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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 is the premise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 high-rise residential engineering,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design level and construction level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residential con-
structi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design points of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and induction, 
and explores how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
na’s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desig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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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要点及优化　
陈波　

南充绿地申川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

设计是建筑建设的前提，在高层住宅工程中，建筑结构设计是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国高层住宅建筑设计水平与施工水平都
有了显著进步，住宅施工质量与效率有了很大提升，但与此同时也在存有一些问题。基于此，论文运用调查法、文献法、归
纳总结法对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要点进行分析，并就如何优化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展开探析，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高层
住宅建筑设计技术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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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高层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各城市中的一大主要的

建筑形式，这类建筑在缓解城市用地紧缺、解决居民办公居

住需求等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与中低层建筑相比，高层

建筑规模大、高度高，因而建筑结构也较为复杂，建筑设计

与施工难度均相对较大。下面结合实际，就高层住宅建筑结

构设计问题做以下具体分析。

2 高层住宅结构体系

目前中国各地的高层建筑普遍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

构，结构体系多采用框架剪力墙、剪力墙等。下面就这两种

结构体系做简要分析。

2.1 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

建筑框架剪力墙结构由两大部分构成，分别是框架与剪

力墙。在整个结构体系中，剪力墙主要承受水平荷载，框架

主要承受竖向荷载，框架与剪力墙分工明确，受力合理，有

效维护了建筑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因此，框架剪力墙结构目

前在高层建筑中应用的比较广泛，中国各地 25 层以下的建筑

物多使用该种结构体系 [1]。

2.2 剪力墙结构体系

剪力墙结构体系使用的是钢筋混凝土墙板，在高层建筑

中，使用钢筋混凝土墙板代替框架结构中的梁柱，使建筑有

较好的抗震能力、抗荷载能力，让建筑结构相对稳定（见图 1）。

研究与实践证明，剪力墙结构体系的刚度要大于框架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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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因此其的适用范围也更广。框架剪力墙结构多适用于

25 层以下的建筑，而剪力墙可以用于 40 层以下的高层建筑 [2]。

图 1 剪力墙结构图

3 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要点

3.1 结构体系设计

相较于中低层住宅建筑，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难度要

更大。这是因为，当建筑高度越大时，其的受力也就更加复杂，

进行结构设计时考虑的因素就更多。研究表明，高层住宅建

筑不仅受到水平荷载与竖向荷载的共同作用，而且侧向位移

也会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建筑侧向位移过大时，

建筑底部弯矩也就会超出正常范围，进而导致建筑的安全性

与稳定性大大降低 [3]。因此，在进行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时，

必须基于专业知识，结合建筑所在环境特征综合考虑建筑受

力情况，建立与之对应的结构刚度体系，从而保证建筑结构

的安全稳定。进行结构设计时，要严格遵循简单、对称、平

面规则等原则进行布置，要避免出现平面形状不规则的情况。

这是因为，当建筑平面形状不规则，那么建筑结构产生扭转

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在设计结构体系时，应合理控制剪力墙

数量，尽量减少剪力墙结构的布置，可选用大开间的剪力墙

结构布置方案。设计时对楼层间的剪力系数进行控制，不能

使其超出规范的极限范围。设计时调整剪力墙结构连续跨高

比，将该指标控制在 2.5。

3.2 高宽比控制

高层住宅建筑体形庞大，一些复杂部位难以进行精确计

算，因此在进行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时，一方面要根据建

筑高度科学选择合适的结构体系，另一方面还需要运用概念

设计进行精准分析。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应当准确把握以下要点：

①建筑的高宽比影响建筑结构的侧向变形能力，当建

筑高宽比增大时，结构侧向变形能力也就会越强，进而倾覆

力矩会更大。因此，在设计过程中要对建筑的高宽比做合理

限制 [4]。在高层建筑结构中，高宽比是可以作为一个宏观控

制指标来对结构形体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在建筑形体要求特

定的情况下，当高宽比指标与限值接近或超过限值，就应当

结合剪重比、层间位移角等对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同时为

了使建筑结构的高宽比合理，就可在设计阶段对建筑层间位

移角进行控制，使层间位移角与规范最低要求相比有一定的

余量。

②在设计时对建筑结构的稳定性、整体的抗倾覆性进行

验算，根据验算结果控制基础边缘确保不会出现负应力。在

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建筑结构的抗侧构件刚度做适

当的加强，使结构剪重比指标合理。

3.3 抗侧力体系布置

在进行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好建筑抗震减

震问题，要能通过优化建筑平面设计、刚度设计等提高建筑

抗震能力，减少地震对建筑的损害。研究与实践证明，对于

高层住宅建筑来说，如果建筑结构的刚度不够均匀、平面布

置不够合理、屋顶存在局部突出或者是高低错层连接、建筑

高度方向刚度突变，那么均会导致建筑抗震减震的能力降低。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要能够根据高层住宅建筑的体积、高度、

形态等特征采取有效措施对抗侧力体系进行控制。具体来说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能做到以下几点：

①进行建筑平面布置时，要尽可能对称布置，减少平面

形状复杂、不规则、不对称等情况。

②在设计过程中要合理控制建筑结构刚度中心与水平力

作用点的关系，避免出现较大的偏心距 [5]。

3.4 竖向结构布置

在设计高层住宅建筑的竖向结构时，一般是要遵循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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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均匀的原则，不能出现刚度突变，要全面保证结构的稳

