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3 第5卷 第1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3,5(12)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7 

建筑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孙 昊 

江西省商业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随着城市发展和建筑技术的日益先进化，建筑结构设计在都市规划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此同时，结构设计

领域也面临着多个挑战和问题。本文聚焦于结构设计的核心原则，并详细探讨了当前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如建筑审美与结

构的平衡，结构设计细节与建筑功能的融合，技术与材料选择的局限性，以及数字化在此领域中的应用不足等。此外，本文

也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策略，包括强化沟通与团队合作，引入新技术与工艺，优化结构设计过程，并有效利用

数字化技术。这些建议意在提升建筑结构设计的精确度和效益，进而助力该领域迈向更加先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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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increasing evolution of building technology, architectural structural desig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urban planning.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field of structural design also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structural design and explores in detail the key issues currently faced, such as the balance 

between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and structure, the integration of structural design details and building functions, limitations in 

technology and material selec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digitization in this field.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a series 

of solutions to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team cooperation, introduc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al design process, and effectively utilizing digital technology.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building structural design, which helping the field move towards a more advance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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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结构设计是建筑领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它直接

影响到建筑物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长期耐用性。随着科技

的快速发展和都市化的深入推进，建筑结构设计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传统的设计方法已经逐渐被新的技

术、材料和方法替代，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和难题也应

运而生。例如，如何平衡建筑的审美与结构的实用性？如

何选择合适的材料以满足建筑的功能和效果需求？以及

如何在快速变化的技术背景下确保建筑的长期稳定性和

安全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将对这

些关键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其根本原因，并提出实用

的解决策略，希望为建筑结构设计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有

益的指导和启示。 

1 建筑结构设计的核心原则与其重要性 

1.1 结构设计的定义 

结构设计，作为建筑工程的核心环节，是指对建筑物

或其他工程结构的骨架和主要组件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

和设计，以确保其在预定使用寿命内能够安全、可靠地承

受各种预期的荷载和环境影响。这不仅涉及到材料的选择

和配合，还包括对结构的形式、尺寸、连接方式等进行精

确的计算和优化。而这些计算，都是基于一系列的理论、

原则和标准进行的，旨在保证结构的稳定性、耐久性和经

济性。在这个过程中，结构工程师会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外

部影响，如自然因素（风、雨、地震等）、使用荷载、地下

条件等，并为之设计出一个既满足使用功能，又具有足够强

度和刚度的结构系统。简而言之，结构设计是确保建筑和工

程项目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安全、有效地运行的关键步骤。 

1.2 结构设计在整体建筑中的重要性 

结构设计在整体建筑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首先，

它是确保建筑物安全稳定的基石。无论建筑物的外观有多

么引人注目或其内部功能有多么先进，如果其结构设计不

合理或不够稳固，那么这些建筑物在面对自然灾害或长期

使用中都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因此，结构设计在确保人

们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1]
。其次，合理的

结构设计可以增强建筑物的功能性和舒适性。例如，一个优

化的结构布局可以为建筑物提供更大的可用空间，或是为其

内部环境提供更好的光照和通风条件。此外，结构设计也可

以影响建筑物的能源效率，进而降低运营成本和环境影响。

再者，结构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融合也是现代建筑美学的体现。

一个与建筑美学完美结合的结构设计不仅可以增强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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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观度，还可以使其更加和谐地融入周围的环境。 

2 建筑结构设计面临的核心问题及其根因 

2.1 建筑审美与结构安全的平衡问题 

在现代建筑领域中，审美和实用性往往是两个至关重

要的考量因素。然而，当这两个元素相互碰撞时，可能会

产生一系列的挑战。建筑的审美设计往往追求独特性、创

新性和艺术性，而结构安全则要求建筑物在各种环境和使

用条件下都能保持稳固和可靠。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

衡点，是许多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面临的共同挑战。很多

时候，为了追求特定的审美效果，可能会设计出超薄的墙

体、大跨度的空间或是不规则的建筑形态。这些设计在视

觉上可能非常震撼和吸引人，但在结构稳定性、力学性能

和材料选择上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难题。例如，超薄的墙体

可能不足以支撑建筑物的总重，大跨度的空间可能需要额

外的支撑结构来确保稳定性，而不规则的形态可能会导致

结构应力分布不均，增加某些部分的负荷。反之，过于严

格地遵循结构安全的原则，可能会限制建筑的审美可能性，

导致建筑物显得过于刻板或缺乏创意。因此，建筑审美与

结构安全的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到

创意、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综合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

