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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altitude cage is fast development because city’s land is expensive. The building has become the solution land insufficient only

means. Therefore high-altitude cage in the future dozens of years will only increase,but will not reduc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age is

expensive than Servicing. How to extend the life of high-altitude cage. This has become a new topic. This thesis study focuses on

how to extend the life of high-altitude cage. Will affect the life of a material and stress. This thesis use solid works software to make

mode. And use ANSY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static stress-strain and dynamic stress-strain. How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of the

same material. Do not need to replace the intensity high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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