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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焊接圆钢管桁架在节点部位存在明显的局部柔度现象，在进行有限元分析时要精确模拟这

种节点局部柔度就需要采用３Ｄ实体或壳单元模拟整个管桁架结构，这导致有限元分析的计算量大、效

率低，不利于在工程设计中采用。为了简化计算过程，通常使用常规梁单元模拟钢管构件，并将管节点

部位模拟成刚接形式。这种简化方法虽然提高了计算效率，但是却无法模拟出节点局部柔度导致的变

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常规梁单元模型基础上，在节点部位引入一个虚拟梁单元（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ＢｅａｍＥｌ

ｅｍｅｎｔ，ＦＢＥ）模拟节点的局部变形。虚拟梁单元的刚度可通过以往对管节点柔度研究所提出的参数公式

进行等效。为了验证这种简化模型的准确性，对由 Ｔ型管节点和 Ｙ型管节点组成的管桁架进行参数分

析，共计算了１２个管桁架模型，对这些管桁架模型分别采用３Ｄ有限元模型、常规刚接梁单元模型以及

所提出的虚拟梁单元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常规刚接梁单元模型会过低估计管桁架的变形，而

采用虚拟梁单元模型则可以高精度地计算出管桁架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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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焊接管结构通常被用在海洋石油平台导管架结构、

大跨桥梁及高耸建筑中，在对焊接管结构进行结构分析

时通常将其简化为平面或者三维刚架，此时节点是完全

刚接的，然而因其节点处主管径向刚度小于支管轴向刚

度，在受载情况下主管壁将发生局部变形，具有局部柔

度，因此这种计算方法存在较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通过在梁单元模型中引入虚拟梁单元（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Ｂｅａｍ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ＢＥ），提出了一种简化模型。

Ｆｅｓｓｌｅｒ等（１９８１）［１２］发表了塑料模型试验研究的报

告，并根据试验结果导出了Ｔ型和Ｙ型管节点在轴力及

面内弯矩作用下局部柔度的参数公式；Ｆｅｓｓｌｅｒ等
（１９８６）［３４］又在２７个单支管模型和６个多支管模型试

验的基础上，改进了Ｔ型和Ｙ型管节点局部柔度参数公

式以及多支管管节点局部柔度矩阵中元素的参数公式；

ＤＮＶ规范（１９７７）［５］给出了Ｔ型管节点在面内和面外弯

矩作用下局部柔度的参数公式；Ｕｅｄａ（１９９０）［６］用有限元

法对１１个Ｔ型管节点进行了计算，并据此提出了 Ｔ型

和Ｙ型管节点“局部刚度”的参数公式；胡毓仁等
（１９９２）［７］建立了一种在海洋平台导管架有限元分析中

代表管节点局部柔度的等效单元，可有效地反映管节点

在轴力和弯矩作用下的局部变形性质，并导出了Ｔ型、Ｙ

型以及Ｋ型管节点的局部柔度等效单元的刚度矩阵。

徐汉涛等（１９９５）［８］用半解析方法计算了 ＴＹ型管

节点的局部柔度，并用回归方法得出了计算 ＴＹ型管节

点局部柔度矩阵中各元素的参数公式。他们进行了一

组ＴＹ型管节点ＰＶＣ塑料模型的局部柔度模型试验，发



现参数公式是基本可靠的。Ａｌａｎｊａｒｉ等（２０１１）［９］在柔度

方程和节点上轴力和面内弯矩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新的非线性二维管节点单元，并与实验数据和复

杂的多轴有限元节点模型对比验证，发现所提出的非线

性节点模型所产生的结果有一定的准确性。Ｇａｏ等
（２０１４）［１０］提出了计算在叠合支管面内弯曲情况下的完

全叠合管节点的局部节点柔度的参数方程。

通过Ｆｅｓｓｌｅｒ参数公式、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参数公式和 Ｕｅ

ｄａ参数公式所计算出的轴向柔度值和弯曲柔度值可以

等效出简化模型中 ＦＢＥ的轴向刚度和抗弯刚度。其过

程为：首先使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计算不同参数的Ｔ节点或
Ｙ节点管桁架模型的荷载作用下的精确位移数据，然后

