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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的研究与应用 

邵 帅  种传超 

枣庄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山东 枣庄 277000 

 

[摘要]建筑结构是指由屋架、柱、梁、板等构件组成的能够承受各种作用的体系。建筑结构设计关乎着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适用性以及耐久性，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能够更好地保障设计效果，是提升建筑质量的关键，同时也是降低工程造价以及

提升建筑综合效益的重要措施。本篇文章分析了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要点，并结合工程案例对优化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

的应用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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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structure refers to a system composed of components such as roof trusses, columns, beams, and slabs that can 
withstand various effects. The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s is related to the safety, applicability, and durability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Optimizing the design technology of building structures can better ensure the design effect, which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building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duce project costs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building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optimizing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technology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through engineer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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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结构设计技术关乎着建筑结构设计效果，同时也

是建筑项目整体质量以及综合效益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

对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能够更好地保障建筑结构设计

技术的先进性与合理性，有助于提升设计效果。这对于提

升建筑质量、降低工程造价等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我

国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也受到了

广泛关注，因此针对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方面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要点 

1.1 建筑与结构设计相协调 

现代社会背景下，传统的建筑结构设计已经难以满足

人们对建筑功能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现代建筑设计过

程中，既要保证功能与空间结构方面的要求，也要注重美

观效果，使建筑同时具备实用、安全、节能以及美观等方

面的特征。这无疑会给建筑结构设计带来更大的挑战，为保

证建筑结构设计效果，需要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

建筑节能、建筑美观、建筑安全以及建筑性能等方面因素，

做到建筑与结构相协调，这样才能使建筑结构设计更加合理，

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建筑功能多样化以及个性化的需求。 

1.2 设计方案与施工相协调 

设计方案是建筑施工的重要依据，建筑施工是将设计

方案转化为建筑实体的过程，因此设计方案与建筑施工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设计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关乎

着施工效果与建筑质量。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应充分

考虑后续的施工需求，在保证设计方案科学性的同时尽量

为施工提供便利。以往建筑结构设计往往都以满足设计规

范要求为目的，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施工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增加了施工的难度，而且容易影响

施工安全与施工质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

在于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脱节。为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在

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要保障设计方案与施工相协调，充

分考虑施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设计方案中提前解决，

为接下来的施工提供便利。 

1.3 设计与绿色节能相结合 

绿色建筑是建筑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在建筑结构设

计过程中，应与绿色节能相结合，降低建筑能耗，推动绿

色建筑发展。在建筑结构设计中应尽量选用环保材料与节

能技术，降低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能耗与污染，在提升

能源利用率的同时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如果通过

对建筑的合理选址、合理选择建筑材型、合理设计围护结

构保障建筑的通风与采光效果，降低建筑内部环境调节能

耗，实现建筑节能。再比如，针对建筑维护结构，可以通

过调整窗户位置、窗户大小、应用新型低辐射玻璃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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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建筑节能。还可以通过打造建筑周围绿化景观的方式

改善建筑室外环境条件。除此之外，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

中，还应借助高强度钢材等可循环利用的绿色、无害化材

料来减少建筑工程建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2 建筑结构设计技术的优化 

建筑结构设计，要想实现建筑与结构相协调、设计方

案与施工相协调、设计与绿色节能相结合，需要对建筑结

构设计技术进行优化，将新型项目管理模式以及 BIM 技术、

参数化设计等先进技术与建筑结构设计相结合，提升建筑

结构设计水平与效果。 

2.1 新型项目管理模式与建筑结构设计相结合 

EPC 是一种新型项目管理模式，EPC 分别代表着设计、

采购与施工，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采用 EPC 项目限额

设计的形式，实现设计、采购、施工串联式管理，有助于

设计方案与施工相协调。在建筑结构设计之前，由设计部、

采购部以及施工部负责人共同组成价值评定小组，对项目

设计、采购与施工进行统一管理，避免设计与采购、施工

相脱离。在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后续施工问题与施工难点，

并通过优化设计方案的方式为后续的施工提供便利。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使采购与施工部门直接参与到建筑结构设

