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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我国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高层建筑数量倍增,甚至出

现了很多超高层建筑。在高层建筑中,结构设计至关重要,对高层建筑的使用质量与使用寿命有决定性影

响。由于业主对建筑的设计与功能的要求不断提高,无形中对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本文就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探讨,旨在能够为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者提供可供参

考的意见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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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in my country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high-rise buildings in major cities in my country has doubled, and many super high-rise 

buildings have even appeared. In high-rise buildings, structural design is very important and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and service life of high-rise buildings. As the owner's requirements for the design and 

function of the building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designers of the high-rise building structure have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invisib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high-rise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aiming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basis for reference for designers of high-rise 

build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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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是目前土地资源紧缺环境

下最常使用的一种建筑形式,是实现空

间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主要措施。不过在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为保证其合理性、

可靠性,因此需要准确了解其特点优势,

结合这些优势及建筑要求,给出合理的

设计方案,以优化高层建筑的建设质量,

促使高层建筑各项性能的充分发挥,满

足现今的发展需求。 

1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基本原

则分析 

1.1安全性准则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需要重点考虑到

安全性原则,要求能够从高层建筑结构

稳定性、抗震性能等入手予以严格把关,

避免在后续高层建筑长期应用过程中出

现各类安全隐患。 

1.2适用性原则 

在对高层建筑结构进行设计规划的

时候,尤其是在进行结构预设的时候,通

常都需要和多个方面的因素相结合,然

后对建筑的功能进行分析,比如在结构

的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构思室内空间

的布局,特别是在室内空间设计的时候,

需要怎样的空间,选用怎样的设计模型

等。在分析建筑功能性的时候需要保持

较好的适应性原则,只有将建筑特点全

面发挥到位,才可以获得人们的喜欢,从

而得到可观的效益。 

1.3可靠性原则 

在对结构进行设计规划的时候需要

参考建筑的设计年限,在预设中要更加

重视建筑结构的安全可靠性以及耐用性

等多方面的情况,使用的技术以及材料

等也一定要具备耐用性以及可靠性的特

点。现在部分豆腐渣工程的出现,大部分

都是受到了材料质量选用不合格的影响,

有时候材料质量无法满足预想中的设计

标准,所以在后面的设计阶段,要遵循

“安全”的设计原则,在对结构进行设计

的同时要对耐用性进行分析,从而提高

建筑结构的优势。 

2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常见问题 

2.1高度不合理 

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高度是最

为核心的指标,如果高度设计不够合理,

不仅仅会影响到高层建筑的实用价值,

同样也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致使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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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的长期应用不够理想。比如当

