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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剪力墙结构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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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剪力墙结构利于建筑抗风及抗震能力的有效提高，同时也能促进建筑使用寿命的有效延长。剪
力墙结构中并无梁、柱等外漏和凸出情况存在，能为房间内部布置提供便利，目前剪力墙结构已经广泛应用
于现代建筑结构设计中。剪力墙结构优势虽然十分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剪力墙结构并不是在所有建筑类
型中都适用，所以建筑结构设计中，剪力墙结构设计环节需要相关设计人员注意可能影响剪力墙结构的各项
因素，并以工程实际情况为依据进行设计方案的科学优化、调整，以此确保剪力墙结构自身优势能最大化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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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建筑结构设计形式之一就是

剪力墙结构，基于剪力墙结构的科学应用，利于建筑

综合性能的大幅提高。然而，从当下建筑行业剪力墙

结构设计情况来看，尺寸及安装位置等方面的统一规

范与标准尚未形成，设计工作开展时主要是以设计人

员经验为依据，导致不同建筑结构中的剪力墙结构设

计、安装有一定差异存在，同时一些安全隐患也难免

存在其中。为切实改善该方面不足，设计人员应注重

剪力墙结构设计要点的充分掌握，为剪力墙结构设计

与建筑施工建设要求相符提供保障。

1 剪力墙结构概述

1.1 结构简介
由大量构件构建而成且能承担水平作用力的结构

就是剪力墙结构，其能使传统建筑结构设计中因剪切

力过大而破坏结构的现象得到有效避免。从当下建筑

行业实际情况来看，剪力墙结构多以钢筋混凝土抗拉

力、混凝土抗压力为主要利用内容，借此确保梁柱建设

和施工顺利完成，使其具备较强承受力[1]。此外，应用

剪力墙结构形式利于建筑整体结构稳定性、安全性的有

效提高，所以当下建筑结构设计中已经广泛应用剪力墙

结构设计。

1.2 结构特征

剪力墙结构的整体侧向承载力良好，同时能对各

种侧向、竖向建筑荷载进行合理协调和有效抵抗。剪

力墙结构即便是受各种高强度及低水平侧荷载作用影

响，其侧移、移动距离也能始终处于合理范围内，可

为整个建筑空间综合利用率的提高、结构稳定性提供

有效保障。剪力墙结构也具有十分突出的抗震性能，

其具有较大承载力，在面对突发自然地震等灾害时，

能通过墙体吸收一定地震灾害能量，借此确保墙体抗

震保护效果有效实现。

2 建筑结构设计中剪力墙结构设计原则

2.1 拉通对直

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开展时，要为上下楼层剪力墙

结构中门窗、洞口保持垂直方向对直提供保障，基于

结构传力途径的合理规划，为剪力墙结构良好抗震性

能的充分发挥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也应沿轴线

拉通对直剪力墙结构，使因出现重叠或错洞现象对整

体结构综合性能造成影响的现象有效避免。

2.2 双向布置

沿结构纵横两个方向铺设剪力墙结构，利于整体

结构抗震性能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能为剪力墙结构

具有双侧抗侧力提供保障。与此同时，也应尽可能控

制纵横两个方向产生侧刚度数值相近现象，进而为两

者自振周期接近提供保障。

2.3 竖向贯穿

要想保障剪力墙结构设计的科学性，就要沿竖

直方向自上而下在整个结构中贯穿剪力墙，如果在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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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向上的剪力墙结构有结构变化情况发生，也会改

