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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阶段，本软件可对钢筋混凝土建筑进行如下分析： 

- 弹性振动模型分析 

- 单方向非线性静力分析（反三角形分布、等分布） 

- 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 

本软件操作直观，从建筑物数据的输入到分析结果的显示，均体现出适合大众使用的设计理念。 

 

 本软件用途广泛，包括： 

- 掌握实际建筑物的抗震性能 

- 模拟结构实验 

- 培训学员和技术人员 等 

但其用途仅限于研究和教育。 

 

   本软件还处于开发阶段，现将其公开，意在广集各方意见，以求改进。 

 

   另外，由于本软件中可能存在未知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分析结果不负担责任。如果您在使用

本软件时遇到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处理。 

 

   欢迎您试用这款软件，并提出建议，我们将深表感谢。 

 

 

2003 年 3 月 26 日 

 

软件开发人员 

齐藤 大树 

tsaito@kenken.go.jp 

独立行政法人 建筑研究所 

国际地震工学中心 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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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过程 

2006.06.25 发布了 STERA_3D Ver.2.7。 

保存反应结果时，可对保存文件夹进行选择。另外，STERA 3D 可自动运行用于

输出反应结果的程序（response.exe）。 

2006.07.05  发布了 STERA_3D Ver.2.8。 

解决了“Error in Shell Command” 的错误。 

修正了基础弹簧设定的 Bug。 

2006.07.10 发布了 STERA_3D Ver.2.9。 

修正了播放影音文件时死机的 Bug。 

2006.07.31 发布了 STERA_3D Ver.3.0。 

修正了无法改变衰减常数值的 Bug。 

在钢筋强度中追加了 230 N/mm
2
。 

注）以前制作的建筑物文件的钢筋强度需要再次修正。 

在静态非线性分析的外力分布中追加了 UBC（美国标准）分布。 

在地震反应分析的输出画面，可表示出顶层位移（与建筑物高度相除的值）和

基底剪力之间的关系。 

新追加了将３D 表示画面变成黑白色的按钮。 

2006.09.15 发布了 STERA_3D Ver.3.1。 

  可反复对静态非线性分析进行水平循环加载。 

2007.02.26 发布了 STERA_3D Ver.3.2。 

  输入无立柱墙时会弹出错误信息。 

  可输入无质量的层。 

  隔震层的层间变形可通过图表来表示。 

2007.04.03 发布了 STERA_3D Ver.3.3。 

  输入地面位移可移动地基。 

  通过模型分布可实现静加载。 

  通过刚性比例制作阻尼矩阵时可指定自然圆频率的模型度数。 

  可在材料的钢筋和抗剪钢筋中输入其他钢筋的强度。 

  可在每种材料中输入混凝土的杨氏模量。 

  可计算出偏心率。 

  可选择进行二次元分析。 

2007.05.10 发布了 STERA_3D Ver.3.4。 

追加了黑白画面。 

可表示放大系数。 

追加了暂停按钮。优化了其他细节操作。 

  可在输出文件中输出重心位置的旋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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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7 发布了 STERA_3D Ver.3.5。 

追加了砖材料。同时变更了材料的颜色。 

  在选项画面可输入约束自由度。 

2007.10.01 发布了 STERA_3D Ver.3.6。 

可输入指定材料的力和变形关系的时程反应分析值。 

2007.10.18 发布了 STERA_3D Ver.3.7。 

可选择数值积分法。增加了可输出的数据。 

2007.10.31 发布了 STERA_3D Ver.3.8。 

修正了变换矩阵的 Bug。 

2008.05.20发布了 STERA_3D Ver.3.9 。 

可将隔震装置配置在中间层。 

2008.07.10 发布了 STERA_3D Ver.4.2。 

  可直接输入材料强度（钢筋、混凝土）。 

  追加了由砖和砂浆构成的墙体材料（砌砖墙）。 

可在阻尼器和砌砖墙的编辑画面输入顶梁材料。 

材料类型增至 30 种。 

2009.01.12 发布了 STERA_3D Ver.4.3 。 

在柱、梁、墙壁、砌砖墙的编辑画面追加了选择按钮，可对材料强度计算进行

详细设定。 

可从 NRB 和 LRB 中选择隔震装置。 

可选择滞回阻尼器和粘滞阻尼器。另外，可从菜单中选择各自的种类。 

2009.09.28 发布了 STERA_3D Ver.4.4 。 

  可在地震反应分析中输出能量反应。 

  可对梁、柱的配筋进行详细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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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手册 

