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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的梁式转换层结构设计探讨
戴玉兵

安徽省金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安徽六安

转换层在建筑中属于一个特殊的架构，属于不同架构方式相互之间的连接点，也是上部架构的基础所在，对于下部架构起
到封顶的作用，在整个建筑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论文主要针对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工作中的梁式转换层结构设计进
行分析，然后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梁式转换层的结构设计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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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物中楼层上平面、下平面在应用层面具备不同的

功能，因此，在设计架构时会选取不同类型，通过对楼层在

架构方面进行转变，此楼层起到的就是转换层的效果。转换

层自身具备受力清晰、成本低、传力直接等优势，所以目前

在建筑工程作业中，属于应用最多的一种垂直转换架构。因

此，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工作中，对梁式转换层的结构设计

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以及研究，能够提升高层建筑的质量以及

应用性能，促进高层建筑在未来实现长远发展。

2 转换层主要架构的特征以及梁式转换层设

计原则

2.1 各种转换层的主要形式以及特征

桁架传递架构传输性能相对较强，可以让力传递的方

式得到有效明确，而且对于管道在设置、开启方面便捷性相

对较强，区域、大小也具备极强的灵活性，转换层空间也能

够实现最大化的运用。但侧向刚度、权重比传递梁相对较小，

所以对地震的反应远远小于转换梁形式的高层建筑。

梁式转换结构应用分析框架结构，传动性能极好，传

动方式直观、清晰，结构计算便捷，工作能力强，可靠性高，

结构相对比较简单，施工比较便利。但转换梁跨度相对比较

大，对于转换梁截面需求也更大，从而导致质量以及侧向刚

度随之加大，所以对于地震会有更加强烈的反应。

2.2 高层建筑中梁式转换层设计的具体原则

带有转换层的高层建筑架构，在体系方面极其复杂，

而且对于抗震性能的提升也会起到不利效果。在总体架构设

计工作时，尤其是抗震工作设计期间，需要严格遵守如下原

则：第一，要应用直接力，尽量防止出现多次转换的现象。

在传输层上、下主体的区域，需要保持垂直方向向上，水平

方向在传输时的架构需要直接进行传输。在设计期间，需要

着重针对转换层主要架构的下部予以强化，对主体架构中的

整体结构上部予以弱化，让刚度、变形的上部以及下部二者

之间可以尽最大可能维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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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工作中梁式转换层的结

构设计分析

3.1 转换梁截面的设计

转换梁截面在设计时选取的方式，与受力性能、转换

层自身的方式息息相关。

转换梁截面托柱形式的设计

当转换梁对上部的普通框架起到承载效果时，在转换

梁经常应用的截面尺寸数值内，转换梁在受力层面与普通梁

基本无差异，可以按照普通梁在截面设计中的具体方法，对

配筋展开合理计算。

转换梁截面托墙形式的设计

转换梁承托的上部墙体如果是满跨且没有开洞的状况

下，转换梁、上部墙体二者之间共同进行工作，受力特点、

破坏形式主要呈现出深梁，此时转换梁截面在设计时采取的

方法，应该是应力截面设计或者深梁截面设计的方法，而且

针对纵向钢筋在计算时，需要沿着全梁高在适当的位置进行

合理布设。

3.2 设计转换层架构的部件

转换层架构不单是竖向层面的刚度，容易在转换层周

围出现突变显现，还需要对竖向的抗侧力部件在不连续性方

面予以关注，让架构传力方式在转换层、周围位置出现突变，

在强震的作用之下容易出现薄弱区域。对于转换层以及附近

层架构的部件进行合理强化，其中主要包含：转换层上下两

层的楼板、落地墙、转换梁、转换柱等部件，让水平剪力在

传递过程中的有效性得到保证，同时，需要让结构底层在强

震作用下有充足的延展性 [1]。

3.3 转换梁设计工作的要点

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转换梁以及转换柱的截面中线

需要重合；第二，转换梁截面的高度，要高于计算跨度的八

分之一。框支梁截面宽度应该低于框支柱方向的具体截面

宽度，而且要高于上墙体截面实际厚度的两倍以上以及四百

毫米的较大数值；第三，拖柱转换梁需要沿着腹板的高度，

对于腰筋进行合理配置，要求直径高于 12毫米，间距低于

200毫米；第四，转换梁的纵向钢筋接头需要应用机械连接

的方式，相同连接区域内部的内接头钢筋截面的具体面积，

需要低于所有纵筋截面整体面积的 50%，接头区域需要与

上头墙体受力较大区域、梁上托柱区域、开洞区域保持较远

的间隔；第五，转换梁不应该开洞，如果一定要开洞，洞口

边缘距离支座柱边缘的数值，要大于梁截面的具体高度。

3.4 转换梁在计算时的具体要求

第一，转换梁的承载力通常情况下，是由斜截面的受

剪裁力进行控制，而此力通常情况下，是由箍筋、混凝土来

共同承担。第二，转换梁的正截面，在受弯承载力计算层面

与普通梁没有差异。第三，因为上部荷载作用区域、荷载作

用线，通常不会和梁截面的中心线产生重合，从而导致转

换梁出现扭矩的现象，而且梁在抗扭承载力方面相对不高，

所以在设计环节需要通过计算，对于抗扭承载力进行合理确

定，还需要在设计前期，尽最大可能让二者保持重合，如果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双向的转换梁，从而对扭矩起

到平衡的效果 [2]。

3.5 落地剪力墙设计工作的要点

第一，落地剪力墙所承载的地震倾覆力矩，需要高于

架构地震在倾覆过程中总力矩的 50%。第二，落地剪力墙

的洞口在位置布设时，需要在墙体的中间区域。第三，落地

剪力墙的具体间隔，在非抗震的情况下需要低于 36米；就

抗震角度进行设计时，底部框架的支层如果是一层、两层，

必须要低于 24米；底部框架支层如果是三层、高于三层时，

需要高于 20米。

3.6 转换层以及邻近楼层楼板之间设计工作的要点

第一，转换层楼板的具体厚度需要高于 180毫米，且

在布置时要求双向、双层，每层的每个方向在配筋方面要求

配筋率高于 0.25%，此外落地剪力墙的外部楼板不应该开洞。

第二，与转换层邻近的楼层楼板，也需要做出合理的强化。

3.7 转换层的抗震设计工作

高层架构中如果有转换层，那么沿着建筑物高度方向

的刚度，在均匀性层面会遭受极大的损伤，转换层架构竖向

的承载力部件会出现不连续、柱截面出现突变等现象，从而

致使传力路线发生曲折等状况，所以转换架构在抗震层面的

性能不高。其中，剪力墙底部、框支柱区域的具体强化，在

抗震等级方面需要按照最高标准进行提升，如果已经确定为

特一级，就不需要再次对其进行提升 [3]。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层建筑属于城市化建设、社会现代化发

展之下的时代产物，高层建筑由于自身在功能方面具有多元

化的特点，因此也就决定了架构自身具有极其复杂的特征，

对于转换层进行布设是让建筑在稳定性方面得到保证的一

个主要措施，因此需要对于转换层在设计方面进行深层次的

研究。在高层建筑架构中，对于梁氏转换层进行应用，能够

让建筑上下不同功能位置实现有效转换的效果，保证上下架

构在设计层面的均匀性，进而让建筑物在稳定性能方面得到

合理保障。

参考文献

刘忠莲.高层建筑梁式转换层结构设计[J].黑龙江科学,2021

(17):23.

涂冬冬.高层建筑转换层结构设计探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21

(24):244.

张得果.探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梁式转换层结构设计[J].智能城

市,2021(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