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4 | URBAN ARCHITECTURE AND DEVELOPMENT

建筑规划·设计 | ARCHITECTURAL PLANNING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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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建筑结构设计作为建筑工程的关键环节，其设计质量直接关系到建筑的安全性、适用性与耐久性。本文深入剖析建筑

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涵盖设计规范遵循、荷载取值、结构选型等方面，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措施，旨在提升建筑

结构设计水平，保障建筑工程质量，为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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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 key link i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the design quality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applicability, and durability of the building.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design specification compliance, load value 

selection, and structural selection, and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measure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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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结构设计的重要性

（一）保障建筑安全

建筑结构设计首要任务是确保建筑在各种荷载作用下保持稳

定。无论是日常的重力荷载，还是极端情况下的风荷载、地震荷

载，合理设计的结构体系能够有效抵御这些外力，防止建筑发生

坍塌等严重安全事故。例如，通过精确计算和合理布置承重构

件，能够使建筑均匀承受竖向荷载，避免局部受力过大而导致结

构破坏。在地震频发地区，科学的抗震设计能够增强建筑的抗震

性能，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1]

（二）满足建筑功能需求

不同类型的建筑有着不同的功能要求。住宅需要满足居住的

舒适性和私密性，商业建筑要考虑空间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工业

建筑则需适应生产工艺的特殊需求。建筑结构设计能够根据这些

功能需求，合理规划建筑空间布局，选择合适的结构形式和构件

尺寸。例如，大跨度的体育馆建筑采用空间网架结构，能够提供

开阔无柱的内部空间，满足体育赛事和大型活动的需求；而住宅

建筑则通过合理划分墙体和梁柱位置，实现空间的有效利用和结

构的稳定性，为居民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2]

二、建筑结构设计存在问题分析

（一）设计规范遵循问题

1. 对规范更新不及时

建筑行业相关设计规范处于不断更新完善中，以适应建筑技

术发展与安全要求提高。部分设计人员对规范更新关注不足，仍

沿用旧规范进行设计。例如，在抗震设计方面，新规范根据地震

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经验，对地震作用计算方法、抗震构造措施

等进行调整。若设计人员未及时采用新规范，设计的建筑可能在

地震中存在安全隐患。[3]

2. 规范理解与执行偏差

即使设计人员了解新规范，也可能存在对规范条款理解不准

确、执行不到位情况。如在混凝土结构设计中，规范对钢筋锚固

长度有明确规定，需考虑钢筋类型、混凝土强度等级、抗震等级

等因素。但部分设计人员在实际计算中，可能因对规范公式理解

错误，导致钢筋锚固长度取值不当，影响结构承载能力。

（二）荷载取值问题

1. 荷载统计不全面

建筑结构设计需考虑多种荷载，包括恒载、活载、风荷载、

地震荷载等。在实际设计中，部分设计人员对荷载统计不全面。

例如，在计算恒载时，仅考虑结构自重，忽略建筑装修、设备等

附加恒载；在统计活载时，未充分考虑建筑物使用功能变化可能

带来的荷载变化，如食堂区域布局改变、办公区域改造增加分隔

墙等。[4]

2. 荷载取值不准确

除统计不全面外，荷载取值也可能不准确。对于风荷载，需

根据建筑所在地区的基本风压、地形地貌、建筑高度与体型系数

等确定。部分设计人员在取值时，对地形地貌影响考虑不足，导

致风荷载取值偏差。在地震荷载计算中，若对建筑场地类别判断

错误，将使地震作用计算结果不准确，影响结构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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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选型问题

1. 选型不合理

建筑结构选型应综合考虑建筑功能、场地条件、施工技术、

经济成本等因素。部分设计人员在结构选型时，未充分进行方案

比选，导致选型不合理。例如，在大跨度建筑中，盲目采用框架

结构，而未考虑网架结构、桁架结构、预应力结构等更适合大跨

度空间的结构形式，可能造成结构材料浪费、空间利用不合理等

问题。[5]

