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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提升了建筑工程技术水平,使得建筑工程结构形式

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城市的高层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也日益增多。因此为了促进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必须

做好建筑工程结构设计工作。而且建筑工程结构设计工作涉及的内容诸多,比如结构形式与设计方案的

选择、地基结构设计、抗震设计以及剪力墙结构设计等。其中剪力墙结构设计过程中,要求掌握其使用

面积与使用数量、确保剪力墙及其洞口布置的科学合理,并且剪力墙结构作为现代建筑工程的主要结构

形式,具有抗震性能与刚度性能强、稳定性高、布设方便等特点。目前剪力墙结构的原材料主要有钢筋

与混凝土,其原理是通过钢筋混凝土板和墙面实现受力传递,如果建筑结构受到强大的外力作用时(比如

地震等),剪力墙结构能够承载建筑结构由于外力作用的负载内力,以实现建筑结构安全稳定目的。然

而在实际的剪力墙结构设计时,由于受到现代建筑结构复杂以及层数多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必须科学

制定剪力墙结构设计方案,在确保整体建筑结构安全的基础上,减少建设成本,以实现建筑业可持续发

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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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have improved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king the structural forms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high-rise building projects in cit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Moreover, the structural design work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involves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structural forms and design schemes, foundation 

structure design, seismic design, and shear wall structure design. In the design process of shear wall structures, 

it is required to grasp their usage area and quantity, ensure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layout of shear walls 

and their openings, and as the main structural form of modern building engineering, shear wall structures have 

strong seismic and stiffness performance, high stability, and convenient layout. At present, the main raw 

materials for shear wall structures are steel bars and concrete. The principle is to transmit force through 

reinforced concrete slabs and walls. I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is subjected to strong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earthquakes), the shear wall structure can bear the internal force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due to external 

forc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However, in the actual design of 

shear wall structure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building structures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floors,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 shear wall structure design plans to reduce 

construction costs while ensuring the overall safety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Key words] architectural structural design; shear wall structure; category; design; principles; requirements; mai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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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结构又称抗震墙等,其优势显著,比如抗震性能与刚