使用ＦＯＲＴＲＡＮ软件自编刚架程序计算对应参数管桁架

模型的刚架模型和简化模型的荷载作用下位移数据，通

过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来评价简化单元计算的

准确性。

１ 管节点局部柔度的定义及计算规定

管节点在外荷载作用下主管壁将发生局部变形，从

而具有局部柔性现象，称为管节点的局部柔度。管节点

的局部柔度（ＬｏｃａｌＪｏｉｎｔ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ＬＪＦ）被定义为单位外

荷载作用下的局部变形。对于单支管的 Ｔ型和 Ｙ型节

点，有

ＬＪＦＡＸ ＝
δ
Ｐ，ＬＪＦＢ ＝

φ
Ｍ （１）

式中，下标ＡＸ和Ｂ分别表示轴力和弯矩作用的情况，δ

为轴力Ｐ作用下主管管壁在与支管相交处沿垂直于主

管轴线方向的局部线位移，φ为在弯矩Ｍ作用下该处的

局部转角。

２ 简化模型

２１ 模型简化

将３Ｄ管节点中的管件简化为梁单元，梁单元表示

的是管件的轴线位置，由于普通的梁单元模型节点为刚

性，没有考虑节点柔度的影响，计算结果的误差比较大，

故在此基础上提出简化模型，在梁单元模型中引入

ＦＢＥ，支管连接在主管表面上，它到主管轴线的距离为
Ｄ／２，所以ＦＢＥ的长度为Ｄ／２，如图１所示。

２２ ＦＢＥ的轴向刚度和抗弯刚度计算
ＦＢＥ的弹性模量Ｅ与主体结构取相同值，故求 ＦＢＥ

的轴向刚度和抗侧刚度即为求 ＦＢＥ的截面积 Ａ和截面

惯性矩Ｉ。结合上文关于 ＬＪＦ的计算，利用结构力学知

识易求出ＦＢＥ的截面积Ａ和截面惯性矩Ｉ

图１ Ｔ／Ｙ管节点及简化模型

Ａ＝ Ｄｓｉｎθ
２Ｅ·ＬＪＦＡＸ

，Ｉ＝ Ｄ
２Ｅ·ＬＪＦＢ

（２）

２３ ＬＪＦ参数计算公式

管节点局部柔度经过多年研究，国内外专家提出很

多参数公式，其中应用较广泛的是 Ｆｅｓｓｌｅｒ和 Ｕｅｄａ提出

的Ｔ／Ｙ管节点局部柔度参数公式。

２３１ 轴向柔度参数计算公式
Ｆｅｓｓｌｅｒ等（１９８１）提出的计算 Ｔ／Ｙ管节点轴向柔度

的参数公式：

ＬＪＦＴ，ＹＡＸ ＝
２３γ２３ｅ－３３βｓｉｎθ

ＥＤ （３）

Ｆｅｓｓｌｅｒ等（１９８６）提出的计算 Ｔ／Ｙ管节点轴向柔度

的改进参数公式：

ＬＪＦＴ，ＹＡＸ ＝
１９５γ２１５（１－β１３ｓｉｎ２１９θ）

ＥＤ （４）

Ｕｅｄａ（１９９０）提出的计算 Ｔ／Ｙ管节点轴向柔度的参

数公式：

ＬＪＦＴ，ＹＡＸ ＝
０３１３γ２３β－１２ｓｉｎ２θ

Ｅ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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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Ｄ／２Ｔ，β＝ｄ／Ｄ，Ｅ为弹性模量，θ为支管与主管

