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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钢结构设计中稳定性探讨

经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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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整体发展与进步，我国建筑行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钢结构之所以能够在一众结构形式中脱颖而

出，主要凭借自身造价低、施工步骤简单、整体施工方便等特点。在建筑结构漫长的发展创新过程中，钢结构应运而生。钢

结构在建筑施工中的普及，不仅提升了建筑施工效率，还为建筑行业带来了新机遇。本文就建筑钢结构设计中稳定性展开分

析与讨论，并提出了几点具有可行性的策略，以期为建筑施工人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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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Times,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lso presents a vigorous 

development trend. The reason why the steel structure can stand out in a number of structural forms, mainly by virtue of its own low 

cost, simple construction steps, convenient overall construction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building structure, steel structure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The popularity of steel structure in construction not 

on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but also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tability of the building steel structure design, and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strategies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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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十年，我国钢产量激增，使得钢结构建筑得到

了迅速发展，钢结构施工技术也日趋成熟，得到了建筑行业

的广泛关注。钢结构施工技术水平持续升高，实际应用范围

也在逐渐扩大[1]。我国许多大型建筑都运用了钢结构施工技

术，比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这些代表建筑不仅体现了我国先进的

钢结构施工技术，还展现了钢结构施工技术的重要地位，所

以在设计过程中必须针对钢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深入探究。

1  钢结构稳定性的重要性

钢结构施工技术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主要由于其

自身优势，比如节能环保、强度高、塑性以及韧性好等等。

绿色建设理念落实以来，节能环保成为了建筑工程关注的重

点。传统混凝土结构无法进行二次回收利用，并且建设成本

高昂，而现代钢结构能够实现二次利用，并且相较于混凝土

结构造价低廉，在降低实际建设成本的同时，能够使得建设

企业收获最大化经济效益。钢结构抢购较高，并且自重轻，

不仅能够节约材料消耗，还能够增加建筑使用面积。如遇地

震等自然灾害，钢结构之间能够相互作用，最大限度保障建

筑整体稳定性。良好的塑性与韧性，使得钢结构不易变形弯

折，大大提升了建筑实际使用寿命。钢结构施工技术运用于

建筑项目中，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举措。

2  钢结构稳定性设计中的基础原则

2.1  考虑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钢结构前期设计具有复杂性特点，工作人员在进行钢结

构设计时，就能够利用先进技术设备进行专业数据的处理，

并以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对钢结构的部分构件指标进行全

面检查，确保构件质量符合建设需求[2]。在进行钢结构相关

参数的检查工作中，涉及诸多内容，就像是抗震强度、阻尼

比、荷载等等，所以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应以钢结构的实际

情况为基础进行合理设计，充分考虑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

系，确保钢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2.2  注重强柱弱梁的设计

在钢结构设计中，梁柱设计是重点也是关键。在开展梁

柱设计工作时，工作人员必须以强弱原则为基础，使得钢结

构强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为确保钢结构的安全与稳定，相关

工作人员应针对建筑构件进行严格监管，确保其与测算结果

无误差，加强整体抗震设计，让梁柱满足设计实际规范[3]。

2.3  确保各个层面的稳定性

钢结构的早期设计中设计诸多复杂环节，且这些环节大

都难度较高，所以在进行设计时，应使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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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进行质量检测，确保各个层面的稳定性，只有符合实际

建设需求的钢结构才能够运用于实际建设过程中。此外，还

应重视构件与连接处的受力，并对此进行科学分析，以科学

理论作为设计依据，对节点进行合理设计，确保连接处的结

构与稳定性也能够满足实际建设需求[4]。

2.4  做好剪力调整

在当前背景下，不对称的建筑设计成为主要潮流，这也

是斜柱架构在建筑行业广泛应用的重点与关键。同垂直的建

筑构件相较，斜柱由于倾角问题，所以对于构件的承重能力

要求更为严格。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大多数设计者都将设

计过程进行了便捷处理，最为常见的做法便是将垂直构件作

为柱子，将斜柱简化成斜杆，虽然此种做法不会给建筑结构

的稳定性造成其他影响，但是也无法有效实现剪力的调整[5]。

3  钢结构稳定性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3.1  梁－柱单元理论应用不合理

在钢结构设计中，梁柱理论是作为基础的理论知识，在

设计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常见的梁柱单元理论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于力形函数的梁柱单元理论，另一类为基于位移形

函数的梁柱单元理论，二者之间存在组多差异，在设计中应

合理选用[6]。但就目前情况而言，部分设计人员并未结合工

程建设地实际情况进行合理选择，导致设计中的细部构造与

构件的文稳定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增长，最终影响钢结构设

计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3.2  存在过多不确定因素

在进行钢结构的设计中，有诸多影响结构稳定性的因

素，主要能够分为可控因素以及不可控因素，可控因素有选

材问题、工作人员技术水平等，不可控因素有物理、几何等

等。部分设计人员在进行与几何量以及物理量相关的稳定性

设计时，通常凭借自身的工作经验以及处理的同类型问题而

着手，导致解决方式往往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此外，设计

人员所进行的假设构想以及数学建模与当前技术水平不相

称，或者边界条件不清晰所导致的问题，这些设计构思无法

以现阶段水平进行实现，最终导致理论与实际存在差异，无

法有效落实。

3.3  忽略了整体和局部之间的稳定性

在进行钢结构的设计过程中，存在设计人员忽视整体与

局部稳定性的整体设计。虽然部门工作人员对于建筑稳定性

与安全性，已经凭借过往经验进行了设计，但并未以实际工

程作为基础，导致实际设计存在安全以及质量问题，这样的

设计无法反映整体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更无法表达二者

之间的稳定关系，是无效设计，对于钢结构的整体质量也有

着一定的影响。

3.4  未考虑施工中的偏差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建筑规模的扩大，建筑工程设计使用

