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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结构地震响应位移输入模型存在的
问题及其 AMCE实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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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实效方法-刚性无质量束缚元 AMCE(Appended Massless Constraint Element)法 , 以解决地震

地面运动作用下求解结构响应的位移输入模型中容易而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对位移输入模型进行了详细分

析 ,明确指出当前位移输入模型在理论上会导致计算结果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 , 进一步通过算例对此加以

说明;针对此问题 , 提出了 AMCE 解决方法 ,并对本方法进行物理角度解释 、理论分析和数值验证。结果表明 ,

AMCE 法不仅物理概念清晰 、简单可行 , 而且具有足够的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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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地震地面运动作用下 ,结构响应分析常采用两

种计算模型:一致加速度输入模型和位移输入模

型;一致加速度输入模型 ,适用于地震动一致激励

下的结构线性和非线性反应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构

反应是相对量值(相对于地面),该模型已被充分认

可并广为应用。事实上 ,实际地震动具有不均匀

性[ 1-4] (例如行波效应 、相干效应和局部场地效应),

这一性质对结构尤其是大跨结构(例如大跨桥梁 、网

架及网壳等)响应会产生相对较大影响[ 1 , 4-8] 。目前 ,

地震动多点输入(即差动输入)下的结构反应分析

已成为抗震界研究热点之一 ,这时位移输入模型常

被采用[ 9-12] 。该模型不仅适用于地震动一致激励

还适用于多点激励 ,既适用于结构线性也适用于其

非线性分析 ,直接得到的计算结果是绝对量值 ,目

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求解结构地震反应的具有普

适性和有效性的计算模型[ 13] 。

近年来 ,学者们对位移输入模型的计算精度以

及时域分析方法的适用性进行了相关研究 。文献

[ 10]指出 ,利用该模型且采用直接积分法计算结构

反应时 ,预得到较好精度的解需非常小的积分步长 。

文献[ 13]通过理论分析论证了采用相同的积分步

长时 ,位移输入模型可获得比一致加速度模型更高

的计算精度 ,并通过一算例对此进行了验证 。应该

指出 ,此算例没有考虑阻尼的影响。文献[ 14] 认

为 ,由于结构绝对反应中包含的地面运动部分 ,因

此理论上绝对反应不可完全振型分解 ,由此模态叠

加法和反应谱法在理论上并不适用于位移输入模

型;同时 ,还指出试图通过对位移输入模型中绝对

反应直接振型分解 ,进而推导出多点反应谱的方法

理论上不可行 。

本文首先对位移输入模型进行了较为详细地

分析 ,进而明确指出采用当前位移输入模型求解结

构反应会导致底部单元计算结果的不稳定和不可

靠 ,并通过算例对此加以说明 。为解决这一问题 ,

首次提出了 AMCE 法 ,即将位移输入模型理论存

在的问题转化为通过物理模型的数值建模来解决 ,

同时对该方法在物理角度加以解释并给出理论说

明。最后 ,通过数值计算对 AMCE法进行了验证 。

分析表明:AMCE 法不仅物理概念清晰 、简单可

行 ,而且计算精度足够 。此外 ,文末还对几个可能

引起疑问或误解的问题加以解释 。

2　位移输入模型存在的问题

及理论分析

　　一离散单元的结构体系 ,与地面刚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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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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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t M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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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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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C和 K 表示质量 、阻尼和刚度矩阵 , 下标

tt 、ss和 t s(st)分别表示非支座节点自由度 、支座节

点自由度及其两者之间的耦合 ,大小分别为 n ×n 、

m×m 、n×m(m ×n)维;Xt , X
·

t 和X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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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 , X
·
s和X

··
s为绝对坐标系下支座节点的位移 、速度

和加速度已知列向量 ,即支座处地面运动向量 ,Ps

为m 维支座节点反力列向量。

将式(1)展开并作整理 ,可得到关于 Xt , X
·

t 和

X
··
t 的动力平衡方程:

Mtt X
··

t +CttX
·

t +K ttX t =-MtsX
··

s -CtsX
·

s -K tsX s

(2)