轴线间的夹角，Ｄ为主管直径，ｄ为支管直径，Ｔ为主管

壁厚。

２３２ 弯曲柔度参数计算公式
Ｆｅｓｓｌｅｒ等（１９８１）提出的计算 Ｔ／Ｙ管节点弯曲柔度

的参数公式：

ＬＪＦＴ，ＹＢ ＝１７１γ
１６５ｅ－４６βｓｉｎ２７θ
ＥＤ３

（６）

Ｆｅｓｓｌｅｒ等（１９８６）提出的计算 Ｔ／Ｙ管节点弯曲柔度

的改进参数公式：

ＬＪＦＴ，ＹＢ ＝１３４γ
１７３ｅ－４５２βｓｉｎ１２２θ
ＥＤ３

（７）

Ｕｅｄａ（１９９０）提出的计算 Ｔ／Ｙ管节点弯曲柔度的参

数公式：

ＬＪＦＴ，ＹＢ ＝４２２γ
１７β－２２ｓｉｎθ
ＥＤ３

（８）

式中，γ＝Ｄ／２Ｔ，β＝ｄ／Ｄ，Ｅ为弹性模量，θ为支管与主管

轴线间的夹角，Ｄ为主管直径，ｄ为支管直径，Ｔ为主管

壁厚。

３ 模型计算分析

３１ Ｔ型节点管桁架
Ｔ型节点管桁架各模型的具体参数及其对应的 ＬＪＦ

值计算见表１，其中 Ｄ为主管直径，ｄ为支管直径，Ｔ为

主管壁厚，ｔ为支管壁厚。Ｔ－Ｓ刚架模型的结构尺寸和

荷载情况如图２所示，其他模型的结构尺寸和荷载情况

与模型Ｔ－Ｓ一致。弹性模量 Ｅ＝２０６ｋＮ／ｍｍ２，通过各

参数公式计算出的ＬＪＦ值等效出的ＦＢＥ的截面积Ａ和

截面惯性矩Ｉ见表２。模型 Ｔ－Ｓ的简化模型结构尺寸

如图３所示，其他模型的简化模型结构尺寸与模型Ｔ－Ｓ

一致。图４和图５分别为利用 ＡＢＡＱＵＳ软件计算的模

型Ｔ－Ｓ的３Ｄ模型图和变形图，桁架端部的刚性端板在
ＡＢＡＱＵＳ软件中通过耦合命令实现。

图２ Ｔ－Ｓ刚架模型示意图

图３ Ｔ－Ｓ简化模型示意图（考虑节点柔度）

图４ Ｔ－Ｓ３Ｄ模型图

图５ Ｔ－Ｓ３Ｄ模型变形图

表１ Ｔ型节点管桁架模型参数及其ＬＪＦ计算
模型

编号

变化

参数

Ｄ／
ｍｍ

ｄ／
ｍｍ

Ｔ
ｍｍ

ｔ／
ｍｍ γ β

Ｆｅｓｓｌｅｒ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 Ｕｅｄａ
ＬＪＦＡＸ ＬＪＦＢ ＬＪＦＡＸ ＬＪＦＢ ＬＪＦＡＸ ＬＪＦＢ

Ｔ－Ｓ ２１９１１９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５４３６７５４Ｅ－０６ ７８２２Ｅ－１０ ８０３３Ｅ－０６ ８０７７Ｅ－１０ １１４８Ｅ－０５ １０４０Ｅ－０９
Ｔ－Ａ－１
Ｔ－Ａ－２

γ＝Ｄ／２Ｔ
２１９１１９１０ ６ １０９５０５４３２０８６Ｅ－０６ ３３６７Ｅ－１０ ２６７８Ｅ－０６ ３３３８Ｅ－１０ ３５４６Ｅ－０６ ４３６４Ｅ－１０
２１９１１９１４ ６ ７８２ ０５４３９６２１Ｅ－０７ １９３３Ｅ－１０ １２９９Ｅ－０６ １８６５Ｅ－１０ １６３６Ｅ－０６ ２４６３Ｅ－１０

Ｔ－Ｂ－１
Ｔ－Ｂ－２

β＝ｄ／Ｄ
２１９９０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４１１１０４６Ｅ－０５ １４３８Ｅ－０９ １１１８Ｅ－０５ １４７０Ｅ－０９ １６０５Ｅ－０５ １９２３Ｅ－０９
２１９１５０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６８５４２３３Ｅ－０６ ４０７９Ｅ－１０ ４９５９Ｅ－０６ ４２６０Ｅ－１０ ８６９７Ｅ－０６ ６２４９Ｅ－１０

表２ Ｔ型节点管桁架模型ＦＢＥ的截面参数计算计算

模型编号
Ｆｅｓｓｌｅｒ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 Ｕｅｄａ

ＦＢＥ段Ａ／ｍｍ２ ＦＢＥ段Ｉ／ｍｍ４ ＦＢＥ段Ａ／ｍｍ２ ＦＢＥ段Ｉ／ｍｍ４ ＦＢＥ段Ａ／ｍｍ２ ＦＢＥ段Ｉ／ｍｍ４

Ｔ－Ｓ ７８７０ ６７９５２３５６ ６６１７ ６５８１３６３５ ４６２９ ５１１１０８８５
Ｔ－Ａ－１ ２５４８２ １５７８５３７６８ １９８４５ １５９２６２７５２ １４９８９ １２１８０２５２０
Ｔ－Ａ－２ ５５２４９ ２７５０２１２２５ ４０９１１ ２８５０４６５０３ ３２５００ ２１５８１１１７７
Ｔ－Ｂ－１ ５０８４ ３６９５４０１８ ４７５２ ３６１７２１０４ ３３１１ ２７６４６７１９
Ｔ－Ｂ－２ １２５５６ １３０３１４１８７ １０７２０ １２４７９１５０６ ６１１２ ８５０５７１５５

