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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进步以及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高层建筑施工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框架剪力墙结构作

为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常用结构形式,尤其是近几年,框架剪力墙结构早已广泛的运用到现代高层商业、办公以及住宅建筑的

设计当中。新时期新背景下,加强对于高层建筑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研究高层建筑框

架剪力墙结构设计问题,针对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思路。 

[关键词] 高层建筑；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应用 

 

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是指把框架和剪力墙两种结构共

同组合在一起形成的结构体系。房屋的竖向荷载分别由框架

和剪力墙共同承担,而水平作用主要由抗侧刚度较大的剪力

墙承担。这种结构既具有框架结构布置灵活、使用方便的特

点,又有较大的刚度和较强的抗震能力。 

1 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受力特点 

由梁柱线性杆件组成的框架其受力特点如竖向悬臂剪

切梁,剪力墙是竖向悬臂弯曲结构,框架和剪力墙二者通过

楼扳连接在一起,在下部楼层,因为剪力墙位移小。它拉着框

架变形.使剪力墙承担了大部分剪力；上部楼层则相反,剪力

墙的位移越来越大,而框架的变形反而小。框架除承担水平

力作用下的那部分剪力外,还要负担拉回剪力墙的附加剪力,

框架与剪力墙相互作用.共同工作。 

从受力特点看,由于框剪结构中的剪力墙侧向刚度比框

架的侧向刚度大得多,使框剪结构在水平力作用下所分配的

楼层剪力.剪力墙分配到的剪力远大于框架,这使得各层梁

柱的弯矩比较接近,按框剪结构协同工作计算内力,有利于

减小梁柱规格.便于施工抗震设计时,两种结构形式可以组

成抗震的两道防线。 

2 高层建筑剪力墙设计原则 

2.1 高层建筑剪力墙布置原则 

高层建筑剪力墙的布置是沿着主轴方向或者其他某一

方向进行双向布置,在同一平面内剪力墙的布置要保持均

衡。高层建筑剪力墙的高与宽通常尺寸都比较大,厚度又较

薄,在墙体受力方面受到水平剪力、弯矩、竖向压力。高层

建筑的剪力墙需要具有抗震、抗风载的能力,所以其结构需 

 

边板和次边板,故超载重车对梁板的伤害不容忽视。 

5.3 路线位于长下坡路段,汽车冲击荷载加剧结构损坏 

该高速下行线位于长下坡路段且部分桥面的不平整,车

辆在长下坡路段行驶时,难免发生刹车制动,特别是重载、超

载车辆的频繁制动,加之部分桥面不平整,导致桥梁产生较

大冲击振动,加剧了桥梁裂缝的发展。 

6 结束语 

通过对该高速交通量增长情况、超载车辆情况、现有空

心板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验算等的分析,分析认为该高速空

心板病害主要由内因和外因两方面产生：内因主要为：结构

设计年代较早,按原有设计规范设计荷载等级偏低,难以满

足现有交通的承载水平,空心板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均不满足

现有规范要求[8]。外因主要为：交通量的急剧增长,超载车

辆的快速增多,使得荷载效应大于桥梁设计承载力,导致产

生结构受力裂缝。路线位于长下坡路段,车辆荷载的频繁制

动及部分桥面的不平整使桥梁产生较大的冲击荷载,加剧桥

梁裂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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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非弹性变形和避免脆性剪力断裂,剪力墙的设计类型

可以尽量采用延性弯曲型。 

2.2 一般设计原则 

剪力墙结构在建筑中主要承担竖直方向重力与水平方

向荷载,剪力墙结构的设计既要安全合理,又要考虑经济问

题。设计过程中,各种位移限制值都要满足,结构构件中抗侧

力构件的作用也要充分考虑到。设计时,剪力墙的数量也要

满足位移限制值相关规范的要求,数量应该尽量少,但又不

能影响基本振犁的要求。建筑中剪力墙结构所承受的倾覆力

矩应不小于总数的一半。 

2.3 调整楼层间 大位移与层高之比方面的原则 

规范规定的 大的楼层间的位移在计算的时候,如果楼

层地区地震比较频繁,所用的标准值产生的楼层计算可以保

留在结构的整体弯曲变形,应该计入扭转变形在以弯曲变形

为主的高层建筑中。高层建筑重点考虑的方面就是楼层间的

扭转和剪力变形。结构的剪切变形由竖向构建的数量决定着,

在建设施工中,有足够多数量的构件还是远远不够的,更要

考虑构建的布局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就会产生过大的扭

转变形,楼层间的位移就达不到要求。因此,对于高层建筑而

言,不能只是以楼层间的位移来确定竖向构件的刚度,而应

该尽量减小扭转变形。 

2.4 调整楼层 小剪力系数方面的原则 

设计中剪力墙结构的布置要尽量减小,大开间的剪力墙

结构布置是 好的设计方案,侧向刚度结构可以达到较为理

想的状态。楼层间的剪力系数尽量小,但不能超出规范的极

限范围,短肢剪力墙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于整体总底部承受

的地震倾覆力比要小于或等于 1:4,这样既可以减轻结构自

重,同时降低了地震带来的危害又可以节约用费。 

3 剪力墙结构计算和设计的优化的措施 

3.1 剪力墙结构计算方面的优化 

3.1.1 楼层 小剪力系数的调整原则。在满足短肢剪力

墙承受的第一振型底部地震倾覆力矩占结构总底部地震倾

覆力矩不超过40%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剪力墙的布置,以大

开间剪力墙布置方案为目标,使结构具有适宜的侧向刚度使

楼层 小剪力系数接近规范限值,这样能够减轻结构自重,

有效减小地震作用的输入同时降低工程造价。 

3.1.2 楼层 大层间 大位移与层高之比的调整原则。

规范规定在计算多地震作用的楼层 大层间位移时,以楼间

弯曲变形为主,计入扭转变形,可不扣除结构整体弯曲变形,

因此,对于高层建筑应尽可能扭转变形 小,但又不能仅根

据这些层间位移不够,不加分析地增加竖向构件的刚度。在

实际工程设计中,有些设计人员一看到某一方向层间位移不

能满足规范要求,就不断地增加该项的侧向刚度,此举虽然

可以解决问题,但应该注意此时结构的剪重比,若与规范限

制接近则可行,若剪重比已经较大,则不应一味地增加也要

学会减小对应一侧的结构刚度,使其剪重比减小,地震作用

减小,同样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3.2 剪力墙结构设计方面的优化 

3.2.1 剪力墙墙肢截面宜简单、规则。剪力墙的竖向刚

度应均 ,剪力墙的门窗洞口宜上下对齐,成列布置,形成明

确的墙肢和连梁。应力分布比较规则,又与当前普遍应用的

计算简图较为符合,设计结果安全可靠。宜避免使墙肢刚度

相差悬殊的洞口设置,当剪力墙的洞口布置出现错洞,叠合

错洞时,墙内配筋应构成框架形式。 

3.2.2 剪力墙的特点是平面内刚度及承重力大,而平面

外刚度及承载力都相对很小,应控制剪力墙平面外的弯矩,

保证剪力墙平面外的稳定性。当剪力墙墙肢与其平面外方向

的楼面梁连接时,应采取足够的措施减少梁端部弯矩对墙的

不利影响。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层建筑框架剪力墙的结构设计中,必须

要注重每一个设计的环节,从高层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出发,

采取更加有效的设计方案,提高设计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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