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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我国砖混房屋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建筑形式。但由于砌体房屋脆性材料的抗震性能较差，为了提高其抗震性

能，行内经常采用设计建筑布局，改变结构构造。房屋的抗震设计就应运而生，主要是以预防为主，使房屋在小震中不坏，

中震中可修，大震中不倒。因此在建设工程时，为了确保建筑工程具备合理的抗震能力，工程的抗震设防、抗震设计及施工

质量等各方面都必须符合标准。文章针对当前多层建筑结构稳定性中一些常见却又常被忽视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了错误

的原因和后果，给出了一些设计建议和构造的要求，对多层房屋结构稳定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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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brick and concrete buildings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form of construction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the poor 

seismic performance of brittle materials in masonry building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seismic performance, the design of building 

layout and structural changes are often used in the industry. The seismic design of buildings has been applied, mainly focusing on 

preven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house is not damaged in small earthquakes, repairable in medium earthquakes, and not collapsed in 

large earthquakes. Therefore,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reasonable seismic resistance, 

and the seismic fortification, seismic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must comply with the standards.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common but often neglected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multistory buildings, points out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rrors, gives some design suggestions and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and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multi-storey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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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住房问题日益突出，受到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政府一直在加大力

度，通过引进外部的专业机构、企业、科研院所来满足居

民的居住需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居民的居住水平也

在不断攀升，这也促进了住房制度的变革，以及住宅的商

业化。随着技术的进步，砖混结构的住宅已成为中国普遍

采用的一种住宅类型，其优势显而易见：原料易获、施工

方法简易、成本低，而且施工周期极其紧凑。然而，由于

其特殊的结构，砖混结构的住宅具备一些明显的弊端，如

其材质的软化、各部分的紧固以及砌体的耐久性较差，这

些都会影响其防震功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加

强对砌体的研究，以期增强其防震功能。 

1 多层建筑结构概述 

根据楼层的不同，住宅建筑可以划分为四类：最底部

的 1～3 楼，最上部的 4～6 楼，以及最顶部的 7～9 楼和

最顶部的 l0 楼。自 80 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多层

住宅的设计、实际应用和施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

高级城镇还是乡镇，几乎每个地区都出现了采用框架、砖

混、砖木、加固砌块的多层住宅。高层住宅的特征是：①

高层住宅的土地使用率高，施工周期长，而且不必额外购买

高层的电梯和高压水泵，使得居民的出行更便捷。②高层住

宅的公摊面积小，使得居民的居住环境更舒适，而且物业管

理更经济实惠。③高层住宅的结构更具有经济效益，而且采

用的建筑材料都是当地的高品质。由于其高性能和经济实惠，

多层住宅的定位更加合理，更容易获得广大民众的青睐。 

2 稳定性设计的原则  

2.1 确保各个层面的稳定性  

由于结构的特殊性，其承载力通常会随着结构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保证整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首

先要考虑的是各个结构的承载能力，然后才是稳定设计。

在建筑施工中，要充分考虑到钢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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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确保整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图 1  结构流程图 

