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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设计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黄 璐

（江西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现代建筑工程规模不断扩大，为创造更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必须根据投资方与住户需求，制
定完善的框架结构设计方案，提升新建复合结构建筑的稳定性与牢固性，使其在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下保持主
体结构的牢固与坚实。采取有效调节措施，改进框架结构应用方式，从适当路径入手，在不同楼层中添加框
架柱与框架梁，在不稳定的薄弱结构添加支撑柱与加强筋。根据建筑质量要求，调整框架结构的高度、材料
密度、整体占地面积，突出设计思路的合理性。本文主要分析现代建筑工程中框架结构的基本属性与应用价
值，并指出在框架结构设计活动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分析框架结构设计的主要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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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与新技术的逐步应用，建筑

行业框架结构设计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为满足建筑使

用需要与安全性需求，必须弥补传统设计方案的漏洞

与缺陷，调整框架结构设计思路，搜集各方数据，制

定较为合理的剪力墙、支撑柱、附加筋设计方案，站

在不同角度分析特殊情况下建筑主体结构的受压情况

与应力分布情况，做好针对底层地基、高层外壁的加

固处理工作，采取有效防水、防渗漏措施，提升施工

质量，在遵循行业普遍设计准则的基础上，对建筑方

案进行优化处理。

1 现代建筑工程中框架结构的基本属性与应用

价值分析

现代建筑整体高度在不断提升，建筑层数、住户

数量、占地面积也在同步增长，建筑横截面向竖向、

水平构件施加的压力与应力逐步增加，单位面积载荷

大于一般金属材料的负载能力。为避免建筑较高楼层

外壁发生破裂或构件移位，必须重点强化建筑的整体

结构强度，在建筑结构内部添加多个承载横向剪切力

与垂直应力的框架柱等框架结构，在不增加墙体厚度

与尺寸的前提下，保证建筑能长期正常使用。大型建

筑必须具备较强的抗震能力，应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建

筑设计方案，增加其风力载荷，避免其在遭遇大风天

气或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时发生内部结构垮塌或墙

壁变形等问题。部分影响力较大的竖向、水平分布载

荷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而递增。因此在修建整体建造

层数较少、高度较低的小型建筑时可不在设计方案中

添加框架结构，在设计楼层数量较多、高度超过20 m

的大型建筑时必须考虑在设计方案中添加多个复合型

衍生框架结构，最大限度地分散墙柱、墙壁、楼梯等

内部设施承受的压力，保证整体负荷被分散到不同部

位，发挥钢结构与混凝土构件的抗拉伸作用，达到特

殊承载要求。在组织施工前，建筑设计人员必须考虑

建筑的整体结构是否合理、某区域设施的横向剪力是

否过大等问题，主动使用多种类型的特殊材料，调整

承重结构。为有效提升建筑内外结构的稳定性与牢固

性，设计人员可主动使用自重较轻、建造成本低廉、

后期维护难度低的框架结构，达到现代建筑的标准化

定制要求，全面提升高层建筑的抗震能力、防台风能

力，消除外部自然因素给建筑施加的水平应力与垂直

载荷[1]。

2 框架结构的核心设计原则与调整思路研究

2.1 建筑结构同时具备刚性、柔韧性

建筑设计人员必须贯彻均衡性思想，重点把握影

响结构稳定性的内在因素，有效分散建筑主体设施承

受的内部压力与外部作用力。在重点强化部分内部设

施结构稳定性、提升框架刚度的同时，采取措施使其

具备一定的柔韧性与可调节性，为后期维护整修提供

便利。一旦建筑框架结构的刚度较大，会导致材料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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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内部混凝土构件承受过大压力，从而造成整体结

