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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注记和揭示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下位移输入模型与多点反应谱的准确性与稳定性，本文涉及理论推导与

计算分析两个层面．讨论了在时域模型中底部单元分别为经典与非经典阻尼的区别，在时域模型的基础上推导给出底部

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时多点反应谱公式，并通过算例验证．分析结果表明：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时，位移输入模型不会出

现底部单元刚度有关的阻尼项；理论上证明了在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下位移输入模型和多点反应谱不存在结果不收

敛问题；验证了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下，采用位移输入模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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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反应谱理论由于考虑了结构的动力特性

与地震特性之间的动力关系，又保持了原有的静

力理论形式，因而反应谱理论在地震工程中得到

广泛使用［１］ ．传统的反应谱理论为一致激励情况

下的反应理论，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形式简洁、概念

清晰、应用方便，对于一般性结构，可取得较高精

度结果，已为多个国家规范所采用［２］ ．然而，地震

地面的运动往往具有不均匀性，在本质上是随空

间变化的，由于波列传播速度的有限性和相干性

的损失，以及局部场地地质的不同，会导致各支承

点的地震激励出现显著差异［３］ ．因此地震动的多

点输入模型与一致输入情形存在差别，这对于大

跨结构而言更为明显．当前，地震动多点输入下的

结构反应分析已成为抗震工程界的研究热点之

一．其中， 根据随机振动理论推导出的 ＭＳＲ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理论表达式，



计算快、方便使用，常用于工程结构设计中．
近年来，学者们在 ＭＳＲＳ 法方面做了许多研

究．Ｙａｍａｍｕｒａ 等［４］将结构各支承点根据空间分布

和场地地质情况分为若干组，假定每组支承点之

间为完全相关，而组与组之间为不相关，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一种近似的反应谱分析方法，该方法无

法考虑行波效应和部分相干效应的影响．王君

杰［５］推导出了一般阻尼结构体系在多维多点地

震动作用下的结构响应的 ＭＳＲＳ 法．叶继红等［６］

提出了基于虚拟激励原理建立了多点反应谱法，
指出结构地震动反应由地面各点输入位移不一致

引起的拟静力响应、地面加速度作用下引起的动

力响应和二者之间的耦合项组成，具有公式形式

简洁、物理意义明确、理论严谨的特点．本文作者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文献［７］全面详细地分析了

位移输入模型存在底部单元计算结果的不稳定和

不可靠，并提出了理论严格的附加无质量刚性元

（ＡＭＣＥ）实效对策．文献［８］指出模型底部单元的

耦合刚度其大小为底部单元刚度，直接决定于物

理模型所对应的数值模型单元划分，这会导致计

算结果不收敛．文献［８－９］处理问题方法的巧妙

性在于没有引入地面运动的速度项，仍采用位移

输入模型本身解决位移输入模型中存在不可忽视

的问题．
本文对位移输入模型进行较为详细地分析与

比较，明确指出在时域模型中采用底部单元为经

典与非经典阻尼的差别；进而推导得出了底部单

元为非经典阻尼在时域模型中表达式与多点反应

谱中结构反应表达式，证明了底部单元为非经典

阻尼时位移输入模型与多点反应谱不存在不收敛

问题；最后，对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的位移输入

模型，结合算例进行了验证与说明．

１　 理论简要回顾

在绝对坐标系下，一离散单元的结构体系与

地面连接，将其自由度分为两类： ｎ 个非支座节点

自由度与 ｍ 个支座节点自由度．地震地面运动作

用下，该体系的动力平衡方程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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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Ｍ、Ｃ 和 Ｋ 表示质量、阻尼和刚度矩阵；下标

ｔｔ、ｕｕ和 ｔｕ（ｕｔ） 分别表示非支座节点、支座节点自

由度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大小分别为 ｎ × ｎ、ｍ ×
ｍ、ｎ × ｍ（ｍ × ｎ） 维；Ｘ、Ｘ̇和 Ｘ̈为绝对坐标系下非

支座节点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反应列向量；Ｕ、Ｕ̇
和 Ｕ̈ 为绝对坐标系下支座节点的位移、速度和加

