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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程，主体结构地上15层地下2层，建筑总面积14400m2，

开发商为了降低成本，要求设计对结构方案进行优化设计，

并要求在满足安全和使用的前提下，主体结构用钢量控制

在60kg/m2以内，为了满足开发商的要求，设计作了以下两个

方案的比较，并从中优选出最优方案二．方案一：采用普通

现浇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 本方案的特点是依据建筑平面布

局设置钢筋混凝土抗震墙，对较长的墙开结构洞将其分为联

肢墙，使各墙段的刚度均匀，由于抗震墙较多，可以构成整

体抗侧力很强的体系，对较高建筑抗震特别有利。但若房屋

高度不大，反而会造成因刚度过大而招致较大的地震作用，

而且造价也会增大，并非是理想的方案。 本方案内力计算采

用SATWE高层程序，计算结果列于附表1中。 三．方案二：

短肢剪力墙筒体（或一般剪力墙）结构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住

宅，特别是小高层及多层住宅平面不与空间的要求越来越高

，原来普通框架结构的露柱露梁、普通剪力墙结构对建筑空

间的严格限定与分隔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住宅空间的要求。于

是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改进，以剪力墙为基础，并吸取框架的

优点，逐步发展而形成一种能较好适应小高层住宅建筑的结

构体系，即所谓“短肢剪力墙筒体（或一般剪力墙）”结构

体系。 “短肢”剪力墙仍属于剪力墙结构体系，只不过是采

用较短的剪力墙肢（短肢剪力墙是指墙肢截面高度与厚度之

比为5~8的剪力墙），而且通常采用T形、L形 、］形、 形等



。当这些墙肢截面高度与墙厚之比小于等于3时，它已接近于

柱的形式，但并非是方柱，因此称之为“异形柱”。故从广

义角度讲，宜将这种结构体系称之为“短肢剪力墙筒体（或

一般剪力墙结构体系）”。另外所谓”筒体”就是以楼电梯

间所组成的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所谓“一般剪力墙”就是指

墙肢截面高度与墙厚之比大于8的剪力墙。 这种结构体系当

时（2001年）无国家规范，但在我国南方应用较多，设计主

要参考天津市标准“大开间住宅钢筋混凝土异形柱框架结构

技术规范”（DB29-16-98）及广东省标准《钢筋混凝土异形

柱设计规范》（DBJ/T15-15-95）。 当然目前《高层建筑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中已对短肢剪力墙筒体（或