　　使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计算Ｔ型管节点桁架模型的３Ｄ

模型的端部（如图２中的 Ａ点）竖向位移，同时用 ＦＯＲ

ＴＲＡＮ软件自编刚架程序计算对应参数下Ｔ型管节点桁

架模型的刚架模型和简化模型的端部竖向位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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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ＡＱＵＳ计算的３Ｄ模型的端部位移数据作为精确值来

计算刚架模型和简化模型的误差，其中端部位移数据误差

分析见表３。从表３中可以看出，用常规的刚架模型计算

出的端部位移数据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最高达到４０％ 以

上，而引入了ＦＢＥ的简化模型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Ｔ型

节点管桁架的变形，其中Ｆｅｓｓｌｅｒ参数公式和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

参数公式所等效出的ＦＢＥ对应的简化模型具有更高的精

确性，其对应的所有模型误差均在４％以内，同时随着 γ

的减小，刚架模型的误差会随之减小。分析可知，由于随

着γ的减小，主管的相对壁厚随之增加，节点的柔度效应

减弱，因此，未考虑节点柔度的刚架模型的误差随之减小，

而且随着β的增大，刚架模型的误差会随之增大。
表３ Ｔ型节点管桁架模型端部位移数据误差分析计算

模型编号
３Ｄ模型
／ｍｍ

刚架模型

／ｍｍ 误差
简化模型

Ｆｅｓｓｌｅｒ／ｍｍ 误差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ｍｍ 误差 Ｕｅｄａ／ｍｍ 误差

Ｔ－Ｓ １５１６ ９６１ －３６６２％ １５３２ １０５％ １５４６ １９８％ １６５９ ９４２％
Ｔ－Ａ－１ ９１１ ７４２ －１８５７％ ９００ －１２８％ ８９８ －１５１％ ９６３ ５７０％
Ｔ－Ａ－２ ６７７ ６２７ －７３６％ ６５７ －２９３％ ６５２ －３７０％ ６９５ ２６２％
Ｔ－Ｂ－１ １８７５ １４０１ －２５２９％ １８５５ －１０９％ １８６２ －０６７％ １９５６ ４２９％
Ｔ－Ｂ－２ １１９０ ６９７ －４１３８％ １１８４ －０４８％ １２０３ １１０％ １３８０ １５９８％

