向应力有变化

l 扭转和翘曲特性考虑全截面

l 一般不用定义板件（element)



?
软件操作-Rsection

有限元分析：

有限元法+定义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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