速度反应列向量，即支座处地面运动向量；Ｐ 为 ｍ
维支座节点反力向量．

将式（１） 中上式展开并考虑集中质量，可得

到关于 Ｘ、Ｘ̇ 和 Ｘ̈ 的动力平衡方程：

ＭｔｔＸ̈ ＋ ＣｔｔＸ̇ ＋ ＫｔｔＸ ＝ － ＣｔｕＵ̇ － ＫｔｕＵ． （２）

　 　 上式即为位移－速度输入模型．这时，将结构

非支座节点的绝对位移分为两部分表达：

Ｘ ＝ Ｘｄ ＋ Ｘｓ ． （３）

　 　 考虑拟静力位移 Ｘｓ ＝ － Ｋ －１
ｔｔ ＫｔｔＵ ＝ＲＵ，Ｒ为影

响矩阵．若将位移 － 速度模型式（２） 中的阻尼项

ＣｔｕＵ̇ 忽略：

ＭｔｔＸ̈ ＋ ＣｔｔＸ̇ ＋ ＫｔｔＸ ＝ － ＫｔｕＵ， （４）

或

ＭｔｔＸ̈ｄ ＋ ＣｔｔＸ̇ｄ ＋ ＫｔｔＸｄ ＝ － ＭｔｔＲＵ̈ － ＣｔｔＲＵ̇ －

　 　 　 　 （ＫｔｔＲＵ ＋ ＫｔｕＵ） ＝ － ＭｔｔＲＵ̈ － ＣｔｔＲＵ̇．
（５）

式（４）即为位移输入模型，式（５）为位移输入

模型的等价表达式．

２　 底部单元为经典与非经典阻尼模

型差别的讨论与注记

　 　 底部单元为经典与非经典阻尼模型对比，如
图 １ 所示．在时域模型中，针对式（５）中的底部单

元阻尼项，传统的方法选择采用经典阻尼中的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结构的阻尼矩阵是质量矩阵和刚

度矩阵的线性组合），而本文引入的底部单元为

非经典阻尼则是由自身性质所决定的．

m1

m2

mi

mn

k1、c1

kn、cn

k1、c1
m1

m2

mi

mn

经典阻尼模型 非经典阻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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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经典阻尼与非经典阻尼对比

　 　 若考虑经典阻尼（以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为例），
Ｃ ＝αＭ ＋ β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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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ｍ 为集中质量，ｋ 为刚度系数，ｃ 为阻尼系

数，α 和 β 分别为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的质量阻尼系数

和刚度阻尼系数．
则式（５）可改写为

ＭｔｔＸ̈ｄ ＋ ＣｔｔＸ̇ｄ ＋ ＫｔｔＸｄ ＝ －ＭｔｔＲＵ̈ － αＭｔｔＲＵ̇ － βＫｔｕＵ̇ ．
（８）

　 　 在经典阻尼下，基于位移输入模型导出的

ＭＳＲＳ，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底部单元内力随

单元逐步细分出现不收敛不合理的现象， 这是因

为时域内位移输入模型本身右端存在 βＫｔｕＵ̇ 项所

致．这点已在文献［８］ 中被充分证实与说明：模型

底部单元的耦合刚度Ｋｔｕ 其大小为底部单元刚度，
直接决定于物理模型所对应的数值模型单元划

分，如随着底部单元数值模型单元划分得越密，会
导致计算结果不收敛，表现为底部单元内力出现

不合理的放大，与物理实际不相符．
若考虑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结构的阻尼

矩阵 Ｃ 不能由质量矩阵 Ｍ 与刚度矩阵 Ｋ 线性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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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非底部单元的阻尼仍可用经典阻尼表示，如
Ｃ∗