考虑集中质量矩阵 ,有M ts =0;通常忽略阻尼

项-CtsX
·
s
[ 10]
,此时式(2)可进一步表达为

M ttX
··

t +CttX
·

t +KttX t =-K tsX s (3)

求解方程(3)需要输入 Xs ,上式被称为求解结构地

震响应的位移输入模型[ 8-10] 。

将结构非支座节点的绝对位移可分为两部分

表达[ 2 , 8-1 0] ,有如下几何方程成立:

Xt =XI +Xps (4)

式中 X I 为结构由于惯性力而引起的动位移向量 ,

Xps为不考虑惯性力时由于地面运动引起的拟静力

位移向量 。将式(4)代入式(3),可得

Mtt(X
··
I+X

··
ps)+(Fd+Fr)+K tt(XI+Xps)=-KtsX s

(5)

或

　　Mtt X
··

I +CttX
·

I +KttX I =

　　-MttX
··
ps -(Ktt X ps +KtsX s)-F r (6)

式中 Fd =CttX
·

I , Fr =CttX
·

ps 。此时先考察式(1),

当不考虑惯性力时(此时 ,阻尼项和 XI 也不存在),

有下式成立:

KttX ps +KtsX s =0 (7)

 Xps =-K-1tt K tsX s =ΓX s (8)

式(7)的物理意义是与刚体位移相关的力为零[ 9] ,

式(8)中 , Γ=-K
-1
tt K ts为影响矩阵 ,其大小为n×m

维 ,物理意义是由支座节点的单位静位移引起的非

支座节点的拟静力位移。为便于分析 ,考虑一致地

震动输入 ,此时拟静力位移与地面运动位移相同 ,

即

Xps =ΓX s =Ex g (9)

式中 E为 n 维单位列向量 ,xg 是地震地面运动位

移。联合式(6)和式(9),并考虑恒等关系式(7),可

得

MttX
··

I +Ctt X
·

I +K ttX I =-M ttEx
··
g -Fr (10)

不难看出 ,式(10)是位移输入模型式(3)在一致地

震动激励下的等效模型 。

下面 ,首先将 Fr 展开。考虑瑞利阻尼 ,即

Ctt =αM tt +βK tt (11)

联合式(9)和(11)并代入 Fr =CttX
·
ps ,可得

Fr =αM ttEx
·
g +βK ttEx

·
g (12)

式中 α和 β分别为质量和刚度比例系数 ,可通过振

型频率及其阻尼比确定。一般情况下 ,考虑阻尼比

相等
[ 9]
,分别可表达为式 12(a)和12(b)。对于一特

定结构 ,振型频率 ωi 和ωj 与阻尼比ξ确定后 ,α和 β

是确定的 。

α=
ωiωj(ωjξj -ωiξi)

ω2j -ω2i
=

2ωiωjξ
ωi +ωj

(12a)

β =
ωjξj -ωiξi
ω2j -ω2i

= 2ξ
ωi +ωj

(12b)

将式(11)和(12)代入式(10),可得

MttX
··
I +Ctt X

·
I +K ttX I =

　　-MttEx
··
g -αM ttEx

·
g -βK ttEx

·
g (13)

在线性范围内 ,可将上式中反应 XI 视为三部分组成 ,

即 Xr , Xα和 X β ,分别由方程右端项-M ttEx
··
g , -α

M ttE x
·
g 和 -βK ttEx

·
g 的单独作用而产生。这时 ,为

了便于分析 ,可将式(13)分解为如下三个方程

　M ttX
··

r +CttX
·

r +K ttX r =-M ttEx
··
g (14)

　M ttX
··
α+CttX

·
α+K ttXα=-αM ttEx

·
g (15)

　M ttX
··
β +CttX

·
β +K ttX β =-βK ttEx

·
g =βK tsEx

·
g

(16)

　　容易看出 ,式(14)是常被认可与采用的一致

加速度输入模型。应该指出式(16)中 , -K ttE =

KtsE 恒成立。

不难发现 ,位移输入模型比加速度输入模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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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项激励-αM ttEx
·
g 和βK tsEx