结构内部会出现各种变形，甚至会导致整个建筑结构

出现断裂、塌陷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建筑的稳定性，必

须考虑到各个结构在使用过程中设计、承载、材料等方面。 

2.2 作好剪力调整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的高楼大厦的外观变得更加精

致，不对称的设计风格正逐渐普及。这就导致了斜柱的使

用日益增加，它的倾角更加突兀，需要更大的抗拉强度才

能抵抗外界的冲击。相比于传统的垂直结构，斜柱的使用

更加具有挑战性，需要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许多建筑师

在设计钢结构时，可能会把支撑梁和支撑柱的部分简单地

改造，以提高其强度和耐久性。然而，由于这些改变可能

导致框架柱的剪切变形，从而降低其强度和耐久性，因此，

应当谨慎地考虑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改变。由于斜柱的重

点功能不仅仅限于支持水平位置，它还必须考虑垂直位置

的影响，否则就可能造成计算出的剪切应力偏离实际情况，

进而影响到建筑物的安全和可靠性。因为这个原因，建筑

设计者必须认真思考如何适配钢筋的剪切强度，以便在满

足建造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钢筋的强度和刚度，

使其达到最佳的抗震效果。 

 
图 2  内框架承重结构（摘录自某工程案例） 

2.3 注重强柱弱梁的设计 

在钢结构的设计中，必须对其整体稳定性和可靠性作

出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说，为了确保其能够承受水平荷载

和突然的地震，必须让塑料铰接部位位于支撑架的支撑架

之间，而非支撑架的支撑架之间。通过采用新型设计方案，

可以大大增强钢结构的耐久性，使之具备良好的稳固性，

从而避免因受力而导致损伤。根据我国建筑行业相关标准，

在设计柱梁时，必须对它们进行弹性模拟，以便具备良好

的韧性，以便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 

3 建筑工程中建筑结构稳定性设计的特征 

3.1 钢结构 

钢结构是一种由钢材组成的结构，在建筑工程中使用

这种材料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稳定性要求，但由于不同建筑

工程的要求不同，对钢结构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例如，

一些高层建筑结构一般使用钢管混凝土柱，这些钢结构不

仅具有很好的强度，而且可以承受较大的荷载；而一些多

层建筑中则通常使用钢梁柱组合结构。此外，一些比较大

的建筑工程中，需要承受较大的压力。由于这些特殊要求，

因此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钢结构的稳定性要求。然而，钢

结构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类型和不同形式，这也是由于它具

有多样性。例如，如果钢结构有一定的承载能力，则可以

使用焊接或铆接等方式。 

钢结构由于其组成的多样化，其稳定性问题是多种多

样的，但钢结构有着整体性，它能够从整体上维持结构的

平衡状态。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把若干个独立的钢构件进

行科学合理地组合，才能够确保钢结构的稳定性。钢构件

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不同构件之间可以互相传递荷载、

传递应力，这就能够防止某个构件出现失效而影响整个钢

结构的安全。在建筑工程中，一般都是由若干个钢构件组

成的，而每一个构件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在建筑工程中，

如果一个钢结构没有合理地组合起来，那么它将无法发挥

其功能。所以说，合理地组合钢结构是确保建筑工程安全、

可靠的重要措施。 

钢结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于它的整体性至关重要，

它的内部结构能否正常运行，直接影响到它的安全性。如

果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将会对整个结构的安全造成严重

的威胁。对于多种连接方式组成的钢结构，应该特别重视

每个连接部位的质量，以确保它们的完整性，否则将会严

重损害钢结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2 混凝土结构 

3.2.1 强度较高，承重能力较强 

水泥混凝水利工程筑的弹性比起其他建筑具有更高

的弹性，例如在十吨的重力下，建筑受到的压力仅仅只有

0.0.4MPA 的压力，这就让基层所需要承担的重量大幅度

降低，可以承受高速公路上较大的车流量和重型车的压力。 

3.2.2 耐温性更好 

水泥混凝水利工程筑的耐水性和耐高温性远远高于

其他的建筑，能够在降雨较多的地区和温差较大的地区都

可以保持较好的寿命和更好的完整性，如果出现恶劣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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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洪水淹没建筑，水泥混凝水利工程筑也可以保证车辆

的正常通行。水泥混凝水利工程筑具有较高的抗温性，相

比于沥青建筑来说水泥混凝水利工程筑在持续的高温下

不会导致建筑变形，影响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2.3 建筑的磨损度较低，建筑材料容易获取 

在水泥混凝水利工程筑当中由于自身属于刚性建筑，

只要施工让建筑的平整度达到要求，基层质量较高，可以

拥有较为良好的平整期，而且平整期的持续时间要远远高

于普通的软性建筑，此外水泥混凝水利工程筑的建筑磨损

程度远低于一般的柔性建筑，而且建筑所需要的材料容易

获取，而且材料价格较低。在保障施工的标准性的前提下，

水泥混凝土表面的耐热性和耐寒性以及耐磨性都是远远

高于普通建筑的，混凝土使用的所有建筑材料几乎都属于

无机材料，没有沥青建筑的老化问题，而且风化的时间是

老化的一百倍以上。 

3.3 墙结构 

多层建筑的墙结构主要是指的由钢筋混凝土结构和

砖混结构这两种类型构成，多层建筑的墙体在设计过程当

中可以有效的提高建筑的刚度和稳定性，在建筑施工过程

中可以有效的解决墙体发生裂缝、墙体变形以及墙体破坏

等问题，但是多层建筑的墙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就是

其施工过程中的工期较长，而且施工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

界环境影响，而导致建筑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多层建筑在

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施工环境的影响，在进行设

计的过程中必须要避免由于外界环境对建筑工程产生不

利影响，从而导致建筑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多层建筑结构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建筑的整体稳定性，需要对

建筑的各个部分进行合理的分配，而对于多层建筑结构而

言，其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其在使用过程

中所需要的承重能力以及刚度和稳定性，这样可以有效的

保证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性。 

多层建筑在施工过程中也会对墙体进行合理的布置，

从而有效的提高其整体稳定性和抗震能力，同时还能够有效

的降低施工成本。但是在多层建筑设计过程当中必须要充分

考虑到其在使用过程中所需要的承重能力和刚度以及抗震

能力，这样可以有效的提高多层建筑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4 设计失误对结构稳定性的影响 