ｔｔ ＝ αＭ∗
ｔｔ ＋ βＫ∗

ｔｔ ，矩阵表达形式见式（７） ．底部单

元阻尼 ｃｎ 为非经典阻尼由自身性质决定，并不能

由ｍｎ 与 ｋｎ－１ ＋ ｋｎ 线性表示，故整体阻尼矩阵Ｃｔｔ 不

能表达为质量矩阵 Ｍｔｔ 与刚度矩阵 Ｋｔｔ 的线性

表示．
则式（５）可改写为

　 ＭｔｔＸ
··

ｄ ＋ ＣｔｔＸ
·

ｄ ＋ ＫｔｔＸｄ ＝ － ＭｔｔＲＵ
··

－ ＣｔｔＲＵ
·
． （１０）

　 　 对比式（８） 和（１０），可发现由于底部单元为

非经典阻尼，式（１０） 等式右端不会出现 βＫｔｕＵ̇
项，也就不存在刚度 Ｋｔｕ 的影响，从而不会出现如

经典阻尼所导致式（８） 对应模型出现的上述不收

敛等问题，符合实际物理模型，并具有严格的理论

意义．

３　 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位移时域

模型的结构反应表达式

　 　 本节基于文献［１０－１１］的思路，从位移输入模

型推导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时，结构时域反应计

算公式．为得到多点反应谱表达式，需要对式（５）振

型分解． 令 ｙｉ 为广义坐标，Ｘｄ ＝ ∑
ｉ
φ ｉｙｉ，可得：

ｙ̈ｉ ＋ ２ξ ｉω ｉ ｙ̇ｉ ＋ ω ２
ｉ ｙｉ ＝ －

φＴ
ｉ ＭｔｔＲ
Ｍ∗

ｉ

Ｕ̈ －
φＴ

ｉ ＣｔｔＲ
Ｍ∗

ｉ

Ｕ̇，

（１１）
式中：ξ ｉ 和 ω ｉ 分别为第 ｉ 阶振型的阻尼比和圆频

率；Ｍ∗
ｉ ＝ φＴ

ｉ Ｍφ ｉ，表示第 ｉ 阶振型的广义质量．此
时的 Ｃｔｔ 为非经典阻尼；与之相对，若 Ｃｔｔ 为经典阻

尼（即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等式右端会出现
φＴ

ｉ βＫｔｕ

Ｍ∗
ｉ

Ｕ̇

项，就会出现 ２ 节中所讨论的问题．当在底部单元

为非经典阻尼时，ξ ｉ 包含了两部分：上部经典阻尼

部分的 ξ ｉ１ 与底部单元非经典阻尼部分的 ξ ｉ２， 即

ξ ｉ１ ＋ ξ ｉ２ ．
令

Ｒ ＝ ［ ｒ１…ｒｋ…ｒｍ］ Ｔ， （１２）

ｐｋｉ ＝ －
φＴ

ｉ Ｍｔｔｒｋ
Ｍ∗

ｉ

， ｑｋｉ ＝ －
φＴ

ｉ Ｃｔｔｒｋ
Ｍ∗

ｉ

． （１３）

式中 ｒｋ 表示 Ｒ 的第 ｋ 列向量．
将式（１２） 和（１３） 代入式（１１） 中，可得：

　 ｙ̈ｉ ＋ ２ξ ｉω ｉ ｙ̇ｉ ＋ ω ２
ｉ ｙｉ ＝∑

ｍ

ｉ
ｐｋｉ ｕ̈ｋ（ ｔ） ＋∑

ｍ

ｉ
ｑｋｉ ｕ̇ｋ（ ｔ），

（１４）
式中 Ｕ ＝ ｕ１（ ｔ） … ｕｋ（ ｔ） … ｕｍ（ ｔ）[ ]

Ｔ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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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 ＝ ｙｉｐ ＋ ｙｉｑ， （１５）

