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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问题及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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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土木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技术不断发展的进程当中，城市内部的现代化建筑呈现出多样化的结构特征，建筑物的

功能性与结构类型均向着高度复杂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这对于我国从事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来讲，是一项

非常严峻的行业变革挑战，同时这种变革的行业环境也促使原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中的薄弱问题更加突显，因此，对

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优化与革新开展研究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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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s, modern buildings within 

cities exhibit diver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nctionality and structural types of buildings are developing towards a highly 

complex direction. This is a very serious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 for technical personnel engaged in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 structural design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is changing industry environment has also highlighted the weak issues in the 

original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work. Therefor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work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problems, optimization measures

引言

在土木建筑工程领域相关行业的最近几个发展阶段，伴

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速提升，城市扩大自身的建

设规模，土木建筑工程领域相关行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目前，城市内部的土木建筑工程项目数量不断增多，项目的

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居民对于土木建筑工程项目的

开发建设质量要求也在提高，建筑类型企业为了在当前激烈

的市场竞争环境当中获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就需要重点提

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建筑工程项目的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工作水平，提升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科学性与合

理性[1]。在土木建筑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阶段，主体建筑结

构的设计工作是各项施工建设工作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设施工单位以及工程管理部门需要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

重视程度，针对主体建筑结构设计工作中的不合理部分以及

存在的问题实施有效的控制措施，不断的优化与改善建筑结

构的设计方案，提高主体建筑的结构强度与结构稳定性，提

升整体的建筑工程质量水平。

1  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概念

建筑结构的设计工作是土木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建筑上部结构设计工作以及建筑基础

结构设计工作两种。

在我国社会的当前发展阶段，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

断提高，大部分城市已经初步实现了基本的现代化建设与工

业化发展，城市内部的产业经济结构已经基本趋向于稳中向

好的发展势态。在城市土木建筑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阶段，

主体建筑的结构设计工作质量将会直接关联到整体的建筑工

程项目安全性、建筑内居民的居住舒适性、建筑结构的性能

稳定性等等，因此在开展具体的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

时，需要聘请专业的设计人员参与到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并对相关环节的设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建筑上部结构设计

工作主要涵盖了建筑框架结构设计工作、建筑砌体结构设计

工作、砖混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建筑剪力墙结构设计工作、

建筑筒中筒结构设计工作、建筑框架核心筒结构设计工作、

轻钢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建筑框架结构剪力墙设计工作、建

筑钢结构设计工作等等不同类型的设计[2]。

而建筑基础结构的设计工作需要建设施工单位、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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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单位、工程管理单位实行联动工作，依据施工现场的工程

地质条件以及现场勘察报告中所体积的建筑上部结构类型以

及建筑上部结构荷载效应进行综合的设计考量，在结合工程

项目施工现场的地基承载力验算结果、建筑结构基础内力计

算、建筑配筋情况、建筑基层底面积以及必要的建筑构造措

施确定情况进行具体的基础结构设计工作。

除了上述工作内容之外，相关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开展

工程地质勘察工作时，需要对勘察报告内部的各项数据进行

缜密的分析研究工作，以便工程设计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后续

的建筑结构设计工作阶段针对地质资料中的各项信息以及施

工现场评价作出清晰的判定，并给出建筑工程项目基础结构

的选型工作建议。在对施工现场的场地情况进行基本的初步

了解之后，工程设计单位的技术人员需要结合场地的地质情

况剖面图以及地质勘察测定的各个土层物理指标信息，对施

工现场的土层分布情况、地质结构特征、施工场地的结构稳

定性以及结构均匀性进行进一步的综合评估，确定建筑的基

础结构形式设计以及施工现场的地基结构持力层部位的沉降

数据情况，并对施工现场的存在的对建筑结构不利的地质情

况数据进行分析。

例如，如果一个建筑工程项目在工程设计阶段，施工现

场的勘测报告中显示“在地质勘测工作期间，见施工现场存

在地下水”，如果地下岩石层为不透水土层，并且建筑结构

设计存在地下室，那么在后续的地下室施工环节就需要考虑

地下水压情况可能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避免在施工过程当

中基坑结构进水而无法排除，导致出现基坑积水问题。 

2  优化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重要意义

2.1  提升建筑结构的经济适用性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层土木建筑工程项目

开始在城市内部开发建设，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墙体结构以

及柱体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这导致城市内部建筑工程项目

的主体结构自重也在不断的加大，建筑物内部的各种管线铺

设长度也会越来越长。对于一座建筑物来讲，主体建筑结构

的层高越低，那么在建设施工阶段所使用的各种建筑材料数

量也会相应的减少，同时较低的层高也会反过来提升主体建

筑结构的抗震性能。当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层高降低时，两栋

不同的建筑物之间的日照距离也会随之产生改变，并最终极

大的减少建筑工程项目的占地面积[3]。因此，在建筑面积相

同的情况下，大部分建筑物会更加倾向于使用方形结构设计

方案，这种方形结构相较于其他形状的结构可以大幅减少建

筑物外墙结构的周长系数，可以有效的减少建筑工程项目在

基础装修环节以及建筑物内表面与外表面的装修工程量，极

大的提升整栋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适用性。

建设施工单位通过使用科学合理的建筑结构设计优化方

案，可以在总体层面有效的节省建筑工程项目的造价成本，

为建筑施工企业自身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2.2  可以有效的降低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成本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阶段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资金，为了减少建筑工程项目在建设施工阶段的成