（欢迎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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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建筑物 

根据阪神淡路大地震中神户的记录数据 

 

STERA 3D  

STructural Earthquake Response Analysis 3D 

 

 

独立行政法人 建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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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软件并读入建筑物数据

 

 

① 双击    图标 

 

② 点击“File”  “Open”，选择建筑物数据 “Stera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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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摇动建筑物 

 

① 点击    ，显示实际尺寸。 

②在画面中按住鼠标右键拖拽建筑物可使建筑物旋转。  

③在画面中按住鼠标左键拖拽建筑物可使建筑物扩大或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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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震摇晃建筑物 

 

①点击    。 

 

② 弹出          出 后点击 OK，出现响应设定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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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点击     ，选择 X 方向的地震波数据。 

例如选择神户海洋气象台 EW 方向的地震波“Kobe（EW）”。 

 

④ 点击     ，选择 Y 方向的地震波数据。 

例如选择神户海洋气象台 NS 方向的地震波“Kobe（NS）”。 

 

⑤ 点击     ，选择 Z 方向的地震波数据。 

例如选择神户海洋气象台 UD 方向的地震波“Kob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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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点击   开始响应。 

点击    暂停响应。 

点击    停止响应。 

 点击   增大摇晃幅度。 

 点击   减小摇晃幅度。 

 点击   切换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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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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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基础设置 

 

- 基础设置将地面的平面内变形设为刚，仅垂直基面方向发生变形（假设为刚性楼板）。 

选项中，可将地面挑空和平面内弹性变形作为平面有限要素考虑。 

 

- 材料除地面材料外均置换成线材。 

 

- 梁使用两端有弹塑性弯曲弹簧和材料中部有弹塑性剪切弹簧的材料模型。 

 

- 柱使用轴向力与弯曲呈非线性相互作用的 MS 模型（材料两端的断面内配置有 5 个非线性

轴弹簧，材料中部有水平双向的弹塑性剪切弹簧的模型）。 

 

- 墙使用轴向力与弯曲呈非线性相互作用的 MS 模型（材料两端的断面内配置有 8 个非线性

轴弹簧，壁板及侧柱分别有弹塑性剪切弹簧的模型）。 

 

- 基础可设定基础固定、桩、隔震要素或垂直弹簧。隔震要素中使用 MSS 模型（多方向非

线性剪切弹簧模型）。 

 

- 可设定阻尼器和砌砖墙材料为剪切材料。 

 

- 结合部假设为刚。 

 

- 地震反应分析中，刚度比例型的基础设置为衰减，假设衰减常数为 0.03。选项中，除可

选择瞬间刚度比例型和 Rayleigh 型外，还可改变衰减常数。 

 

  关于其他详细的分析设置及其变更方法，请参阅准备另行制作的《技术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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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件组成 

请确认在文件夹「STERA 3D V*.*」中有以下的文件和文件夹。 

 

Stera 3D.exe   … 主程序 

response.exe   … 输出用的子程序 

Stera7F.stera   … 参考建筑物 

Stera7F(SI).stera  … 参考建筑物（隔震） 

DataWaves   … 地震波数据文件夹 

OutFiles   … 输出结果文件夹（空） 

 

     其中，Stera 3D.exe 和 response.exe 为执行文件，通常保存在同一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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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始画面 

 

双击“Stera 3D.exe”       。 

左画面为“方案输入画面”，用于输入材料的平面配置。 

右画面为“3D 显示画面”，可看到建筑物的形状和分析结果反应。 

另外，点击[File]  [Open]选择文件，可打开以保存的建筑物文件。 

 

 

        方案输入画面            3D 显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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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配置的设定 

 

 

跨度(mm) 

