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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叉结构的穹顶温室试验与仿真优化

于海业　关姝杰　刘　爽　隋媛媛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要：基于最优穹顶温室缩尺模型承力面面积比例分配计算得上 ３层横梁及竖梁相应荷载，在 ＡＮＳＹＳ中进行逐级

静力仿真，与雪载模拟应变试验对比，结果表明，微应变与加载质量呈线性相关，试验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３２～０９９９９，仿

真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４８～１，仿真与试验微应变相对误差为１８４０％ ～８３８６％，仿真方法可靠。对１层横梁和竖梁在

网格尺寸为１０、１２、１６、１８、２０ｍｍ时进行静力仿真，结果表明，模型半径在 ０２４ｍ时，适宜的网格尺寸为 １６～１８ｍｍ。

在 ＡＮＳＹＳ中，采用同样方法计算仿真加载值，对半径 ６ｍ的穹顶温室 １２组方案进行初选、线性屈曲、力学校验（刚

度、强度、稳定性）等逐步分析，得到共 ４层、第 １层梁数为 ８、混合分叉结构为最优方案；对半径 １２、１８ｍ的穹顶温

室最优结构进行屈曲仿真，结果表明，在水平荷载作用下 １阶初始模态缺陷明显，在竖直、水平荷载作用下，非线性

屈曲荷载平均为线性屈曲荷载的 ０３７、０５７倍，说明有必要对大跨度穹顶温室进行非线性屈曲分析，以保证其结

构足够稳定；力学校验皆合格，且半径为 ６、１２、１８ｍ温室的稳定性校验值在组合 ２作用下分别为组合 １作用下的

１８９、２２６、２３３倍，强度在 ２种组合作用下差别不大；与 １１５２ｍ２Ｖｅｎｌｏ型连栋玻璃温室相比，３种尺寸温室单位体

积用钢量可节约 ４０１１％ ～５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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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有限元仿真中，荷载施加、网格划分等前处理设

置方法直接影响求解和后处理阶段。针对曲面不均

匀及离散荷载，文献［１－２］将曲面离散为小单元的
网格面或采用曲面分区拟合法，得出节点荷载，提高

了计算效率。强风天气导致大跨度建筑屋顶积雪分

布不规则、不固定，适宜的雪载模拟颗粒及融雪模型

对结构设计至关重要
［３－４］

。对于温室及网壳建筑仿

真，通常将风、雪等不固定荷载作用于节点或单元

上
［５－６］

，不同网格尺寸对稳定性和强度有显著影

响
［７］
。大型连栋玻璃温室单体面积可达 ３０ｈｍ２，单

体面积的增加使得对建造设计要求更高，对风、雨、

雪载等因素更加敏感，设计时需留出机械设备、智能

化系统的进入端口，且须保证温室生产区域面积的

合理最大化
［８－１２］

。

穹顶温室整体为半球结构，内部配合螺旋栽

培架可充分利用高度优势
［１３］
。为了满足跨度、

高度等可变要求，需寻求精确的仿真荷载施加方

法及适宜大跨度结构的设计方法，在满足力学要

求下尽量减少结构耗材。本文将最大雪载量按

模型承力面面积比例进行分配施加，结合不同网

格尺寸进行静力仿真，并与试验结果对比，得出

仿真的准确度、跨度与网格尺寸的最佳匹配关

系；对半径 ６ｍ的穹顶温室不同设计方案进行优
化筛选，得出最优方案，以期为更大尺寸穹顶温

室提供设计依据。

１　雪载试验与仿真

１１　试验
１１１　试验方法

穹顶温室缩尺模型（缩尺比例为 １∶２５［１４］）由上
至下共 ４层，呈三角形逐级分叉结构，跨度为
０４８ｍ，高度为 ０２４ｍ，下部 ２层屋顶坡度大于
５０°，理论上无雪载作用，为了得到更准确的试验数
据，对上部３层进行试验与仿真（图 １ａ），取最大雪
载量５４０Ｐａ［１５］，已知模型总面积（上部 ３层全部三
角形及梁的表面积之和）０２１６ｍ２，可得试验中覆盖
物（黏土，图 １）总质量 １１９０３ｋｇ，根据每层总面积
所占比例，可得每层覆盖物质量：第 １层 １２３９ｋｇ、
第２层３８９４ｋｇ、第３层６７７０ｋｇ。将覆盖物均匀涂
抹于模型上，由上层至下层逐一进行应变试验，第 １
层加载（图 １ｂ），测试位置为第 １层横梁和竖梁；第
１、２层加载（图１ｃ），测试位置为第２层横梁和竖梁；
第１、２、３层加载（图１ｄ），测试位置为第 ３层横梁和
竖梁。采用 ＢＦＨ１２０ ３ＡＡ型应变片作传感元件进
行单桥式连接，应变片电阻为 Ｒ＝（１１９±１）Ω，敏感
栅尺寸３０ｍｍ×２３ｍｍ，灵敏系数 Ｋ为 １％ ～３％。
试验中设置一块温度补偿片，并将电桥桥盒接地，利