本支持，建设施工单位可以选择使用科学合理的土木工程建

筑结构设计优化方案，这样能够极大的发挥出建筑结构的经

济适用性优势。但从目前的技术应用状况来看，大部分建设

施工单位以及业主为了加快工期进度推进效率，经常会主动

的对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提出一些限制要求，在这种

紧迫的工作环境当中，工程设计单位的技术人员无法有效的

保证土木工程建筑结构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的设计都足

够的精细化，这种粗放式的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往往

会导致建筑主体结构的部分设计环节出现不科学不合理的问

题，导致整体的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缺乏合理性与经

济适用性。

因此，为了确保土木工程建设结构设计工作可以有效的

实现节省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的效果，在建筑工程钢筋以

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的配置工作环节，往往会采用行业规范

标准的最低要求限制的材料，这种较低标准的建筑材料参与

到实际的建设施工环节会直接导致主体建筑的结构强度与结

构稳定性大幅下降。从建筑结构设计人员的工作角度来看，

在进行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时需要借助先进的建筑结

构类型以及科学的结构分析设计方法，对建筑结构的设计工

作急性不断的优化与调整，在确保基本的结构安全性与适用

性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建筑结构的技术先进性与经济适

用性，提高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便捷程度，缩短工期进度。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土木工程建筑结构的设计工作不但可

以有效的节省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成本，同时也可以借助设

计方案优化调整的方式提升建筑结构的安全系数[4]。

3  土木工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具体优化措施

3.1  建筑整体结构设计优化法

建筑整体结构的设计优化策略，在具体的实施环节首先

需要确保的就是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5]。首先，工程设计

单位与建设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需要统筹分析影响主体建筑

结构设计的各项外界因素以及现场资源，从而确保土木建筑

工程项目的建筑结构设计方案可以满足项目的实际要求与施

工条件。其次，要从源头渠道控制建筑材料的质量，确保进

入到施工现场的各类建筑材料零部件的质量符合相关标准与

要求，同时要保证每一项建筑材料都可以正常的参与到施工

环节，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避免出现建筑材料浪费的现象

发生。再次，主体建筑结构的外部影响因素要纳入到结构设

计工作的范畴当中，建设施工单位与工程设计单位需要尽可

能的减少人力、物力、资金等资源因素影响到建设结构的设

计优化工作。最后，建设施工单位与工程设计单位需要重视

建筑结构的设计简化步骤，由于城市内部的高层建筑工程项

目内部结构十分繁琐且整体的结构承载能力不高，一旦在参

数计算环节出现失误，不但会极大的增加建筑工程项目的施

工成本，同时也会为建筑结构的后续施工环节埋下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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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并最终对建筑工程项目的整体工程质量造成严重的影

响。因此，在土木工程建设结构的设计工作阶段，必须针对

高层建筑内部的结构设计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简，并最终对整

体的建筑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

3.2  科学布局主体建筑结构的设计

在对土木建筑工程项目的主体建筑结构抗震性能进行

设计工作时，建设施工单位与工程设计单位的技术人员需要

重点关注多重因素对建筑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主体建筑结

构的布局是否具备科学性对于其建筑最终的抗震性能有着非

常大的影响，专业的设计人员需要从不同的设计角度进行思

考，选择能够最大化建筑结构抗震性能的设计策略[6]。

如果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在抗震性能方面达不到工程项

目预计的技术标准，那么将会极大的降低高层建筑的安全系

数，更会对后续入住建筑内部的居民产生严重的安全威胁，

因此建筑结构设计方案需要结合施工现场的不同的因素，在

整个各项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制定科学合理的高层建筑结构

抗震设计方案[7]。在对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进行科学的布局

工作时，其结构布局的重点在于水平面布局、结构刚度性能

以及楼体竖直面结构等等因素的分析，若想满足工程项目的

建筑结构抗震性能技术要求，首要的一点，就是重点关注各

个建筑构件的规则参数十分欧标准，在保持构件对称排列的

组装基础之上，确保主体建筑结构的刚度中心可以与建筑中

心保持重合[8]。这样的科学布局才能避免在主体建筑的抗震

设计工作中出现结构设计不规则的问题，也能减少因构件排

列不对阵导致楼体抗震性能减弱的现象存在。

结束语：综上所述，土木工程建筑结构的设计工作对于

建筑工程项目的工程质量会造成很大影响，因此需要不断的

对现有的结构设计方案进行优化与调整，在确保结构安全性

的同时，还需兼顾房屋的居住舒适度与建筑外观审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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