３２ Ｙ型节点管桁架
Ｙ型节点管桁架各模型的具体参数及其对应的ＬＪＦ

值计算见表４，其中 Ｄ为主管直径，ｄ为支管直径，Ｔ为

主管壁厚，ｔ为支管壁厚，θ为支管与主管轴线间的夹角。

Ｙ－Ｓ刚架模型的结构尺寸和荷载情况如图６所示，模

型Ｙ－Ａ－１、Ｙ－Ａ－２、Ｙ－Ｂ－１、Ｙ－Ｂ－２的结构尺寸

和荷载情况与模型Ｙ－Ｓ一致，其中 Ｙ－Ｃ－１刚架模型

的结构尺寸和荷载情况如图７所示，Ｙ－Ｃ－２刚架模型

的结构尺寸和荷载情况如图８所示。弹性模量 Ｅ＝２０６

ｋＮ／ｍｍ２，通过各参数公式计算出的 ＬＪＦ值等效出的
ＦＢＥ的截面积Ａ和截面惯性矩 Ｉ见表５。模型 Ｙ－Ｓ的

简化模型结构尺寸如图９所示，模型 Ｙ－Ａ－１、Ｙ－Ａ－

２、Ｙ－Ｂ－１、Ｙ－Ｂ－２的简化模型结构尺寸与模型Ｙ－Ｓ

的简化模型一致，模型 Ｙ－Ｃ－１和 Ｙ－Ｃ－２的简化模

型图可以参照图９，在此不再赘述。图１０和图１１分别

为利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计算的模型Ｙ－Ｓ的３Ｄ模型图和

变形图，桁架端部的刚性端板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中通过耦

合命令实现。

使用 ＡＢＡＱＵＳ软件计算 Ｙ型管节点桁架模型的
３Ｄ模型的端部（如图６～图８中的 Ａ点）竖向位移，同

时用 ＦＯＲＴＲＡＮ软件自编刚架程序计算对应参数 Ｙ型

管节点桁架模型的刚架模型和简化模型的端部竖向位

移，以 ＡＢＡＱＵＳ计算的３Ｄ模型的端部位移数据作为

精确值来计算刚架模型和简化模型的误差，其中端部

位移数据误差分析见表６。从表６中可以看出，用常规

的刚架模型计算出的端部位移数据会产生很大的误

差，最高达到３０％ 以上，而引入了 ＦＢＥ的简化模型可

以比较准确的计算 Ｙ型节点管桁架的变形，其中
Ｆｅｓｓｌｅｒ参数公式和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参数公式所等效出的
ＦＢＥ对应的简化模型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其对应的所

有模型误差均在４％以内。同时随着 γ的减小，刚架

模型的误差会随之减小。这是由于随着 γ的减小，主

管的相对壁厚随之增加，节点的柔度效应减弱，因此未

考虑节点柔度的刚架模型的误差随之减小，而且随着

支管与主管轴线间的夹角 θ的增大，刚架模型的误差

会随之增大。

图６ Ｙ－Ｓ刚架模型示意图

图７ Ｙ－Ｃ－１刚架模型示意图

图８ Ｙ－Ｃ－２刚架模型示意图

图９ Ｙ－Ｓ简化模型示意图（考虑节点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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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Ｙ－Ｓ３Ｄ模型图 图１１ Ｙ－Ｓ３Ｄ模型变形图

表４ Ｙ型节点管桁架模型参数及其ＬＪＦ计算
模型

编号

变化

参数

Ｄ／
ｍｍ

ｄ／
ｍｍ

Ｔ／
ｍｍ

ｔ／
ｍｍ γ β θ

Ｆｅｓｓｌｅｒ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 Ｕｅｄａ
ＬＪＦＡＸ ＬＪＦＢ ＬＪＦＡＸ ＬＪＦＢ ＬＪＦＡＸ ＬＪＦＢ

Ｙ－Ｓ ２１９１１９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５４３４５°４７７６Ｅ－０６ ３７６０Ｅ－０６ ５７４１Ｅ－０６ ３０６９Ｅ－１０ ５２９２Ｅ－１０７３５４Ｅ－１０
Ｙ－Ａ－１
Ｙ－Ａ－２

γ＝Ｄ／２Ｔ
２１９１１９１０ ６ １０９５０５４３４５°１４７５Ｅ－０６ １２５４Ｅ－０６ １７７３Ｅ－０６ １３２１Ｅ－１０ ２１８７Ｅ－１０３０８６Ｅ－１０
２１９１１９１４ ６ ７８２ ０５４３４５°６８０３Ｅ－０７ ６０８３Ｅ－０７ ８１７８Ｅ－０７ ７５８２Ｅ－１１ １２２２Ｅ－１０１７４２Ｅ－１０

Ｙ－Ｂ－１
Ｙ－Ｂ－２

β＝ｄ／Ｄ
２１９９０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４１１４５°７３９３Ｅ－０６ ５２３６Ｅ－０６ ８０２７Ｅ－０６ ５６４３Ｅ－１０ ９６２８Ｅ－１０１３６０Ｅ－０９
２１９１５０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６８５４５°２９９４Ｅ－０６ ２３２１Ｅ－０６ ４３４８Ｅ－０６ １６００Ｅ－１０ ２７９１Ｅ－１０４４１９Ｅ－１０

Ｙ－Ｃ－１
Ｙ－Ｃ－２

θ
２１９１１９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５４３３０°３３７７Ｅ－０６ １７６０Ｅ－０６ ２８７０Ｅ－０６ １２０４Ｅ－１０ ３４６７Ｅ－１０５２００Ｅ－１０
２１９１１９ ６ ６ １８２５０５４３６０°５８４９Ｅ－０６ ５８６２Ｅ－０６ ８６１１Ｅ－０６ ５３０５Ｅ－１０ ６７７７Ｅ－１０９００７Ｅ－１０