2. 结构体系不协同

合理的结构体系应保证各结构构件协同工作，共同承受荷

载。在一些设计中，结构体系存在不协同问题。如在框架 - 剪力

墙结构中，剪力墙布置不合理，导致框架与剪力墙之间受力分配

不均，部分框架柱承受过大荷载，影响结构整体性能。

（四）构件设计问题

1. 混凝土构件设计缺陷

在混凝土构件设计中，存在配筋不合理、构件尺寸不当等问

题。配筋方面，可能出现钢筋配置过少，导致构件承载能力不

足；或钢筋配置过多，造成材料浪费，且可能影响混凝土浇筑质

量。构件尺寸设计时，未充分考虑构件受力特点与变形要求，如

梁的截面高度过小，可能导致梁的挠度过大，影响使用功能。

2. 钢结构构件设计问题

钢结构构件设计中，对构件的稳定性考虑不足较为常见。如

在钢柱设计中，未合理计算长细比，导致钢柱在压力作用下易发

生失稳破坏。在钢梁设计中，对钢梁的局部稳定与整体稳定分析

不准确，可能引发钢梁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形甚至破坏。[6]

（五）基础选型问题

1. 基础选型与地质条件不匹配

地质条件是基础选型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基础选型未能充

分考虑地质条件，可能导致地基承载力不足或沉降不均等问题。

例如，某些地区地基土层较软弱，而基础选型未采用桩基础或地

基处理技术，导致地基沉降过大，影响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安

全性。

2. 基础选型未考虑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也是影响基础选型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决定性因

素。周边环境包含场地周围的市政道路、地下管线、已建建筑

物、临近构筑物等。当施工现场距离较近时，采用管桩等挤土效

应明显的桩型就可能产生对周围环境的破坏。

3. 基础选型未考虑经济性与合理性

基础选型不仅要满足技术要求，还需考虑经济性和合理性。

如果基础选型过于复杂或选用高成本材料，可能导致工程造价过

高。例如，某些地区地基承载力较好，若选用桩基础而非天然地

基或浅基础，可能导致成本增加。此外，某些地区地质条件较

好，若选用复合地基或地基处理技术，可能更经济高效。

4. 基础选型未充分考虑施工条件

施工条件也是基础选型的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基础选型未充

分考虑施工条件，可能导致施工难度增加、成本上升或工期延

长。例如，某些地区地质条件复杂，若选用开挖式基础（如条形

基础），可能需要大量土石方开挖，增加施工成本和环境破坏。

此外，某些地区地下水位较高或存在水文地质问题，若未采取适

当的防水措施，可能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渗漏、塌陷等问题。

（六）设计图纸问题

1. 图纸表达不清晰

建筑结构设计图纸应清晰准确表达设计意图，为施工提供明

确指导。部分设计图纸存在表达不清晰问题，如尺寸标注模糊、

节点大样图不详细、构件编号混乱等。例如错误引用图集、通用

详图千篇一律，而不适用本项目实际情况，造成施工人员难以根

据此类图纸准确施工，可能导致施工错误，影响工程质量。

2. 图纸审核不严格

图纸审核是保障设计质量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图

纸审核流程可能执行不严格。审核人员未仔细审查图纸中的设计

错误、规范不符合项等问题，审核动作流于表面，使存在问题的

图纸进入施工阶段，增加工程变更与质量隐患。

三、建筑结构设计优化措施

（一）强化设计规范学习与执行

1. 及时掌握规范更新

设计单位应建立规范更新跟踪机制，定期组织设计人员学习

新规范。鼓励设计人员关注行业动态，参加规范宣贯培训。例

如，通过订阅专业期刊、参加线上线下讲座等方式，及时了解规

范更新内容，确保设计工作符合最新规范要求。

2. 加强规范理解与应用

组织设计人员深入学习规范条款，通过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等方式，加深对规范的理解。建立规范应用审核制度，在设计过

程中，对规范应用情况进行内部审核，确保设计人员准确执行规

范。如在设计文件完成后，安排专人对规范条款执行情况进行逐

一核对，避免理解与执行偏差。[7]

（二）精准荷载取值

1. 全面统计荷载

设计人员在进行荷载统计时，应详细了解建筑的使用功能、

装修方案、设备布置等情况。对于恒载，除结构自重外，准确计

算装修材料、设备等重量。针对活载，充分考虑建筑使用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货物堆放、设备布置、墙体分割等。在

设计商业建筑时，需考虑不同业态布局对活载的影响。

2. 科学准确取值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荷载取值计算。在确定风荷载、地震

荷载等可变荷载时，充分考虑建筑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场地特

征等因素。利用专业软件进行荷载计算，提高计算准确性。如在

计算风荷载时，根据建筑的实际体型与周围环境，准确确定体型

系数，对于复杂结构或特殊用途的建筑，可以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专项论证，确保荷载取值的合理性。[8]