用 ＤＨ３８１７型动静态应变测试仪进行数据采集［１４］
。

应变片粘贴方式见图２，试验中采用逐级加载方式，
将每层覆盖物均分成４份，分４次加载，每组试验重
复３次，采集频率为５０Ｈｚ，待数据趋于稳定时，持续
３０ｓ，提取稳定微应变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图 １　雪载试验模型及方法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ｎｏｗｌｏａｄｅｄｔｅｓｔ
　

图 ２　应变片粘贴方式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ａｉｎｇａｕｇｅｐａｓｔｅｄｔｙｐｅｓ

１１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预试验得出第 ３层横梁及短竖梁的微应变很

小，因此只考察第 ３层长竖梁微应变变化情况
（表１）。上部 ３层微应变绝对值（表 １负号表示应
变方向）随加载质量增加而增加，回归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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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微应变与加载质量呈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３２～０９９９９。上部 ３层微应变，横梁大于竖
梁，是由于横梁承力面宽度为 ３ｍｍ，竖梁承力面宽

度为 １５ｍｍ，对于承力面面积，横梁小于竖梁；第 ２
层竖梁及横梁微应变皆最大，说明第 ２层对雪载响
应最显著，与文献［１４］研究结果相同。

表 １　微应变与试验加载质量回归分析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ｓｔｓ

参数

加载步骤

第 １层 第 ２层 第 ３层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试验加载质量／ｋｇ ０３１０ ０６１９ ０９２９ １２３９ ０９７４ １９４７ ２９２１ ３８９４ １６９３ ３３８５ ５０７８ ６７７０

微应变
竖梁 －２１０３４０ －４０７１５９ －６３３８９１ －７３１２９４ －２７１２４６ －６３０９６９ －９４７１８８ －１２２６９９４ －２９６９００ －６２１３０３ －７５２３９７ －１０７４１５２

横梁 －２６５３３４ －５３８６１６ －７７４２４５ －１０８８２２３－１６４８７９６－３１７２５７１－４７９９６４５－６４６４１３４

竖梁分析
回归方程 ｙ＝－６０８９４ｘ－１９３０９ ｙ＝－３２１４７ｘ＋１０７０７ ｙ＝－１５３８３ｘ－２８１９０

相关系数 ０９９３５ ０９９９０ ０９９３２

横梁分析
回归方程 ｙ＝－８６６９６ｘ＋０３７８８ ｙ＝－１６５１５０ｘ－０１２０６

相关系数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９９

１２　仿真
利用 ＡＮＳＹＳ１５０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界面对最优穹顶

温室上部３层进行雪载仿真静力分析，提取每层横
梁和竖梁的变形量，计算相应微应变，与试验结果对

比，得出穹顶温室半径与仿真网格尺寸的最佳配合

关系及仿真加载最优方法的准确度。

１２１　加载方法
仿真加载值为雪载模拟试验中黏土的水平投影

重量，图３（以竖梁为例）为试验与仿真荷载施加方
向。仿真荷载采用两种计算方法：①将每层面积最
大三角形区域按中心点分成 ３小块，按横梁和竖梁
所在小块三角形面积与相应层总面积的比值计算相

应重量作为横梁和竖梁仿真加载值。② 按每层横

梁和竖梁所占相应层总面积的比值计算每根梁承载

数值。选择两种结果中较大值作为仿真加载值，与

试验值进行对比分析，此部分选择第 ２种，见表 ２。
有限元计算中，网格尺寸过大会影响计算精度，过小

会增加计算难度和时间，因此，合适的网格尺寸设置

对仿真分析结果有重要影响
［１６－１８］

，本文将网格单元

长度分别设置为 １０、１２、１６、１８、２０ｍｍ，对第 １层横
梁（Ｆ＝０１４６０Ｎ）和竖梁（Ｆ＝０７４４５Ｎ）加载
（表２），提取不同网格尺寸下变形量，计算微应变，
以仿真值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为指标，优选出穹顶

温室模型最适宜网格尺寸。

图 ３　荷载施加方向

Ｆｉｇ．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ｏａｄｓ
　

表 ２　仿真加载值

Ｔａｂ．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

加载步骤

１层 ２层 ３层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试验加载质量／ｋｇ ０３１０ ０６１９ ０９２９ １２３９ ０９７４ １９４７ ２９２１ ３８９４ １６９３ ３３８５ ５０７８ ６７７０

