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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CAD (2024 版)更新说明 

 
SFCAD网架结构分析设计软件自2021年7月份升级至2021版以来，前后做过几

次更新，现把版本号正式更改为2024版，并把所有更新内容按菜单选项的顺序统一

做个更新说明。 

 

 

1.<文件> 

1.1<插入> 

文件插入另一个网架模型时，增加了杆件信息的插入，包括截面规格和杆件内

力，不需再做一次包络处理。 

1.2<导入> 

1.2.1 优化了导入DWG文件算法，可自动合并线段端点至圆心节点处。 

1.2.2 更新了3D3S、Midas等软件数据的版本，使导入数据的完整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1.3<输出> 

1.3.1 在<输出为 Acad 3D.dwg文件>时，所有用户均可规定三维线模的分层原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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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 

 

 

 

 

 

 

1.3.2 增加了<输出为3D3S.3d3s文件>选项，生成的数据可直接在3D3S软件计算分析。

本模块需有偿增加。 

2．<视图>  

（未修改）  

3．<修改>  

3.1 <绝对移动> 

将默认的移动方向设置为上一次移动方向。 

3.2 <线性缩放> 

增加了线性缩放功能，该操作可对模型按

线性变化的比例进行缩放，当命令执行时若有

节点被选中，则操作在选中的点中进行，否则，

将对全部节点进行缩放处理。 

 

点击<线性缩放>命令，将依次弹出以下对话窗，分别输入Y向与Z项的缩放比例， 

程序将按节点的X坐标进行插值计算，求得Y向与Z向的缩放比例，并以坐标原点为

中心对节点进行缩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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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前后的模型对比如下： 

 

 

 

 

 

 

 

 

 

缩放前网架平面                      缩放后网架平面 

 

4．<辅助工具>  

4.1 <平板展成圆锥> 

功能：将平板网架变换为圆锥或圆台网架， 

其中，当原点（0，0，0）处存在节点时为 

圆锥，否则为圆台。 

操作方法： 

选择 X-Y 视图，点击<辅助工具> 

下的<平板展成圆锥>，输入圆锥 

或圆台高度即可完成转换。这里 

的高度是指基准面（Z=0处）提升 

的高度。 

 

4.2 <平立面转三维模型> 

功能：由Acad DWG文件导入的二维平、立面转

换成三维模型，本功能最适合的使用场景为复

杂的双曲面网壳结构进行逆向建模。 

操作方法： 

⚫ 将平面图、正立面图、侧立面合并到一张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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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删除多余图元，只保留节点圆与杆件直线，将图另存为2000版的dwg文件； 

⚫ 用SFCAD导入DWG功能生成一个Z坐标值均为0的模型，平、立面图无需对齐，如下图

所示： 

 

 

 

 

 

 

 

 

 

 

 

 

 

 

 

 

 

 

          X-Y平面视图 

 

 

 

 

                           X-Z平面视图 

⚫ 将平面图部分节点的固定球径设置为1，正立面部分节点设置为2，侧立面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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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平立剖面转三维模型>辅助工具，即可将平面图部分节点的Z坐标转换成实际

的Z坐标值，如下图所示： 

 

 

 

 

 

 

 

 

 

 

 

 

 

 

 

 

 

 

        X-Y平面视图 

 

 

 

 

 

 

 

        X-Z平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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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Z平面视图 

⚫ 若重叠节点较多，有可能转换有误，此时需要手工做一些节点移动处理； 

⚫ 删除正立面、侧立面节点，保存模型数据即完成二维到三维的转换。 

本模块需有偿增加。 

4.3 <球杆分批统计> 

增加了<球杆分批统计>对螺栓、套筒、封板、锥头的统计，统计结果可见生成

的文本文件尾部,并可利用绘制其他表格工具进行施工图绘制，见<制图>部分。 

4.4 <导入详图球杆信息> 

导入详图球杆信息，选择网架设计软件增加了3D3S选项，解决了焊接球因用数

字编号而不能导入问题，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此外，详图文件的图形单位由原来的mm优化为现在的mm或m，但坐标原点仍需