计之中，可以在保证设计方案科学性的基础上为采购和施

工奠定基础。 

除了 EPC 模式之外，还可以将 PMC 模式与建筑结构设

计相结合，实现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PMC 模式主要涉

及生产管控与物料控制，借助 PMC 对建筑结构设计各阶段

进行管理，能够更好地保障建筑结构设计的效果。如在施

工图设计阶段，通过对施工图与施工图说明的审查，判断

施工图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存在缺漏，是否与初步设计一

致等，明确施工图设计深度是否与建筑工程质量标准要求

相契合等。将 PMC 模式与建筑结构设计相结合，加强了对

建筑结构设计的管控，能够及时发现并完善设计中的问题

与不足，进而更好地保障建筑结构设计的效果。 

2.2 BIM 技术与建筑结构设计相结合 

BIM 即建筑信息模型，BIM 技术凭借自身信息化、可

视化等方面的优势在建筑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建

筑结构设计中应用 BIM 技术，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理解

和模拟设计效果，有助于提升建筑结构设计效率和效果。

BIM 技术是信息时代以及大数据时代的产物，其不仅带来

了技术层面上的变革，同时也推动着建筑行业尤其是设计

领域的变革。将 BIM 技术与建筑结构设计相结合，是建筑

结构设计技术优化的有效措施。 

在建筑结构设计中，BIM 技术的应用能够起到模拟性、

可视化、协调性的作用，能够通过三维模型展示建筑设计

成果，帮助设计师及时发现并调整设计中的问题与缺陷，

更好地保证设计效果，避免对后续的施工以及建筑工程质

量产生不利影响。应用 BIM 技术不仅可以模拟出建筑空间

布局效果，同时也能对建筑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模拟，可

以帮助设计师在保证建筑结构安全的基础上对建筑空间

进行调整与优化，最大限度地满足建筑功能要求。还可以

利用 BIM 技术可视化的优势对建筑空间装饰元素、色彩等

进行优化，提升建筑空间布局上的美观性。除此之外，应

用 BIM 技术可以对施工过程进行模拟，并辅助设计师统计

建筑材料数量与种类等，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预测工程成本，

为限额设计奠定基础。 

BIM 即建筑信息模型，是建筑信息的集成，包括建筑

材料、建筑空间利用率等方面的信息。以往不同专业之间

存在的信息错误与遗漏是建筑设计领域长时间面临的难

题。BIM 技术不仅实现了建筑信息的集成，而且实现了建

筑信息的高效共享，利用 BIM技术实现了不同专业的协同

设计，进而更好地保障建筑结构设计效果。现代建筑规模

更大、结构更多样、受力环境更复杂，这会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建筑结构设计的难度。应用 BIM 技术，可以进行虚拟

化建模，以三维模型的形式呈现建筑整体结构，辅助设计

师进行荷载受力分析。由此可见，在 BIM 技术的支持下，

不仅能够更好地保障建筑结构设计效果，同时也能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建筑结构设计的难度。 

2.3 参数化设计与建筑结构设计的结合 

参数化设计是指采用修改初始条件的方式，通过计算

机得到工程结果的设计方式，参数化设计实现了设计过程

自动化，对于提升设计效率与设计效果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设计软件的支持下，能够实现参数化建模、参数化计算

以及参数化优化。以 Grasshopper 参数化平台为例，这是

当前建筑结构设计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软件平台，借助该平

台设计师可以快速建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建模效率。

与此同时，设计师还可以结合模型特性进行定量分析，更

好地保障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借助参数化找形工具，设计

师可以进一步优化建筑细部结构设计。以 Grasshopper

参数化平台为依托，结构设计师与建筑总设计师可以通过

参数化逻辑进行交互，真正实现建筑与结构设计相协调。 

2.4 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 

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是指借助计算机技术对建筑结

构进行数字化建模，并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科学拆分构

件结构，最后由工厂完成构件的预制加工并在施工现场完

成安装拼接。装配式建筑是建筑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装

配式建筑结构不仅施工效率高，而且建筑造价低，并且资

源消耗少，对环境的影响小。 

科学拆分构件结构是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的关键，构

件拆分既要考虑构件生产要求、构件运输要求，也要综合

考虑安装施工要求等。以往装配式结构设计按照先整体结

构再局部结构的流程进行设计，设计效率低，并且难以保

证设计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引入 BIM 等技术的

形式来实现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技术的优化。利用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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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精准计算构件尺寸，保证构件精度，设计完成后可以