仿真加载质量／ｋｇ ０３０４ ０６０８ ０９１２ １２１６ ０７８８ １５７５ ２３６３ ３１５１ ０８９７ １７９４ ２６９１ ３５８８

横梁荷载／Ｎ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７３０ ０１０９５ ０１４６０ ００５６９ ０１１３９ ０１７０８ ０２２７８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６７０

长竖梁荷载／Ｎ ０１８６１ ０３７２３ ０５５８４ ０７４４５ ０１９１８ ０３８３７ ０５７５５ ０７６７３ ０１４８３ ０２９６６ ０４４４８ ０５９３１

短竖梁荷载／Ｎ ０１０６３ ０２１２６ ０３１９０ ０４２５３

　　对模型分４次逐级加载，每层每级横梁和竖梁
加载值见表２，根据应变片粘贴位置及方向（图 ２），
微应变计算中，横梁原长度取梁宽度，竖梁原长度取

１／２梁长度，计算式为［１９］

με＝
１０６ΔＬ
Ｌ

（１）

式中　με———微应变
ΔＬ———变形量，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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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原长度，横梁取 １５ｍｍ，第 １层竖梁取
４６８２ｍｍ，第２层竖梁取５８６４ｍｍ，第
３层竖梁取６９１９ｍｍ

１２２　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由表 ３可知，变形量与微应变的绝对值随网格

长度的增加而减小，在网格长度为 １６、１８、２０ｍｍ时
趋于稳定，说明网格尺寸为１６～２０ｍｍ较适宜；已知

第１层全部加载试验中，横梁微应变为 －１０８８２２３，
竖梁微应变为 －７３１２９４（表１），结合仿真值与试验
值的相对误差，横梁在 １６、１８、２０ｍｍ时较小且相
近，竖梁在 １６、１８ｍｍ时较小且相近，得出穹顶温室
半径在 ０２４ｍ时，适宜的仿真网格单元长度为
１６～１８ｍｍ，本文静力仿真中网格单元长度设置为
１６ｍｍ。

表 ３　不同网格单元长度第 １层横梁和竖梁加载仿真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ｙ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ｓｈｓｉｚｅｓ

参数
网格单元长度／ｍｍ

１０ １２ １６ １８ ２０

变形量／ｍｍ
横梁 －０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１５１

竖梁 －０００６３６ －０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２８２

微应变
横梁 －１７８４６６７ －１４０２０００ －１０１３３３３ －１０１５３３３ －１００３３３３

竖梁 －１３５７９６７ －１０６８３４７ －７７４４５５ －７７４２４２ －６０２０９３

仿真与试验相对误差／％
横梁 ６３９９８ ２８８３７ ６８８２ ６６９８ ７８０１

竖梁 ８５６９４ ４６０９１ ５９０２ ５８７３ １７６６７

　　由图４可知，仿真与试验微应变与加载质量皆
呈线性相关，试验相关系数见表 １，仿真相关系数：
第１层横梁和竖梁为１，第２层横梁为０９９９９、竖梁
为０９９９５，第 ３层竖梁为 ０９９４８。试验与仿真微
应变绝对值相近，皆随加载质量增加而增加，试验绝

对值多略大于仿真值，是由于外部环境干扰及测量

误差导致。微应变在仿真与试验中的相对误差为

１８４０％～８３８６％（表４），表明网格单元长度为１６ｍｍ，
按横梁及竖梁面积所占比例计算加载值的仿真方法

能够反映穹顶温室真实承载特性。

图 ４　仿真与试验微应变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ａ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
　

２　结构优化设计与仿真

２１　半径６ｍ穹顶温室结构优化
采用试验优化设计方法，给出主要因素及相应

水平，确定评价指标，将所有结构设计方案（以 Ａｕｔｏ
ＣＡＤ２０１０为设计软件）进行逐步优选，最终得出半

径为６ｍ穹顶温室最优结构方案，为穹顶温室尺寸
扩展提供设计依据。

２１１　结构初选
所有方案中，同一层呈对称结构，不同层采用不

同分叉模式，表 ５中按层数逐级分叉主要结构为
“１ ２ ４”，混合分叉主要结构为“１ ３ ２”。共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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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仿真与试验中微应变相对误差

Ｔａｂ．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ａ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 ％

