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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结构材料强度高,塑性与韧性好,钢结构材质比较均匀,加工制造简单,施工周期不长,且钢结

构的重量比较轻,便于运输,能够减轻建筑自重,在建筑工程中具有明显优势。为了优化建筑钢结构设计,

应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设计,关注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优化建筑整体性能。 

[关键词] 钢结构；优点；建筑钢结构；设计思路 

中图分类号：TU-393.2  文献标识码：A 

 

近些年,建筑行业蓬勃发展,2019年

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报告显示,截止至

2019年底,建筑业企业数量达10万余,从

业人数5427万余,行业整体需求持续旺

盛,建筑形式不断更新,钢结构由于重量

轻、材料强度高、塑性好等优势,逐步在

建筑行业中推广应用,而且,这种新型材

料与结构的应用,符合当前国家住宅产

业化发展的要求,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建

设水平[1]。分析钢结构的优点,尤其是钢

结构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优势,在建筑

建设中引进钢结构,准确分析钢结构设

计的需求,明确建筑钢结构设计原则,明

晰其设计思路,关注建筑钢结构设计中

存在的问题,有利于钢结构在建筑行业

中的推广应用,有助于钢结构建筑设计、

施工体系的完善。 

1 钢结构的优点分析 

建筑形式的更新,一般源于新型建

筑材料的研发应用,钢结构的原材料为

建筑工程中常用的钢板,结构主要由热

轧型钢与薄壁型钢制造而成,与之前建

筑工程中常用的材料相比,优势显著,具

体如下： 

1.1材料强度高,塑性与韧性好 

在建筑工程中,常用的建筑材料有

木材、砖石材料、混凝土材料及钢结构,

相比较而言,钢结构材料强度更高,当前

建筑建设规模逐步扩大,需要使用到一

些跨度较大、荷载较高的构件或结构,

钢结构正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钢结构

强度比较高,应用钢材制作而成的构件

截面小,结构比较薄,同时还能够承受较

大的荷载,保证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同时,

由于钢结构塑性较好,即使结构承载的

负荷超过既定范围,也不会出现断裂的

情况,再加上钢结构韧性好,对于动力负

载适应性强,具备较强的呼吸能力与延

性,抗震性能得以优化,这也与当前建筑

工程抗震性能要求提升的趋势相符[2]。 

1.2钢结构材质比较均匀 

建筑工程设计需满足力学计算的假

定,而钢结构材质比较均匀,在一定应力

幅度内,钢材内部组织能够达到完全的

弹性,与力学计算假定的契合度较高。而

且,当前钢材冶炼、轧制技艺不断更新,

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能够实现对于钢材

质量的有效控制,最大限度降低钢结构

材质的波动范围。 

1.3钢结构的制造简单,施工周期

不长 

建筑钢结构所使用的原材料为成材,

加工制造程序简单,而且,当前钢结构加

工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如若钢结构

制作量比较大,还会在专业的机械化金

属结构厂进行加工,这样能够确保钢结

构的加工精确度。在进行钢结构建筑施

工时,可以直接应用螺栓连接构件,也可

以直接在地面上进行焊接与拼装,形成

大单元构件后,吊装至设计位置,施工效

率比较高,这样能够有效缩短施工周期,

降低建筑工程建设的成本投入,提升工

程建设的经济效益。 

1.4钢结构的重量比较轻 

在诸多建筑材料中,钢材的密度并

不小,稍大于混凝土等原材料,但由于其

强度比较高,所以在承担相同作用的情

况下,其重量反而比较轻。轻重量意味着

运输的便利性,在部分偏远、交通不便的

地区,工程建设采用钢结构,有着明显的

优势。此外,当前建筑工程规模大,建筑

设计中存在大量的大跨度或复杂的几何

结构,自重轻、强度高的钢结构,得到了

广泛应用。传统住宅开间的跨度约为

3.0m至4.2m,如若开间再度扩大,若使用

混凝土材料与砖石材料建设,会导致肥

梁胖柱的状况,对于住宅高度产生影响,

但是钢结构完全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实

现住宅开间50%的扩大,这也就意味着,

在梁柱强度同等的条件下,应用钢结构,

能够让建筑有效使用面积扩大5%[3]。 

2.建筑钢结构设计思路分析 

2.1设计流程 

为了优化钢结构建筑性能,应该完

善其设计方案,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进行

设计,具体如下：①判断建筑情况。建筑

钢结构设计前,应该全面考察建筑工程

项目信息,了解工程建设要求,衡量是否

适合应用钢结构材料,以防后续需要更

换建筑材料,甚至进行返工,徒增施工成

本；②钢结构选择与布置。钢结构加工

制作难度不大,拼接安装也比较简单,其

理论、技术体系都在逐步完善,但设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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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较复杂,需要全面考虑到建筑工程

