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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大中型城市多高层建筑迅

速增多，多高层建筑已成为工业与民用建筑中最常见的房屋

类型。近年来，我国高层建筑发展十分迅速，各地兴建高层

建筑层数已普遍增加。房屋高度150 m以上的高层建筑已超

过100栋。国际上诸多国家和地区对高层建筑结构的界定都

在10层以上。为适应我国高层建筑的发展形势并与国际诸多

国家的界定相适应，我国《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2002 规定10层及10 层以上的建筑为高层建筑结构。

考虑到有些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的层数虽未达到10层，但其

房屋高度较高，所以同时规定高度超过28 m 的民用建筑也为

高层建筑结构，并把高度为常规高度的高层建筑称为A 级高

层建筑(最大适用高度见表4-1)，把高度超过A 级高度限值的

高层建筑称为B 级高度的高层建筑(最大适用高度见表4-2)。 

高层建筑和高层建筑结构两者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对房屋

建筑，我国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定义，例如《高层民用建筑防

火设计防火规范》规定10 层及以上的居住建筑和高度超过24

m 的公共建筑为多高层防火设计的界限。高度与层数是高层

建筑结构的两个主要指标，随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工

程界关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积累的工程经验及科研成果的

逐步增多而发生变化。如《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1991 规定8层及以上的高层民用建筑结构为多高层建筑

结构的适用界限，现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调



整为10 层及以上为多高层超结构的适用界限。在结构设计中

，高层建筑的高度一般指室外地面至主要屋面高度，不包括

局部突出屋面的电梯机房、水箱、构架等高度。 多高层建筑

结构抗震设计的一般规定 抗震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抗震设计的概念设计内容，即包括对房屋结构作合理

的结构选型和布置以及采”匾目拐鸸乖齑胧┑龋欢是确定合

理的计算简图和内力分析方法，进行抗震验算。其中抗震概

念设计对建筑物的抗震性能起决策性和关键性的作用，是抗

震设计的主要和重要内容之一。 1. “三水准，两阶段”的设

防原则内容 第一水准，当建筑物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

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第二水准，当建物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影响

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第三

水准，当建筑物遭受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见地震影

响时，不至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三水准设防目

标的通俗说法为：“小震不坏，设防烈度地震可修，大震不

倒”。“小震不坏”要求建筑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满足承

载力极限状态验算要求和建筑弹性变形不超过规定的弹性变

形限值。“基本地震可修”要求建筑结构具有相当的延性(变

形能力)，不发生不可修的脆性破坏。“大震不倒”要求建筑

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其弹塑性变形不超过规定的弹性变形

限值。 两个阶段设计步骤为：第一阶段，对绝大多数结构进

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和构件 承载力验算和结构弹性变形

验算，对各类结构按规范规定采取抗震措施；第二阶段，一

些规范规定的结构进行罕遇地震下的弹性变形验算。 2. 建筑

抗震设防分类和设防标准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是依据建筑物在



地震时和地震后的功能重要程度来分类，按不同的重要性提

出不同的抗震安全要求，并采取相应的抗震设计(地震作用和

抗震措施)。 (3) 确定抗震等级的几点说明如下： ① 框架－剪

力墙结构，当按基本振型计算地震作用时，若框架部分承受

的地震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50%，框架部分

按表中框架结构相应的抗震等级设计。剪力墙部分的抗震等

级，宜按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墙的抗震等级确定，但

根据具体情况，有时也可取和修正后框架部分相同的抗震等

级。 ②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剪力墙加强部位以上的一般

部位，应按剪力墙结构中的剪力墙确定其抗震等级。 ③ 高层

建筑主楼与裙房相连，与主楼连为整体的裙房的抗震等级不

应低于主楼相应部分的抗震等级；裙房屋面部分的主楼上下

各一层受刚度与承载力突变影响较大，抗震措施需要适当加

强。④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

地、地基条件适当确定抗震等级。⑤ 抗震设计的高层建筑，

当地下室顶层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端时，地下一层的抗震等

级应按上部结构采用，地下一层以下结构的抗震等级可根据

具体情况采用三级或四级。⑥ 底部带转换层的筒体结构，其

框支框架和底部加强部位筒体的抗震等级应按框支剪力墙结

构的规定采用。 4. 抗震概念设计原则 结构的概念设计主要是

重视规范及规程中有关结构概念设计的各条规定，不至于陷

入只凭计算的误区。若结构严重不规则，整体性差，则仅按

目前的结构设计计算水平，难以保证结构的安全，而且十分

不经济。 结构抗震概念设计的基本原则如下： (1) 结构的简

单性：指结构在地震及其他荷载作用下具有明确的和直接的

传力途径，便于建立完整、准确的结构计算模型。(2) 结构的



规则性和均匀性：建筑平面规则、平面内结构布置宜规则、

对称、均匀、减少偏心，使建筑物分布质量产生的地震惯性

力能以比较短和直接的途径传递，并使质量分布与结构刚度

分布协调，限制质量与刚度之间的偏心。沿建筑物竖向的结

构布置宜规则、均匀，避免有过大的外挑和内收，避免刚度

、承载能力和传力途径的突变，以限制结构在竖向第一楼层

或少数几个楼层出现薄弱层，以致在这些部位因产生应力集

中和过大的变形而使结构不安全。(3) 结构的刚度和抗震能力

：结构布置应使结构平面在两个主轴方向均具有足够的刚度

和抗震能力，同时还应具有抗扭转刚度和抵抗扭转振动的能

力。框架结构应在纵横两个方向布置成双向刚接框架。(4) 结

构的整体性：由于设计内力计算模型是建立在楼盖平面内刚

度无限大的假定的基础上，设计应使楼盖系统有足够的平面

内刚度和抗力，并与竖向结构有效连接，从而保证梁、板、

柱、墙能共同协同工作。(5) 抗震房屋应尽可能设置多道抗震

防线，并考虑第一防线被突破后，引起内力重分布的影响不

至于使结构出现倒塌。(6) 结构构件应具有必要的承载力、刚

度、稳定性、延性及耗能等方面的性能。主要耗能构件应具

有较高的延性和适当的刚度，承受竖向荷载的主要构件不宜

作为主要耗能构件。(7) 合理控制结构的非弹性部位(塑性铰

区)，掌握结构的屈服过程，实现合理的屈服机 制。多高层钢

筋混凝土房屋可以归纳为两类屈服机制：一种为总体机制，

另一种为楼层机制，其他机制均可由这两种机制组合而成。

典型的楼层机制表现为在水平力作用下仅竖向构件屈服，而

横向构件处于弹性。总体机制则表现为所有横向构件屈服而

竖向构件除根部外均处于弹性状态。 4.2 结构体系的分类及其



结构布置原则 4.2.1 结构体系的分类 多高层房屋结构体系包括

水平结构体系(楼、屋盖系统)和竖向结构体系(墙、柱)。其中

水平结构体系中的楼(屋)盖结构承受并传递竖向荷载给竖向

构件。并作为刚性楼盖利用其平面内的无限刚度协调各抗侧

构件的变形和位移；竖向构件承受并传递竖向荷载。竖向结

构体系的墙、柱与水平结构体系中的梁板共同组成房屋的抗

侧空间结构，共同抵抗侧向力作用。多高层建筑的结构体系

主要有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支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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