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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工程中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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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短肢剪力墙结构凭借其独特优势在房建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短肢

剪力墙结构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建筑结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本文通过对短肢剪力墙结构理论基础的阐述，分析其

在房建工程中的设计要点、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旨在为提高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水平，保障房建工程

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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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hort-limb shear wall structur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due to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However, in the actual design 

proces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short-limb shear wall structures, which affect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hort-limb shear wall 

structures, analyzes the design key poi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hort-limb shear wall structures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level of short-limb shear wall structures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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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房建工程中，建筑结构的设计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建筑物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使用功能。短肢剪力墙结构作为一种常

见的结构形式，因其能够有效利用空间、增强建筑的抗震性能等优点，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深入研究房建工程中短肢剪力墙结构

设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短肢剪力墙结构的理论基础 

短肢剪力墙是指截面厚度不大于300mm，各墙肢截面高度和

厚度的比值最大值大于4但不大于8的剪力墙。需要注意的是，强

连梁（跨高比不大于2.5，且高度不小于400mm的连梁）的连肢

墙可不判定为短肢剪力墙，只要有一肢为一般剪力墙时整个墙肢

就可以不划分为短肢剪力墙。短肢剪力墙结构的受力特点接近异

形柱，具有诸多优势。它能结合建筑平面，利用间隔墙位置布置

竖向构件，基本不会与建筑功能产生冲突。墙的数量和肢长可根

据抗侧力需求灵活调整，还能通过不同尺寸和布置来改变刚度中

心的位置。该结构布置灵活，施工工艺简单，连接各墙的梁可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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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施工 [1]。 

在抗震设计中，不宜将高层建筑结构完全采用短肢剪力墙结

构形式。在使用较多短肢剪力墙的情况下，应设置筒体，成为短

肢剪力墙和筒体（一般是剪力墙）共同承受水平力的结构形式，

在设计规定的水平地震作用下，短肢剪力墙承担的底部倾覆力矩

不大于结构底部总倾覆力矩的40%。因为短肢剪力墙在抗震性

能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其墙肢轴压比，需分别按不同抗震等级

进行严格的划分，比如一级、二级、三级抗震等级轴压比分别是

0.5、0.6以及0.7。而一字形截面的短肢剪力墙则由于有效端柱、

翼缘的作用，延展性相对较差，轴压比也相对较小 [2-3]。

短肢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除满足一般剪力墙对底部加强部位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89

的调整外，非底部加强部位也需适当调整。抗震等级为一级、二

级、三级时，应分别乘以1.4、1.2、1.1的增大系数。在边缘构

件及墙身配筋方面，短肢剪力墙边缘构件根据墙肢底截面的轴压

比和所处部位分为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约束边缘构件

配筋率在一、二、三级时分别不应小于1.2%、1.0%和0.8%；构

造边缘构件底部加强部位配筋率在一、二、三级时分别不应小于

1.0%、0.8%和0.6%，其他部位配筋率在一、二、三级时分别不应

小于0.8%、0.6%和0.5%。当墙肢截面高度和厚度的比值不大于4

时，宜按照框架柱的要求设计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当端柱承受

集中荷载时，其边缘构件应满足框架柱的相应要求。短肢剪力墙

的竖向和水平分布筋，除满足承载力计算配筋要求外，还应满足

最小配筋率要求。抗震等级为一、二、三级时均不应小于0.25%，

水平分布钢筋直径不应小于8mm，间距不宜大于300mm，竖向分

布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0mm，间距不宜大于300mm。

二、房建工程中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要点 

（一）结构布置设计 

短肢剪力墙的布置应遵循科学、匀称的原则，确保剪力墙的

质量中心和刚度中心相互吻合。为保证建筑的各项位移指标（如

位移比指标、周期比指标、刚度比指标、剪重比指标、轴压比指

标和刚重比指标）满足规定要求，宜将剪力墙按 T形、L形、Y形

和十字形进行设计。布置时应避免在局部范围内集中布置过多短

肢剪力墙，如集中在建筑平面的一边或周边，因为这可能导致局

部破坏引发整个楼层倒塌。在高烈度地区，短肢剪力墙的使用应

严格限制，根据《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规定，7度的 A级高度高层建筑不宜布置短肢剪力墙。在某商业房