则　 　 ｙ̈ｉｐ ＋ ２ξ ｉω ｉ ｙ̇ｉｐ ＋ ω ２
ｉ ｙｉｐ ＝ ∑

ｍ

ｉ
ｐｋｉ ｕ̈ｋ（ ｔ）， （１６）

　 　 　 ｙ̈ｉｑ ＋ ２ξ ｉω ｉ ｙ̇ｉｑ ＋ ω ２
ｉ ｙｉｑ ＝ ∑

ｍ

ｉ
ｑｋｉ ｕ̇ｋ（ ｔ） ． （１７）

　 　 考虑阻尼比为 ξ ｉ，圆频率为 ω ｉ 的单位质量单

自由度体系，分别受 ｕ̈ｋ（ ｔ） 和 ｕ̇ｋ（ ｔ） 激励，其运动

方程可分别表示为：
ｓ̈ｋｉｐ ＋ ２ξｉωｉ ｓ̇ｋｉｐ ＋ ω２

ｉ ｓｋｉｐ ＝ ｕ̈ｋ（ ｔ）， （１８）
ｓ̈ｋｉｑ ＋ ２ξｉωｉ ｓ̇ｋｉｑ ＋ ω２

ｉ ｓｋｉｑ ＝ ｕ̇ｋ（ ｔ）， （１９）

ｙｉｐ ＝ ∑
ｍ

ｋ ＝ １
ｐｋｉｓｋｉｐ， ｙｉｑ ＝ ∑

ｍ

ｋ ＝ １
ｑｋｉｓｋｉｑ， （２０）

ｙｉ ＝ ∑
ｍ

ｋ ＝ １
ｐｋｉｓｋｉｐ ＋ ∑

ｍ

ｋ ＝ １
ｑｋｉｓｋｉｑ ． （２１）

　 　 根据有限元知识，结构反应（例如：内力、应
力和应变），可表示如下：
　 ｒ（ ｔ） ＝ ｘ（ ｔ） ＝ ［ｘｓ（ ｔ） ＋ ｘｄ（ ｔ）］ ＝ ＨＴＲｕ ＋

　 　 　 　 ∑
ｍ

ｋ ＝１
∑

ｎ

ｉ ＝１
ＨＴφｉｐｋｉｓｋｉ（ｔ） ＋∑

ｍ

ｋ ＝１
∑

ｎ

ｉ ＝１
ＨＴφｉｑｋｉｓｋｉ（ｔ）＝

　 　 　 　 ∑
ｍ

ｋ ＝１
ａｋｕｋ（ｔ） ＋∑

ｍ

ｋ ＝１
∑

ｎ

ｉ ＝１
ｂｋｉｓｋｉ（ｔ） ＋∑

ｍ

ｋ ＝１
∑

ｎ

ｉ ＝１
ｃｋｉｓｋｉ（ｔ）．

（２２）
式中系数 ａｋ、ｂｋ 和 ｃｋ 可表示为

ａｋ ＝ ＨＴｒｋ， ｋ ＝ １，…，ｍ；
ｂｋｉ ＝ ＨＴφ ｉｐｋｉ， ｋ ＝ １，…，ｍ； ｉ ＝ １，…ｎ；
ｃｋｉ ＝ ＨＴφ ｉｑｋｉ， Ｋ ＝ １，…，ｍ； ｉ ＝ １，…ｎ．

式中 Ｈ 表示反应转换向量，例如：刚度矩阵、应力

矩阵和应变矩阵．为了指出系数 ａｋ、ｂｋｉ 和 ｃｋｉ 在底

部单元为经典与非经典阻尼的表达式的不同，
表 １ 给出了二者的对比．可以看出，系数 ａｋ、ｂｋｉ 的表

达式一样，ｃｋｉ 的表达式不同，体现了二者的差异．
表 １　 系数在底部单元为经典与非经典阻尼表达式对比

底部单元阻尼类型 经典阻尼 非经典阻尼

ａｋ ＨＴ ｒｋ ＨＴ ｒｋ

ｂｋｉ － ＨＴφ ｉ
φＴ

ｉ Ｍｔｔ ｒｋ
Ｍ∗

ｉ
－ ＨＴφ ｉ

φＴ
ｉ Ｍｔｔ ｒｋ
Ｍ∗

ｉ

ｃｋｉ －
φＴ

ｉ （αＭｔｔ ＋ βＫｔｔ） ｒｋ
Ｍ∗

ｉ
－
φＴ

ｉ Ｃｔｔ ｒｋ
Ｍ∗

ｉ

４　 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时域模型

对应的多点反应谱

４ １　 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位移输入模型对应

的多点反应谱的表达式

基于 ３ 节中导出的式（２２），本节根据随机振

动理论，有下式成立：

　 Ｓｒ（ω）＝ Ｓａｒ（ω） ＋ ２∑
ｍ

ｋ ＝１
∑
ｍ

ｌ ＝１
∑

ｎ

ｊ ＝１
ａｋｃｌｊＨｊ（－ ｉω）Ｓｕｋｕ̇ｌ（ｉω） ＋

　 　 ２∑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ｂｋｉｃｌｊＨｉ（ｉω）Ｈｊ（ － ｉω）Ｓｕ̈ｋｕ̇ｌ（ｉω） ＋