变墙体刚度与厚度，给建筑结构整体抗震性能造成影 

响[2]。此时，就可通过剪力墙单元刚度调整这一方式的

应用，促进结构对侧刚度抵抗力的提高，切实规避因

刚度突变影响结构抗震性能的现象。

2.4 洞口宜上下对齐、成列布置

孔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剪力墙结构承载力和刚

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剪力墙结构整片长度呈现出

较长状态的情况下，需要墙体承载较大负荷，此时在

开口合理的情况下，能实现负荷的有效分摊。该环节

可借助若梁与洞口相连接，并有效控制墙肢长度，一

般是以8 m范围内为主。

3 剪力墙结构设计的优点

3.1 安全性较高

任何一项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都应注重安全方面

因素的充分考虑。一直以来，各项活动开展的前提要

素和基础保障就是安全，所以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开展

时，也应注重建筑结构设计安全性[3]。在建筑稳定性有

效提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对其产生的影响自然会降

低，而基于剪力墙结构设计积极作用的充分利用，能

促进整体建筑安全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3.2 结构抗震性能较好

从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方面进行分析，其具备的

承载力较高，在面对突发地震灾害时，剪力墙结构作

用的充分发挥，能降低地震灾害给建筑造成的影响，

对人民安全生活起到切实维护作用，所以基于剪力墙

结构设计的科学开展，利于建筑内部结构设计稳定性

的提高[4]。

4 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剪力墙结构设计

4.1 基础方案和承重构件设计

设计人员要与建筑施工环境及相关标准要求等充

分结合，进行剪力墙承重构件的合理规划，以此为建

筑主体结构稳定性提供保障[5]。与此同时，剪力墙承

重构件设计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墙体配筋率，

该环节对水平及竖直方向配筋率来说，应处在不低于

0.25%的状态；而针对少数框支剪力墙结构底部加强位

置配筋率来说，应处在不低于0.3%的状态。剪力墙结

构具体设计环节，相关设计人员要深刻意识到基础方

案的重要意义所在，基于承重构件设计和优化的重点

控制，与自身设计经验、工程各项参数相结合，进行

工艺参数与建设标准的科学确定，借此使因设计不合

理导致剪力墙结构有安全隐患的现象切实规避。在设

计完成后，应注重多方验证的积极开展，以此为设计

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提供进一步保障。

4.2 剪力墙结构的设计

设计剪力墙结构时，应选择双向设计方式应用，

确保墙体内部的空间结构有效形成。特别是对抗震防

御区来说，双向设计环节要尽可能来自两个高度一致

的方向。具体开展剪力墙结构设计工作时，要为其平

面分布的均匀性提供保障，而高度中心要与建筑结构

整体中心相接近，使扭矩效应最大化减小。在刚度中

心和建筑中心存在较高偏离程度的情况下，可在条件

允许时基于墙肢长度、连梁高度的调整来改进刚度中

心位置[6]。因剪力墙的抗侧刚性较强，而结构具有较短

的自振周期，会承受较大的水平地震作用，所以可能

给结构整体性能造成影响，此时为确保水平地震剪力

影响建筑结构的程度有效减小，可通过墙体厚度的减

小，加之主次结构设计中墙体间距的增大、墙体总数

的减少等，使结构整体自重有效降低，促进结构抗侧

移刚度的增加。剪力墙结构的显著优势就是承载力、

平面刚度良好，但剪力墙结构却不具备较强的平面外

承载力与高度，此时设计环节如果直接连接平面外方

向梁和剪力墙，可能会增大墙肢平面外弯矩。为了

使此种现象得到有效改善，可在楼面截面不大的条件

下，选择半刚接设计方案，使墙肢平面外弯距得到有效 

调整。

4.3 大墙肢处理

剪力墙结构设计环节，应注意其延伸性，在并

未科学处理剪力墙结构延伸性的情况下，可能给剪力

墙结构稳定性、耐久度造成影响。对此，要基于剪力

墙结构切实满足建筑承载要求的保障为基础，选择封

层间隔设计方式应用，借此来划分长度较大的剪力墙

结构，进而通过一定数量的独立墙段，使其稳定性

有效提高，确保建筑投入使用后受外力作用影响破

坏剪力墙结构整体的现象有效避免。为保障这一目

的有效实现，施工中可从长度较长的剪力墙结构出

发，注意适当开孔。简单来说，就是将长墙肢向短墙

肢方面转化，而在完成施工作业后，必须封堵开设的

孔洞。此外，也可通过配筋数量的调整，使长度较小

剪力墙结构的承载力有效提高；剪力墙结构设计过

程，应注意适当留洞，为墙肢配筋数量的调整提供 

便利。

4.4 加强剪力墙洞口布局管理

在剪力墙较长的情况下应开展洞口设计工作，

将较长的剪力墙向受力均匀的多个墙体方面划分，

该环节的各个墙体可由弱梁进行连接。剪力墙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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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环节，要分析剪力墙整体力学性能；洞口布局

