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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改进说明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2010（以下简称“抗标”）与《混凝土结构设计标

准》GB/T50010-2010（以下简称“混标”）将于 2025 年 8 月 1日正式执行，如图 1-1~1-2。
新标准分别较原《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对局部条文做了修订，实现与通用规范条文协调，且应与原规范条文一并实

施。PKPM 结构设计软件 2025 R1.0 版贴合规范修订条文进行了相关点修改。

图 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图 1-2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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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增抗震设防专篇

1.1.1 规范条文

抗标新增关于抗震设防专篇作为设计文件有机组成部分的条文，如图 1-3。（注：

下划线标记的文字为新增内容，方框标记的文字为删除的原内容，无标记的文字为原

内容，下同。）

图 1-3 抗标 3.1.3截图

1.1.2 程序改进

PKPM结构设计软件 2025 R1.0版，在上部结构计算SATWE模块后处理中增加“抗

震设防专篇”菜单，如图 1-4，一键生成抗震设防专篇模板。

图 1-4 抗震设防专篇菜单

专篇模板中按照抗标条文说明包含本工程相关计算条件和结果，如图 1-5 所示设

防专篇目录及部分内容，设计师在此模板上再补充一些程序不能提供的信息即可完成

抗震设防专篇内容，省去四处拼贴、排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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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抗震设防专篇

1.2 按“抗标”进行震时正常使用要求的性能设计

1.2.1 规范条文

本次新“抗标”修订，明确了设防地震下需保持正常使用的建筑，结构构件可按

不低于“性能 2”的要求进行验算，如下图 1-6所示。

图 1-6 抗标 3.10.3-2正文截图

抗标附录M.1.1 给出了性能 2的结构构件承载力参考指标。其中要求设防地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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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计入抗震等级调整的设计值复核，罕遇地震下按极限值复核。抗标 3.10.3正文只

是描述了总体的性能要求和验算方法。抗标 3.10.3条文说明进一步明确，对于竖向构

件建议按不低于性能 2的要求，水平抗侧力构件可以按不低于性能 3的要求，这也与

现行《基于保持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抗震技术导则》的建议一致。

图 1-7 抗标 3.10.3的条文说明截图

1.2.2 程序改进

新版本的 SATWE以及隔震、减震模块都支持按“抗标”性能 2进行震时正常使

用设计，具体构件的性能包络设置可以参照如下说明。

结合“抗标”条文说明（见图 1-7）和《基于保持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抗震技术

导则》的建议，对于关键和一般竖向构件的抗剪截面承载力，在程序中应设置为按“中

震弹性”验算，关键构件的抗弯承载力也应设置为按“中震弹性”验算，一般竖向构

件的抗弯承载力可视情况设置为按“中震不屈服”或“中震弹性”。考虑到“强柱弱

梁”的设计原则，水平抗侧力构件的抗剪和抗弯承载力按“抗标”条文说明建议一般

不宜低于性能 3，因此可以设置为按“中震不屈服”验算。考虑到“强剪弱弯”的设

计原则，这时建议勾选对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考虑超强系数。

上述给出的是结构“性能 2”目标实现的原则性建议，也是满足正常使用设计的

最低验算要求。针对工程具体情况可适当调整局部构件的性能验算目标。例如，也可

以将水平抗侧力构件的抗剪承载力验算要求进一步提高为“中震弹性”，这样即使不

考虑超强系数，也是满足“强剪弱弯”要求的。最后，竖向构件和水平构件也可根据

其重要程度选择是否大震极限承载力复核，例如对消能子结构的构件，可以设置大震

极限承载力验算的包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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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构件性能目标的指定

在减震模块中，震时正常使用设计不再区分“抗标”或者“震时正常使用设计导

则”，因为两者的设计原则是一致的。当选择按抗标（导则）震时正常使用设计时，

程序会按减震模块中定义的构件重要性程度和前述“性能 2”的验算实现原则，默认

生成一套构件的中震性能目标，设计师可以根据构件具体情况适当修改。

图 1-9 减震模块中的正常使用验算

在隔震模块中，当设计方法选择了“抗标”时，程序会按隔震模块中定义的构件

重要性程度和前述“性能 2”的验算实现原则，默认生成一套构件的中震性能目标，

设计师可以根据构件具体情况适当修改。注意，隔震模块中需要根据设置的构件验算

要求，手动勾选计算哪些模型，至少应将中震不屈服和弹性模型勾选上，如需进行大

震极限值复核，还应勾选“极限承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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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隔震模块中的按“抗标”性能设计