通过三维立体模型的方式展示设计构件设计效果以及拼

装效果等。通过虚拟拼装的方式检验构件冲突等问题，并

通过参数调整等方式对设计进行优化，提升设计精度，为

构件的生产以及拼装施工等提供便利，同时为工程质量提

供保障。 

3 优化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3.1 工程概况 

本文以某建筑工程为例，探究优化技术在建筑结构设

计中的应用。该建筑为高层办公楼，该建筑位于城市繁华

地带，受土地有限以及市区拓展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使

得该项目所在地为狭长且有限的地块。为保证建筑功能完

善，确保建筑稳定与安全，同时也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土

地资源，需要对建筑结构设计进行优化。 

3.2 优化目标 

通过对建筑结构设计的优化，旨在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提高结构稳定性以及降低建筑材料的消耗。通过优化在有

限的地块最大化建筑使用面积，以便更好地满足业主对办

公空间的需求。通过建筑结构设计的优化，提升建筑的抗

风、抗震能力，保障建筑稳定安全。通过优化设计降低建

筑材料用量，在降低工程成本的同时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

与环保目标。 

3.3 优化措施 

首先考虑有限的地块与建筑的高度，决定采用空间梁

柱结构，以此来提升建筑承载力，同时进一步提升空间利

用效率。相较于传统结构形式，梁柱结构的灵活性更强，

便于调整办公室隔间，进而更好地满足业主对建筑空间的

个性化需求。其次采用钢结构。该建筑为高层建筑，其自

重较大，为减少建筑材料消耗，同时也为了保障建筑结构

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在建筑结构设计中决定采用钢结构。

钢结构具有轻质化以及强度高的特点，有助于减轻建筑自

重，相应的对地基的荷载要求也会随之降低。另外钢结构

还能更好地保障建筑的抗风与抗震能力。在采用钢结构的

同时还引入了外挑结构，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建筑的高层部分设置几个悬

挑的楼层，并利用这部分空间设置休闲区以及绿化区，用

于改善建筑环境，同时为员工提供休憩的场所，并且还增

加了建筑的空间感与观赏性。再次应用预制构件，为提升

建筑施工效果和更好地保障建筑质量，在建筑结构设计过

程中采用了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借助 BIM 等技术辅助构

件设计，并在工厂完成构件预制，再运送至施工现场进行

安装。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提升了施工效率，另一方面也

降低了工程造价，同时还能减少了建筑施工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最后加强对太阳能的利用。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

在屋顶以及建筑外墙位置设置太阳能光伏板，利用太阳能

发电，为建筑提供电能，有助于建筑节能，减少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实现了建筑结构设计与绿色节能相结合。 

3.4 优化效果 

通过对该高层办公楼建筑结构的优化设计，实现了建

筑使用面积利用最大化，实现了空间利用最优化。建筑的

抗风抗震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确保了建筑的稳定性与安全

性。通过建筑结构的优化设计，进一步减少了建筑材料消

耗量，节约了资源，同时也降低了建筑对环境的影响。除

此之外，预制构件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建筑施工效率，缩

短了施工周期。太阳能的利用提升了建筑节能水平，为节

能减排做出了贡献。整体来讲，该高层办公楼结构的优化

设计效果十分显著，达到了预期目标，提升了建筑的功能

性、安全性、经济性以及环保性。 

4 结束语 

建筑结构设计是确定建筑主体框架构造的过程，是建

筑工程中的关键环节。建筑结构设计不仅要充分考虑力学

因素，保障建筑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同时还要考虑建筑的

功能要求、空间美感以及结构艺术性等。这会给建筑结构

设计带来更大的挑战，传统的建筑结构设计技术难以满足

现代对建筑功能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因此需要对建筑

结构设计技术进行优化，以便更好地保障设计效果、更好

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建筑结构设计技术优化措

施，并结合工程案例分析了优化技术的应用，希望能够为

建筑结构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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