设置在相同位置。在导入墙面网架球杆信息时，不再需要将墙面网架旋转至X-Y平

面进行操作，升级后只需将视图转换到与详图一致的方向即可。 

4.5 <寻找可利用的球杆> 

菜单<辅助工具>的 

<其他>下中增加了 

<寻找可利用的球杆>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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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架已加工或部分加工，发现设计有重大错误，大量杆件和螺栓球需要修改，

或希望从曾经报废的工程中找出可利用的杆件与螺栓球时，可利用本功能轻松完成

寻找工作。 

您需要做的只是提供前后两次的设计数据(只能是SFCAD软件设计的数据)、需

要加工的球杆统计表、以及可利用的球杆统计表，然后告诉软件您的需求，软件将

为您寻找出所有可利用或修改的杆件和螺栓球。 

点击命令，弹出如下对话窗： 

 

输入相应选项后点击<确定>，程序会弹出打开文件的对话框，此时请按对话框

左上角提示的内容，按序打开“需要加工的球杆统计表”、“已加工的球杆统计表”、

“需要加工的网架详图数据”、“已加工的网架详图数据”，其中前两个数据是通

过<球杆分批统计>工具生成的.txt文本文件，后两个数据则是网架完成节点设计后

生成的.nbt文件，文件提供完毕，软件开始统计球、杆及配件的详细信息，最终弹

出窗口显示统计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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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为6个后缀为txt的文本文件，这些文件均可用<生成其他表格>工具

进行绘制，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 《统计结果-修改编号的球杆表.txt》 

该统计表列出的是前后两次设计相同的杆件与螺栓球，需要处理的只是修改杆

件和球的编号，图表形式如下： 

 

杆件表备注栏为已加工杆件的编号和下料长度，以空格分隔，例如表中序号1

杆件，需要将编号1A修改为1F，其中1F为需要加工的杆件编号，1A为已加工的杆件

编号。 

 

球表备注栏为已加工螺栓球的编号，例如序号7螺栓球，需要将编号C1修改为

C4,其中C4为需要加工的螺栓球编号，C1为已加工的螺栓球编号。 

⚫ 《统计结果-修改一端的杆件表.txt》 

该统计表列出的是前后两次设计截面和螺栓相同但长度需要改短的杆件，加工

时只需将一端的封板或锥头切除，根据需要加工的杆件长度进行改制，图表形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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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表备注栏为已加工杆件的编号和下料长度，以空格分隔，例如表中序号2

杆件编号1A的杆件，采用已加工好的1G杆件修改，又如序号6、7、8杆件编号均为

1G，采用已加工好1G、1F、1D三种杆件修改。 

⚫ 《统计结果-修改两端的杆件表.txt》 

采用该方式修改的杆件，实际只用了已加工杆件的钢管，两端的封板或锥头均

应切除重焊，图表形式略。 

⚫ 《统计结果-修改螺栓孔的球表.txt》 

如果选择了螺栓变大螺栓球采取扩孔处理的方式改球，则程序会找出所有可以

改制的螺栓球，并统计出每个球需要修改的孔数，图表形式如下： 

 

球表备注栏为已加工螺栓球的编号和需要修改螺栓孔的孔数，以空格分隔。例

如序号1螺栓球B24,采用已加工的螺栓球B59进行改孔,需要扩孔的螺栓孔数为2个。 

⚫ 《统计结果-重新加工的球杆表.txt》 

该统计表列出的是需要重新加工的杆件、球、和配件的数量，图表形式略。 

⚫ 《统计结果-未被利用的球杆表.txt》 

该统计表列出的是已加工的球杆经挑选后剩余的数量，可被其他项目寻找利

用，图表形式略。 

该模块用户可根据需要有偿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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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层操作>  

（未修改）  

6．<节点>  

6.1 <从文件中读取节点号> 

修改了从文件中读取节点号的处理方式，当执行本操作时已选有节点，则程序

会自动弹出如下窗口： 

 

您可以按提供的三种方式进行选点，可操作性得到了较大提高。 

 

6.2 <赋支座条件> 

支座约束设置增加了<比例缩放>选项，程序会按输入的比例系数对选定支座的

弹簧刚度或已知位移值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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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设固定球径> 

软件对<设固定球径>的直径增加了一项内置规定，对小于50的固定球径只用于

标识节点，对节点设计时球径大小的计算不起任何作用。此设定可用于节点分组，

或用于按固定球径选点。 

 