·
g 。不容否定 ,Fr的

存在会给计算结果带来影响 。进一步 ,还应关心如

下三个问题:这两项的存在 ,如何对结构响应产生

影响 ?产生的影响有多大 ?是否可被忽略 ?这应该决

定它们相对于-M ttEx
··
g的大小 ,即式(17)和(18)。

下面对此问题继续分析。令

γ=
-MttEx

··
g +αM ttEx

·
g

-MttEx
··
g

=

-MttE(x
··
g -αx

·
g)

-M ttEx
··
g

=E+α
x
·
g

x
··
g

(17)

η=
-M ttEx

··
g -βK tsx

·
g

-M ttEx
··
g

=E+β
K tsEx

·
g

M ttEx
··
g

(18)

直观起见 ,实际结构在地面运动作用下的物理

模型 md 可分解为三个计算模型式(14 ～ 16)所对

应的物理模型 ma ,mα和 mβ ,如图 1 所示 。(1)分析

γ:考虑实际 ,从统计角度分析 ,地震动 x
·
g 统计量

(如方差)比相应 x
··
g相应统计量值小得多[ 13] ,可考虑

-αM ttEx
·
g的影响 ,即与-MttEx

··
g相比 , -αM ttEx

·
g可

被忽略。此时 , md 可进一步近似等效为 ma 和mβ;

(2)分析η:由式(18)可知 , η不仅有关于 x
·
g 与 x

··
g ,

还决定于 Kts 和M tt 。由于 Kts 中非零元表示耦合刚

度 ,其大小为结构底部单元的刚度 ,直接决定于物

理模型所对应的数值模型单元划分 ,即底部单元划

分越精细(例如:单元长度越短),其刚度越大 ,而此

时分母Mtt 中相对应元素越小。根据矩阵论知识 ,

由此会导致式(19)计算不收敛 , 现象上会使得底

部单元内力(如剪力)出现不合理的急剧放大 ,这

与物理事实不相符。

lim
k
ts
※+∞

M
t t
※0+

η= lim
k
ts
※+∞

M
tt
※0+

E+β
K tsEx

·
g

M ttEx
··
g

=E+β
lim

k
ts
※+∞

KtsEx
·
g

lim
M
t t
※0+
M ttEx

··
g

(19)

图 1　位移输入模型等效分解示意图
Fig.1　E quivalent sketch of di splacemen t inpu t model

表 1　数值模型单元划分及其参数

Tab.1　Fini te element division of numurical

model and parameters

C1(2、3)单元等分数 n 自振周期 T1/ T2(S) 瑞利阻尼系数α/β

2 0.526/0.063 0.427/ 3.58e-4

8 0.524/0.058 0.432/ 3.32e-4

64 0.524/0.058 0.432/ 3.32e-4

128 0.524/0.058 0.432/3.32e-4

256 0.524/0.058 0.432/3.32e-4

3　问题提出的算例验证

上文从理论和物理角度 ,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位

移输入模型存在的问题 ,由此会对计算结果产生不

容忽视的影响 。本节通过图 2所示算例对上述问题

进一步加以说明。材料与几何属性为:弹性模量

E =2.0E11 Pa ,密度ρ=7850 kg/m3 ,惯性矩 IC

=3.83e-5 m 4 , IB =2.12e-4 m4 ,横截面积 AC=AB

=6.65e-3 m3 , 其中下标 B和C分别表示梁和柱;

考虑抗拉压 、抗弯与抗剪 ,局部坐标系单元刚度矩

阵 k
e 如式(20)所示;单元之间刚性连接 ,结构与地

面固接于 S1 ,S 2和 S3;各根柱的单元划分情况及对

应的数值模型相关参数列入表1 ,当n >8时 ,改变

n对结构自振周期与瑞利阻尼系数无影响;a ,b , E1

和 E2 为单元划分后 C1 和 C2 顶部节点和支座附近

处单元 ,激励采用 El Centro 地震波 ,前 30秒时程

如图 3所示 ,容易看出 ,与加速度相比 ,位移统量值

(方差)很小 ,所以方程求解采用 HHT 方法[ 15] 。

k
e
=

EA/ l 0 0 -EA / l 0 0

12EI / l
3

6EI/ l
2

0 -12EI/ l
3

6EI/ l
2

4EI/ l 0 -6EI / l
2

2EI/ l

EA/ l 0 0

Sym 12EI / l
3

-6EI / l
2

4EI/ l

(20)