构发生变形，不利于外部作用力在整体建筑结构中的

快速传导，甚至导致某区域的主体结构承受过大压力

而崩塌。建筑框架的柔韧性过高会导致稳定性下降，

部分构件从墙壁中脱落，建筑内壁承受压力过小，外

壁受压过大。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基于建筑的用途、外

观要求、使用寿命要求、外部环境等因素，调整设计

方案，使建筑整体结构兼具柔韧性与较高的刚性，让

外部作用力分散到不同区域内并逐渐变小，使不同楼

层的建筑可在较大压力下保持稳定[2]。

2.2 层次性

现代建筑的楼层较多，内部基础设施排布较为复

杂，内置构件必须发挥相应的作用，其功能、作用方

式、受力状况差异较大，必须基于现实情况调整设计

计划，突出构件应当发挥的核心作用，坚持层次性原

则，在承受过大压力与应力的基础设施附近添加多个

可作为分散式受力点的新结构，如梁柱、剪力墙等。

在节约施工资源与资金的同时，保障建筑内部框架的

稳定性不受外部因素干扰。例如在设计建筑大梁与侧

梁的过程中，设计师可分析梁体承受的结构应力与总

负荷，估测其使用寿命，找到压力的外部来源，做好

载荷量分析，适当延长或缩短梁体长度，在大梁两侧

修建框架柱与斜梁，提升梁体结构的宽度与负荷承载

力，避免由于梁体承重能力不足导致结构出现松散的

问题[3]。

2.3 进行系统性分析与检测，考虑多种因素

工作人员在设计框架结构时，必须考虑建筑整体

结构在特殊环境下受到的外部影响，如地震、台风、

海啸、火灾等特殊状况，评估建筑结构在特殊情况中

的稳定性与受力状况，找出框架结构的薄弱点，在设

计方案中添加多套框架结构协理机制，对施工现场

进行勘测，评估建筑所在地区的风力大小与底部地基

的承载力，贯彻安全第一的设计理念，使建筑在受到

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影响时，有效分散受到的压力，

延长建筑寿命。设计人员应使用支撑板与加强筋加固

梁体与柱体，使建筑不同楼层横向平面结构将水平应

力分散到多个领域，对结构整体布局、特殊工程材料

在特殊区域内的应用方式进行系统性评估，调整框架

结构修建方式，使用铰链固定建筑中的横梁与混凝 

土柱[4]。

3 框架结构设计的主要应用方式分析

3.1 框架柱与框架梁设计

工程人员应把握框架梁与框架柱的核心设计要

点，选择最佳施工方案，对建筑内部框架柱与内部受

力方式、重力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评估其受力状

况是否符合设计方案的客观标准，调整框架柱之间

的距离，使其保持每层框架柱相隔5～6 m的状况，突

出框架柱整体排布方式的整齐性、规范性，帮助上层

建筑分散水平剪切力，性能良好的框架结构必须主动

吸纳多个方向的压力，减轻建筑内部基础设施与钢制

混凝土构件的负担。设计人员应把握建筑项目的实际

状况并正确设计路径，适当调整框架柱的具体位置，

使其呈扇面均匀排列，突出受力状况的均衡性与一致

性。设计人员还应为框架柱添加覆盖面积较大的柱

网，进一步增强其承载外部压力与内部结构应力的能

力。多数框架柱修建于剪力墙附近的建筑上、下层梁

柱交界处，能针对性地改善不同楼层结构主体的受力

状况。

设计人员为强化横向方向建筑主体的负荷承载能

力，可在建筑水平面方向添加多个承重梁，以此连接

位于多个位置的梁柱，缩小建筑主梁的跨数，使大梁

的横截面积扩大，保证主体框架的刚度与柔韧性。为

进一步提高梁体的刚度，改善其受力状况，应对承重

梁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针对在多个方向承受应力

与压力的框架梁，可利用分层设计法进行框架结构梁

柱截面调整，让各层结构受力均衡，保证实际受力与

设计受力分布方向完全一致，以此统一框架梁的设计

方式与功能规格，提高其应用效果，达到设计计划中

梁体横向剪切力传导标准。设计人员还可适当地增加

梁柱横截面积，提升水平面边角部位梁体的承载力，

达到既定的分层设计目标，使连梁能向各片墙肢传递

更多轴向力，让不同楼层的墙体平均分担重力，预防

出现某墙全截面受拉等问题，改善墙肢承受剪力不均

状况。

3.2 抗震结构设计

由于部分地区地震、泥石流灾害频发，对建筑造

成较为严重的侵蚀影响，使建筑整体结构出现不稳定

性，威胁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为保证建筑能抵抗

相应震级的地震，提升其结构稳定性与应对地基振动

的自稳能力，必须调整建筑设计方案，引入全新的

现代化抗震技术与结构强化策略，吸纳相关领域的建

筑设计经验与教训，制定先进结构设计方案。例如

设计人员可调整柱体的表面积与体积，设计较为合

理的横向截面外形，在控制柱体质量的同时，消除

多数框架结构柱子承受的剪应力，避免楼柱在受到

外部自然因素影响时，因负荷过大而发生破裂、脱

落、结构瓦解等问题。使用计算机可精确评估建筑

中梁柱的受力状况与轴压，重点提升框架结构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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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性与自稳性，根据政府提出的抗震等级要求，