层重量 层高

当前层数

 

 

 

方案输入画面从 1F（层数在右下角表示）开始制定方案。 

 

- 用鼠标点击材料进行设定。 

- 重复点击，在除基础层的普通层中按以下顺序设定： 

 柱（绿）  无   柱（绿） 

 梁（绿）  墙（深绿）  无  梁（绿） 

   关于基础（BF）的顺序： 

 基础弹簧（茶色）  无  基础弹簧（茶色） 

   “无”表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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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考虑砌砖墙、阻尼器、隔震装置的情况下，普通层为 

 柱（绿）  隔震装置  无   柱（绿） 

 梁（绿）  阻尼器（茶色）  砌砖墙（茶色）  墙（深绿）  无  梁（绿） 

- 如果用鼠标拖拽（按住鼠标键移动），可对领域内的材料进行一次设定。 

- 对已设定的材料点击鼠标右键，可设定材料类型编号（柱为 C1～C30；梁为 B1～B30；墙为

W1～W30 等）。 

- 可使用画面下方的按钮进行向其他层移动、删除（清除）已输入的方案配置、复制等操作。 

 

 

 

 

 

 

 

 

 

向上层移动 

向下层移动 

复制下层的配置 

删除材料配置 

复制上层的配置 

 

 

 

可通过 3D 显示画面对已输入的方案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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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物信息和材料信息的输入 

 

 

 

 

 

 

    

输入墙信息 

输入梁信息 

输入柱信息 

输入砌砖墙信息 

输入基础弹簧信息 

 

 

 

 

 

 

 

 

 

输入地板信息 

输入建筑物规模信息 

切换黑白画面 

输入阻尼器信息 

指定输出材料 

输入隔震装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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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输入材料信息 

 

柱信息（按钮      ）     

   

- 请输入断面尺寸。 

此处，d1、d2 分别表示 X 方向和 Y 方

向到钢筋的距离。复数配筋时，请输入

到钢筋重心的距离。 

- 请从菜单中选择配筋。 

- 请直接输入材料强度（SD 和 Fc）。（初

始值为 Default 值） 

- 通过[ADD] 设定下一种材料的信息。 

- 通过[Copy]可复制上一种材料的信息。

-  通过[OPTION]可设定设计强度和实际

强度的比值（Default 值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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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信息（按钮    ） 

 

- 请输入断面尺寸。 

此处，d1、d2 分别表示 X方向和 Y方

向到上端和下端钢筋的距离。复数配

筋时，请输入到钢筋面积重心的距离。 

此时，不考虑地板钢筋的面积。 

- 请从菜单中选择配筋。 

- 请直接输入材料强度（SD和 Fc）。（初

始值为 Default 值） 

- 通过[ADD] 设定下一种材料的信息。

- 通过[Copy]可复制上一种材料的信

息。 

- 通过[OPTION]可设定设计强度和实际

强度的比值（Default 值为 1.1），以及

地板效果（Default 値は 1.0）。 

- 可设定构件端弯曲弹簧的滞回特性的

刚度退化率（Default 值为 0.5）和滑

动比（Default 值为 0.0）。 

- 可反复设定屈服强度衰减率 (Default

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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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信息（按钮    ） 

 

- 请输入断面尺寸。 

- 请从菜单中选择配筋。 

- 请直接输入材料强度（SD 和 Fc）。（初

始值为 Default 值） 

- 通过[ADD] 设定下一种材料的信息。 

- 通过[Copy]可复制上一种材料的信息。

 

- 通过[OPTION]可设定设计强度和实际强度

的比值（Default 值为 1.1），以及墙面开

口对应的刚度与抗剪强度的衰减系数

（Default值为 1.0）。 

 

21 



STERA 3D 使用方法 
 

砌砖墙信息（按钮 ）注）仅在选项中选择 Masonry Element 时有效 

 

- 请输入单块砖和砂浆的尺寸以及材料

的压缩强度。 

- 砌砖墙中有钢筋混凝土梁时（参照下

图），请在 Upper Beam Type 处从菜单

中选择其类型编号。 

upper beam 

 

