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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s Gen 在空间网壳结构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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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接口导入

•快速建模（助手、扩展）

•直接建模

1.网壳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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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壳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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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网架结构和双层网壳结构时，可假定节点为铰接，杆件只承受
轴向力
•分析立体管桁架时，当杆件的节间长度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小于12
（主管）和24（支管）时，假定节点为铰接
•分析单层网壳时，假定节点为刚接

2.节点模拟方法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1.4条

常规处理方式：上弦和下弦刚接，腹杆铰接

几何可变体系
（桁架单元）

瞬变体系（平面外）

（桁架单元）
梁释放约束

（梁单元）
一根梁不释放约束 释放约束数

值不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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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节点的边界约束条件：
•对于网架、双层网壳和立体桁架，应按实际构造采用两
向或一向可侧移、无侧移的铰接支座或弹性支座；
•对于单层网壳，可采用不动铰支座，也可采用刚接支座
或弹性支座。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1.7条

3.支座模拟方法

抗震分析时，宜将空间网格结构与支承体系共同考虑，
按整体分析模型进行计算。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4.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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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座模拟方法

固定支座
实现方法：共节点

滑动支座（单向、多向）
实现方法：弹性连接（一般）

限制位移支座
实现方法：弹性连接（多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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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荷载

适用于封闭型空间结构、敞开式厂房和构筑物、设备
风荷载的快速施加；
无需定义虚面，选择梁单元构成封闭区域即可；
程序自动按风压和体型系数计算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和
风振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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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风压：封闭区域

实质是以节点荷载形式施加

4.风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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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荷载

梁单元风压：开放区域

实质是以线荷载形式加到线单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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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荷载

节点风压：局部区域

可将没有建模的附属结构以节点荷载形式施加

到作用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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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竖向地震

屋盖网架：
8、9度区，网架结构均应进行竖向和水平抗震验算。
网壳结构：
7度区，失跨比大于或等于1/5时，水平抗震验算；失跨
比小于1/5时，应进行竖向和水平抗震验算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4条

转换成Z向质量

竖向地震
荷载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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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点多维地震

对于体型复杂或较大跨度的空间网格结构，
宜进行多维地震作用下的效应分析。进行多
维地震效应计算时，可采用多维随机振动分
析方法、多维反应谱法或时程分析方法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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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温度作用

分析空间网格结构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内力，可将温差引起的杆
件固端反力作为等效荷载反向作用在杆件两端节点上，然后按有限元
法分析。

当网架结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考虑由于温度变化而引起
的内力：

1 支座节点的构造允许网架侧移，且允许侧移值大于或等于网架
结构的温度变形值；

2 网架周边支承、网架验算方向跨度小于40m，且支承结构为独立
柱；

3 在单位力作用下，柱顶水平位移大于或等于下式计算值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2.3条和4.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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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温度作用

系统温度：对所有单元都能进行温度变化分析。
温度变化产生热应变，并导致构件中产生内力。

单元温度：局部单元施加温度荷载

节点温度：局部节点施加温度荷载

温度梯度：输入梁或板单元顶面和底面的温度差

梁截面温度：截面内部的温度分布为非均匀分布时可以利
用梁截面温度功能输 入温度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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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3.1条

单层网壳以及厚度小于跨度1/50的双层网壳均应进行稳定计
算。
当单层球面网壳跨度小于50m、单层圆柱面网壳拱向跨度小

于25m、单层椭圆抛物面网壳跨度小于30m时，或进行网壳稳
定性初步计算时，其容许承载力可按本规程附录E进行计算。

1.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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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4.3.3条

球面网壳的全过程分析可按满跨均布荷载进行，
圆柱面网壳和椭圆抛物面网壳除应考虑满跨均布荷载外，
尚应考虑半跨活荷载分布的情况。

两个模型，分别计算，取不利情况

1.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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