组织开展专业性的抗震检测活动，布置柱网时必须

尽量规则、整齐，确保形成良好的受力结构与传力

体系。设计师需根据建筑项目的具体抗震要求与结

构功能，合理选择小柱网或大柱网，调整柱网的直

径、钢筋密度、覆盖范围，适当缩减不同楼层楼柱的

间距与水平跨度。应根据建筑的重要性、装修等级

和设防烈度调整防震设计方案，确定结构的位移限

值，以及抗震墙的数量、平均厚度，做到既安全又 

经济。

3.3 配筋设计要点

为进一步提升框架整体强度，设计人员必须精确

计算配筋长度、受力方式、受拉方向，重点调整边

柱、角柱、楼板边缘配筋的直径大小，控制纵向插入

钢筋的横截面、质量、钢材密度，配筋的整体结构

强度与抗拉伸能力必须超过设计值30%的水平，呈菱

形、平行四边形排列，调整配筋加固方式与在侧柱

中的插入深度，有效分散水平载荷。为消除高层建

筑承受的风力载荷，设计人员可将2～3 m长的钢筋横

向插入支撑柱中，并使钢筋在柱中心部分向上、下两

侧弯曲，使其延伸到内壁支撑柱的上方与下方，将

其扩展到侧梁内部，以此分散框架结构承受的垂直

压力。如果建筑底部地基中包含厚度较大的软土层

与黏土层，设计人员应在支撑柱与框架柱中添加多

个配筋，发挥配筋的约束效果与稳定效果，使其沿

着柱体边缘覆盖支撑柱的水平面，具备更强的约束 

效果。

3.4 节点设计

设计人员应根据建筑建造计划，绘制内部结构受

力图，找出不同楼层中边柱的具体位置，并做好配套

的节点设计工作。例如设计人员可利用计算机模拟大

风天气中建筑的受力状况与风力载荷变化规律，模拟

可能出现的房柱偏移、倾斜等特殊状况，找出影响边

柱稳定性的外部因素与设计问题。在设计建筑高楼层

框架时，必须基于相关要求，在房梁附近添加多个房

柱，将常用的钢筋安装到柱体结构的上端与末端，如

果支撑柱的上部结构为圆柱形，下部结构必须使用矩

形结构，通过修建能分散水平应力的边柱结构，保证

上部稳固性，减小复杂施工工序带来的负面影响[5]。在

边柱配筋设计活动中，常用的柱体配筋量在8根以上，

同时结合螺旋箍筋的应用提升柱结构的承载能力和强

度，保证上层建筑的质量。

3.5 薄弱层设计要点

大型建筑中普遍存在多处无法及时传导应力、缺

乏稳定性的薄弱结构，该结构容易导致柱体倾斜与楼

体垮塌。为消除建筑整体结构中的薄弱点，应及时分

散建筑内部结构应力，设计人员应有计划地采取措施

强化建筑边缘部位承受应力的能力与横向剪切力，

尽可能地调整结构薄弱层的厚度与体积，扩大梁体与

柱体构成的水平应力，调节结构的覆盖范围，消除可

能存在的结构软弱层。调整设计方案，可减小薄弱层

出现的概率，找出框架结构的中心点与核心受力点，

并分析整体受力结构中边缘位置的不稳定性，逐步完

善竖向抗拉伸结构。墙体要沿着水平面与底部框架相

连，预防意外受到大压力影响墙体塌陷而发生结构变

形，但又要避免连接过密，应与框架形成整体工作体

系，改变框架的受力状态。设计人员必须明确认识各

种延展性良好的工程材料的应用价值，该类材料可用

于建造建筑中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内架、梁体支

撑柱等多种类型的主体框架，其整体受力条件均具

备较高一致性，可被用于加固建筑主体结构中的薄 

弱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建筑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多

层建筑框架结构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在逐渐发生新的变

化，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及时

调整设计方案，合理运用新材料、新技术，修建较为

坚固、紧致的建筑结构，缩小衍生结构所占空间与体

积，弥补建筑中常见短柱结构承载力不足的缺陷。应

使框架结构在发生地震、火灾等灾害时，发挥自稳能

力与压力传导能力，有效调节建筑整体的受力状况，

遵从相关的设计要求和规定，保证框架设计模式符合

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等核心指标与要求，放弃传统的简

陋设计模式，解决设计效能不足的问题，采用科学手

段提升数据分析的精确性，把握建筑整体受力方式与

应力传播机制，贯彻融合应用理念，使建筑结构具备

多元化、层次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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