7．<杆件>  

  在<杆件>菜单<其他选杆方式>下增加了<按内力范围筛选>和<按螺栓/套筒

应力比筛选>项，见下图： 

 

 

 

 

 

 

 

7.1 <按内力范围筛选> 

可按给定的内力大小选择杆件，若在执行操作时未选有杆件，则程序将在全部

杆件中筛选，否则会在已选定的杆件内进行筛选，本操作需在完成结构分析后进行。 

7.2 <按螺栓/套筒应力比筛选> 

可按螺栓或套筒的应力比选择杆件，若在执行操作时未选有杆件，则程序将在

全部杆件中筛选，否则会在已选定的杆件内进行筛选，当输入的应力比阈值>0时,

程序将按螺栓的应力比进行筛选，否则，将按套筒的应力比进行筛选。对话框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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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从文件中读取杆件号> 

修改了从文件中读取杆件号的处理方式，当执行本操作时已选有杆件，则程序

会自动弹出如下窗口： 

 

您可以按提供的三种方式进行选杆，可操作性得到了较大提高。 

7.4 <修改杆件截面> 

调整了修改杆件截面规格的输入方式，修改后可以按 n/+n/-n 三种方式输入，

其中，n为将所有选中杆件的截面号修改为n，+n表示将所有选中杆件的截面加大n

号，-n则表示将所有选中杆件的截面减小n号。 

 

8．<面操作>  

增加了面板设计功能，该功能可完成围护结构面板的设计工作。软件可按构造

要求计算出任意形状网架屋面或墙面的面板下料尺寸，并进行归类，统计出各种类

型面板的数量，并自动完成安装图的绘制。该模块可应用于玻璃采光顶或幕墙、金

属板、或其他复合装饰板的下料设计。软件在<面操作>菜单项下增加了<面板归类>、

<显示面板编号>、<显示面板型号>三项操作，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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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面板归类> 

点击<面板归类>，软件会弹出一对话窗，输入板边至中心线的距离，也即板缝

的一半，点击<OK>，再次弹出窗口输入板类型归并时的容差，程序将按面板的形状

与尺寸自动进行归类统计。 

 

 

 

 

 

 

 

以某工程为例，统计结果显示如下： 

 

 

 

 

 

 

 

生成的结果文件<*.slb>包含以下内容： 

 

⚫ 板边长理论计算尺寸(mm) 

  板号   型号   边长1   边长2   边长3   边长4   说明：边1、2、3...按逆时

针顺序排列 

     1     1    1045    1443    1296 

     2     2    1296    1443    1045 

     3     3    1279    1489    1371 

。。。。。。 

 

    23     8    1445    1046    1445    1050 

    24     9    1050    1050    1050    1050 

    25     8    1050    1445    1046    1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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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类型数 = 9   板边偏离中线 = 1(mm) 归类容差 = 1(mm) 

  型号   数量   边长1   边长2   边长3   边长4 

     1     4    1045    1443    1296 

     2     4    1296    1443    1045 

     3     4    1279    1489    1371 

。。。。。。 

 

     7     4    1330    1046    1372    1280 

     8     4    1445    1046    1445    1050 

     9     1    1050    1050    1050    1050 

。。。。。。 

 

⚫ 板边长实际加工尺寸(mm) 

  板号   型号   边长1   边长2   边长3   边长4   说明：边1、2、3...按逆时

针顺序排列 

     1     1    1045    1443    1296 

     2     2    1296    1443    1045 

     3     3    1279    1489    1371 

。。。。。。 

 

    23     8    1445    1046    1445    1050 

    24     9    1050    1050    1050    1050 

    25     8    1050    1445    1046    1445 

。。。。。。 

 

8.2 <显示面板编号> 

点击<显示面板编号>，屏幕显示的为已定义好的面板编号，此时进入<制图>界

面绘制<简图>，绘制的是板编号(序号)及中心尺寸图： 

 

 

 

 

 

 

 

 

 

 

         屏幕显示的板编号                 绘制的板编号图(理论计算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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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显示面板型号> 