　 　 ∑
ｍ

ｋ ＝１
∑

ｍ

ｌ ＝１
∑

ｎ

ｉ ＝１
∑

ｎ

ｊ ＝１
ｃｋｉｃｌｊＨｉ（ｉω）Ｈｊ（－ ｉω）Ｓｕ̇ｋｕ̇ｌ（ｉω）． （２３）

式中

　 Ｓａ
ｒ（ω） ＝ ∑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ａｋａｌＳｕｋｕｌ（ｉω） ＋

　 　 ２∑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ｊ ＝ １
ａｋｂｌｊＨ ｊ（ － ｉω）Ｓｕｋｕ̈ｌ（ｉω） ＋

　 　 ∑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ｂｋｉｂｌｊＨｉ（ｉω）Ｈ ｊ（ － ｉω）Ｓ ｕ̈ｋｕ̈ｌ（ｉω） ．

（２４）
式中： 传递函数 Ｈｉ（ｉω） ＝ ［ω２

ｉ － ω２ ＋ ２ｉξｉωｉω］
－１；

Ｓｘｙ（ｉω） 表示随机过程 ｘ 和 ｙ 的互谱密度，“ｉω” 中

的 ｉ 表示虚数单位 － １ ．底部单元为经典阻尼与

非经典阻尼位移输入模型对应的多点反应谱的表

达式中系数的异同点，见表 ２．
对式（２３） 两边在 ω ∈ （ － ∞， ＋ ∞） 上进行

积分，可得到结构反应方差的表达式：

σ２
ｒ ＝ σ２

ｒａ ＋ ２∑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ｊ ＝ １
ａｋｃｌｊρｕｋｓｌｊｑσｕｋσｓｌｊｑ

＋

　 　 　 　 ２∑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ｂｋｉｃｌｊρｓｋｉｐｓｌｊｑσｓｋｉｐσｓｌｊｑ

＋

　 　 　 　 ∑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ｃｋｉｃｌｊρｓｋｉｐｓｌｊｑσｓｋｉｑσｓｌｊｑ ． （２５）

　 　 σ２
ｒａ ＝ ∑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ａｋａｌρｕｋｕｌσｕｋσｓｌｊｑ

＋

　 　 　 　 ２∑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ｊ ＝ １
ａｋｂｌｊρｕｋｓｌｊｐσｕｋσｓｌｊｐ

＋

　 　 　 　 ∑
ｍ

ｋ ＝ １
∑
ｍ

ｌ ＝ １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ｂｋｂｌｊρｓｋｉｐｓｌｊｐσｓｋｉｐσｓｌｊｐ ． （２６）

式中

σ２
ｕｋ
＝ ∫ ＋∞

－∞ Ｓｕｋｕｋ（ω）ｄω，

σ２
ｓｋｉｑ

＝ ∫ ＋∞
－∞ ｜ Ｈｉ（ｉω） ｜ ２Ｓ ｕ̇ｋｕ̇ｋ（ω）ｄω，

σ２
ｓｋｉｐ

＝ ∫ ＋∞
－∞ ｜ Ｈｉ（ｉω） ｜ ２Ｓ ｕ̈ｋｕ̈ｋ（ω）ｄ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２７）

式中 Ｓｕｋｕｋ（ω）、Ｓ ｕ̇ｋｕ̇ｋ（ω） 和 Ｓ ｕ̈ｋｕ̈ｋ（ω） 分别表示结构

第 ｋ 个支撑位置的地面运动的位移、速度和加速

度功率谱密度函数．
表 ２　 系数在底部单元为经典与非经典阻尼多点反应谱

表达式中的对比

底部单元

阻尼类型
经典阻尼 非经典阻尼

ａｋ、ｂｋｉ、ｃｋｉ 见表 １ 见表 １

Ｈｉ ［ω２
ｉ － ω２ ＋ ２ｉξｉωｉω］ －１ ［ω２

ｉ － ω２ ＋ ２ｉ（ξｉ１ ＋ ξｉ２）ωｉ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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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时位移与加速度输