加载

步骤

第１层

横梁

第１层

竖梁

第２层

横梁

第２层

竖梁

第３层

竖梁

１ ４５３５ ８００３ ５７４９ ３０５５ ３６０８

２ ５９３１ ４８９５ ５０４０ ５５１４ ７０１４

３ １８４０ ８３８６ ５３９６ ５１９１ ４１９７

４ ６８８２ ５９０２ ６１２８ ２２２５ ６４３９

表 ５　试验因素水平及设计方案

Ｔａｂ．５　Ｔｅｓｔｆａ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水平
层数

Ａ

１层

梁数 Ｂ

分叉

模式 Ｃ
设计方案

１ ３ ６ 混合 Ａ１Ｂ１Ｃ１ Ａ２Ｂ１Ｃ１ Ａ３Ｂ１Ｃ１
２ ４ ８ 逐级 Ａ１Ｂ１Ｃ２ Ａ２Ｂ１Ｃ２ Ａ３Ｂ１Ｃ２
３ ５ Ａ１Ｂ２Ｃ１ Ａ２Ｂ２Ｃ１ Ａ３Ｂ２Ｃ１

Ａ１Ｂ２Ｃ２ Ａ２Ｂ２Ｃ２ Ａ３Ｂ２Ｃ２

组设计方案（表５），采用简单比较法，设置 ３个边界
条件：

（１）层数为３时，结合结构稳定性和强度要求，
第１层梁数设计为８；层数为 ５时，为避免用钢量过
大，第１层梁数设计为６。因此排除 Ａ１Ｂ１Ｃ１、Ａ１Ｂ１Ｃ２、
Ａ３Ｂ２Ｃ１、Ａ３Ｂ２Ｃ２。

（２）由文献［１４］可知，４层逐级三角形分叉结
构在不同荷载组合作用下，最大位移区域在第 ２
层，第 ３层为主要承载区域，结构最复杂，底层位
移皆最小，采用一分二结构即可，因此逐级分叉结

构只适用于中间层数的设计，不适宜 ３层结构，排
除 Ａ１Ｂ２Ｃ２。

（３）为减小结构质量，钢材为 Ｑ２３５薄壁型方钢
管，壁厚设置为 １５ｍｍ，根据不同设计方案采用不
同外径，最大长细比小于２００［２０］，可得所剩７组方案
最小外径尺寸及理论最小用钢量，见表 ６。可知，逐
级分叉结构由于第 ２层横梁尺寸较大，需要较大外
径钢管，因此用钢量较大，排除两组用钢量最大的设

计方案，即 Ａ２Ｂ１Ｃ２及 Ａ３Ｂ１Ｃ２，只留 Ａ２Ｂ２Ｃ２用于后续
力学校验对比分析。

表 ６　钢材尺寸及整体最小用钢量

Ｔａｂ．６　Ｓｔｅｅ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ｔｅｅ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设计方案 每层分叉结构 最长梁位置 长度／ｍｍ 最小外径／ｍｍ 最大长细比 最小总质量／ｋｇ

Ａ１Ｂ２Ｃ１ １ ３ ２ 第２层竖梁竖直投影 ２４９３６２ ３３ １９３８ ４４３３１

Ａ２Ｂ１Ｃ１ １ ３ ３ ２ 第１层横梁 ２２９６１０ ３０ １９７１ ５１５９９

Ａ２Ｂ１Ｃ２ １ ２ ４ ２ 第２层横梁 ４２４２６４ ５５ １９４６ ８１２１３

Ａ２Ｂ２Ｃ１ １ ３ ２ ２ 第３层横梁 ２１６２８８ ２９ １９２４ ４６１５１

Ａ２Ｂ２Ｃ２ １ ２ ４ ２ 第２层横梁 ３２４７１８ ４２ １９６３ ７２１５５

Ａ３Ｂ１Ｃ１ １ ３ ３ ２ ２ 第２层竖梁水平投影 １９２６３０ ２６ １９２３ ５２４６６

Ａ３Ｂ１Ｃ２ １ ２ ４ ２ ２ 第２层横梁 ３５２６７１ ４６ １９４１ ８０７０９

２１２　线性屈曲分析
结构整体初始缺陷模式可按最低阶整体屈曲模

态采用
［２０］
，在 ＡＮＳＹＳ１５０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界面对所剩

５组方案进行线性屈曲仿真分析，得出屈曲荷载及
初始缺陷模式，排除初始缺陷较大设计方案。由雪

载试验可得，在半径为６ｍ的穹顶温室仿真中，适宜
的网格单元长度为 ２０ｍｍ×２０ｍｍ，材料为 Ｑ２３５薄
壁型钢管，弹性模量 Ｅ为 ２×１０１１ＭＰａ，泊松比 μ为
０３。线性屈曲分析中，加载 １Ｎ的力，得到屈曲系
数即为屈曲荷载，见表７。

表 ７　５种结构线性屈曲结果

Ｔａｂ．７　Ｌｉｎｅａｒｂｕｃｋ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设计方案
竖直力 水平力

