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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阶段,我国建设施工中经常使用到框架剪力墙结构。这种结构融合了剪力墙和框架的结构

特点,既可以构建出不同形式的建筑空间,同时也能够具备不同种类的建筑功能。在建设施工过程中采用

这种结构体系需要多种建设技术的支撑,不仅仅包括测量技术和模板施工技术,此外也包括了钢筋施工

技术和混凝土浇筑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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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frame shear wall structure is often used in China's construction. This 

structure integrat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hear wall and frame, which can not only construct different 

forms of architectural space, but also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architectural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adoption of this structural system needs the support of a variety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not only includ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formwork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including ste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concrete pou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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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居民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出于为民

众提供所需住房的目的,我国各大城市

都逐渐提高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力度。而

将框架剪力墙结构应用到高层建筑中能

够为建筑结构的平稳和安全提供有效的

保障。运用了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房屋能

够在受到外力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结构相

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防止结构发生变

形,而且房屋的抗震性能也能够得到明

显的提升,从而为城市居民享受优良的

住房环境奠定基础。由此可见,应该进一

步分析框架剪力墙结构,从而确保我国

建筑业能够平稳和高速发展。 

1 框架剪力墙结构 

作为一种新型的建筑结构,这种结

构不仅有着框架的功能,同时也拥有剪

力墙的特点。交接法与刚接法是框架剪

力墙结构通常采用的梁柱连接形式,并

以此构建出结构的承重体系。框架剪力

墙结构所打造的建筑空间较为多样化,

同时也能够满足更加多样化的建筑功

能。在建设施工中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建筑结构发生

改变。 

2 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的特征 

通过研究现有的建筑项目可知,“弯

曲型”是最常发生的建筑结构改变类型,

其特点是上部小、下部大。而采用了框

架剪力墙结构的建筑,最常发生的结构

变形是“剪切型”,且特点是上部大、下

部小。在楼板承受的水平面刚度达到一

定程度后,框架结构和剪力墙都会发生

“剪切”与“反S”的曲线变形。而框架

剪力墙则会由于其高度不同而使得所受

到的荷载与剪力在结构变形的共同作用

下表现不同。下部楼板剪力墙的位移比

较小,从而使得框架结构发生“弯曲型”

变形,剪力墙则受到水平力的作用。而上

部楼板剪力墙的位移比较大,从而使其

框架结构发生“剪切型”的变形,在这种

情况下,建筑结构就会在共同受力的作

用下保持稳定。 

3 框架剪力墙结构特点 

3.1结构变形特点 

采用了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房屋,其

墙结构和竖向悬臂剪切梁类似,变形类

型是“弯曲型”,而框架的受力则与之产

生制约,从而使建筑结构的水平面受力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3.2结构抗震特点 

框架剪力墙结构具有抗震性能。当

发生地震时,剪力墙会起到减震的作用,

即使建筑墙体产生了裂缝,建筑结构也

会在框架的支撑下维持平稳,降低建筑

物出现坍塌概率,为建筑结构的平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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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供保障。当发生中级地震时,建筑