一般剪力墙）结构体系有了设计要求。 本方案的特点：结合

建筑平面、利用间隔墙位置来布置竖向构件，剪力墙的数量

可多可少，剪力墙肢可长可短，主要视抗侧力的需要而定，

还可通过不同尺寸和布置以调整刚度和刚度中心的位置；由

于减少了剪力墙数量，而代之以轻质填充墙，不仅房屋总重

量可以减轻，同时也可适当降低结构刚度，使地震作用减小,

这不仅对基础设计有利，而且对结构抗震较为有利,同时也可

降低工程造价,还可加快施工进度.这种结构体系通常视建筑平

面及抗侧力的需要，将中心竖向交通区处理成为筒体，以承

受主要水平力。 对短肢剪力墙结构的设计计算，因其是剪力

墙大开口而成，所以基本与普通剪力墙结构分析相同，可采

用三维杆-系薄壁柱空间分析方法或空间杆-墙组元分析方法

，我认为采用三维空间杆-墙组元分析方法计算模型更加符合

实际情况，计算精度较高。本方案内力分析采用三维空间有

限元分析软件SATWE程序计算。 从以上两种方案计算结果分



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结构受力还是经济指标，第二方案均优

于第一方案另外对有底部大空间要求的转换层剪力墙结构，

规范要求转换层上.下层的刚度比尽量接近1，抗震设计时小

于2。通常设计时，为满足此要求，增加转换层以下层的剪力

墙数量（面积）是最有效和最合理的，但这往往受到限制，

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所产生的效果比较有限，因此设计中只

能通过减小转换层以上的剪力墙数量（面积）来达到减小上

部抗侧刚度的目的，而减少上部剪力墙面积的有效方法之一

就是将上部剪力墙设计成短墙肢。这样既能有效的减小上部

结构的抗侧刚度，又能减轻结构自重及地震力作用，达到安

全经济的目的。 四，在设计有关短肢剪力墙筒体（或一般剪

力墙）结构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由于短肢剪力墙抗震性能差

，在地震区应用经验不多，因此在设计时，首先要选则适合

的计算软件，合理地选则计算分析方法，确定计算模型和相

关参数，并加强对计算结果合理性判断，特别要加强概念设

计。对一些不利部为加强构造措施，在符合规范要求的情况

下，短肢墙是没问题的。这就好比纯框架结构，对地震来说

也是不利的结构形式，但大家不也一直在用。所以任何一种

结构体系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只要我们能合理设计，安全应

该没问题。 1．高层点（板）式住宅采用短肢抗震墙结构体

系，只要抗侧力构件布局合理仍然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结构体

系，但在地震区，高层建筑中，剪力墙不宜过少，墙肢不宜

过短，因此不应设计仅有短肢剪力墙的高层建筑，要求设置

剪力墙筒体（或一般剪力墙），形成短肢剪力墙与筒体（一

般剪力墙）共同抵抗水平力的结构。 2．短肢墙的布置合理

、对称、均匀、力求质量中心与刚度中心重合，短肢墙布置



应以T形、L形 、］形、 形为主，这样可增加短肢墙抗扭和出

平面外稳定。 3.短肢剪力墙结构的抗震薄弱部位是建筑平面

外边缘的角部处的墙肢，当有扭转效应时，会加剧已有的翘

曲变形，使其墙肢首先开裂，因此应加墙其抗震构造措施，

如减小轴压比、增加纵筋和箍筋的配筋率。 4．主要抗侧力

结构筒体（或长墙）一般利用楼、电梯间，但要注意刚度的

均衡性，不要集中在一处布置使建筑产生过大的扭转效应，

同时筒体要有足够的刚度，其平面尺寸不宜过小，要使筒体

和一般剪力墙承受的第一振型底部地震倾覆力矩不宜小于结

构总底部地震倾覆力矩的50%，形成多道抗震防线，为了确

保水平力可靠传递，核心区楼板适当加厚，与核心筒相连的

连梁按强剪弱弯设计，短肢墙之间的梁净跨不宜过小（一般

取4~6M），使其具有一定的耗能作用 5．短肢墙受力以承担

竖向荷载为主，承担水平荷载为辅，其截面尺寸要适当，墙

肢截面高度与厚度之比宜在5~8左右为好，且墙厚不小

于200MM，当墙肢截面高度与厚度比小于等于3时，应按柱的

要求进行设计，短肢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产生的轴力

设计值的轴压比，抗震等级为一、二、三时分别不宜大于0.5

、0.6、0.7。对于无翼缘或端柱的一字形短肢剪力墙，因其延

性更为不利，因此轴压比限值要相应降低0.1。 6.短肢剪力墙

的抗震等级应比一般剪力墙的抗震等级提高一级采用，主要

目的是从构造上改善短肢剪力墙的延性。 7.对于短肢剪力墙

的剪力设计值，不仅底部加强部位应按规范调整，其他各层

也要调整，一、二级抗震等级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1.4和1.2，

主要目的是避免短肢剪力墙过早剪坏。 8.抗震设计时，短肢

剪力墙截面的纵向钢筋的配筋率，底部加强部位不宜小



于1.2%，其它部位不宜小于1.0%。 9．各短肢墙应尽量对齐、

拉直，使之与连梁一起构成较规则且连续均匀的抗侧力片。

并且每道短肢墙宜有两个方向的梁与之连接。 10．短肢墙的

数量可多可少，肢长可长可短，主要视抗侧力的需要而定，

还可以通过不同尺寸和布置调整刚度和刚度中心位置。 11．

短肢剪力墙筒体（或一般剪力墙）结构体系，电算分析力学

模型建议采用高层建筑结构空间有限元分析软件SATWE,短肢

剪力墙结构体系考虑，各部位宜取两种力学模型分析结果的

不利工况，短肢墙之间的梁应根据跨高比的不同分别按连梁

、框架梁计算内力和配筋，（既一般情况下当短剪力墙洞口

形成的跨高比小于5的连梁，应按连梁进行设计；当跨高比不

小于5时，宜按框架梁进行设计），短肢墙仍属于剪力墙的范

畴，配筋可采用一般剪力墙的计算方法，但是对于长宽比小

于3的短肢墙则必须按柱的方法进行设计。注意整体计算需考

虑填充墙对建筑基本自振周期影响，折减系数可取0.8~0.9 12. 

由于外墙面钢筋混凝土短墙肢之间填充墙与钢筋混凝土墙的

变形模量不同，在二者交界处易产生裂缝，通常采取的措施

是在做粉刷时，在二者交界面处附粘一层玻璃丝布，使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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