3.1　位移时程准确性检验

计算前 ,首先需要验证对加速度时程二次积分

并通过基线调整得到的位移时程准确性。为此 ,可

对零阻尼时图 2中算例分析 ,a点相对地面位移和

E 1的剪力如图4和图5所示 ,其中 acc和 dis分别表

图 2　算例模型示意图
Fig.2　M odel sketch of numerical ex 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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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l Cent ro 波时程曲线(1940)

Fig.3　Time his to ry cu rves of El Cent ro(1940)

图 4　节点 a相对地面的位移时程(n = 8)

Fig.4　Relative displacem en t of joint a
图 5　E 1 剪力时程(n = 8)

Fig.5　Shear force of E1

示一致加速度模型和位移输入模型(以下同)。从图

中可看出 ,反应曲线几乎重合 ,两者之差接近于零 ,

位移时程准确性得以验证 。

3.2　问题提出的数值验证

为使得上文提出的问题充分得以验证 ,有必要

分别单独考虑质量和刚度阻尼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

只考虑质量阻尼(α≠0 , β =0):限于篇幅 ,只

给出了 E1的剪力和底部弯矩 ,如图 6所示 ,最大相

对误差分别为0.35%和 0.14%。由此算例 ,说明质

量阻尼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小 ,上文对式(17)γ的分

析得以验证 ,这时 md 可近似等效为 ma 和 mβ 。在

此 ,应该指出 ,质量阻尼对 acc和 dis分析结果相对

误差的影响与模型单元划分(n取值)无关 ,这一点

可从式(17)看出 。

因此 ,这里只对 n =8 时对应的数值模型分

析。

只考虑刚度阻尼(α=0 , β ≠0)情况:当n取值

不同时 ,分别采用两种计算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如

图 7所示 。(1)采用一致加速度模型:由图 7(a)可

知 , n取值不同时各曲线几乎重合 , 说明单元细分

对计算结果精度提高几乎无影响 ,或者说 ,对n =8

对应的数值模型分析即可。事实上 ,这一点通过表

1已可判断;(2)采用位移输入模型:n 值直接影响

计算结果 ,而且随着 n值增加(E1 单元刚度大),剪

力急剧增大 ,不仅与图 7(a)结果相差很大 ,而且不

具有收敛趋势 。当 n 值继续增大时 ,剪力仍继续增

大且 E1 弯矩存在同样性质的现象 ,限于篇幅 ,均未

给出 。然而 ,这不符合客观实际 ,即特定结构在确定

激励下的反应具有确定性。由此 ,进一步验证了上

文对式(18)η的分析。

4　AMCE方法的提出及其分析

理论模型之所以重要 ,不仅在它的基础性 ,还

在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因此 ,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实

有必要。

4.1　AMCE方法的提出

变换角度分析 ,允许 -βK tsEx
·
g 存在 ,只要“迫

使”其对结构不起作用即可 。由上文可知 , βK tsE x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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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1 剪力和弯矩比较(n = 8 , β = 0)

Fig.6　C om pari sion of shear force and m om en t for E1(n = 8 , β = 0)

图 7　n不同取值时 E1 剪力比较(α= 0)

Fig.7　C om pari sion of E1 shear fo rce fo r dif feren t n(α= 0)

作用位置始终为支座附近节点 。现在 ,在支座节点

S 处再建立一附加单元并固结于地面S 1 ,如图 8所

示。同时 ,赋予该单元及与其连接的S 和S 1节点三

个条件:(1)单元刚度 KA 足够大;(2)无质量 ,即

Mss =0;(3)强制束缚 S ,S1 地面运动过程中具有

相同位移 ,即

Xs =Xs
1

(21)