屈曲系数 屈曲荷载／Ｎ 最大位移／ｍｍ 屈曲系数 屈曲荷载／Ｎ 最大位移／ｍｍ

Ａ１Ｂ２Ｃ１ ６４０９６５ ６４０９６５ ０１４４１ ２５４５３７ ２５４５３７ ０２２８５

Ａ２Ｂ１Ｃ１ ７６７７３９ ７６７７３９ ０１０１３ ３１３９１１ ３１３９１１ ０１３５５

Ａ２Ｂ２Ｃ１ ５６１９０８ ５６１９０８ ００８６９ ２２８６８０ ２２８６８０ ０１２７０

Ａ２Ｂ２Ｃ２ ２５１１０３０ ２５１１０３０ ００５１２ ９００８５６ ９００８５６ ００６８９

Ａ３Ｂ１Ｃ１ ６６８０５６ ６６８０５６ ００６７８ －２７０５５７ －２７０５５７ ００９７２

　　由表 ７可知，５种结构的线性屈曲荷载在竖直
方向大于水平方向，说明穹顶温室分叉结构对水平

荷载响应明显。屈曲荷载在 Ａ３Ｂ１Ｃ１水平力作用下
为负值，表面失稳状态与作用力方向相反，初始缺陷

较大，其他４组在两方向的荷载由大到小为 Ａ２Ｂ２Ｃ２、
Ａ２Ｂ１Ｃ１、Ａ１Ｂ２Ｃ１、Ａ２Ｂ２Ｃ１，表明逐级分叉结构承载力
最优。结合图 ５，在 Ｚ轴负方向施加竖直力，蓝色
线条为最大位移区域，在 Ｘ轴正向施加水平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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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线 条 为 最 大 位 移 区 域，５组 中 的 最 大 位 移
（表 ７），Ａ２Ｂ２Ｃ２在两方向力作用下皆最小，大变形
区域最少在第２层横梁（图５ｄ、５ｉ）；其次是 Ａ３Ｂ１Ｃ１，
大变形区域在竖直方向主要在第２层竖梁（图 ５ｅ），
在水平力作用下分布不均，在第 ２、３、４层皆有出
现（图 ５ｊ）；Ａ２Ｂ１Ｃ１与 Ａ２Ｂ２Ｃ１相近，大变形区域主要

在第 ２层长竖梁（图 ５ｂ、５ｃ、５ｇ、５ｈ）；Ａ１Ｂ２Ｃ１在两方
向力作用下皆最大，大变形区域在第 ２层长竖梁
（图 ５ａ、５ｆ）。综合屈曲荷载与变形，Ａ２Ｂ２Ｃ２初始缺
陷最小，安全性最好，其次是 Ａ２Ｂ１Ｃ１、Ａ１Ｂ２Ｃ１、
Ａ２Ｂ２Ｃ１，Ａ３Ｂ１Ｃ１几何缺陷明显，大变形区域分散，
故排除。

图 ５　５种结构线性屈曲模态

Ｆｉｇ．５　Ｌｉｎｅａｒｂｕｃｋ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ｏｆｆ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１３　力学校验
对所剩４组方案进行刚度、强度及稳定性校验，

以得 出 最 合 理 的 设 计 方 案。在 ＡＮＳＹＳ１５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界面，对４种结构进行静力仿真，网格单
元长度为４００ｍｍ，底部横梁全部约束，加载方式为
力，将每层最大三角形面积的 １／３与相应层总面积
的比值乘以相应层荷载组合总值，计算所得为相应

横梁和竖梁的荷载组合值，除以节点数（梁长除以

４００ｍｍ，同一层对于不同长度的竖梁，取短梁长度
进行计算），得出每根横梁与竖梁的仿真加载值

（半径为 ０２４ｍ，此种横竖梁加载方式与本文
１２１节所述加载方法数值相近，１２１节所用方
法数值略高，仿真结果更清晰；而半径为６ｍ时，两
种方法数值相差较大，故采用上述方法更接近实