入多点反应谱差别的讨论

文献［１０］已详细论述了对于经典阻尼结构

体系下，位移输入模型的多点反应谱（Ｄ－ＭＳＲＳ）
与加速度输入模型的多点反应谱（Ａ－ＭＳＲＳ）区

别．本节将在此基础上，讨论二者在底部单元为非

经典阻尼结构体系下的差别．
式（２３）为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导出的 Ｄ－

ＭＳＲＳ 表达式．其与 Ｄ－ＭＳＲＳ 相比，不难发现两

点：（１）由于加速度输入时域模型中，忽略等式右

边的阻尼项，故右端不会出现 Ｃｔｔ 项，体现在 Ａ－
ＭＳＲＳ 中表现为 ｃｋｉ ＝ ０， 其中 ｃｋｉ 的具体表达式见

表 １，即可得 Ａ－ＭＳＲＳ 多点反应谱表达式为式

（２４）；（２）由于加速度输入时域模型中，右端不出

现 Ｃｔｔ 项，在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时，底部非经

典阻尼项不会在该时域模型等式右端中出现，体
现在 Ａ－ＭＳＲＳ 中表现为仅体现在传递函数 Ｈｉ ． 为
了清晰起见，表 ３ 给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后面的

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的算例将进一步说明．
表 ３　 两种多点反应谱表达式的对比

多点反应谱名称 Ｄ－ＭＳＲＳ Ａ－ＭＳＲＳ

谱分析表达式 Ｓｒ（ω） Ｓａ
ｒ（ω）

分析比较 ｃｋｉ ≠ ０ ｃｋｉ ＝ ０

非经典阻尼体现在 ｃｋｉ、Ｈｉ Ｈｉ

５　 算例验证

５ １　 算例与相关参数

第 ３ 节基于位移输入模型，推导给出了时域

模型的表达式；第 ４ 节通过推导给出了底部单元

为非经典阻尼多点反应谱的表达式（Ｄ－ＭＳＲＳ）．
为验证时域位移输入模型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下
面给出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的算例，并与经典

阻尼进行对比分析．
算例模型如图 ２ 所示，其中包括底部单元为经

典阻尼模型和非经典阻尼模型．图 ２（ａ）为经典阻尼

模型，底部单元为经典阻尼，采用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图
２（ｂ）为非经典阻尼模型，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
采用非经典阻尼单元，阻尼为非经典阻尼单元确

定．各个构件（包括单元刚度）、节点以及相关参数

表示，所有参数均在 ＳＡＰ２０００（Ｖ１５ １ １ 新版本）中
完成输入．方便起见，只考虑水平 Ｘ 向平动有效自

由度，结构体系受到 Ｅｌ Ｃｅｎｔｒｏ（１９４０ＮＳ）地震波的

作用，地震地面加速度计录 （Δｔ ＝ ０ ０２ ｓ）与积分

得到的地面运动位移时程如图 ３ 所示．
　 　 根据模型的前两阶圆频率 ω １ ＝ ３ １０４ ｒａｄ ／ ｓ
和 ω ２ ＝ ２３ ７３２ ｒａｄ ／ ｓ，以及振型阻尼比 ξ １ ＝ ξ ２ ＝
０ ０５，可得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阻尼的质量阻尼系数 α ＝
１ ７４５ ３ 和刚度阻尼系数 β ＝ ５ ６５９×１０－４ ．

k1

ki1 ki2

k2

上部结构
（0，3） （6，3）（3，3）

（6，1.5）

（6，3）

（0，1.5）

Ui(t) （0，0）
支座节点 支座节点

Ui(t)X向

上部节点 基地 局部坐标 地震波输入

A1=A2=A3=1m?1m

γ=1?106N/m3

E1=E2=E3=3?1010Pa

k1=k2=12EI/L3

ki1=ki2=1?1010N/m

（ａ）经典阻尼模型示意

A1=A2=A3=1m?1m
γ=1?106N/m3

E1=E2=E3=3?1010Pa
k1=k2=12EI/L3

ki1=ki2=1?1010N/m
ci1=ci2=1?105N/m

上部节点 基地 局部坐标 地震波输入

X向
支座节点支座节点

上部结构
（3，3）（0，3） （6，3）

k2k1

ki1 ki2

Ui(t) Ui(t)（0，0） （6，0）
ci2ci1

非经典阻尼单元
（6，1.5）

（ｂ）非经典阻尼示意

图 ２　 算例模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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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加速度时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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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Ｅｌ Ｃｅｎｔｒｏ 地震波加速度与位移时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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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底部单元为经典与非经典阻尼的时域位移

