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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B_93_E6_9E_84_E4_c57_613080.htm 钢结构建筑被誉为21

世纪的“绿色建筑”。和传统的混凝土结构相比，它具有自

重轻、抗震性能好、灾后易修复、基础造价低、材料可回收

和再生、节能、省地、节水等优点。作为一种绿色环保建筑

，近年来，钢结构住宅已被建设部列为重点推广项目。然而

，这种具有众多优点的绿色建筑，在我国这样一个钢铁大国

却一直发展得不够理想，据统计，如今，钢结构建筑在我国

整个建筑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5%，而发达国家却已达到

了50%以上。其原因何在？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采访了中

国建筑金属协会钢结构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薛发。 薛总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钢结构的开发研究工作，发表了数十篇

关于钢结构住宅方面的文章，对国外钢结构住宅的发展情况

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对我国钢结构住宅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独

到的见解。 薛总首先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钢结构住宅。他说

，用钢结构做承重结构，用环保、轻体、节能的材料做围护

结构的住宅才叫钢结构住宅。钢结构住宅从建筑高度上讲，

大体可以分为，低层（3层以下，包括别墅，联排别墅等），

多层及小高层（6?12层），高层（12层以上）等。 既然钢结

构住宅有许多优点，而且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我国政府又发布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和政策，为什么钢结构

住宅却一直发展比较缓慢？对此，薛总提出了以下看法。 首

先，政府的政策推动力度不够。对于钢结构住宅的试点工程

、科研项目和产业化项目，政府应在税收、资金、项目审批



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倾斜。用政策引导市场，用市场

拉动钢结构住宅和相关企业的发展。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有

欠缺，专家组已向有关部门建议，对此给予一定的支持。 第

二，一些单位及业内人士在对钢结构住宅的推广过程中倡导

方向存在一定的偏差。国外许多国家在钢结构住宅建设方面

技术比较成熟的是别墅，我们的推广的也主要是别墅，这不

适合我国的国情。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我国

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十分匮乏，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

问题，还是应该以发展多层和小高层为主。现在一些企业热

衷于小别墅的发展，其前途必定有限。一些期刊杂志在介绍

钢结构住宅技术时也以别墅为主，似乎这才是钢结构住宅发

展的方向，这是一个误区。当然，别墅也不是不可发展，但

应以适合广大偏僻山区的廉价的独立式住宅或者联体住宅为

主，而不是过分占用土地的、动辄三五亩地一栋的别墅。 第

三，一些钢结构住宅的设计不是以建筑本身为主，因此，开

发的住宅不太好用。目前，有些钢结构住宅的开发中，把钢

结构的问题视为最重要的，因此，以结构专业为主，这是一

种误区。无论是何种结构建筑，买主关心的不是用什么结构

，而是房子是否好用，布置是否合理，住在里面是否舒适，

是否实用，功能是否齐全。所以一栋钢结构住宅能否有市场

竞争力，能否被用户（消费者）所认可，最终取决于钢结构

住宅是否技术先进、适用美观、经济合理，即“质优价廉”

。住宅应该关注的是人，设计要以人为本。钢结构住宅是住

宅，而不是住宅钢结构，因此，钢结构住宅的开发设计还是

要以建筑师为主，要遵循建筑设计的规律，更多地关注其使

用功能、建筑效果以及节能环保等。 第四，钢结构住宅的配



套设施和围护结构的材料不完善。钢结构住宅体系是一个综

合的、复杂的技术体系，它涉及墙体材料、屋面材料、厨卫

系统、管线系统等一系列配套体系。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

外墙结构体系。现有墙体材料性能和安装方法很难满足钢结

构住宅在防热、保温、通气、防渗以及耐久性等方面的要求

。连接的配件及方法，也不很完善，使用不方便。 第五，钢

结构住宅要求应用大量的新技术，我国现在还缺乏这方面的

人才。我国专门研究钢结构住宅的人员较少，大多数设计和

施工单位在传统结构体系方面有专长，而在钢结构住宅方面

缺乏相关的人才。由于我国钢结构住宅尚处于开发阶段，施

工技术工人更是奇缺。培训技术人员是发展钢结构住宅的重

要环节。 第六，全国没有统一、系统的推广钢结构住宅的方

式方法，各单位的研究工作均是从头开始，经验不能很好地

借鉴、传承，经验推广工作做得不够理想。对于钢结构住宅

的总的发展规范还不够，因此，发展比较乱。有关部门，在

总结以前的经验，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做得还不够。 第七

，宣传力度还不够，与地产商的联系还不够，许多地产商认

为钢结构住宅要贵得多，因此不敢做。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钢结构住宅和其他住宅比较起来，一般情况下造价并不高

，与混凝土结构基本持平，但是它的使用面积会增加不少，

一般达到5%，综合造价还是比较低的。 此外，钢结构住宅的

确存在耐火和防腐蚀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依靠技术

可以解决的，并且我国现在已经研制出了耐火钢。现在我们

的钢结构住宅，柱子的耐火可以达到2个小时，梁可以达到1

个半小时，这足以保证人员的安全撤离。我国以前的住宅设

计均是以保护财产为主，其实我们在做设计时应该是以人为



本，人才是我们要优先保护的对象，财产是可以放弃的。至

于美国的9.11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50多吨的燃料爆炸

产生的威力是一般建筑物都难以承受的，即使不是钢结构建

筑也是承受不了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因此就否定钢结构建筑

。 针对以上谈到的问题，薛总对钢结构住宅的发展提出了几

点建议。首先，要把发展钢结构住宅的重点放在量大面广的

多层和小高层住宅上，住宅的套型面积和使用功能要达到我

国小康社会的住宅标准。第二，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推动钢结

构住宅发展的力度。第三，抓好钢结构住宅试点工程，打造

一批钢结构住宅精品工程，以点带面，稳步推广钢结构住宅

，并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第四，积极组建和发展专业化的

钢结构住宅设计施工队伍，不断提高钢结构住宅的设计施工

水平。第五，逐步推进钢结构住宅产业化。首先，立足于利

用现有的技术，现有的墙体材料，进行优化集成，解决钢结

构住宅的三板（楼板、外墙板、内墙板）问题，同时，在现

有的基础上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三板的性能和工业化水平，

努力降低生产成本。第六，加强人才开发和技术培训。 薛总

最后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引进国外钢结构低层

住宅和别墅为标志，钢结构住宅进入了我国住宅建设领域

。90年代中期，一些有识之士和企业结合我国国情开始了多

层钢结构住宅的研究开发。到2006年，已建成的钢结构住宅

达2400万平方米，并且，开始转入以多层和高层为主的钢结

构住宅建设，同时，一些房地产商和大型钢结构生产企业都

开始注重钢结构住宅的发展，钢结构住宅开始了集团式的发

展，建设面积不再是一个小区当中的一栋，而是开始了整体

设计。到如今，我国的钢结构住宅的建设已经做了大量的准



备工作，下一步应该进入初始发展阶段了，相信这种绿色建

筑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