过程中，首要之处就是规范布局洞口，应呈现出成

排成列的设计效果，同时也要为洞口和洞口间的间

隔均匀提供保障[7]。不规则洞口剪力墙结构设计的

过程中，设计方式应以错洞剪力墙及叠合剪力墙等

为主，该环节施工中应注意加固措施的使用。要想为

后续的浇筑施工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并使预埋工作量

有效减少，两个桩间距应为浇筑口沿墙体长度方向的

间距标准；下层浇筑口应对正上层浇筑口，为混凝土

输送管可以地面浇筑口直接向地下室最底层贯穿提供 

便利。

4.5 剪力墙厚度控制与配筋

第一，剪力墙结构厚度设计。以国家相关规定要

求为依据，如果建筑工程是一级或二级的抗震等级，

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厚度应处在＞20 cm的状态中，

同时要比层高的1/16大；而对剪力墙其他结构厚度来

说，应控制在不小于16 cm的范围内。如果剪力墙端头

并无翼墙存在，此时其要比高层的1/12大。值得注意

的是，相关规定并不是在所有建筑结构都十分适用，

比如低高层或多层建筑结构设计过程，如果建筑层数

是以5～15层为主，此时重力荷载代表值下的剪力墙肢

轴压比以＜0.2为主，如果以规定为依据来计算，此时

底部功能要求层高为3.9 m，且墙体厚度至少要呈现出

24 cm的状态。在此种情况下，就设计人员需要与自身

设计经验相结合，积极分析概念设计，围绕墙肢轴压

比进行重新规划，进而将剪力墙墙体截面强度验算出

来，之后基于配筋率的科学设置，为剪力墙综合性与

建筑要求相符提供保障，以此为前提使墙体厚度有效

减小。

第二，墙体配筋率设计。我国明确规定，抗震

等级为一、二、三级的剪力墙结构设计工作具体开展

时，0.25%为剪力墙结构水平与竖直方向的最小配筋

率，而对部分框支剪力墙底部加强位置来说，不小于

0.3%为其配筋率要求。此要求应用在大长度和高度较

高的剪力墙结构中时，利于结构稳定性的显著提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应用在低矮剪力墙结构时，要注意

配筋率科学性的反复确认。

4.6 连梁的设计和优化

连接墙肢是连梁主要承担的作用所在，因在强

大水平负荷作用的影响下，墙肢会有弯折现象发生，

最终给连梁的平直度造成影响，导致墙肢整体结构稳

定性遭到破坏，此时基于墙肢受力情况的改善，能使

墙肢弯折现象得以切实规避。所以，连梁设计是否合

理，会给剪力墙结构整体性能带来一定影响。值得注

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剪力墙中的必要结构之一都是

连梁，但在剪力墙设有连梁的情况下，一旦存在设计

不合理现象，必然会影响连梁的承载力，甚至会导致

截面不符合设计的情况。因此，连梁设计环节要在以

下方面提高注重程度：第一，注意连梁高刚度的折

减。因连梁不具备较高的跨高，而与其相连的墙肢具

有较大刚度，此时在有水平应力产生的情况下，连梁

承受的内力作用往往较大，导致连梁裂缝或破损问题

由此引发[8]。因此，设计环节要注重连梁刚度的科学折

减，如果设置的防裂度存在较小的情况，应注意折减

量的适当减小；而在设置的防裂度较大的情况下，应

注意折减的适当增加，一般以0.5以上为折减系数主要

控制标准。第二，注意洞口宽度的增加。连梁高度降

低的同时，基于洞口宽度的增加，利于连梁刚度的显

著减小，同时也能促进剪力墙结构抗震性能的大幅度

提高。第三，与实际情况充分结合，注重剪力墙厚度

的科学增大。

5 结束语

近年来，大量人口开始向城市涌入，此时城市

中的建筑开始逐渐高层、超高层方向发展，在此背景

下，剪力墙结构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而要想为剪力墙

结构科学性、合理性提供进一步保障，相关设计人员就

要不断创新、优化剪力墙结构设计，为高层建筑建筑工

艺的成熟化发展提供助力，助推我国建筑行业坚持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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