- 通过[OPTION]可设定墙面开口对应的

刚度与剪切强度的衰减系数（Default

值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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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装置信息（按钮 ） 注）仅在选项中选择 Isolator 时有效 

 

选择 NRB（叠层橡胶支座）时 

    

- 选择 NRB（叠层橡胶支座）或 LRB（铅

芯橡胶支座），并通过[PROPERTY]输入

其特性。 

另外，请输入垂直刚度和水平刚度的比

率（Default值为 1000）。 

 

选择 LRB（铅芯橡胶支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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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器信息（按钮     ） 注）仅在选项中选择 Damper Element 时有效 

 

 

- 从 Elastic（弹性）、Hysteresis（滞回

阻尼器）、Viscous（粘滞阻尼器）中选择。

- 从菜单中选择 Hysteresis（滞回阻尼器）

或 Viscous（粘滞阻尼器）的特性。 

- 通过 [PROPERTY]输入阻尼器的特性。 

- 阻尼器中有钢筋混凝土梁时，请在 Upper 

Beam Type处从菜单中选择其类型编号。

选择 Hysteresis（滞回阻尼器）时 

双线性滞后           正常三线性滞后        刚度降低型三线性滞后 

   

选择 Viscous（粘滞阻尼器）时 

油阻尼器          粘滞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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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弹簧信息（按钮 ）  注）仅在选择基础层（BF）时有效，初始设定为枢轴支撑 

    
  垂直弹簧的情况 

 

 

地板信息（按钮 ） 注） 仅在选项中选择”Flexible Floor”时有效 

     

- 在想取消刚性楼板设定时选择。 

- 考虑地面的表面内弹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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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规模信息（按钮 ） 

 

- 想变更跨距和层数时选择。 

 

可设定范围 

   层数  ： 最大 61 

 跨距    ： X 方向 最大 16 

  跨距    ： Y方向 最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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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指定输出材料 

 

可输出所指定材料的材料端力矩、旋转角关系。 

 

材料指定（按钮 ）     

 

 

 

点击可指定输出材料。 

再次点击可取消指定。 

点击想输出的材料。 
再次点击可取消。 

通过 3D 画面可确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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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其他设定 

 

可通过[Option]变更初始设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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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STRUCTURE 

 

① ②

④③

⑤ ⑥

⑦

① 刚性楼板设定 

Flexible Floor 中，将地板作为平面有限要素模型化。 

② p-δ 效应 

在垂直材料（柱、墙）的刚性矩阵中考虑 p-δ 效应。 

③ 砌砖要素 

包括抗剪强度较差的砌砖墙。 

④ 阻尼器 

包括支架阻尼器（滞回型或粘性型）。 

⑤ 约束自由度 

 输入约束自由度的编号组合。 

例）  246 … 仅分析 X 方向 

 156 … 仅分析 Y 方向 

 456 … 约束所有回转 

 3456 … 仅水平变形 

⑥ 隔震装置 

 包括隔震装置。 

⑦ 输入钢筋的杨氏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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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ANALYSIS  STATIC 

 

在循环静加载中指定建筑物顶部的位移角

（drift angle，建筑物高度与顶部位移量的

比值）。 

 

No. of Maximum Segment :  

重复的段号 

No. of Separation of Segment:  

一个段内的分析分隔数 

（单方向渐增载荷分析的分隔数也为该数

值。） 

 

加力程序是通过各载荷段（D1, D2 … D150）

的目标位移角定义的。位移角的最小单位为

1/10000。 

输入地震反应分析中地震波数据的分离时间。

例如，地震波数据的时程为 0.02 秒，分离时

间为 5 时，地震反应分析的数值积分时间为

0.004 秒。 

阻尼矩阵可从下述情况中选择。 

[C] = a[K0]: 初始刚度比例 

[C] = a[Kp]: 瞬间刚度比例 

 

OPTION  ANALYSIS  DYNAMIC 

 

[C] = a[K0]+b[M]: Rayleigh 型 

然后，指定 1次和 2 次的粘性衰减常数 h1、h2。

h2 用于 Rayleigh 型。 

数值积分法可选择平均加速度法 (Average 

Acceleration) 和 修 正 复 原 力 法  (Force 

Correction)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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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物及分析结果的 3D 显示 