的施工材料和施工技术也不断在更新和优化，在实际建筑工

程设计方案中，针对钢结构的设计方案还不完善，部分设计

人员在设计钢结构的过程中主要是发挥钢结构的优势。

4  提高建筑钢结构设计中稳定性的措施

4.1  材料选择

影响钢结构稳定性最为主要的因素在于其自身质量状

态，钢结构自身的框架或者是排架是否刚度达到要求，以及

钢结构在水平方向支撑时的负荷强度是否可控，会影响到钢

结构的横向稳定性。钢结构构成的屋架需要有支撑外部的负

荷，地震、吊车、风力等都会影响到钢结构，为后续施工以

及居住造成安全隐患[7]，所以必须重视材料的选择。材料的

质量的好坏与性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钢结构设计的整体施

工质量，在采购时要严格遵守施工材料质量检测标准，与施

工工艺以及设计方案相匹配，符合施工全流程需求，由此为

施工材料质量的提升提供必要的保障。

4.2  注重钢结构的加固设计

钢结构稳定性也与构件杆件高厚和长细比例有关，若是

构件杆件高厚和长细比例不符合标准要求，即使建筑物不受

较大的负荷，也很容易导致钢结构出现变形、弯曲现象，降

低钢结构的稳定性。建筑中钢结构发生失稳现象一般有分支

点失稳，极值点失稳，跳跃式失稳，设计人员在使用直接计

算分析方式进行构件的长细比值计算和分析，得出的数值与

计算长度限值的规定有所不同，最终的长细比限值存在一定

的误差，很容易造成最终施工使用的钢构件结构存在一定的

偏差，无法达到施工要求，在施工中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安

全风险。

4.3  加强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设计

在钢结构设计中，需要针对重点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

设计。预埋螺栓是在进行钢结构作业前，必须完成的重要环

节。在进行预埋螺栓深度计算时，必须以实际情况为准，在

进行预埋螺栓工作时，也应严格按照计算深度开展。预埋工

作结束后，需要进行浇筑，浇筑工作应以设计方案为标准开

展。在进行钢柱安装设计前，必须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选择

适用于实际建设的施工设备，定位轴线时需要重视精准度，

对预埋螺栓进行全面检查等等，在确保准备工作就绪后，才

能够进行钢柱安装。吊装是钢结构作业中的关键，影响着施

工进度，以及整体施工质量。在进行吊装技术选择上，应做

到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为基础，在保障施工质量的前提下，

提升整体施工效率，实现钢结构设计的高效开展[8]。针对钢

结构加固设计，往往采用焊接形式，目前常见的焊接形式有

电渣焊与气体保护焊等。在进行焊接设计时，必须对焊接质

量进行检查，在确保焊接质量的前提下，才能够开启下一阶

段工作。焊接流程也应以钢结构的建设顺序为准，保障焊接

流程的流畅性，为施工进度做出必要保障。施工必须以现场

施工类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灵活选择施工方式，杜绝搬运

不符合当前建设的施工设计。

4.4  防腐设计

因为潮湿因素的影响，钢结构会因为氧化而出现腐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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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严重腐蚀之后，钢结构会缩小界面，构件表面会出现锈

坑，同时受力部位也会产生过于集中的应力，从而缩短钢结

构的使用寿命。在实际防腐蚀设计中，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建

筑环境进行防腐设计方案的规划。一般在防腐蚀设计中使用

的涂料具有较强的致密疏水性、较大电阻和较强的附着力，

因此，在钢结构表面可以均匀涂抹防腐蚀涂料，从而在表面

形成保护膜，增强钢结构的防腐蚀性[9]。

5  确保工程施工的合理性

相关施工环节也应当科学制定控制制度，让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按照标准要求进行，促使建筑土木工

程施工处于严密管控网络体系内，让整个施工流程都能够规

范、严谨、有序和高效。在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基础上，应

加强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强化钢结构建筑施工技术的

实际应用，使得工程质量能够得到全面保障，促进经济的整

体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钢结构的整体稳定性设计，对于建筑行业发

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钢结构在建筑中的广泛应用，其中

存在的问题也随之显现，所以在进行实际设计时，设计人员

不仅需要全面掌握影响钢结构稳定性的因素，还应将保障结

构稳定的技术进行灵活运用，多角度开展稳定性设计，确保

每一环节设计都能够满足钢结构应用的实际要求。设计人员

应重视材料选择，注重钢结构的整体加固设计，对于钢结构

的重点部位与环节进行科学分析，将防腐设计作为设计重点

之一，确保施工中每一环节的合理性，全面保障钢结构稳定

性，推动建筑行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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