际情况）。

受力形式为荷载组合方式：组合 １（恒载 ＋雪
载），竖直向下；组合 ２（恒载 ＋风载），水平向右（只
考虑垂直屋脊方向，且结构呈对称分布）。荷载组

合按每层分开计算，恒载为梁及覆盖材料（双层中

空玻璃，面密度 ρ为 ２５ｋｇ／ｍ２）重量之和，作用在水
平投影上；雪载取最大值，作用在水平投影上，计算

式为
［１５］

Ｓｋ＝Ｓ０μｒＣｅＩｅＣｔｇ （２）
式中　Ｓｋ———雪载标准值，ｋＰａ

Ｓ０———基本雪压标准值，取０３ｋＰａ

μｒ———屋面积雪分布系数，第 １层屋顶坡度
小于 ２５°，取 １０；第 ２层 Ａ１Ｂ２Ｃ１屋顶

坡度平均值为 ４５°，取 ０２，其他 ３组
屋顶坡度平均值为３５°，取０６，第 ３、４
层屋顶坡度皆大于５０°，取０

Ｃｅ———场区暴露系数，取１０
Ｉｅ———结构重要性系数，取１０
Ｃｔｇ———采暖系数，取１０

风载取最大值，作用在竖直投影上，计算式

为
［１５］

Ｗｋ＝Ｗ０μｚμｓ－Ｗ０Ｋ０ （３）
式中　Ｗｋ———风载标准值，ｋＰａ

Ｗ０———基本计算风压，取０５ｋＰａ

μｚ———风压高度变化系数，第 １、２层取 １０，
第３、４层取０８

μｓ———温室风荷载体形系数，取０６
Ｋ０———温室附加风荷载系数，取０２

梁的刚度可用梁的最大挠度来衡量，受弯主梁

的最大挠度（本文用最大位移表示）允许值为
［２１］

ｗ＝ｌ／４００ （４）
式中　ｗ———梁最大挠度允许值，ｍｍ

ｌ———梁跨度（按水平和投影方向折算长度，
取最大值），ｍｍ

Ａ１Ｂ２Ｃ１、Ａ２Ｂ１Ｃ１理论最小外径（表 ６）经仿真验
算，不符合刚度要求，将其分别调整为４０、３２ｍｍ。

考虑内力和弯矩作用，平面外稳定性计算式

为
［２２］

Ｎ
φＡ
＋ Ｍ
φｂＷ
≤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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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最大轴力，Ｎ
φ———轴心受压构件稳定性系数［２３］

Ａ———构件截面面积，ｍｍ２

Ｍ———最大弯矩，Ｎ·ｍｍ
φｂ———梁的整体稳定性系数，对于闭口截面

取１４

Ｗ———截面抵抗矩，ｍｍ３

ｆ———钢材强度设计值，取２０５ＭＰａ［１５］

根据第四强度理论，最大等效应力应小于钢材

强度设计值（２０５ＭＰａ），以此检验温室强度［１４］
。

力学校验相关参数及仿真中所有节点加载值见

表８。

表 ８　结构参数及仿真加载值

Ｔａｂ．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

设计方案

结构参数

截面尺寸（调整后）

外径／ｍｍ 面积／ｍｍ２ 长细比 φ Ｗ／ｍｍ３
总质量／

ｋｇ

层数

节点加载值／Ｎ

组合１ 组合２

竖梁 横梁 竖梁 横梁

Ａ１Ｂ２Ｃ１ ４０ ２３１ １５８８ ０２１４ ３８１０２１７ ５４１７２

１ ７８５０２ １０６１９１ ４５３５１ ６１３４６

２ ３７８３７ ５７９５５ ５３８３８ ８２４６３

３ １０７５４ １５１２７ ３０２７４ ４２５８５

Ａ２Ｂ１Ｃ１ ３２ １８３ １８５２ ０１６１ １８９６０８３ ５５２２０

１ ７４５８６ ７６０４５ ４１５６６ ４２３８０

２ ６２８６７ ６７０４３ ５６８２９ ６０６０３

３ ２３３８１ ３７８４５ ４０９２６ ６６２４４

４ ５５７６ ８７４６ １９２４５ ３０１８８

Ａ２Ｂ２Ｃ１ ２９ １６５ １９２４ ０１９５ １３９０５８３ ４６１５１

１ ６０８７０ ８１０８７ ３３４９８ ４４６２３

２ ４６０６８ ６５１４８ ４１８５８ ５９１９４

３ １９３８５ ２２６５６ ３４６９４ ４０５４８

４ ４０２２ ４４６２ １４５４４ １６１３５

Ａ２Ｂ２Ｃ２ ４２ ２４３ １９６３ ０１４４ ４４３４７５０ ７２１５５

１ ６２２５７ ８２９３５ ３４８８５ ４６４７１

２ ６２６４４ ５０９２５ ５８０６１ ４７２００

３ ３７０２８ ６０８３１ ６２６７１ １０５０９４

４ ５９７７ ９３７６ １９５８０ ３０７１４

图 ６　４种结构最大位移

Ｆｉｇ．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ｕ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所有梁的最大位移皆小于相应最大挠度允许
值，符合刚度要求。由图６可知，加载前结构为黑色
线条，加载后变形为彩色线条，组合 １，蓝色线条为
最大位移区域；组合 ２，红色线条为最大位移区域。
水平荷载对４种结构最大位移影响更大，整体变形
随加载方向垂直下压及向右偏移，没有扭转变形。

组合１作用，最大位移由大到小为 Ａ２Ｂ１Ｃ１、Ａ１Ｂ２Ｃ１、
Ａ２Ｂ２Ｃ１、Ａ２Ｂ２Ｃ２，组合 ２作用，最大位移由大到小为
Ａ１Ｂ２Ｃ１、Ａ２Ｂ１Ｃ１、Ａ２Ｂ２Ｃ１、Ａ２Ｂ２Ｃ２，对于刚度，Ａ２Ｂ２Ｃ１
及 Ａ２Ｂ２Ｃ２相对较优；Ａ２Ｂ２Ｃ１最大位移区域在 ２种组
合作用下皆为第 ２层长竖梁，Ａ２Ｂ２Ｃ２最大位移在组