输入模型验证与对比

本节目的主要有二：（１）通过算例进一步验

证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时，时域位移输入模型

的合理性与稳定性；（２）通过对比底部单元为经

典阻尼与非经典阻尼的时域位移输入模型，证明

上述理论推导的严谨性．研究主要分 ３ 种底部单

元长度 （ｄ ＝ ０ ３，ｄ ＝ ０ ０３，ｄ ＝ ０ ００３， 单位：ｍ）情
形，考察支座底部单元的剪力时程和标准差．

图 ４ 给出了在经典阻尼与底部单元为非经典

阻尼情况下，采用位移输入模型对文中算例进行

时程计算的结果．由图 ４（ａ）可以看出：随着底部

单元的长度 ｄ 越来越小，经典阻尼计算结果不同

且差异较大，底部单元剪力出现不稳定不收敛，定
性地证明本文 ２ 节所指出的问题．与之相比，图 ４
（ｂ）说明了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计算结果的稳

定性，底部单元剪力并未出现不收敛，计算结果与

理论推导很好吻合．图 ５ 给出了在经典阻尼与底

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情况下，采用一致加速度输

入模型与位移输入模型对文中算例进行计算结果

比较．由图 ５（ａ）可以看出：经典阻尼情况，以一致

加速度输入模型为标准，位移输入模型与之相差很

大，说明其计算结果具有不合理不稳定性．与之相

比，图 ５（ｂ）说明了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计算结

果的稳定性，一致加速度输入与位移输入的结果吻

合得很好，进一步证明了其理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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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给出了两种阻尼的支座剪力的标准差与

误差分析（以一致加速度为标准）．底部单元为经

典阻尼的计算结果的误差分别为 １２５％ （ｄ ＝
０ ３），２９４％（ｄ ＝ ０ ０３） 和 １ ５７２％（ｄ ＝ ０ ００３），定
量地说明了其不可靠性与不稳定性，更进一步证

明本文 ２ 节所指出的问题．与之相比，底部单元为

非经典阻尼的计算结果的误差分别为 ０ ３６２％
（ｄ ＝０ ３），０ ０１２％（ｄ ＝ ０ ０３） 和 ０ ０１３％（ｄ ＝
０ ００３） ．这不仅说明本文讨论模型的有效性与准

确性，也说明了其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具

有一定的工程借鉴意义．应该说明，本文之所以引

用文献［７ － ８］ 所讨论的底部单元阻尼类型为经

典阻尼时不可靠结果，目的是对比说明非经典阻

尼时不存在相应现象．
此处，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尼位移输入的时

域模型理论分析与数值算例已经清晰且有力地说

明了本文所指出的问题．同时，基于位移输入模型

的多点反应谱理论公式已给出并证明，相关算例

结果与时域模型类似，由于篇幅有限，不再繁冗

陈述．
表 ４　 采用两种阻尼类型的底部单元剪力的标准差与误差分析

分析工况
加速度输入模型

标准差 ／ １０６Ｎ

经典阻尼 Ｄ－ＭＳＲＳ

标准差 ／ １０６Ｎ 误差 ／ ％

非经典阻尼 Ｄ－ＭＳＲＳ

标准差 ／ １０６Ｎ 误差 ／ ％

ｄ ＝ ０ ３ １ １０６ ２ ４８６ １２５ １ １１０ ０ ３６２
ｄ ＝ ０ ０３ １ １１０ ４ ３７１ ２９４ １ １１０ ０ ０１２
ｄ ＝ ０ ００３ １ １１０ １８ ５６０ １ ５７２ １ １１０ ０ ０１３

６　 结　 论

１）针对底部单元为经典阻尼与非经典阻尼

的位移输入模型区别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底部

单元为非典阻尼时，位移输入模型不出现底部单

元刚度相关的阻尼项，故底部单元剪力不存在不

收敛问题，并证明了其理论上的合理性．
２）在时域模型的基础上，推导给出了底部单

元为非经典阻尼的多点反应谱位移输入模型的表

达式（Ｄ－ＭＳＲＳ），同时指出底部单元为非经典阻

尼的 Ｄ－ＭＳＲＳ 与 Ａ－ＭＳＲＳ 的异同．
３）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底部单元为非经典

阻尼下采用位移输入模型计算结果的有效性和稳

定性，这一点不同于底部单元为经典阻尼的位移

输入模型，具有工程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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