 

5－1．建筑物的 3D 显示 

 

[1] “Default ”画面为跨距 1、层高 0.5 的固定比例。 

点击“Actual ”显示已输入的实际尺寸。 

 

 

 

 

 

 

 

 

 

 

 

 

 

 

 

 

 

 

 

 

 

           

 

 

 

 

 

移动图形 

Default 尺寸 

旋转图形 Actual 尺寸 

扩大、缩小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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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Analize ”有效，点击后进行初始分析（设定模型分析和初始条件）。 

 

[3]   如果弹出下面的信息，点 OK 将出现应答设置画面。 

 

 

 

 

 

                  应答设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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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弹性振动模型 

 

[1] 点击“MODE”的编号按钮将弹出振动模型（1次到 6 次）。 

另外，画面右上角显示固有周期（Period）的值。 

[2] 点击”Start ”开始摇晃振动模型。点击”Pause” 暂停。 

点击”Stop ”停止。 

[3]点击 “Amplify ”增大摇晃力度，点击”Reduce  “减小摇晃力度。 

[4] 通过调节 可减慢显示速度。 

[5]点击 “Save Data ”保存分析结果。 

[6] 点击“Black and White ”切换到黑白画面。 

 

 

 

[5] 
[6]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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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单方向非线性静力分析 

 

[1] 通过“STATIC LOAD”设定加力条件。 

“Direction”:  设定加力方向。 

X (X 方向) –X（X 的反方向） Y（Y 方向） -Y（Y 的反方向） 

“Distribution”:  设定水平力分布。力作用与各层的重心位置。 

   Ai（Ai 分布） Triangular（反三角形分布） Uniform（等分布） 

   UBC (美国 UBC 码)   Mode（加力方向的模型分布形） 

“Target Drift”: 设定载荷位置（目标顶部位移角）。 

   Cyclic 为选项中已设定的重复加力。 

   1/50 1/100 1/200   cyclic 

[2] 选择以下画面中显示的反应。 

[3]点击 ”Start ”载荷。点击”Pause” 暂停，点击”Stop ”停止。 

 

  以上画面显示了加力方向、载荷的进行状态槽、材料塑性率的颜色。 

 

 

[1] 
[2] [3] 

 

35 



STERA 3D 使用方法 
 

 

 

 

1: Drift-Shear Relation 
表示各层的层间位移角和剪切力系数（剪切力/全重量）的关系。

2: Capacity Curve 
描述等价 1 质点系的抗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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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mber Response 
描述所指定（带○的）材料载荷与变形的关系。 
梁为两端，柱为柱脚的 X、Y 方向。 



STERA 3D 使用方法 
 

5－4．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 

 

[1]通过 “EARTHQUAKE”设定输入地震动（地震动加速度数据）。 

 : 从文件选择画面选择 X方向的输入地震动。 

 : 从文件选择画面选择 Y方向的输入地震动。 

 : 从文件选择画面选择 Z方向（上下）的输入地震动。 

“Power”  : 在 0.0～2.0 之间选择输入倍率。 

[2] 选择以下画面中显示的反应。 

[3]点击 ”Start ”开始地震反应。点击”Pause” 暂停，点击”Stop ”停止。 

以下画面显示了输入地震动的全波形（白）和以前的输入地震动（红）。 

[4]点击 “Record ”将地震反应保存为动画文件（参照 5－5．）。 

 

  

 

[4]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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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水平 2 个方向（X、Y）和上下方向（Z）的地震动加

速度波形。 

1: Input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2: Top Displacement Response 
描述最高层重心位置的水平位移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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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rbit of Top Displacement 
描述最上层重心位置的水平位移轨道。 

 

描述最上层位移和基底剪力的关系。 
4: Base Shear - Top D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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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梁柱结构（柱、梁、墙）吸收的能量 
D: 粘性衰减吸收的能量 

N: 非线性阻尼器吸收的能量 

5: Energy Response 
描述能量响应。 

K: 运动能量  

 