1.3 悬挑板最小板厚调整

1.3.1 规范条文

混标第 9.1.2-2 条，悬臂板最小厚度调整为：悬臂长度不大于 500mm时，最小厚

度为 80mm，悬臂长度在 500mm~1000时，最小厚度为 100mm，如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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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混标 9.1.2-2截图

1.3.2 程序改进

PKPM 结构设计软件 2025 R1.0 版楼板施工图中按照混标对悬挑板最小厚度进行

校审，当不满足最小厚度时给出提示，算例如图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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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悬挑板最小厚度校审

图 1-13 悬挑板最小厚度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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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取消 IV场地较高建筑柱配筋率增加规定

1.4.1 规范条文

混标第 11.4.12-1条，删除文字“对 IV 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最小配筋百分率应

增加 0.1%”，如图 1-14。

图 1-14 混标 11.4.12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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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程序改进

1.4.2.1 SATWE计算程序改进

原老版程序在构件设计时，对 IV类场地上的较高建筑（框架 40m，非框架 60m）

自动提高柱的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现 2025R1.0版程序按照混标取消执行该条。

算例：框架结构，三级框架柱，纵向受力钢筋等级 HRB400，按混标规定配筋率取

0.7%+0.05%=0.75%，如图 1-15。

图 1-15 柱构造配筋率变化

1.4.2.2 混凝土施工图审查程序改进

2025R1.0版混凝土施工图审查软件也对此条按照混标做相应修改，如图 1-16。

图 1-16 施工图审查软件校审条文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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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合并三、四级柱端箍筋加密区要求

1.5.1 规范条文

混标第 11.4.12-2条，删除抗震等级为四级时，柱端箍筋加密区箍筋最大间距和箍

筋最小直径构造要求，将四级与三级采用相同构造要求，与《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8-2021一致，如图 1-17；

图 1-17 混标 11.4.12-2截图

1.5.2 程序改进

1.5.2.1 混凝土施工图程序改进

2025R1.0版混凝土施工图程序执行混标及混通规要求。算例：四级框架柱，

柱端加密区箍筋直径取 8mm，同时柱施工图中边审边改功能也同步改进，如图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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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混凝土施工图柱端加密区箍筋选筋

图 1-19 混凝土施工图边改边审

1.5.2.2 混凝土施工图审查程序改进

2025R1.0版混凝土施工图审查程序同步改进规范审查条文，算例如图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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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混凝土施工图审查结果

1.6 提高深梁纵向受拉钢筋和竖向分布钢筋配筋

率

1.6.1 规范条文

混标附录表 G.0.12深梁钢筋采用 HRB500、HRBF500时，纵向受拉钢筋和竖向分

布钢筋最小配筋率均提高 0.05%，如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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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混标附录 G.0.12截图

1.6.2 程序改进

1.6.2.1 计算程序改进

2025R1.0版计算程序中深梁按照混标附录表 G.0.12取最小配筋率。算例：深梁采

用HRB500级钢筋，纵向受拉钢筋和竖向分布钢筋的构造配筋率分别取 0.2%和 0.15%，

如图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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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深梁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图 1-23 深梁竖向分布钢筋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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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基础程序改进

2025R1.0 版基础程序中两桩承台按照深梁设计时执行混标附录表 G.0.12 中

最小配筋率。算例：承台采用 HRB500级钢筋，分布筋间距 200mm，纵向受力筋

和竖向分布筋构造配筋率分别取 0.2%和 0.15%，如图 1-24。
纵筋：As=1500*1500*0.2%=4500mm2=45cm2

竖向分布筋：Asv=200*1500*0.15%=450mm2=4.5cm2

图 1-24 承台按深梁设计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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