（三）优化结构选型

1. 多方案比选

在结构选型阶段，设计人员应根据建筑功能、场地条件等提



006 | URBAN ARCHITECTURE AND DEVELOPMENT

建筑规划·设计 | ARCHITECTURAL PLANNING · DESIGN

出多种结构方案，并进行详细比选。从结构性能、施工难度、经

济成本等方面综合评估各方案优劣。例如，对于高层住宅建筑，

对比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 - 剪力墙结构等方案，分析

不同方案在满足建筑功能需求下的优缺点，选择最适宜的结构

形式。

2. 优化结构体系协同性

在确定结构体系后，合理布置结构构件，确保各构件协同工

作。通过结构力学分析，优化结构构件的受力分配。如在框架 -

剪力墙结构中，根据建筑平面布局与受力特点，合理调整剪力墙

位置与数量，两者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同关系，合理分配框架和剪

力墙所承受的荷载，确保两者共同参与结构的整体工作。[9]

（四）精细构件设计

1. 优化混凝土构件设计

在混凝土构件设计中，运用结构设计理论与计算软件，做好

优化设计，如截面优化设计：对于高层建筑的竖向构件和大跨度

结构的水平构件，应进行截面优化设计，以减少材料用量和自

重，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材料选择：优先选用高强度材料（如

高强钢筋）和工业化生产的装配式构件，以提高结构强度和施工

效率。施工与设计的衔接：设计应与施工紧密结合，确保设计的

可实施性，避免因设计不合理导致的施工困难。

2. 完善钢结构构件设计

对于钢结构构件，重点关注稳定性设计。准确计算构件的长

细比、宽厚比等参数，采取有效的构造措施提高构件稳定性。在

钢柱设计中，合理设置加劲肋，增强钢柱的局部稳定性；在钢梁

设计中，通过设置侧向支撑，保证钢梁的整体稳定性。运用有限

元分析软件对复杂钢结构构件进行模拟分析，优化设计方案。

3. 提高基础选型合理性

要使建筑基础选型合理，需要综合考虑地质条件、建筑功

能、施工条件、经济性等多方面因素。要全面了解地质条件，地

质条件是基础选型的重要依据。设计人员应充分掌握工程所在地

的地质勘察报告，了解地基承载力、土层性质、地下水位等情

况。对于复杂地质条件，如软土地基、岩溶地基等，需结合上覆

土层、溶洞岩层厚度等条件综合考虑进行选型。应考虑经济性和

施工便利性，在满足安全和功能的前提下，选择经济合理的基础

形式。例如，在合理开挖深度的前提下，优先选用天然地基上的

浅基础。应考虑周围环境的影响，如周围建筑物距离较近时，采

用管桩时，应做好防挤土措施。如条件特别苛刻，应慎用管桩，

可采用劲性复合桩等技术，兼顾挤土效应与成本。最后要进行多

方案比较和优化，至少进行两种以上的基础方案比选工作。

（五）提高设计图纸质量

1. 规范图纸表达

设计人员应严格按照制图规范绘制设计图纸，确保尺寸标注

清晰、准确，节点大样图详细完整，构件编号规范统一。采用标

准化的图例与符号，提高图纸的可读性。在绘制图纸过程中，注

重图纸的排版布局，使图纸整体美观、整洁。如在绘制结构平

面布置图时，合理安排轴线、构件位置，清晰标注尺寸与构件

编号。

2. 严格图纸审核

建立健全图纸审核制度，明确审核流程与责任。审核人员应

具备丰富的设计经验与专业知识，对图纸进行全面细致审核。重

点审查图纸中的设计错误、规范不符合项、图纸表达不清晰等问

题。审核完成后，出具详细的审核报告，设计人员根据审核意见

及时修改图纸，确保图纸质量。[10]

四、结论

总之，建筑结构设计存在设计规范遵循、荷载取值、结构选

型、构件设计及设计图纸等多方面问题。通过强化设计规范学习

与执行、精准荷载取值、优化结构选型、精细构件设计以及提高

设计图纸质量等一系列优化措施，能够有效提升建筑结构设计水

平。在实际工作中，设计单位与设计人员应高度重视结构设计问

题，不断优化设计流程与方法，保障建筑工程结构安全、经济合

理、适用耐久。随着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结构设计应持续

创新，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为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在未来的建筑工程建设中，应持续关注建筑结构设计优化，

不断完善设计理论与方法，提高建筑工程的整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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