表５ Ｙ型节点管桁架模型ＦＢＥ的截面参数计算

模型编号
Ｆｅｓｓｌｅｒ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 Ｕｅｄａ

ＦＢＥ段Ａ／ｍｍ２ ＦＢＥ段Ｉ／ｍｍ４ ＦＢＥ段Ａ／ｍｍ２ ＦＢＥ段Ｉ／ｍｍ４ ＦＢＥ段Ａ／ｍｍ２ ＦＢＥ段Ｉ／ｍｍ４

Ｙ－Ｓ ７８７０ １７３２１８７９４ ９９９５ １００４４８６６７ ６５４７ ７２２８１７０６
Ｙ－Ａ－１ ２５４８２ ４０２３８８３９５ ２９９７６ ２４３０７６２４２ ２１１９８ １７２２５４７７５
Ｙ－Ａ－２ ５５２４９ ７０１０６２４５０ ６１７９４ ４３５０５４８５１ ４５９６２ ３０５２０３０９３
Ｙ－Ｂ－１ ５０８４ ９４２００２７３ ７１７８ ５５２０８００７ ４６８３ ３９０９８３６５
Ｙ－Ｂ－２ １２５５６ ３３２１８６６６５ １６１９２ １９０４６４１８５ ８６４４ １２０２８８９８２
Ｙ－Ｃ－１ ７８７０ ４４１５５５７１０ １５０９８ １５３３１０７０３ ９２５９ １０２２２１７６９
Ｙ－Ｃ－２ ７８７０ １００２００９４４ ７８５３ ７８４３８３６１ ５３４６ ５９０１７７６６

表６ Ｙ型节点管桁架模型端部位移数据误差分析

模型编号 ３Ｄ模型／ｍｍ 刚架模型／ｍｍ 误差
简化模型

Ｆｅｓｓｌｅｒ／ｍｍ 误差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ｍｍ 误差 Ｕｅｄａ／ｍｍ 误差

Ｙ－Ｓ １０８６ ８４３ －２２３３％ １０６７ －１７２％ １１１７ ２９４％ １２１４ １１８４％
Ｙ－Ａ－１ ６５２ ５７７ －１１４８％ ６３９ －１９９％ ６６４ １８３％ ７０１ ７５５％
Ｙ－Ａ－２ ４８８ ４５７ －６３４％ ４７６ －２４８％ ４９０ ０３９％ ５１０ ４５１％
Ｙ－Ｂ－１ １２５７ ９４７ －２４６６％ １２５１ －０５０％ １２６６ ０７５％ １３８９ １０５３％
Ｙ－Ｂ－２ ９４１ ７５４ －１９８５％ ９１４ －２８８％ ９７１ ３１７％ １０８２ １４９６％
Ｙ－Ｃ－１ ９７７ ８５１ －１２９１％ ９５３ －２４３％ ９９８ ２１８％ １０６０ ８４７％
Ｙ－Ｃ－２ ８７９ ５８３ －３３６８％ ８７１ －０９０％ ９１１ ３５４％ １０１０ １４８６％

４ 结 论

为了解决空心圆钢管桁架结构在刚架模型计算过

程中忽略了节点柔度的问题，通过在刚架模型中引入虚

拟梁单元（ＦＢＥ）提出了一种简化模型，ＦＢＥ段的轴向刚
度和抗弯刚度可通过Ｆｅｓｓｌｅｒ参数公式、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参数
公式和Ｕｅｄａ参数公式所计算出的轴向柔度值和弯曲柔
度值等效得出。借助 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和 ＦＯＲＴＲＡＮ软件
验证了上述简化模型的准确性，得出以下结论：

（１）Ｔ／Ｙ型节点管桁架随着参数γ的减小，刚架模
型的误差会随之减小，Ｙ型节点管桁架随着支管与主管
轴线间的夹角 θ的增大，刚架模型的误差会随之增大。

用常规的刚架模型计算 Ｔ／Ｙ型节点管桁架的变形会产
生很大的误差，最高达到４０％ 以上，过低地估计了管桁
架变形。

（２）引入了ＦＢＥ的简化模型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

Ｔ／Ｙ型节点管桁架的变形，其中 Ｆｅｓｓｌｅｒ参数公式和

Ｆｅｓｓｌｅｒ改进参数公式所等效出的 ＦＢＥ对应的简化模型

具有更高的精确度，其对应的所有模型误差均在４％以

内，这种简化模型可以在实际工程设计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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