4.1 多层建筑的基础 

由于缺乏地质详细调查，许多高楼的建造方面都是根

据当时的情况来制定施工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替代

的填充材来修复脆性的地面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也很难实

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替代填充材来修复脆性的

地面是非常合适的。 

4.2 多层建筑的砖混结构房屋中构造柱兼作承重柱用 

通过采取建筑技术，如建造柱子，可以大大增强墙壁

的抗压强度，并且可以将柱子和框架连接到一起，从而更

好地控制和保护建筑物的稳定。此外，建造柱子还可以减

少墙壁的裂纹，保证建筑物的垂直和水平稳定，从而增强

建筑物的抗震性。 

当前的结构设计中，构造柱通常被用作承重柱，但这

样做会导致构造柱提前受到应力，从而降低其抗冲击、抗

弯曲和局部抗压能力，进而削弱其拉伸和约束作用。如果

遭遇地震，构造柱会因应力集中而首先损坏。 

4.3 多层建筑在框架结构设计中，只注意横向框架而

忽视纵向框架 

根据当前的抗震设计标准，对于抗震性能的评估必须

以两个主轴的方式来计量，而纵向和横向的框架也是必须

被充分关注的。然而，一些非抗震设计师却忽略了这一点，

导致了桥梁的支撑力、纵筋和箍筋的安装都存在缺陷。 

4.4 多层建筑的悬挑梁的梁高选用过小 

通常，设计人员会关心梁的结构的刚度、抗倾倒能力，

但却会忽视挠度的测量。如果梁的高度被测量得太低，会

导致梁的抗拉部分的应力超出正常范围，从而降低其抗拉

能力，使其容易遭遇垂直振动，从而丧失其抗拉能力。 

4.5 多层建筑的连续梁按单梁进行设计 

在阳台的边梁的设计中，由于其承受的负担通常比较

轻，因此很容易被忽略，以至于设计师只是将其看作是一

个单独的结构，而忽略了其受力分析的必要性，从而导致

了边梁的负筋配置量不足，最终导致了受力时，梁的受力

面会产生竖直的裂纹，从而影响到了梁的结构安全性。 

5 抗震措施 

当前，在抗震设计中，从概念设计、抗震验算及构造

措施等三方面入手，在将抗震与消震（结构延性）结合的

基础上，建立设计地震力与结构延性要求相互影响的双重

设计指标和方法，直至进一步通过一些结构措施（隔震措

施，消能减震措施）来减震，即减小结构上的地震作用使

得建筑在地震中有良好而经济的抗震性能是当代抗震设

计规范发展的方向。而且，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和强节点

弱构件在提高结构延性方面的作用已得到普遍的认可。在

多层建筑中，为了满足建筑结构的需要，一般会采用悬挑

梁。而在多层建筑设计过程中，悬挑梁的梁高选用与其设

计结构以及建筑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般来说，悬挑梁的梁高选用要与悬挑梁的截面高度

相适应，在多层建筑的悬挑梁设计过程中，要保证悬挑梁

的截面高度，其主要原因就是悬挑梁具有一定的受压区高

度。如果悬挑梁的截面高度较小，那么其承载能力就会受

到影响。同时对于悬挑梁而言，其受拉钢筋和受压区高度

都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如果悬挑梁的截面高度较大，那

么其受拉钢筋和受压区高度都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多层建筑的连续梁按单梁进行设计，在进行设计的过

程中，需要结合实际的工程情况，对梁高进行合理的选择，

从而有效的提高多层建筑结构的整体稳定性，降低连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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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破坏的几率。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在设计中应根据下列原则确定

其受力性能：①按构件截面尺寸确定构件截面内力；②按

构件自重产生的竖向荷载确定其竖向承载力；③按受弯构

件强度等级确定其强度配筋；④按混凝土受拉和受剪分别

计算其承载力。 

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对梁高进行合理的选择，

对梁底混凝土保护层进行合理的控制，这样可以有效的提

高梁底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6 结语 

抗震设计是工程结构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直接影响着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和结构安全性，是建筑设计

的基本内容之一，但目前我国现行的抗震设计规范主要侧

重于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设计，对建筑物使用功能和使用

寿命方面考虑较少，因而难以满足现代城市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高，在抗震设防烈度提高到 8 度后，建筑物的安全问题

显得越来越突出，抗震设计成为房屋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环节。在抗震设计中，除了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外，还应

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地基基础、使用功能、场地条件等因素

对结构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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