建项目中，地上19层，地下2层，底层空间较大，采用框架支撑

的剪力墙结构。设计时通过增大下层的剪力墙数目，减小转换层

之上的剪力墙数目，降低上部结构的抗侧承载力，同时合理利用

隔板位置设置垂直构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剪力墙数目，有效减

轻了房屋整体重量，降低了建筑物刚度，减少了地震冲击，降低

了地基设计难度和房屋造价，加快了施工进度 [4]。 

（二）构件设计 

短肢剪力墙构件的设计需要遵循相关的规定，控制轴压比是

确保短肢剪力墙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稳定的保证，前文提到各种抗

震等级所对应的轴压比限值，因此在进行短肢剪力墙的轴压比控

制设计时需严格按照要求来设置相应的轴压比限值。在边缘构件

的设计时需要准确地将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区分，根据

相应位置和轴压比的差异来进行配筋率设计，在进行约束边缘构

件设计时，一、二、三级抗震等级其配筋率最小值是1.2%、1.0%

和0.8%。对于构造边缘构件在底部加强部位和其它部位配筋率的

最小值也有相应的规定。在构件设计时对于墙身配筋也是不可忽

视的重要部分，竖向的分布筋与水平的分布筋不仅要满足其承载

力计算标准，还需要满足最小的配筋率的要求，抗震等级为一、

二、三级的墙体其最小配筋率要求都需大于0.25%，并且对钢筋直

径和间距的配筋也是相应的具体要求，对于水平分布钢筋直径不

得小于8mm，间距不大于300mm。对于竖向分布的钢筋直径不得

小于10mm，间距不大于300mm。

（三）结构计算分析 

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中的结构计算分析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工

作，进行结构计算分析时应该综合考虑竖向荷载、风荷载、地震

作用等各种影响因素，常用的结构计算软件主要有 PKPM、YJK

等，这些软件均可模拟结构受竖向荷载、风荷载、地震作用等各

种荷载工况下的结构受力状况，为结构设计提供数据计算信息。

在结构计算分析中应该合理选取各项计算参数，比如地震影响系

数、结构阻尼比等。地震影响系数按照工程所在地区抗震设防烈

度、设计地震分组和场地类别等因素来选取地震影响系数；结构

阻尼比结合结构类型、材料性质等因素取值。以实际工程中某工

程作为例子，通过 PKPM软件进行结构计算分析，当输入准确的

模型结构信息和荷载数据等数据时，软件可输出结构内力与位移

结果，设计人员按照这些计算结果对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比如

短肢剪力墙的布置及截面尺寸等进行调整，使结构的各项指标都

能够满足各项规范的要求，使得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都得到合

理的保障 [5-6]。

四、房建工程中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现存问题 

（一）结构安全方面 

数量设计时，如果短肢剪力墙数量过少或者过短，则容易影

响结构的抗震性能，研究证明，在一些地震频发区，出现部分短

肢剪力墙数量不够建筑在地震中的建筑受损严重的现象并不罕

见，据统计，在某次地震中部分建筑由于短肢剪力墙的数量未达

到设计要求的极限，墙体开裂所占比例能达到30% ～ 40%，影响

建筑安全性。在实际建筑中比较常见的“一”字形短肢剪力墙，

但是在这种形式的剪力墙上存在着受力不好的缺点。建筑物在遭

受地震等水平荷载时容易导致“一”字形短肢剪力墙平面外失

稳，致使结构整体刚度不足。某建筑工程中建筑所设置的剪力墙

多数是“一”字形短肢剪力墙，在地震模拟试验时，由于剪力墙

“一”字形短肢剪力墙最先出现裂缝，导致整个结构倒塌 [7]。

（二）设计优化方面 

设计人员在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时对结构布置与建筑功能缺

少协调性的意识，导致结构布置不合理。一些住宅设计工程出于

追求室内空间的尽可能最大化考虑，短肢剪力墙数量过多而减

少，减少建筑抵抗外力的能力，降低结构抗震能力；或者短肢剪

力墙布置过多集中于建筑物一侧，使得结构刚度不均匀，在结构

承受水平荷载时产生较大的扭转效应对墙体而言，构件设计配筋

不合理情况。个别设计人员出于成本节省考虑，未依据规范要

求配筋，构件强度能力较低。例如，在某工程中短肢剪力墙的

竖向分布筋的配筋率未达到规范中提出的0.25%最低要求，仅为

0.2%，在结构试验中，该结构在承受较小的荷载时就已经出现开

裂现象，严重影响结构正常使用。结构计算分析时设计人员对软

件过度依赖而减少必要的人工复核会使得计算的结果不够准确。

选取的计算参数不合适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某项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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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设计中，在使用 PKPM软件中计算时错误地填写场地类