度性能强、稳定性高、布设方便等特点,其是现代建筑工程结构

的主要形式,其设计时需要注意外力作用的影响,比如垂直荷

载、横向荷载、结构延性以及横向运动等。目前我国剪力墙结

构是利用钢筋与混凝土等原材料制成,其设计的科学合理,能够

有效保障整体建筑结构安全,同时对于减少建设成本以及促进

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所以为了提升剪力

墙结构设计水平,必须掌握了解剪力墙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与

要求,加强对剪力墙结构设计要点进行分析,以发挥剪力墙结构

在整体建筑工程结构中的功能。 

1 优化建筑结构设计的相关概述 

优化建筑结构设计是在确保建筑结构质量与安全的基础上,

通过先进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技术,对建筑结构实施优化设计,以

实现减少建设成本、增加工程利润以及增强建筑企业市场竞争

力目的。其中优化建筑结构设计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提高建筑工

程经济效益、保障建筑结构安全以及提升建筑结构的美观度等

方面。现代建筑结构具有层高且复杂等特点,所以为了提升建筑

工程建设成效,必须对其建筑结构设计进行优化。同时在建筑结

构设计优化时,需要遵循节能环保以及舒适等原则,以提升建筑

结构设计水平与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剪力墙结构的涵义及其类别 

2.1剪力墙结构的涵义。现阶段,剪力墙结构是我国建筑工

程的常见结构形式,其是建筑工程的主要承重结构,又称抗震墙

等,其是利用钢筋和混凝土等原材料构成,主要用于承载建筑中

水平荷载与重力荷载的墙体结构形式。其形式诸多且优势显著,

比如抗震性能与刚度性能强、稳定性高、布设方便以及经济性

高等特点,而且能够防止建筑结构因受剪而损坏,并且在地震发

生时,能够吸收其能量,以达到保障建筑结构安全目的。 

2.2剪力墙的主要类别。本文主要依据洞口情况对剪力墙的

类别进行划分,主要有：(1)整体墙。整体墙主要表现为剪力墙

的开口数量较少或没有开口,并且可以忽略开口对剪力墙结构

性能的影响。(2)小开口墙。其是剪力墙上的洞口总立面面积超

过15%,然而洞口还是比较小,其要求符合局部弯矩不超过总弯

矩的15%、墙肢上没有反向弯曲点等。(3)联肢墙。其是双肢墙

与多肢墙的统称,其是指剪力墙上有多个开孔。(4)壁式框架。

该类别为墙型框架剪力墙设有较大的洞口,墙腿的宽度小于洞

口的尺寸。 

3 剪力墙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说明 

3.1剪力墙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1)拉通对直原则。剪力

墙结构设计必须使门洞在垂直方向对直,并依据轴线对剪力墙

结构开展拉通对直处理,避免重叠或错洞现象。(2)双向布置原

则。以剪力墙结构的横、纵方向为基准展开剪力墙铺设,保障剪

力墙结构的双侧抗侧力,并且控制横、纵方向产生的侧刚度。(3)

竖向贯穿原则。剪力墙结构设计必须以竖直方向为基准自上而

下贯穿整体结构。 

3.2剪力墙结构设计要求。(1)要求避免结构布置过于复杂。

剪力墙结构设计必须沿建筑结构主轴开展剪力墙双向布置工

作；(2)要求减少短肢剪力墙应用频次。剪力墙结构设计要求避

免大量使用短肢剪力墙作为抗侧力构件,必要时可以将结构转

化为筒体结构,确保建筑的抗震性能、受力稳定性不受短肢剪力

墙影响。(3)要求合理布设剪力墙洞口位置。剪力墙结构的整体

受力情况与洞口布设密切相关。并且相关规定说明,将门窗洞口

布设于剪力墙上时,一般要求成列、上下对齐的方式实施布设,

使剪力墙可以形成清晰的连梁与墙肢结构,防止因洞口布设问

题,造成墙肢宽度存在差异。 

4 建筑工程结构设计的剪力墙结构设计要点 

4.1剪力墙结构的科学布局。剪力墙结构设计过程中,需要

结合建筑工程结构建设要求、剪力墙结构自身特点(比如几何特

点以及受力特点等)、建筑工程结构空间等,对其进行科学布局,

比如高层建筑工程结构建设,通常需要运用双向剪力墙结构形

式,该剪力墙结构形式能缩小其自震周期、提高水平抗位移能力

等。具体而言,剪力墙结构的科学布局主要表现为；(1)剪力墙

的平面结构规划布局,需要做好剪力墙质量和刚度中心位置的

模拟计算工作,了解剪力墙结构的相关参数,确保其满足剪力墙

平面结构的刚度等方面要求；(2)剪力墙结构科学布局要求结合

当地的地势地形、地质与气候等因素,计算其受到的外力作用,

以掌握建筑荷载,同时合理调控其最小剪力系数；假如剪力墙结

构存在不规则现象时,为了提升其抗扭性能,则要求科学布设适

宜的温度伸缩缝。(3)剪力墙结构科学布局要求结合其自身重量

与外力作用的影响,合理设计相关的受力构件,比如在剪力墙结

构的转换梁相关位置布设门洞,以确保转换传力能够得到及时

传递以及提升剪力墙结构的牢固性能。 

4.2剪力墙结构的基础设计。剪力墙结构设计必须满足建筑

工程整体结构要求,并且基础设计方案对建筑工程整体结构设

计的合理性具有重要影响,所以需要在遵循国家规定的剪力墙

结构设计要求与标准前提下,结合实际的地质特点、建筑工程整

体结构要求以及附近建筑实况等合理制定设计方案,强化剪力

墙结构的基础设计工作。而且需要提前采取预防策略,以规避剪

力墙结构存在的质量安全风险,以保障建筑工程整体结构的安

全牢固。 

4.3剪力墙结构整体设计要点说明。剪力墙结构整体设计需

要在保障其稳定的同时,增强抗震能力。其设计要点主要包括：

(1)选用双向设计形式。剪力墙结构的双向设计时,必须加强剪

力墙结构刚度中心部位的计算分析,确保中心部位的精准,同时

掌握相关参数(比如墙肢长度以及连梁高度等)。假如存在剪力

墙刚度中心与整体建筑结构中心不一致时,就需要调整好相关

参数,以达到剪力墙结构稳定目的；(2)墙体外设计要点。通常

剪力墙内部具有平面刚度及其承载能力强的特点,其平面外部

则相反。所以要求做好墙体外平面弯矩参数的调节工作,以确保

剪力墙的整体结构与传力系统平衡；(3)由于剪力墙结构存在的

相关特点(比如抗侧刚度强以及能够承受较大的水平荷载力等),

使其对建筑工程整体结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其具体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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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须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缩小墙体厚度、减少墙体数