方便起见 ,称该新建立的单元为附加无质量束缚元

AMCE(Appended M assless Const raint Element),

相应的建模方法称为 AMCE法 。此时 ,原结构成为

了 AMCE 法建立的新结构的子结构 。这样处理 ,可

实现如下四个目的:

[ 1] 转移 βK tsEx
·
g(此时 , Kts =KA)作用点Q至

S ,而不作用于原结构;[ 2] 条件(1),AMCE可视为

刚性基础 ,不影响原结构的动力特性;[ 3] 条件(3)

保证传递到原结构的激励不改变 ,仍为地面运动位

移;[ 4] 条件(2), 可使得作用在新结构 ma 的

-M ttEx
··
g 与原结构相同;否则 ,增加 S 处的非零节

点力 -MssEx
··
g 。

综上所述 ,AMCE法建立模型使得 βK tsEx
·
g 的

作用点进行移位 , 迫使 βK tsEx
·
g 对于原结构处于

“有名无实” 状态 ,与上述位移输入模型自身改进

方法是殊途同归 ,而不同的是它无需输入地面运动

速度时程 ,可降低计算量 。此外 ,还保证了原结构的

动力特性 、激励输入以及 ma 的作用不被改变。此

时 ,子结构的反应与原结构相同。

4.2　AMCE法理论说明

4.1节提出 AMCE法 ,并从物理角度进行了分

析。[ 1] , [ 3] 和 [ 4] 显然成立 ,本节只对 3.1中 [ 2]

给出理论说明 。

考虑新结构无阻尼自由振动平衡方程:

M tt M ts

Ms t Mss

X
··
r
t

X
··
r
s

+
K tt K ts

Kst -Kst +KA

X
r
t

X
r
s

=
0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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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MCE法模型的建立及其图解

Fig.8　Model es tablis hment adopting AMCE method and illu st ration

图 9　采用不同输入模型计算 E1 剪力比较

Fig.9 Com parision of E1 shear force for dif feren t input model

式中 Xr t(s) ,X
·

rt(s)和 X
··

rt(s)为新结构中节点相对地

面的位移 ,速度和加速度列向量 ,其中下标 t和 s分

别表示新结构中原结构对应的非支座和支座节点 。

令 X
r
t =Ate

iωt , Xr
s =As eiωt =0 ,由于 KA 足够

大使得 As =0 。此时 ,式(22)上式展开为

(-ω
2
M tt +Ktt)At =0 (23)

上式是数学意义上的齐次方程组 ,是物理意义上的

原结构无阻尼自由振动平衡方程。因此 ,可认为采

用 AMCE 方法建立的计算模型 ,其自振特性的实

质体现同于原结构。换言之 ,原结构自振特性未被

改变 。

5　AMCE法的算例验证

本节对图 2算例采用 AMCE 法数值建模 ,并

采用位移输入模型分析 ,将其计算结果与采用一致

加速度模型对原结构计算结果相比较 ,以验证这一

方法的计算精度 。

AMCE属性:长(宽)和高分别为L =W =3 m ,

h =0.1 , E =2.0e11 Pa ,以保证其刚度足够大 ,同

时赋予新结构对应的原结构支座节点 S1 , S2 和 S3

的质量为零 ,计算得到自振周期见表 2 。从保留的

有效数字可看出 ,计算结果与表 1 完全相同 ,说明

赋予AMCE刚度满足要求 。四种工况 , E1剪力时程

如图 9所示 ,最值比较见表 3。容易看出 ,曲线几乎

重合 ,最值相差不超过千分之二 ,说明 AMCE法具

有令人满意的计算精度 。

表 2　AMCE 法建立的新结构自振周期

T ab.2　Natural vibtation period of the new

st ruture adopting AMCE me thod

C1(2 、3)单元

等分数 n
2 8 64 128 256

自振周期

T1/ T2(S)
0.526/ 0.063 0.524/0.058 0.524/0.058 0.524/0.058 0.524/0.058

表 3　采用不同输入模型对新结构和原结构

计算 E1 剪力最值比较

Tab.3　Comparision of E1 force for new st ructure

and original st ructure adopting dif ferent input model

工况 输入模型 E1 剪力(N)/ 时刻(s) 误差(%)

a

b
n = 64

acc

dis(AMCE)