6: Member Response 
描述所指定材料的载荷与变形的关系。 
梁为两端，柱为柱脚的 X、Y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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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地震动文件的格式 

 

自行准备输入地震动文件时，请参照以下格式。 

 

顺序  说明 备注 

第 1 号 

（ID） 

整数 0 或 1 

 

0：仅限于地震动加速度数据 

1：用于有地震动加速度数据和地震动位移数据的情

况 

第 2 号 

 (NDATA) 

整数 地震动加速度数据

个数 

地震动加速度数据和地震动位移数据属于同一数据

类型。数据的最大数量为 20,000 个。 

第 3 号 

 (DT) 

实数 数据的时程 单位为秒 

第 4 号以后 实数 地震动加速度数据 NDATA 个数据。单位为（cm/sec
2
）  

地震动位移数据 ID=1 的情况。加速度数据后为 NDATA 个位移数据。

单位为(cm) 

用空格或逗号（，）来区分数据。 

 

例） “DataWave”文件夹中”Kobe(NS)”的内容 

0  …ID （仅地震动加速度数据） 

1000  …NDATA 

    0.0200 …DT （0.02 秒间隔） 

    0.70    0.70   -0.30   -2.00   -2.90   -1.70   -0.30   -0.90   -0.40    3.30 

    3.50   -2.00   -6.30   -5.70   -3.60   -4.10   -2.50    0.20   -0.50   -4.50 

   -9.30   -5.70    2.50    4.70    4.50    9.20   13.70    8.20    6.60    4.00 

   -6.50  -11.00    0.40   14.90    2.20   -8.00    4.40   15.90   24.40   36.60 

   38.30   20.10    3.60   -1.80    0.00   14.80    3.40  -40.00  -49.60  -36.00 

  -21.90   -9.60   -0.90    0.40  -20.60  -31.30  -24.80  -14.00    3.70   11.00 

   -2.10  -16.70  -16.30  -12.70   -9.90   -4.50   -4.00   -5.80  -13.50  -26.60 

  -20.60   24.10   65.30   44.70    0.90  -14.80    7.30   30.40   13.40  -12.00

 

地震动加速

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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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建筑物地震反应动画的保存和播放 

 

1）动画的保存方法 

 

地震反应分析（5－3）的建筑物规模较大或分析时程较细时，建筑物的摇晃显示时间较长。此时，

可预先将动画部分（建筑物摇晃和地震波形）保存为动画文件，然后通过播放动画文件，快速展

现地震反应分析过程。另外，由于动画文件占空间较大，因此使用时需注意。 

 

[1] 通过“EARTHQUAKE”设定输入地震动（地震动加速度数据）。 

[2]点击 “Record ”，指定所保存的动画文件名。 

[3] 自动开始录像。点击“Pause ”暂停，点击“Stop ”停止。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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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画的播放方法 

[1] 点击反应设定画面的“MOVIE ”，选择已保存的动画文件。 

[2]点击 “Start ”显示地震反应过程。点击“Pause ”暂停，点击“Stop ”停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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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分析的切换 

 

[1]点击“RESPONSE”的单选按钮，可切换分析。 

 Mode:   弹性模型分析 

 Static:   静力非线性渐增载荷分析 

 Earthquake: 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 

 Movie:  播放动画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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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件的保存和读取 

 

6－1．建筑物文件的保存 

 

 将建筑物信息和材料信息保存为文件后，可对其进行读取。 

 保存文件的扩展名为.stera。 

 

 

 

 

 

 

打开 

保存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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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分析结果的保存 

 

分析结果保存至外部文件夹时，一旦将建筑物信息和分析条件保存为数据文件，将运行其他程序。 

 

[1] 在反应设定画面设定分析条件。 

[2] 选择“Save Data ” 。 

[3] 选择保存数据的文件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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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OK”后，软件根据分析条件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保存到指定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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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文件夹中自动生成以下文件。 

data_*** 材料、建筑物的数据 

max_*** 材料、建筑物的最大响应值 

response_eccentricity : 偏心率 
response_eigen : 固有周期、模型 
response_member : 指定材料的响应值 
response_structure : 各层的响应值 

beam : 梁 
column: 柱 
wall: 墙 

damper: 阻尼器和砌砖墙 
spring: 线性弹簧 
bi : 隔震要素 
structure: 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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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件 “response_eigen.txt” 