点击<显示面板型号>，屏幕显示的为归并后的面板型号，此时进入<制图>界面

绘制<简图>，绘制的是面板型号及实际下料尺寸图： 

 

 

 

 

 

 

 

 

 

屏幕显示的板型号                 绘制的板详图(型号、加工尺寸) 

 

详图图例说明： 

 

 

 

 

 

该模块用户可根据需要有偿增加。 

 

9.<荷载>  

9.1 <直线增加吊车荷载> 

修改了直线增加吊车荷载的加载方式，由原来只复制一个荷载修改为现在的一

个工况。现通过以下例题来说明整个吊车荷载加载过程。 

某网架原有的荷载工况仅为1Z、2Z，现需沿着X方向增加10组吊车荷载，每组

（一个工况）存在X、Y、Z三个分量的吊车荷载，操作分二步，具体如下： 

⚫ 使用<修改荷载工况>工具增加1组吊车荷载3X、3Y、3Z，也即，将工况均修改为3，

方向分别设置为X、Y、Z，荷载名称可改为“吊车”，其中3X、3Y为吊车水平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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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下图所示： 

 

 

点击<OK>确认，再用<修改荷载值>工具将起始点各个方向的荷载值修改为需要

输入的吊车荷载。 

 

吊车起始点与终止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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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直线增加吊车荷载>工具进行复制增加，点击菜单命令，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所示： 

 

 

输入相应参数确认，程序会按指定方向增加需要增加的荷载组数，每组吊车各

个方向的荷载会同时增加，增加后的吊车荷载可通过<修改荷载工况>或荷载浏览表

查看，如下图所示： 

 

 

如果双轨吊需要考虑轮压大小变换的，则需要做以上相同的2次操作，不同的

只是把大小轮压的位置交换一下。 

10．<地震信息>  

（未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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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析设计>  

11.1 <内力分析> 

本次更新对结构全过程满应力优化分析程序做了一定的修改，在杆件截面优化

时做了更精细的计算，对比以往任何一个版本，网架用钢量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尤其是大型工程，优化效果是明显的。 

11.2 <节点设计> 

增加了螺栓球网架节点设计对固定螺栓文件(.bt2)的处理原则的选择，当程序

发现本项目存在.bt2文件时，会自动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设计人可根据需要选

择相应的处理方式，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说明如下： 

 

⚫ <不小于固定螺栓>表示螺栓规格按杆件内力配置，同时不小于.bt2文件中的该杆件

的螺栓规格； 

⚫ <按固定螺栓配置>表示螺栓规格按.bt2文件中的螺栓规格配置，但程序依旧会对配

置的螺栓进行强度复核，一旦发现存在应力比超限的螺栓，程序会弹出窗口予以提

示，设计人可通过<按螺栓/套筒应力比筛选>方式选定这些杆件进行查看，或绘制

螺栓/套筒应力比图。 

⚫ <忽略固定螺栓>表示螺栓规格配置时程序将忽略.bt2文件的存在。 

12．<看数据>  

（未修改）  

13．<制图>  

13.1 <选图幅> 

增加了大幅面画布4A0和8A0，对话框如下图所示，用户可工具项目规模大小选

择合适的画布，另外，将默认图幅由A1改成了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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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X-Y平面视图> 

增加了简图绘制的球杆选择，允许指定节点、或杆件进行信息输出。 

 

 

 

 

 

 

 

 

13.3 <材料表> 

修改了材料表绘制时杆件表和球表的绘制方式，当杆件或球的种类数达到一定

量值时，程序会弹出如下对话框，您只需输入每一表格绘制的行数和表格间距，程

序将一次自动绘制出全部的杆件表或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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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其他表> 

完善了分批统计表<螺栓 套筒分批统计表>和<封板 锥头分批统计表>的绘制。 

 

14.其他 

修改了自定义螺栓零件库对超大螺栓的限制，允许设计人采用自定义螺栓零件

库进行超大规格螺栓球节点网架设计。 

 

本次更新除四项注明有偿增加的模块外,其余均免费升级。 

关注微信公众号sfcad，可方便找到安装程序的下载链接，请大家自行下载安

装，软件在安装或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为您

提供帮助。 

 

 

 

                                    北京云汇光科技有限公司 王世俊 

2024年 10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