别，致使地震影响系数取值不合适，使得计算的结果中，计算出

的结构内力及位移比实际情况相差较远，倘若未及时发现，对于

结构的受安全问题会造成极大的隐患。

（三）施工与后期维护方面 

短肢剪力墙结构的施工由于短肢剪力墙的构件尺寸、配筋较

为复杂，所以施工较为困难，在钢筋绑扎的时候，由于短肢剪力

墙的钢筋布置较为密集，在操作空间较小，容易导致钢筋绑扎不

牢固的现象。在现场的某工程检查中发现，约10%~15%的短肢

剪力墙钢筋绑扎节点没有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施工，存在松动情

况，直接导致其结构的受力性能受到影响。短肢剪力墙的截面尺

寸较小，在浇筑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混凝土振捣不密实，蜂窝麻面

等质量问题，在一些工程中通过超声检测发现，部分短肢剪力墙

内部存在空洞、不密实的区域，极大地影响了结构的强度和耐久

性 [8]。

五、房建工程中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提升结构安全性能 

合理的确定短肢剪力墙的数量和长度是关键。建筑抗震设防

的要求、高度、平面布置等是设计人员确定短肢剪力墙合理数量

和长度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对短肢剪力墙进行结构设计时，可以

在多方案中对比出合理的布置方案，保证在满足建筑功能要求

下，能够满足结构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对于“一”字形短肢剪

力墙，可以采用增加翼缘的方式进行优化。将“一”字形短肢剪

力墙更换为 L型短肢剪力墙或 T型短肢剪力墙，借助翼缘的约束

作用，提高墙体的平面外稳定性和承载力。对某工程改造项目进

行了改造，对原有的“一”字形短肢剪力墙增加了翼缘，经过结

构鉴定检验，改进之后的墙体在承受相同荷载的时候，出现裂缝

的概率明显减少，结构的整体稳定性显著增强。

（二）推进设计优化 

设计人员应加强与建筑专业的交流，在满足建筑功能需求的

基础上优化短肢剪力墙结构布置。在设计前期，结构设计人员应

与建筑设计师共同对建筑平面布局进行研究，结合建筑功能分区

合理布置短肢剪力墙，使得结构布置均匀、合理，避免出现结构

刚度突变、扭转效应过大的现象。在构件设计上严格按照规范的

要求进行配筋计算，保证配筋合理。设计人员应充分考虑构件各

工况受力情况，准确计算配筋量，同时注意钢筋布置方式以及构

造要求，保障钢筋能够充分发挥其力学性能。在某工程设计中，

应用精细化设计理念，对短肢剪力墙的配筋进行了优化，在不增

加材料成本的条件下，提高结构承载能力和抗震能力 [9]。

（三）解决施工与后期维护难题 

在施工工艺上优化施工工艺和技术，减少施工的难度。钢筋

绑扎可采用工厂预加工钢筋骨架，把短肢剪力墙的钢筋进行工厂

预加工，再运输到施工现场安装的钢筋预加工技术，既可以保证

钢筋的绑扎质量，减少钢筋的绑扎成本，同时还可以降低施工的

难度。在混凝土浇筑中可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技术，利用混凝土本

身的自流动性能，不需要进行振捣就可以填充到模内的各个角

落，可以很好地保证混凝土浇筑的质量。在某工程项目的短肢剪

力墙进行应用自密实混凝土技术后，可以很好地提高混凝土浇筑

的质量。蜂窝麻面等质量常见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做好施

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在施工过程中实行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企业应当制订详细的质量控制计划，在施工过程中明确每一

工序和每一个环节的质量控制标准和质量控制方法。在施工过程

中加大对施工现场的检查力度，发现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及时

地解决，对于施工过程中关键的工作比如钢筋的绑扎、混凝土的

浇筑要进行旁站，在旁站的过程中可以很好地保障施工的施工质

量 [10]。

六、结论 

短肢剪力墙结构在房建工程中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其独有的

优越性给建筑设计、施工等方面带来了诸多便利。与此同时，在

实际设计中短肢剪力墙结构存在着结构安全问题、设计优化问题

以及施工和后期维护问题。通过对短肢剪力墙结构的理论基础进

行探索，明确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中的要点内容，同时就现有问

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可以加强结构的安全性，推动设计

的优化，也可以就施工和后期维护中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等等，

这就能够提升短肢剪力墙结构设计水平，保障房建工程质量。在

未来房建工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建筑技术不断应用并加以

完善，短肢剪力墙结构会更加完善、也更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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