合１作用下为第２层横梁，组合 ２作用为第 ３层长

竖梁，Ａ２Ｂ２Ｃ１最大位移区域范围小，更利于结构优化
加固。

在 ＡＮＳＹＳ结果中提取每组最大轴力、弯矩及最
大等效应力，以检验结构在弯矩作用下局部极限稳

定性及强度，结果见表 ９，４种方案稳定性和强度皆
小于２０５ＭＰａ，符合设计要求。２种荷载作用下，稳

定性最优方案皆为 Ａ１Ｂ２Ｃ１，强度最优为 Ａ２Ｂ２Ｃ２，是
由于此２种方案钢材外径较大，４组相比，校验结果
差别不大，在满足长细比及刚度要求时，稳定性及强

度皆远小于钢材设计值，说明穹顶温室分叉结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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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值为首要设计条件。

表 ９　４种结构稳定性、强度

Ｔａｂ．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ＭＰａ

设计方案
组合１ 组合２

稳定性 强度 稳定性 强度

Ａ１Ｂ２Ｃ１ ３１９４８ ４２８３５ ６２５１２ ４７０２６

Ａ２Ｂ１Ｃ１ ３８６４９ ４１００７ ８２５５４ ４９１５３

Ａ２Ｂ２Ｃ１ ４６９０２ ３９２９１ ８８７０５ ４３８５７

Ａ２Ｂ２Ｃ２ ３７２７５ ２７３６８ ８５３５５ ３８２７２

　　刚度、强度及稳定性满足设计条件时，钢材质量
越小越好，因此在半径大于等于６ｍ时，最优方案为
Ａ２Ｂ２Ｃ１（表８），即共４层、第１层梁数为８、混合分叉
结构。穹顶温室体积按半球近似计算，可得半径

６ｍ穹顶温室用钢量为１０２ｋｇ／ｍ３。
２２　半径１２、１８ｍ穹顶温室结构的设计
２２１　结构设计与仿真方法

采用混合分叉结构，分别对半径为 １２、１８ｍ的
穹顶温室进行优化设计，以用钢量、刚度、强度及稳

定性作为指标对两尺寸最优结构进行校验，在

ＡＮＳＹＳ中，网格单元长度设置为 ４００ｍｍ（与半径为
６ｍ结构相比，梁长度相差不大），采用相同仿真加载
值计算方法，结构相关参数见表 １０。现有 １１５２ｍ２

Ｖｅｎｌｏ型连栋玻璃温室用钢量约为 １８２ｋｇ／ｍ３［１０］，
半径为１２ｍ穹顶温室用钢量为０７４ｋｇ／ｍ３，半径为
１８ｍ穹顶温室用钢量为１０９ｋｇ／ｍ３（表１０），结合半
径６ｍ结构，穹顶温室用钢量可节约 ４０１１％ ～
５９３４％。

表 １０　半径为 １２、１８ｍ穹顶温室结构参数

Ｔａｂ．１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ｏｍ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２ｍａｎｄ１８ｍ

半径／ｍ 层数 第１层梁数 每层分叉结构 钢材外径／ｍｍ 壁厚／ｍｍ 总质量／ｋｇ 用钢量／（ｋｇ·ｍ－３）

１２ ８ ８ １ ３ ２ ３ ２ ２ ２ ２ ４３ １５ ２６７６５４ ０７４

１８ １２ ８ １ ２ ３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７１ ２５ １３２７１１２ １０９

　　由于１２、１８ｍ结构存在较多长细比大的薄壁构
件，因此对两结构在竖直和水平荷载下进行非线性

屈曲分析，首先进行线性屈曲仿真，加载值为 １Ｎ，
得到线性屈曲系数即为线性屈曲临界荷载，打开大

变形开关，采用弧长法，引入线性屈曲模态作为初始

缺陷模型
［２４］
，加载值为线性屈曲系数 １２倍的近似

值，提取最大位移区域所在节点荷载 位移曲线读取

初始直线段部分荷载最大值，即为结构失稳的实际

临界荷载
［２５］
。

２２２　力学分析结果
图７中荷载为支座反力，与加载值反向，位移与

加载值同向，两者采用绝对值进行分析。在不同荷

载方式作用下，两结构荷载皆随位移增加而增大，初

始阶段，荷载与位移呈线性关系，结构处于线弹性变

形阶段，随后进入塑性变形阶段，直至失效。结合

表１１屈曲分析结果，水平荷载作用、线性屈曲荷载
与加载力反向，有明显初始缺陷，有必要对大跨度穹

顶温室进行非线性分析。图７辅助线标记部位为非
线性屈曲荷载，见表１１，可知两结构竖直加载，非线
性屈曲荷载平均为线性屈曲荷载的０３７倍，水平加
载，非线性屈曲荷载平均为线性屈曲荷载的 ０５７
倍，说明非线性屈曲结果是接近实际和保守的，且非