前高层建筑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因为建

设方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没有考虑到相

应区域的水文地质状况以及气候状况,

造成相应高层建筑的结构高度明显过高,

在后续面临较大风力作用时,很容易呈

现出明显的不稳定现象,由此带来了较

为严重的安全威胁；此外,在高度设定中,

如果不具备长期发展眼光,忽视了该高

层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其高度明显

过低,不仅仅会直接带来经济浪费现象,

还极有可能在后续需要加高,同样也不

能较大程度上发挥出高层建筑的应有

价值。 

2.2结构体系不合理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还表现在具体结构体系上,由此也会影

响到高层建筑的后续应用价值和安全性,

设计难度相对较大。一方面,结构体系设

计不合理的问题首先表现在类型选择上,

设计人员没有能够结合高层建筑设计需

求,选择最为契合的结构体系类型,在错

误应用结构体系的基础上,必然也就会

影响到整体高层建筑构建效果,甚至会

增加安全风险。另外一方面,在高层建筑

结构体系设计中,设计人员缺乏对于具

体细节的优化处理,尤其是针对力学分

析不到位,造成高层建筑结构体系中的

各个节点不够平衡有序,进而也会影响

到高层建筑结构应用效果,尤其是在面

临当前越来越复杂的各个高层建筑结构

时,该方面的问题更为繁杂。 

2.3安全性问题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存在的问题还具

体表现在安全性上,因为相应高层建筑

在后续不具备理想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进而也就必然会形成严重安全风险。这

种安全性不足的问题往往表现在多个方

面,比如高层建筑结构体系自身不够稳

定,没有形成较为理想的力学平衡体系,

进而也就很可能在后续受到外部作用力

时,出现严重坍塌或者变形风险；如果高

层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得不到保障,没

有能够从各个楼层进行必要抗震处理,

相关抗震设施的应用不合理,同样也会

增加该方面安全隐患,在面临地震灾害

时,出现较大问题。 

3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分析 

3.1优化高度设计 

在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设计人员

需要首先积极关注高度的优化设置,避

免因为出现超高问题,影响到高层建筑

的整体建设效果。因为高层建筑的层数

一般都大于10层,整体地面高度也高于

27m,但是也并非是高度越高越好,需要

在关注其应用实效性的基础上,同时兼

顾整体安全性,避免过度拔高高层建筑

高度,影响其整体稳定性。基于高层建筑

结构的高度设计处理,设计人员往往需

要充分关注各个相关影响因素,要求综

合考虑现场水文地质条件、地形条件以

及常年最大风力荷载,同时结合高层建

筑工程自身结构所用材料,确保相应高

度较为适宜合理,可以在安全性以及施

工可行性方面予以良好保障。针对以往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为了谋求更高利

润,忽视结构安全而出现的明显超高现

象,需要在设计过程中予以严格禁止,对

于明显超高的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方案予

以及时处理,避免随意应用到后续施工

中。这也就需要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人员

能够积极寻求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平衡,

在保障高层建筑更为安全可靠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上提升其经济效益,对于各个

参数进行优化设置。 

3.2优化结构体系 

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以及框剪结

构是当前常用的几种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设计人员应该结合不同高层建筑后续应

用要求,针对不同结构体系的应用效果

进行综合评估,以此更好选择最为适宜

合理的结构体系,并且进一步针对各个

细节构件予以优化处理,保障整个结构

的可靠性。比如在楼板、梁结构、柱结

构以及剪力墙的具体设计中,都需要设

计人员进行个性化处理,避免出现严重

风险隐患。当然,这也就需要设计人员可

以进行精确计算分析,可以依托一些计

算机辅助设计手段,全方位分析各个节

点的受力状况,最终更好保障整个高层

建筑受力体系的稳定性,避免在任何楼

层或者是节点处形成较为严重的变形或

者是移位风险。 

3.3稳定性设计 

为了有效防控高层建筑结构在后续

可能出现的不均匀沉降以及其它受损问

题,从稳定性入手予以优化设计同样也

是关键手段,如此也就需要重点围绕着

常见的各个干扰因素进行严格把关,尤

其是对于基础结构的设计,更是需要引

起高度关注。在高层建筑基础结构优化

设计中,为了促使其形成更强稳定承载

效果,设计人员往往需要首先重点关注

于水文地质状况,如果存在软土地基,则

需要进行必要加固处理。一般高层建筑

基础结构深度也比较大,应该严格按照

深基坑开挖和支护方案,保障设计方案

更为适宜合理,能够较好体现出良好的

基础结构稳定性。在高层建筑结构稳定

性设计中,如果存在地下室,则更是需要

切实做好计算分析工作,对于持力层予

以优化设置,促使持力层能够较好实现

地下室整体承载效果的优化,对于可能

影响其整体性的要素进行及时调整和处

理。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高层建筑整体

稳定性,设计人员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基

础结构的排水需求,要求合理设置防水

和排水设施,以此更好规避可能来自于

地下水的不良影响,确保其在后续长期

应用中依然能够具备良好稳定性。 

3.4抗震性设计 

设计人员首先需要重点关注于当地

抗震设防标准,以此更好明确自身设计

目标和要求,避免在抗震设计强度方面

存在严重欠缺,也避免过度关注抗震设

计,导致高层建筑造价过高。为了较好满

足高层建筑“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

震不倒”的基本要求,在结构设计中还需

要进行精细化计算分析,设计人员需要

在充分获取所有数据信息资料的基础上,

保障相应抗震性设计较为适宜合理,尽

量避免在任何节点上出现抗震性不足问

题。在此基础上,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人

员还需要积极关注各个嵌固端的优化

运用,力求促使嵌固端的设置位置得到

准确控制,同时协调其它高层建筑结构

部件,以此不断提升高层建筑结构抗震

性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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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高层建筑已经成为我国建筑结构中

的主流导向,结构设计是一项较为复杂

繁琐的工作,所以,设计人员在结构设计

时要充分考虑设计中的重点问题,了解

建筑结构的特点,排除影响结构安全的

因素,控制结构设计的细节和高度,充分

保障高层建筑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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