量以及控制间距,以达到提升抗侧刚度与减轻墙体自重目的；(4)

为了确保剪力墙结构整体设计的科学合理,必须充分应用先进

的仿真技术,通过仿真系统实现剪力墙结构整体设计的模拟设

计。具体就是把剪力墙整体结构的不同参数导入到仿真系统,

生成具有可视化直观的剪力墙整体结构模型,并计算出相关结

果,然后依据计算结果分析,对剪力墙整体结构设计实施优化。 

4.4墙肢设计说明。基于剪力墙结构延性特征,所以其在具

体设计时,需要考虑延性对整体建筑工程结构安全、承载力等方

面的影响,同时对墙肢实施仿真模型设计,合理调节肢体的长度

和厚度比值,以及确定墙肢数量与墙体面积等,从而实现剪力墙

刚度提升目的。在开展剪力墙设计过程中,如果剪力墙比较长,

则需要在满足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运用分层间隔的方式,把剪力

墙分成几段,在不同小段的剪力墙设计时,留设一些孔洞,再利

用配筋来提升剪力墙的刚度、承载能力及其稳定性,以达到减小

因受弯导致裂纹目的。 

4.5厚度设计与墙体配筋控制说明。剪力墙结构设计中的厚

度设计与墙体配筋控制,需要结合抗震要求以及遵循相关规定。

(1)剪力墙的厚度设计。剪力墙的厚度设计需要结合工程实际和

相关规定进行设计。比如依据抗震规定要求,假如抗震等级在2

级以上,剪力墙结构工程的高厚比一般在16到20之间,其底部厚

度要求在200mm以上,其它位置在160mm以上；若剪力墙端头未存

在翼墙,则其高厚比要求12以下。然而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所有

建筑,特殊情况下,需要对其相关参数进行调整,以实现剪力墙

结构工程稳定性。(2)墙体配筋控制说明。配筋的合理控制有助

于减少建设成本与提升工程效益,同时还可以提升剪力墙结构

工程的安全性、抗弯性与承载能力等。因此墙体配筋的具体控

制要求结合剪力墙的刚度、强度以及支撑能力等相关参数,对配

筋率进行合理设计,使其在确保剪力墙结构质量安全的基础上,

减少配筋数量以及提升经济效益。相关规定说明,大部分的框支

剪力墙底部位置配筋率需要大于0.3%。 

4.6连梁设计说明。连梁为连接剪力墙肢的梁,其科学设计

能够提升剪力墙结构工程的刚度、增加截面、减小跨度等。然

而连梁在外力施加的情况下,会造成剪力墙变形问题,因此需要

利用增大连梁的截面来提升其抗剪性能与刚度,或者通过改变

相关参数来达到提高连梁抗震性能目的,以发挥连梁在剪力墙

结构工程中的功能,比如改变连梁刚度折减系数等,此外可以利

用水平缝,把单独的连梁改变为双连梁和多连梁形式,增加连梁

截面,以达到提升抗剪性能目的。 

4.7边缘构件设计说明。由于剪力墙结构会存在受弯现象,

所以为了提升其抗震性与承载能力,需要合理布设边缘构件。并

且边缘构件的合理设计有助于提升剪力墙结构的牢固性能与受

力性能,其主要布设在边缘位置,比如在墙角布设边框,就可以

提升剪力墙结构工程的延性与承载能力。一般边缘构件布设存

在有约束和无约束等形式,其中无约束的边缘构件布设,在承载

力方面优势比较明显,但是在抗震性与牢固性等方面比较欠缺。

因此在实际的边缘构件设计时,需要结合剪力墙结构的轴压比、

整体建筑结构要求、抗震级别等条件,以发挥边缘构件对剪力墙

结构工程的作用。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必须做好建筑工程

结构设计工作。而剪力墙结构设计是现代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

重要内容之一。基于此,本文从优化建筑结构设计的相关概述出

发,简述了剪力墙结构的涵义及其类别,说明了建筑工程结构设

计中的剪力墙结构设计原则与要求,对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的

剪力墙结构设计要点进行了论述说明,主要包括剪力墙结构的

科学布局、基础设计、整体设计、墙肢设计、厚度设计与墙体

配筋控制、连梁设计以及边缘构件设计等方面,旨在发挥剪力墙

结构在整体建筑工程结构中的功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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