的要求,选择合适的钢结构,优化结构整

体布置,考虑到钢结构与相关组成部分

的稳定性,在平面体系设计中,应该控制

好平面结构的稳定性,以防平面失稳,同

时应基于结构整体布置,设计必要的支

撑构件,结构布置应该与平面稳定计算

一致,结构计算简图与实际应用计算方

法简图保持一致性,切实保障建筑钢结

构的稳定性；③预估钢结构截面。钢结

构布置方案确定后,确定钢结构形状,以

及梁柱断面尺寸后,即可预估钢结构截

面的大小,不同类型建筑结构在截面构

造上有着不同的要求,需严格按照标准

进行截面设计,其中截面形状设计相较

自由,能够丰富建筑艺术设计,提升其美

观性；④分析钢结构的线性弹性。在建

筑钢结构设计中,必须要对钢结构的线

性弹性展开分析,简单的经典的钢结构,

可采取查阅资料、手动计算的方式进行

分析,对于复杂的钢结构,可借助计算机

软件展开精确分析；⑤利用结构软件判

断工程。建筑钢结构设计方案确定后,

需应用结构软件对工程进行评估,判断

设计方案的实用性,确保钢结构设计满

足“适用构造、概念、条件”的要求,

确保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⑥设计结

构的节点和构件。在建筑钢结构设计中,

结构节点的形式设计为主要部分,需优

化设计细节,确保设计节点与模型节点

相吻合,在构件设计上,优选结构材料,

优化结构截面设计；⑦编制钢结构图纸。

根据设计方案,编制施工详图与钢结构

设计图,这对于制图人员是一个较大的

挑战,因为当前我国对于这两个图纸的

区分,存在一定问题,最好能够参考专业

书籍,确保图纸编制的正确性[4]。 

2.2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2.2.1结构布置应符合规则性要求 

随着钢结构在建筑工程中的逐步推

广,钢结构住宅种类增加,可划分为多层

钢结构住宅和低层钢结构住宅两类,其

中,多层钢结构住宅多为公寓,而低层钢

结构住宅多应用于别墅中,层数不超过3

层。多层钢结构住宅设计难度相对较大,

不低于9层的钢结构住宅为高层,12层内

的钢结构住宅为小高层,按照抗震规范 

GB50011的规定,12层是房屋抗震要求的

分界线,一般来说,不建议钢结构住宅超

过 12 层。钢结构住宅的抗震设计要求

较高,设计师需根据建筑抗震性能要求,

进行钢结构布置,进行弹性设计以及弹

塑性层间位移验,确保结构布置的规则

性,否则,一旦面临地震,住宅结构极易

被破坏[5]。 

2.2.2适当调整支撑剪力墙配置 

按照要求,建筑钢结构的平面布置

应力必须是规则且对称的,因此,需要关

注钢结构布置的规则问题。当前,建筑钢

结构设计中,普遍存在平面不规则的问

题,建筑平面形状呈现为L形,支撑剪力

墙偏置不对称,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影响

到结构的稳定性,设计师需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调整支撑剪力墙配置。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

持续推进,我国建筑行业投资总额持续

增长,建筑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创新

建筑形式,有助于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应该适应建筑行

业发展趋势变化,及时引进新的建筑材

料与工艺,占据行业前沿地位。钢结构当

前在建筑行业中广泛应用,在钢结构住

宅初步兴起的阶段,钢结构钢材多数从

国外进口,在国内完成钢结构制造、安

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钢产量

不断增加,钢结构建筑中所用的钢材实

现自主生产,这意味着,钢结构在我国

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率将不断提升,在这

一行业形势下,建筑企业必须正确认识

到钢结构的优点,逐步完善钢结构建筑

设计标准,提升建筑设计水平,完善钢

结构建筑施工管理机制,提升钢结构建

筑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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