问题，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需要进行紧密的合作，确保在

满足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建筑的审美价值。 

2.2 结构设计细节与建筑功能性的融合问题 

建筑结构设计与其功能性的完美融合是现代建筑设

计中的一大挑战。每一个建筑都有其独特的功能需求，如

住宅建筑需要考虑居住的舒适性，办公楼则需要考虑工作

流程和通行效率，而公共建筑如博物馆或剧院则要考虑公

众的参与和体验。这些功能需求对建筑的空间布局、流线

设计和结构细节都有明确的要求。然而，仅从功能性出发

的设计可能会忽略结构的细节处理，这可能会导致建筑的

使用功能与其结构设计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地方。例如，为

了实现某种功能需求而设置的大开放空间，可能在结构上

需要额外的支撑或加固，这有时可能会影响到空间的利用

效率和美观性。相反，过于关注结构细节的设计，可能会忽

视建筑的实际功能需求，导致空间的浪费或功能的不足。例

如，为了实现某种结构上的细节而采用的复杂的结构形式，

可能会使得室内空间被不必要的结构元素所限制，影响建筑

的使用功能。因此，结构设计细节与建筑功能性的融合是一

个需要细致考虑和权衡的问题。这需要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

之间有深入的沟通和协作，确保在满足建筑的功能需求的同

时，也充分考虑到结构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美观性。 

2.3 技术与工艺在结构设计中的局限性 

随着现代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结构设计已经从传统

的静态计算演变为一个涉及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领域。虽

然现代技术为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提供了更多的设计自

由度和选择，但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局限性和挑战。首先，

尽管新的设计工具和技术大大提高了设计的效率和准确

性，但它们也可能导致过度依赖计算机模拟和数字化工具，

从而忽略了实际工地条件和手工施工的复杂性。这可能导

致设计在纸面上看起来完美，但在实际施工中却面临许多

困难和挑战。其次，随着新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出现，设计

师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但这些新技术和材

料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复杂的施工工艺，这可能会

导致项目超出预算或延迟交付。此外，新的结构设计方法

和技术可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验证，这意味着它们可

能带来未知的风险和问题。例如，某些新型结构系统在特

定的地震或风荷载下可能不如传统结构稳定和安全。总的

来说，虽然现代技术为建筑结构设计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

潜力，但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局限性和挑战。这需要设计

师在采用新技术和方法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评估，确保其

既满足设计目标，又保证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2.4 结构材料选择的多样性与建筑效果的匹配问题 

随着建筑材料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结构工程师可以

选择的材料种类和类型日益增多。从传统的混凝土、钢铁到

新型的复合材料、高性能混凝土等，这些材料提供了不同的

性能和美学效果。然而，选择合适的结构材料并非易事。结

构设计师不仅要确保选用的材料满足结构安全和耐久性要

求，还要确保它们与建筑的整体设计和审美目标相协调。这

需要结构设计师与建筑师紧密合作，确保结构材料的选择既

满足技术要求，又与建筑的视觉效果和功能性相匹配。 

2.5 现场施工中的结构设计调整问题 

在建筑施工的实际过程中，现场环境和不可预见的因

素往往导致结构设计需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可能是由于

地质条件的突然变化、施工材料的实际性能与设计预期有

所偏差或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有时，施工团队可

能在实际操作中发现某些设计方案在现场执行起来并不

现实或者效率太低。此外，与设计图纸不完全匹配的施工现

状也可能导致结构需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不仅可能增加工

程成本，延长施工周期，而且可能影响建筑的最终质量和性

能。因此，对于结构设计师来说，能够预测并提前解决这些

现场调整问题是极为关键的。这需要他们与施工团队建立紧

密的沟通和合作关系，确保设计方案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

可施工性，同时也要灵活应对现场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 

2.6 数字化技术在结构设计中的不足应用 

尽管数字化技术在许多领域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在

建筑结构设计中，其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首先，许多设

计团队仍然依赖传统的手工方法和经验判断，而未充分利

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建筑信息模型（BIM）等先进

工具。这些数字化工具不仅可以提高设计效率，还可以帮

助工程师进行更为复杂和精确的结构分析，从而提高建筑

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2]
。其次，数据分析和模拟技术在结构

设计中的应用也相对有限。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大规

模的结构模拟，设计师可以更好地预测和应对各种潜在的

结构问题，如地震、风压等自然因素带来的影响。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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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工团队的实时数据交互和共享在许多项目中并未实

