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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从安全性、宜居性、环保性三个角度入手，分析了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目标；其后，围绕主

体结构、安全结构、布局结构三个方面，重点提出了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可行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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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ree aspects of safety, liv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application objectives of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in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 then, focusing on the main structure, safety structure and layout structure, it 

puts forward feasibl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in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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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的最终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屋建筑整体的科学性与稳定性，与用户使用体验的舒适性与

安全性密切相关。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建筑行业越来越注重房屋建筑的美观性与环

保性，而房屋建筑结构设计正是这两个属性的重要落实点。据此，我们有必要对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

进行讨论探析。 

1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目标 
1.1 房屋建筑结构优化的安全性目标 

房屋作为人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必须具备高度的安全性。若相关人员在结构设计时过分追求节约成本、凸显美

观等目标，而忽视了房屋结构的长寿性能与负荷承载能力，将很可能导致房屋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墙体开裂、窗体倾斜

甚至楼盖坍塌等风险情况，对房屋使用者的健康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在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相关人员必须要将安

全性作为优化技术应用的第一要义，在保障房屋使用者安全的基础上，再考虑美观性、经济性等方面的设计问题
[1]
。 

1.2 房屋建筑结构优化的宜居性目标 

房屋建筑的生产目的是服务于人，故而具有高度的宜居性需求。一方面，房屋建筑结构的优化设计要与用户审美

观念相匹配，才能充分发挥出房屋建筑的空间优势，带给使用者以充分的心理舒适感。另一方面，房屋建筑结构的优

化设计要保证功能性与实用性的统一，与用户的生活习惯、年龄特点、布局需求等因素相匹配。例如，在设计剪力墙、

承重墙时，应保证墙体位置不会对使用者日常生活的动线形成阻碍。 

1.3 房屋建筑结构优化的环保性目标 

通常来讲，房屋建筑施工需要耗费大量、多样的材料资源，并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施工污染。对此，为了迎合当

前建筑行业的绿色化发展需求，同时也为了构建更加舒适的建筑施工环境，相关人员在进行房屋建筑结构的优化设计

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建材的环保性能差异，并尽量选择环保性强、污染程度小的材料，以免室内甲醛污染、室外光

污染等负面情况的出现。此外，相关人员在设计实践中还应从资源节约的角度出发，对房屋建筑的防寒防热能力、资

源回收能力、自维护能力进行强化，以此减少室内空调、电暖炉等设备的使用，降低用户工作生活对市政水资源的需

求，进而达到有效的环保节约目的。 

2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策略 
2.1 优化技术在房屋建筑主体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在房屋建筑主体结构的设计中，相关人员应注重优化设计的整体性与稳固性。首先，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可将 3D 建模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等信息化技术应用到设计实践当中，以此提高设计方案的精确性与直观性。例如，

在进行剪力墙这一房屋主体结构部分的设计时，相关人员可将预设出的剪力墙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系统的 CAD软件当中，

继而在直观分析剪力墙应力分布的基础上，对墙肢的长度、数量进行不断调整，直至在实现均匀分布状态的前提下，

将剪力墙的应用面积控制在最低水平。此时，再将计算机调整结果落实到房屋建筑主体结构的设计方案当中，便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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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房屋建筑稳固性的同时，做到剪力墙建筑资源的有效节约；其次，在设计高层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时，相关人员

应尽量实现建筑空间中心点与建筑结构中心的重合，可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整体承载力，强化建筑物的结构稳定性；

再次，基于混凝土结构在建筑主体结构中的应用规模与重要地位，相关人员也应在优化设计中注重这一部分的材料质

量与施工质量。一方面，要以我国《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2011）为基础依据，对混凝土材料的成分、

配比与制作进行严格控制，增强混凝土材料在建筑结构应用中的密实度、强度、刚度等性能；另一方面，要将混凝土

模板、支架、浇筑等施工的参数标准落实到设计方案当中，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照参数标准与工艺流程开展施工活动，

以确保混凝土结构的施工成果与设计目标相一致
[2]
；最后，近几年来，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等现代建筑理念产生出来，