14656.15/ 9.06

14674.42/ 9.06
0.125

c

d
n = 256

acc

dis(AMCE)

14656.19/ 9.06

14674.43/ 9.06
0.124

6　进一步说明

在此 ,有必要作几点解释:(1)文献[ 9 ,11 ,16]

明确指出 ,只选取质量或刚度阻尼将导致与结构振

型阻尼比大体相同这一实验结果不一致。因此 ,若

不采用刚度而只采用质量阻尼而避免 βK tsEx
·
g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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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方法受到限制;(2)文中对动反应 XI 视为有

X r , Xα和 Xβ 三部分组成 ,进而将式(13)可分解为

式(14),(15)和(16),是需要结构处于线性范围作

为前提条件的 ,而之所以如此分析 ,只为更便于理

解和解释 。(3)βK tsEx
·
g 始终与结构底部单元刚度

相关 ,若不赋予地面运动过程中 Xs = Xs
1
这一条

件 , Xs与X s
1
会存在差异 βEx

·
g ,从而在理论上不能

保证输入到子结构的激励仍为地面运动 。

7　结 　语

(1)首先分析了当前位移输入模型中存在的

不容忽视的问题 ,进而明确指出了 βK tsEx
·
g 项会导

致结构底部单元内力(如剪力)的不稳定性与不合

理性 。

(2)为解决上述问题 ,提出了 AMCE 解决方

法。该方法不仅物理概念清晰 、实用易行 ,而且具有

足够的计算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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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inherent in displacement input model for calculating

structural responses under earthquake ground motion and

an effective solution method called AMCE

LIU Guo-huan
＊
, 　LI Hong-nan , 　GUO　Wei

(Schoo l o f Civil & Hydraulic Eng ineering , Dalian Univer sity o f Technolog y , Dalian 116024 , China)

Abstract:An ef fective method called Appended M assless Constraint Element(AMCE)method is presen-

ted and proposed , which is adopted to set t le the problem , easy but not to be neglected , inherent in the

displacement input model fo r calculating the structural re sponse s under earthquake-induced g round mo-

tion.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tensiv e analy sis of the displacement input model in this pape r , i t

points out explicit ly that there is the unstabili ty and ex t reme irrationali ty of the calculat ion results w hi le

adopting the displacement input model.To solv e the problem , the RMCE me thod is presented.Then ,

the rat ionali ty and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re further verified.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numer-

ical results demonst rate that the proposed me thod is simple , feasible and po ssesses high accuracy .

Key words:Rigid M assless Const raint Element;ear thquake-induced g round mo tion;displacement input

model

(上接第 861页)

Solution to free vibration of Euler beam and girder

system with Element-Free Galerkin method

WU Chen＊1 , 　ZHOU Rui-zhong2

(1.Depar tment o f Civil Engineering , Fujian Univer sity o f Techno log y , Fuzhou 350007 , China;

2.Schoo l o f Civil Eng ineering , Fuzhou Univer sity , Fuzhou 350002 , China)

Abstract:Generalized moving least square method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 f a new Element-Free G aler-

kin (EFG)double-variable appro ximat ion.Def lection and ang le of rotation are both considered in the

new me thod.Mass matrix and stif fness matrix of Euler beam are established w ith EFG and free vibra-

tion is analyzed.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Euler beams wi th dif ferent boundary condi tions are cal-

culated.It indicated that double-variable approximation has smaller interpolation erro r than single-varia-

ble approximation , and i t is more accura te than FEM of higher-orde r modes.With trial method , scale o f

inf luence radius is discussed and then 3.5 is regarded as it s reasonable values.Based on Euler beam , f ree

vibration of girder sy stem is calculated wi th EFG and the accuracy in complex model is show n.

Key words:Element-Free Galerkin M ethod;Euler beam ;g irder sy stem ;f ree vibration;scale mul ti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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