现。这意味着现场出现的问题和变更往往不能及时反馈到

设计团队，导致施工延误和成本增加。总之，虽然数字化

技术为建筑结构设计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当前在实践中

的应用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行业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推广。 

2.7 结构设计人员的教育与培训缺口 

在建筑结构设计的复杂世界中，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是

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幸的是，当前在结

构设计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方面存在明显的缺口。首先，传

统的教育体系往往重视理论知识而忽视实践技能。这导致

许多新晋工程师在走入实际工作时，发现自己在应对实际

项目中的复杂问题上缺乏经验和技巧。其次，随着新技术

和方法的快速发展，结构设计的知识和技能需求也在持续

变化。但许多在职工程师缺乏持续学习的机会和资源，难

以跟上行业的最新进展。同时，由于缺乏对新技术的培训，

他们可能会在应用新工具和方法时感到困惑和不自信。此

外，跨学科合作和团队协作在现代建筑项目中越来越重要，

但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却鲜有涉及。结构设计师往往缺乏

与建筑师、机电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进行有效沟通的技

能和知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结构设计人员的教

育和培训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更新，确保他们能够为现

代的、多样化的建筑项目提供专业和高效的服务。 

2.8 行业内部关于结构设计的标准及跨学科合作的

挑战 

随着建筑技术和材料的日新月异，行业内部关于结构

设计的标准也在不断地演变。每一个新的技术或方法的出

现都可能为现有的标准带来挑战，这要求专家和工程师们

持续更新和修订相关的设计规范。然而，这种持续的变化

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多个

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标准，这为工程师们的日常工

作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除了行业标准的挑战外，跨学科

合作也为结构设计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3]
。当代的建筑项

目往往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如建筑学、结

构工程、机电工程、环境科学等。这要求结构设计师不仅

要掌握自己的领域知识，还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而在实际的项目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往往有着不

同的工作习惯、术语和方法，这可能会导致沟通障碍和误

解。为了克服这些挑战，结构设计师需要有广泛的知识基

础，同时也要培养出色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此外，行

业组织和教育机构也应该加强对新技术和方法的培训，确

保工程师们可以掌握最新的知识和技能。 

3 针对建筑结构设计问题的解决策略 

3.1 强化建筑与结构团队之间的沟通，建立有效的协

同工作机制 

在建筑项目中，建筑团队和结构团队的合作是成功完

成项目的关键。有效的沟通是确保这两个团队能够顺利协

同工作的前提
[4]
。由于设计的复杂性和技术的不断发展，

双方需要经常进行信息交换、提问和讨论，以确保设计的

准确性和项目的顺利进行。为此，建议实施定期的团队会

议、使用统一的工作平台，并进行互动式的培训和研讨，

以增强双方的沟通和合作。 

3.2 优化结构设计，确保与建筑设计的和谐融合 

结构设计不仅仅是关乎建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它还

与建筑的审美、功能和可用性紧密相关
[5]
。因此，优化结

构设计并确保其与建筑设计的和谐融合是至关重要的。为

了达到这一目标，结构工程师和建筑师应该从项目的初步

阶段开始就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合作，确保双方的设计都能

满足项目的要求，并为最终的建筑效果带来增值。 

3.3 引入先进技术与工艺，加强结构设计人员的专业

培训 

随着科技的进步，许多新的技术和工艺都被应用到结

构设计中，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提高设计的准确性，还可以

增加设计的灵活性和效率。为了确保结构工程师能够充分

利用这些新技术，他们应该接受定期的专业培训，以及与

行业内的专家进行深入的交流。 

3.4 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结构设计的准确性和效率 

数字化技术，如 BIM（建筑信息模型）和 CAD（计算

机辅助设计）工具，已经在建筑和结构设计领域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提高设计的精度，还可以

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减少错误和遗漏，从而节省成本和

时间。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帮助工程师更好地可视化

和模拟设计，从而在实际施工前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问题。 

4 结语 

建筑结构设计，作为现代建筑项目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对于确保建筑的稳固、安全与审美至关重要。面对不断变

化的技术背景、复杂的设计要求和多方的合作挑战，只有

深入理解其中的问题并积极寻求创新的解决策略，才能不

断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通过加强沟通、提高培训、引入

先进技术和深化跨学科合作，我们有望构建更为高效、精

确和协同的建筑结构设计体系，进一步推动现代建筑事业

的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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