 

到 6 次的固有周期、固有矢量、刺激函数 

固有周期

固有模型 刺激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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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件 “response_structure.txt” 

 

①单方向渐增载荷分析的情况 

 每个分析阶段的抗力曲线及各层的层间位移、层剪切力、位移 

 
 
■抗力曲线 sd  等价单自由度体系的变形  

sa  等价单自由度体系的加速度 
■层间位移 sdx  X 方向位移  

sdy  Y 方向位移 
srz  Z 方向旋转角（扭曲） 

■层剪切力 sfx  X 方向层剪切力  
sfy  Y 方向层剪切力 

■基础开始的位移 dx  X 方向位移  
dy  Y 方向位移  
dz  Z 方向位移 
rx  X 方向旋转角 
ry  Y 方向旋转角 
rz  Z 方向旋转角 

 

②地震反应分析的情况 

 每时程各层的层间位移、剪切力、位移 

 

■层间位移 sdx  X 方向位移  
sdy  Y 方向位移 
srz  Z 方向旋转角（扭曲） 

■层剪切力 sfx  X 方向层剪切力  
sfy  Y 方向层剪切力 

■基础开始的位移 dx  X 方向位移  
dy  Y 方向位移  
dz  Z 方向位移 
rx  X 方向旋转角 
ry  Y 方向旋转角 
rz  Z 方向旋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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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件 “response_eccentricity.txt” 

各层的偏心率、刚度率的计算 

NF = 0 (basement floor) 

Stiffness of each frame 

 <
 s

tif
fn

es
s 

in
 x

-d
ir

ec
tio

n>
 

< stiffness in y-direction> 

刚心位置 

重心位置 

偏心距离 

弹力半径 

偏心率 

各层的刚度率 
层编号 X 方向刚度率 Y 方向刚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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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件 “response_member.txt” 

材料端部的反应 

①梁 

…. 

■力矩 
变形 力 塑性率 
Rya Mya Uya  A 端 
Rpa Mpa Upa B 端 
Ryb Myb Uyb A 端非线性弯曲弹簧 
Rpb Mpb Upb B 端非线性弯曲弹簧 

 ■剪切力 
变形 力 塑性率 
Rsx Qsx Usx 非线性剪切弹簧 

 

②柱 

…. 

■力矩 
变形 力 塑性率 
Rya Mya Uya A 端（柱脚）Y 方向 
Ryb Myb Uyb B 端（柱头）Y 方向 
Rxa Mxa Uxa A 端（柱脚）X 方向 
Rxb Mxb Uxb B 端（柱头）X 方向 
■剪切力 
变形 力 塑性率 
Rsx Qsx Usx X 方向非线性剪切弹簧 
Rsy Qsy Usy Y 方向非线性剪切弹簧 
■多弹簧 
变形 力 塑性率 
C1D(a) C1F(a) C1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１  
C2D(a) C2F(a) C2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２ 
C3D(a) C3F(a) C3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３ 
C4D(a) C4F(a) C4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４ 
C5D(a) C5F(a) C5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５ 
S1D(a) S1F(a) S1U(a) A 端钢筋弹簧１ 
S2D(a) S2F(a) S2U(a) A 端钢筋弹簧２ 
S3D(a) S3F(a) S3U(a) A 端钢筋弹簧３ 
S4D(a) S4F(a) S4U(a) A 端钢筋弹簧４ 
S5D(a) S5F(a) S5U(a) A 端钢筋弹簧５ 
C1D(b) C1F(b) C1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１ 
C2D(b) C2F(b) C2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２ 
C3D(b) C3F(b) C3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３ 
C4D(b) C4F(b) C4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４ 
C5D(b) C5F(b) C5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５ 
S1D(b) S1F(b) S1U(b) B 端钢筋弹簧１ 
S2D(b) S2F(b) S2U(b) B 端钢筋弹簧２ 
S3D(b) S3F(b) S3U(b) B 端钢筋弹簧３ 
S4D(b) S4F(b) S4U(b) B 端钢筋弹簧４ 
S5D(b) S5F(b) S5U(b) B 端钢筋弹簧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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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墙 
■力矩 
变形 力 塑性率 
Rya Mya Uya  A 端 
Rpa Mpa Upa B 端 
Ryb Myb Uyb A 端非线性弯曲弹簧 
Rpb Mpb Upb B 端非线性弯曲弹簧 