定性与安全性。设计人员在布置竖向结构时，要提前对一些

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考虑并做好预防。如结合实践经验可知，

在结构竖向布置环节极有可能出现薄弱层，从而导致结构整

体的稳定性降低。基于此，在设计时就要使竖向刚度由上到

下均匀、连续变化，避免出现突变。除了刚度突变外，在竖

向结构布置环节也容易出现“鞭梢效应”，设计人员也需做

好预防与处理。对高层住宅建筑的震害做深入分析可知，建

筑结构上的薄弱层、刚度突变的部位等都是非常容易出现震

害的地方，在设计过程中就需要通过调整或优化结构来提升

建筑整体的抗震性，如对某高层住宅建筑，底部采用框架剪

力墙结构体系，在建筑四五层时使用梁式结构进行转换，以

此提升建筑整体的抗震能力 [6]。

3.5 地基基础设计

地基基础设计也是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中的一部分

重要内容，地基基础设计质量会对建筑整体的稳定性、耐

久性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必须提高重视。在进行基础部分

的设计时，一是要通过全面的勘察掌握该地水文地质条件，

了解土壤类型特征，提前发现一些不利于建筑施工的因素，

如软土层等，并做好处理，从根本上提高建筑结构的稳定性。

二是在设计时要根据当地实际的土壤、岩层条件来合理选

择深基坑支护结构，防止建筑基础部分出现变形、沉陷等

问题。

3.6 地下室设计

地下室设计是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中的重点与难点，

在设计时一定要高度树立质量意识与安全意识，结合工程实

际情况做好地下室防渗漏、抗浮设计等各项工作，确保地下

室在建成后能正常使用。高层住宅建筑的地下室工程一般具

有层数多、结构长等特点，因此可尝试采用预应力无梁楼盖，

对地下室负一层顶板使用具有粘结预应力砼无梁楼盖，其余

部分采用无粘结预应力砼无梁楼盖。这一设计方案的优点是，

能减少地下室开挖深度，减少工作量并降低施工难度与施

工成本，同时也能对地下室混凝土裂缝问题进行预防（地下

室混凝土裂缝问题一般是由地下室超长结构的混凝土收缩引

起）。除此之外，为保证地下室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要对地

下室底板采取抗浮措施，可以采用抗浮锚杆来解决地下室抗

浮需求。

4 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优化措施

4.1 建筑结构耐久性优化

在进行高层住宅结构设计时，一些设计人员容易忽视结

构的耐久性优化问题，导致建筑难以达到规定的使用年限，

不仅造成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也使居住者的人生安全

与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在设计活动中必须要做好建

筑结构耐久性优化设计。

①设计时要对建筑所在的环境做全面的勘察与分析，明

确环境中对建筑不利的因素，然后有效规避，将外部环境对

建筑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②在设计过程中要能科学处理建筑受力、建筑高度与水

平位移等要素，要保证建筑结构受力均匀，安全稳定。在设

计阶段，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均衡建筑主体、裙房以及顶部

的尺度关系，使建筑能较好的融入到环境中。设计时，要能

树立整体性思想，通过对建筑高度、体积、结构布局等的优

化有效提升建筑结构的耐久性。

4.2 结构细部优化设计

在进行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时，不仅要做好建筑结构

的整体设计，而且要对各细部进行优化，如在设计现浇板时，

要从安全性、经济性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在确保建筑结构安

全稳定的基础上将异形板划分为矩形板，通过这样的调整让

建筑结构的受力更加合理，也让拐角部位不易出现裂缝。在

设计底框梁箍筋时，可从环保、经济等角度考虑将冷轧带肋

钢筋运用到高层住宅建筑结构中，这样既能降低施工难度，

也能减少材料投入与成本支出，从而让整体的设计效果更为

理想。

4.3 建筑剪力墙优化设计

在进行剪力墙设计时，最主要的点是把握好结构中的连

梁。结合以往经验可知，在设计剪力墙时经常会出现连梁钢

度增大的情况，而当连梁刚度增大时，在地震作用下剪力墙

结构所需要承担的作用力也会增大，这不利于建筑结构的稳

定。因此，在设计时可将建筑中的连梁设计为刚度与截面较

小的弱连梁，以此优化整体的设计效果。

4.4 建筑抗震设计优化

抗震设计是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抗震设计质量直接关系到建筑使用安全与人员安全。为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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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要加大对建筑抗震能力的研究。传统

的结构抗震设计主要是利用主体结构的刚度来抵抗地震波的

冲击。这种技术方法容易导致建筑主体结构受损，从而使建

筑可用年限缩短。因此，建议在设计时可通过运用现代化技

术手段来提升超高层建筑的抗震性能，如在建筑中安装消能

装置，利用消能装置削减地震冲击力以实现对建筑主体结构

的保护。此外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要能严格依据《建筑结构抗

震设计规范》《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的相关规定与

要求进行，确保建筑有较强的抗震能力。在具体的设计活动

中设计人员还需要按照“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压弱拉”

的原则进行设计，确保建筑结构有较高的稳定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高层住宅建筑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知识性与专业性，技术难度较大。在进行高层住宅建筑结构

设计时，要能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依据国家相关规范与标准，

科学做好建筑结构体系、抗侧力体系以及基础工程等的设计，

全面保证高层建筑结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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