对房屋建筑的结构设计提出了更新要求。在此背景下，相关人员应做到积极学习、勇于创新，将新概念、新技术融入

到设计方案当中。例如，在进行屋顶这一房屋主体部分的设计时，相关人员可合理运用绿色环保的建筑理念，将传统

中无功能的屋顶结构改变为太阳能屋顶、雨水花园屋顶，从而使房屋建筑保有更高层次的能源回收与利用能力，为用

户房屋使用中能源资源的有效节约提供支持。 

2.2 优化技术在房屋建筑安全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在房屋建筑的结构设计当中，安全始终是第一要求，其与建筑整体的使用寿命、产品质量以及房屋用户的生命财

产健康息息相关。一方面，相关人员要保证自身的专业性和前瞻性，对房屋建筑可能出现的墙体开裂、窗体倾斜、屋

顶渗漏、梁柱松动等隐患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据此实施出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手段，从最大程度上保证房屋建筑结构

的一体性与持久性。例如，墙体开裂这一常见的房屋结构安全问题具有诱因多样性特点，地基沉降、温差过大、受力

不均、材料腐蚀等情况都可能导致墙体出现开裂破损。此时，为了实现有效的优化设计效果，提高建筑墙体的结构质

量，相关人员就应在设计中严格保证建筑地基的平实稳固、沉降均匀，对墙体结构实施出科学合理的受力预期，并据

此对墙体的材料强度、结构布局进行调整。必要时，还应通过加设外墙保温材料、装置钢丝网或纤维网等手段，增强

墙体的保温性与牢固性，避免墙体因受潮、腐蚀、热胀冷缩等原因而出现脱落开裂。 

另一方面，相关人员还应考虑到自然因素对建筑结构安全质量的影响性，并结合当地具体的自然风险类型，制定

出针对性、有效性的优化防护对策。例如，在地质变动频繁、地震隐患较大的地区，相关人员应将科学的地震力传递

结构融入到房屋建筑结构设计当中，如缩短房屋盖梁与竖向墙柱之间的传递距离、应用框架剪力墙构建房屋支撑体系、

适当提高房屋结构布局对称性等。这样一来，可显著提高房屋对地震能量的消耗与分散能力，从而增强房屋建筑在地

震灾害下的安全性与稳固性。 

2.3 优化技术在房屋建筑布局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将优化设计技术应用到房屋建筑布局结构的设计当中，既有助于提升房屋主体结构的稳固等级、延长房屋建筑的

使用寿命，也有助于实现房屋不同结构分区的合理配置，在增强房屋室内环境美观性的同时，为用户的生活动线提供

便利支持。首先，在设计房屋墙柱构件的布局时，相关人员应充分考虑到用户的使用需求，进而达到最佳的结构设计

效果。例如，在发现当前建筑结构存在增加结构梁宽度的必要时，相关人员应考虑到用户对卧室、客厅等分区空间的

开阔性需求，进而采取出重心偏向厨卫区域的设计方式；其次，相关人员在进行房屋布局的设计时，还应充分考虑到

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尽量避免结构冲突的负面问题发生。例如，由于电梯房需要涉及到大量的预埋件埋设工

作，所以相关人员在设计电梯房的位置布局时，应避免其与房屋主体的梁柱结构相重合。这样一来，能有效降低梁柱

结构在预埋件埋设施工中的出现几率，降低测量、传统等环节的工作难度，同时还能规避梁柱应力分布受损的风险问

题，保障房屋建筑的结构承载力处于较高水平；最后，相关人员还需要注重细节结构位置布局对房屋建筑最终质量的

影响性，并实施出科学的设计优化应对措施。例如，据有关调查显示，建筑室内温度与外窗的开窗面积、布局位置密

切相关。通常情况下，建筑外窗的开窗面积越小、布局位置越居中，建筑室内温度的损失也就越小。由此，相关人员

在进行建筑结构的布局设计时，应将北朝向、东西朝向、南朝向外窗面积分别控制在墙体面积的 25％、30％、35％以

内，并尽量将外窗布局设计在墙体中心位置，从而实现建筑室内温度环境冬暖夏凉的优质效果，减少空调、电暖炉等

电气设备的使用频率，达成房屋建筑宜居性、环保性与经济性的高度统一
[3]
。 

3 总结 
总而言之，把优化技术应用到房屋建筑的结构设计当中，不仅能切实强化房屋结构的稳固性与科学性，为后续的

建筑施工环节夯实基础，还能实现房屋建筑在经济性、安全性、美观性、宜居性等多方面的质量提升。由此，相关人

员在设计实践当中，必须要积极学习先进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水平，为用户提供出更加

高质量的建筑结构设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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