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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中，中国建筑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日益

扩大，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设计企

业需要针对现有的建筑结构设计方法进行优化，减少建筑工程

成本投入，提升工程项目建设的整体质量，充分利用土地、建筑

材料等各项资源，以满足建筑工程实用性、经济性要求。

2 建筑结构设计优化的重要性

在房屋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技术人员深入分析工程项

目的质量和安全性，以此为基础制定设计方案，并实行现代化

设计理念和设计技术，做好建筑工程成本控制工作。通常情况

下，房屋结构设计优化工作的开展，可以节省 10%到 20%的
资金，但建筑结构设计优化极易受各项不利因素的影响，很难

确保建筑结构设计的优越性[1]。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设计人员

需要充分考虑施工技术、经济效益等因素，建立完善、高效的

建筑结构设计预案，提升建筑企业的综合效益。

3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优化的要求

3.1 环保性

在房屋建筑结构实际设计中，设计部门需要合理地应用

节约型原材料，从建筑综合角度进行分析，针对建筑工程、结

构、设备方案进行优化，以满足现代化施工工艺实际需求，在

满足建筑功能性需求的基础上，减少建筑能源的需求量，实现

房屋建筑工程结构设计的绿化性、环保性。

3.2 经济性

在建筑行业的发展中，社会各界对建筑工程的经济性提

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政府部门越来越注重建筑行业的经济

性，经济要素逐渐成为建筑行业竞争的关键。在建筑行业的快

速发展中，建筑结构设计优化从设计准备阶段直接决定着工

程建设的经济性，相关设计部门应在确保建筑工程整体质量

的基础上，引进先进的设计技术、管理技术，充分发挥出建筑

工程经济价值，实现房屋结构设计的预期目标。

3.3 安全性

在房屋建筑结构优化设计中，设计人员需要认识到安全

问题的重要性，将安全性作为设计优化的基本要求，有效地提

升房屋建筑结构设计的整体质量。

4 房屋建筑结构基础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4.1 筏板基础

在房屋建筑结构基础设计过程中，筏板基础是其中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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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但在实际设计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第一，筏板基础设计中

的上下柱墩抗冲切问题，在柱墩尺寸一致的情况下，极易出现

上柱墩满足冲切要求，下柱墩无法满足冲切要求的情况。第

二，上下柱墩选择不合理。在筏板基础设计过程中，上下柱墩

选择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土方开挖量会不断增加。第三，在带

地下室筏板基础设计过程中，极易引发刚柔柱墩选择问题，需

要大量的钢筋作为支持，设计人员需要合理设计柱墩，减少筏

板配件的使用量，但无须制作刚性柱墩，有特殊回填需求的上

柱墩除外。

4.2 桩基础

在桩基础设计过程中，会出现桩基础选型不合理、设计参

数不合理的现象，这样设计人员就无法了解工程勘察资料的

相关内容，缺乏对施工工艺的了解，这样只会根据自身实践经

验选择桩基础类型，严重影响桩基础施工的有序进行。另外，

在房屋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桩基础设计参数指标不合理，很

难满足桩基础设计要求。

5 房屋建筑结构主体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5.1 框架结构

在框架结构设计过程中，受角柱承受双向地震作用的影

响，扭转效力会对内力带来很大影响，导致受力呈现出一定

的复杂性，而抗震设计会对抗震措施、抗震构造有专业要求。

在梁挠度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情况下，需要增加梁高、使用

梁起拱等措施进行解决，在梁裂缝宽度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

情况下，在确保钢筋面积保持不变的基础上，钢筋根数会不

断增加、直径会减小，并在钢筋外形相同的情况下降低钢筋

级别。

5.2 框剪结构

在房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中，高层建筑的竖向荷载相对

较大，导致墙柱产生了一定的轴向变形，对连续梁弯矩、预制

构件下料长度、构建建立侧移带来了很大影响，使得结构设计

缺乏一定的合理性。与普通建筑工程项目相比，高层建筑结构

受地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变形问题。

5.3 剪力墙结构

房屋建筑工程剪力墙侧向刚度、承载力相对较大，在侧向

刚度大的情况下，使得自重、地震力不断增大，并对房屋建筑

结构受力带来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错洞剪力墙、叠合错洞

墙都属于不规则开洞的剪力墙，应力分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导致剪力墙出现薄弱部位，在常规计算的情况下，无法获取实

际应力，且构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技术人员不能使用错洞

墙、叠合错洞墙。

6 房屋结构设计中建筑结构设计优化策略

6.1 整体优化和局部优化

房屋建筑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复杂性。在房屋建

筑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优化下属体系，优化各个布

局之间的横向关联性。从房屋建筑结构设计复杂性角度进行

分析，建筑结构设计涉及建筑原材料、零部件、结构类型选择

等内容。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从建筑结构整体进

行考虑，实现设计优化的预期目标。

6.2 优化和分阶段优化

在房屋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优化和分阶段优化是其中

的关键，设计人员需要认识到优化和分阶段优化的重要性，优

化各个方案，根据房屋建筑结构设计的实际情况，合理地选择

设计方案，优化整体工程寿命，确保房屋建筑结构施工质量，

提升建筑企业的综合效益。

6.3 优化地基基础

在房屋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地基基础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会对房屋建筑工程的功能、形态带来很大影响，而房

屋建筑工程形态、功能对地基标准要求有所不同，地基稳定性

会影响建筑工程项目的安全性。在房屋建筑工程地基基础优

化设计中，设计人员需要明确设计标准、操作要求，以此为基

础合理地选择基础构造，并做好全面控制工作，明确地基基础

项目施工方案，了解桩身的直径、高度，并优化基础构造方案，

明确资金投入、施工技术、基础构造等各项内容。

6.4 优化上部结构

在建设房屋建筑上部结构模型的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合

理地布设剪力墙，保证剪力墙质量满足实际要求，对称楼层平

面刚度中心点和楼层结构中心点会重合，减少地震、风力等荷

载造成的影响，必要情况下还需要应用大开间剪力墙构造，增

加剪力墙的墙肢长，有效地减少墙肢数量，提高房屋建筑工程

的整体刚度。

7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社会各界越来越注重

节能、环保工作，并对建筑工程项目建设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

求。在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设计部门必须做好优化设计

工作，节省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设计人员

还需要明确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合理地选择设计优化方式，确

保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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