线性屈曲荷载皆大于相应组合 １、２的加载值，说明
结构安全。

图 ７　半径为 １２、１８ｍ穹顶温室非线性屈曲荷载 位移曲线

Ｆｉｇ．７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ｂｕｃｋｌｉｎｇｌｏａ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ｏｍ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２ｍａｎｄ１８ｍ
　

　　对两结构进行力学校验，最大位移区域（图 ８），
组合１为蓝色线条，组合 ２为红色线条，组合 １作
用，１２ｍ结构位于第２层长竖梁，１８ｍ结构位于第３
层长竖梁，两者分叉模式皆为一分三；组合 ２作用，

１２ｍ集中在上部４层长竖梁，１８ｍ位于第 ３、６层长
竖梁（此两层分叉模式为一分三），以及第 ２、４、５层
横梁（此３层横梁长度较大）。经验算，所有梁的最
大位移皆小于相应最大挠度允许值，符合刚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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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半径为 １２、１８ｍ穹顶温室力学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ｏｍ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２ｍａｎｄ１８ｍ

半径／

ｍ

屈曲分析 力学校验

荷载方向

线性 非线性

加载

值／Ｎ

屈曲

荷载／Ｎ

加载

值／Ｎ

最大位移

区域

屈曲荷

载／Ｎ

位移／

ｍｍ

最大加载

值／Ｎ

组合１ 组合２

稳定性／

ＭＰａ

强度／

ＭＰａ

稳定性／

ＭＰａ

强度／

ＭＰａ

１２
ＦＺ负向 －１ －６１１３２ －７３０ 第２层长竖梁 ２３３４６ －１４４２ －９１０３

４３９５６ ３２５０７ ９９４０２ ４２０３６
ＦＸ正向 １ －３００７３ ３６０ 第３层横梁 －１６１６７ １９２０ ８８３２

１８
ＦＺ负向 －１ －１４０１７０ －１６８０ 第２层横梁 ５０２３２ －２５９８ －３０９４９

４４３２０ ２４０６８ １０３２８８ ３５８８１
ＦＸ正向 １ －８２６６９ ９９０ 第５层横梁 －４９４６５ ４５０６ ２４６３２

图 ８　半径为 １２、１８ｍ穹顶温室最大位移

Ｆｉｇ．８　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ｏｍ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２ｍａｎｄ１８ｍ
　

稳定性和强度皆小于 ２０５ＭＰａ，符合设计要求
（表１１），结合表９Ａ２Ｂ２Ｃ１方案，６、１２、１８ｍ的稳定性
皆在组合２作用下响应明显，表现为在组合 ２作用
分别为组合 １作用的 １８９、２２６、２３３倍，强度在
２种组合作用下差别不大，３种结构力学校验数值差
别不大，表明此种设计方法在满足刚度条件下，稳定

性和强度皆可符合要求且近似稳定。

３　结论

（１）对最优穹顶温室缩尺模型进行逐级雪载模
拟应变试验，按模型承力面面积比例计算模型上 ３
层横梁及竖梁相应荷载，在 ＡＮＳＹＳ中进行仿真对
比，得出微应变在仿真和试验中的相对误差为

１８４０％ ～８３８６％，且微应变与加载质量呈线性相
关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４８～１，第２层竖梁及横梁
微应变皆最大，说明第２层对雪载响应最显著；对 １
层横梁和竖梁加载，提取不同网格尺寸模型微应变，

得出模型半径在０２４ｍ时，网格尺寸为１６ｍｍ最为
适宜。

（２）在 ＡＮＳＹＳ中，按模型承力面面积比例计算
仿真加载值，对半径 ６ｍ穹顶温室不同设计方案进
行初选、线性屈曲、力学校验（刚度、强度、稳定性）

分析，结合用钢量得最优方案为４层、第１层梁数为
８、混合分叉结构。在此基础设计了半径为 １２、１８ｍ
的穹顶温室最优结构，由线性屈曲仿真可知，在水平

荷载作用下，１阶初始模态与加载方向相反，有明显
初始缺陷，进而进行非线性屈曲仿真，得到竖直和水

平荷载作用下，非线性屈曲荷载平均为线性屈曲荷

载的０３７倍和０５７倍，说明有必要对大跨度穹顶
温室进行非线性屈曲仿真；力学校验结果皆符合要

求，与 １１５２ｍ２Ｖｅｎｌｏ型连栋玻璃温室相比，３种尺
寸温室单位体积用钢量可节约 ４０１１％ ～５９３４％，
其中，半径为 １２ｍ结构用钢量最小，应用时可优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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