 ■剪切力（墙板内的剪切弹簧） 
变形 力 塑性率 
Rsx Qsx Usx 非线性剪切弹簧 
■多弹簧（护墙板内的弹簧 11～15） 
变形 力 塑性率 
C11D(a) C11F(a) C11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１１  
C12D(a) C12F(a) C12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１２ 
C13D(a) C13F(a) C13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１３ 
C14D(a) C14F(a) C14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１４ 
C15D(a) C15F(a) C15U(a) A 端混凝土弹簧１５ 
S11D(a) S11F(a) S11U(a) A 端钢筋弹簧１１ 
S12D(a) S12F(a) S12U(a) A 端钢筋弹簧１２ 
S13D(a) S13F(a) S13U(a) A 端钢筋弹簧１３ 
S14D(a) S14F(a) S14U(a) A 端钢筋弹簧１４ 
S15D(a) S15F(a) S15U(a) A 端钢筋弹簧１５ 
C11D(b) C11F(b) C11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１１ 
C12D(b) C12F(b) C12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１２ 
C13D(b) C13F(b) C13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１３ 
C14D(b) C14F(b) C14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１４ 
C15D(b) C15F(b) C15U(b) B 端混凝土弹簧１５ 
S11D(b) S11F(b) S11U(b) B 端钢筋弹簧１１ 
S12D(b) S12F(b) S12U(b) B 端钢筋弹簧１２ 
S13D(b) S13F(b) S13U(b) B 端钢筋弹簧１３ 
S14D(b) S14F(b) S14U(b) B 端钢筋弹簧１４ 
S15D(b) S15F(b) S15U(b) B 端钢筋弹簧１５ 

④线性弹簧 
 ■轴向力 

变形 力 塑性率 
Dz Fz Uz 

⑤隔震要素 
 ■剪切力 

变形 力 塑性率 
Dx Qx Ux X 方向 
Dy Qy Uy Y 方向 

⑥阻尼器和砌砖墙 
 ■剪切力 

变形 力 塑性率 
Dx Qx Ux X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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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件 “max_***.txt” 

 

 各种材料的最大应力、塑性率和各层的最大反应 

 

① “max_beam.txt”   梁的最大反应 

  

材料编号   变形       力    塑性率 

节点位置的弯曲（A 端） 
除刚度域外的材料端弯曲（A 端） 
节点位置的弯曲（B 端） 
除刚度域外的材料端弯曲（B 端） 
剪切 

 

 ② “max_column.txt” 柱的最大反应 

 

材料编号   变形     力   塑性率 

MX: X 方向弯曲 MY: Y 方向弯曲 

ST: 钢筋弹簧 CO : 混凝土弹簧 

Q : 剪切力   N: 轴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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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max_wall.txt” 墙的最大反应 

 

 

材料编号   变形     力   塑性率 

MY: 墙弯曲 

MXA, MAB: 侧柱 A, B 的弯曲 

ST: 钢筋弹簧 CO : 混凝土弹簧 

Q1 : 墙的剪切力 

Q2, Q3: 侧柱 A, B 的剪切力 

N: 轴向力 

 

56 



STERA 3D 使用方法 
 

④ “max_structure.txt” 各层的最大反应 

  

层编号      最大位移    层间位移  外力（最大加速度） 层剪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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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件 “data_***.txt” 

 

材料编号和材料特性保存与文件 data_***.txt 中。 

 

① “max_beam.txt”   梁材料数据 

梁材料编号 
 
柱—梁—柱—梁— 
| 
梁 
| 
柱 
| 

材料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