物荷载则由框架与剪力墙一起承担,从

而确保建筑物损坏情况能够维持在合理

范围内。在发生轻微地震的情况下,剪力

墙承受水平面的作用力,从而降低建筑

物受到的损坏程度[1]。 

3.3结构受力特点 

当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后,框架和

剪力墙会承受不同的水平力。框架在建

筑下部承担的水平力较小,而在建筑上

部则会承受较大的水平力。 

4 框架剪力墙施工技术要点

分析 

4.1使建设项目品质提升,对建设技

术管治制度予以改善 

相关施工单位应该提高对施工品质

的关注度,并且制定完善的技术管治机

制和标准,同时监管和控制建设施工的

每一个环节,从而为施工的有学展开和

提升建设品质提供有效保障。由于框架

剪力墙的施工对建设技术有着较高的要

求,因此施工单位应该引进具备专业技

能的技术人员,同时对现有的建设人员

展开培训,提高其建设施工水平。 

4.2放线测量技术 

通常情况下,测量过程采用轴线控

制测量的方法。在展开实际测量时,相关

工作人员应该确保作业符合图纸的要

求。最好能够凭借测量设备展开作业。得

益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

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作为一种新

型的技术,框架剪力墙结构被引入到了

建设施工之中。通过采取框架剪力墙结

构,一方面实现了成本控制,另一方面也

提高了建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放线测

量技术如今在建设施工项目中得到了较

大范围的推广。全站仪与经纬仪是现阶

段被普遍使用的测量工具。为了确保测

量数据的精确性,在展开作业前应该校

正测量工具,而在实际测量时应该采取

多次测量的办法,因此确保后期施工工

程能够顺利展开。 

4.3钢筋施工 

在框架剪力墙建设作业中,钢筋工

程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施工单位应

该重视建材采购过程,确保其能够达到

相关建设规范的要求。同时,相关工作人

员还应该对绑扎作业予以关注。在展开

钢筋工程过程中,钢筋的功能会因为其

形状不同而存在差异。如果钢筋在建设

作业中出现密度较大的节点,在混凝土

作业阶段就容易发生钢筋移位的现象。

考虑到建筑的梁和柱需要绑扎密度较大

的钢筋,同时钢筋的规格也往往较大,相

关设计人员就应该在作业前期制作原比

例的图纸,从而避免钢筋发生位移。而相

关建设人员则必须完全根据图纸要求对

钢筋予以绑扎,防止不同钢筋发生交叉

的情况。在对柱予以绑扎时,则应该用箍

筋加固钢筋,从而确保其平稳,防止后期

施工中发生位移。施工单位还应该指派

专业工人指挥绑扎作业,当发现问题时

及时予以解决。 

4.4模板施工 

建设施工中涉及诸多施工环节。其

中,模板施工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模

板工程分为设计、固定和组装三个环节。

模板施工在框架剪力墙结构建设过程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关工作人员

应该采购符合相关建设规范的原料,同

时还应该确保其表面光滑。除此之外,

建设人员展开实际作业的过程中,不可

使用变形的材料,同时确保邻近模板能

够完全贴合和固定,从而避免灌注混凝

土时发生渗漏情况[2]。 

4.5注重混凝土施工质量 

混凝土原料的配比在混凝土施工过

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旦混凝

土原料配比发生错误,就会提高后期施

工过程中发生安全风险的概率。施工单

位还应该在建设施工中严格管控混凝土

的品质,不仅要确保混凝土原料科学配

比,也必须保障水泥量合理,同时结合灌

注作业的实际需要调整水泥量。从而防

止由于水泥量过多或过少而导致的混凝

土强度达不到建设要求,进而对后期建

设施工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 

4.6内隔墙施工技术 

在展开内墙建设作业时,相关技术

人员应该在确保施工品质的基础上,在

最大程度上提升其观赏性,应该从以下

几方面内容着手：(1)采购能够满足建设

施工要求的原料,采购具备一定抗震性

能的砌块。(2)考虑到建设施工的成本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内墙的品质和外观设

计,因此施工单位在展开相关作业前应

该全面衡量两者对实际施工的影响。(3)

考虑到建筑结构的品质与观赏性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物受到对民众有吸引

力,因此设计人员应该在规划阶段全面

衡量施工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3]。 

4.7合理应用脚手架 

考虑到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施工特点

和施工需求,实际施工过程中需要合理

应用脚手架,以满足实际的施工需求。施

工时,一般会搭设两层脚手架,六层以下

使用单排木质脚手架即可,工程主体结

构施工完成后即可拆除。六层以上建筑

则使用双排钢管扣件脚手架,且脚手架

下部需要设置钢排梁和三脚架。为保证

脚手架结构的安全性,应当灵活在脚手

架结构中使用工字钢,并在7-12层范围

内采取悬挑处理,这不仅能够保证施工

的安全性,且能有效降低实际的施工成

本。此外,实际施工过程中可以依据工程

建设情况使用旧钢轨来替代钢排梁工字

钢,这能够进一步控制建设成本[4]。 

4.8施工注意事项 

4.8.1配筋调整 

在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设计阶段若

未明确考虑分层加载问题,则可以能会

出现严重的轴向变形影响,进而导致顶

层楼面的应力较大,最终对配筋造成一

定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对模拟加载进

行综合考虑,有针对性的进行设计和调

整,则可以减少轴向变形问题对中部楼

层的影响,而建筑物在建成之后的应力

变化也将在可控范围之内,进而达到减

少中部楼层配筋需求的目的。因此,实际

施工时应当结合框架剪力墙的应力需求,

合理调整顶部与中部楼层的配筋[5]。 

4.8.2负荷风力载荷对局部构件的

影响 

风力因素是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过

程中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其会给予建

筑整体静力和动力两种作用。在分析风

力载荷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建筑整体结

构以及局部构件的具体变化,要充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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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好变化的规律,对未来的变化结果进

行预测,确保局部构件的强度,避免局部

构件在风力因素影响下出现破坏的问

题。风力载荷的计算是一项相对较为复

杂的过程,相关单位需要做好对风力载

荷计算的复核工作,通过多次计算、分析

及核对,保证风力载荷计算的准确性。 

4.8.3构造处理 

从框架剪力墙的布置原则角度来看,

实际设置框架剪力墙时需要合理计算墙

体结构的应力分配,要确保墙体结构中

的应力分布更为均匀,确保各个断面的

受力情况均匀。从某种角度来看,框架剪

力墙的结构质量中心应当以刚度中心为

标准,结构质量质量越接近刚度中心,则

意味着框架剪力墙的安全性、可靠性更

高。因此,框架剪力墙的结构布置需要充

分考虑到构造处理的实际需求,并合理

布置结构为构造处理提供方便。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考虑到我国建筑物的高

度和规模在持续增加,为了缓解住房压

力,在建设施工中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

势在必行。框架剪力墙结构既能为建筑

物提供稳定性,同时也具备建筑空间灵

活的特点,应该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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