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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建筑物66亿m2,价值38200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

展,许多建筑物受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建筑技术所制约,在建筑功

能的完善程度和建筑结构的形式、装饰方面已不能满足时代

要求,尤其是50～70年代末所建住宅,大多是解决吃饭、睡觉问

题,很少有起居室、卫生间、储藏室等,上下水、暖气、煤气、

电器等设备更差,且成套率很低。这些房屋大部分是2～4层,其

承重结构却有一定潜力,如果将这批住宅全部拆掉,按“九五”

规划的小康标准盖新房,国家财力难以承受,如果采用房屋加层

的方法改造原有住宅中结构质量较好的,就能达到经济、适用

、快捷的建房目标。增层改造具有以下优点:1原有房屋一般

多在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方便、生活供应配套较完善的地区,

改造这里的房屋不需征地,建筑面积又能成倍增加,节约征地费

用和配套费.2在旧房屋上加层属于旧房改造与周围建筑物的

间距可维持现状,在占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该区域的建筑

密度,不影响该区域正常的生活环境,深受周围居民及房屋管理

部门的欢迎.3如套型变化不大的加层,施工时原使用者不用搬

迁,从而解决了无拆迁过渡用房的难题,节省搬迁费.4在增层改

造的过程中,通过合理调整原建筑的平面和立面格局,扩建原有

水、暖、电等配套设备,达到调整使用、美化环境的要求,以满

足小康住宅标准.5建设周期短、投资小、见效快,对于缓解建

房速度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增

层改造的对象和可行性分析 2.1 增层改造的对象增层改造的目



的主要是节约投资,短期收效。在选择改造对象时,更应着重于

其安全设计,凡满足下列条件的房屋可进行改造:1经综合技术

经济分析,增层改造房屋的造价低于新建房屋造价.23～4层砖

混结构或混合结构房屋.3房屋结构状态良好,未因基础不均匀

下沉、地震和其他人为因素引起裂缝.4增层改造后房高、进

深加大,应基本满足房屋对日照的需求(但对房屋间距的要求根

据实际情况可适当比新建筑物要求放宽)。 2.2 增层改造的可

行性分析在接受一个增层改造的工程项目前,首先要进行可行

性分析,它包含专业技术分析和经济技术分析。 百考试题论坛

3 建筑设计增层设计的平面 布局应满足现行各类小康住宅的

标准,对原有住宅的调整应力求每套住宅有一完整的套型平面,

即每套内有卧室、厨房、厕所及阳台。施工时应以不搬迁或

少搬迁住户为原则。新旧房屋宜联成整体,最好不设施工缝。

如必须利用沉降缝来解决新旧建筑的沉降差,应待立体结构完

工后,用二次浇灌的方法将新旧房屋联成整体,以增强房屋的整

体性和抗侧移能力。抗震设防区应与抗震设防加固结合进行,

以达到抗震加固和改造旧房的双重目的。 www.Ｅxamda.CoM

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在原结构上直接增层时,房屋中的烟囱及上

下水管、煤气、暖气、电器设备的布局要考虑原有系统的布

局和走向,尽量做到统一。如原房屋地基基础和承重结构不满

足在原房屋上直接增层时,常采用门型框架和多层钢筋混凝土

框架加层,这样就可利用框架的高度设置设备层。增设设备层

后,增层部分的建筑平面可重新设计组合。 在立面设计时,要

做到新旧建筑本身的协调统一,并充分考虑与周边建筑区整体

格调的协调。此外,还需适当考虑日照问题。 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4 结构设计 4.1 直接增层方案



(1)一般刚性砖混结构(上下部均为砖混结构)。在对地基基础

及墙体强度进行复核验算并满足抗震设防要求后,可采用普通

粘土砖或砌块、轻质高强材料(如泰柏板等)来加砌新的上部

墙体。当个别墙段或基础强度不足时,可先进行局部加固处理

。增层的承重体系可在原承重墙体上加层,也可采用与体系相

反的承重体系,即原房屋为横墙承重体系,增层部分为纵墙承重

体系.原房屋为纵墙承重体系,增层为横墙承重体系。但必须在

刚性方案或抗震要求的间距内布置上下连贯的刚性横墙。(2)

多层全框架结构。当增层部分仍采用框架时,上下框架柱应对

齐,将原结构框架柱顶凿开,接长钢筋后再浇筑增层部分的框架

柱混凝土。在新旧结构交接处,亦即原屋面高度处宜现浇截面

较高的转换梁,以确保新旧结构在加层处有可靠的传递,并增强

节点的抵抗能力。对老框架强度的验算,除了考虑增层后增加

的垂直荷载外,还要考虑房屋加高后,由于水平荷载增加而使侧

移加大的影响。必要时可设剪力墙,控制侧移的影响,相对地提

高框架的承载能力。(3)多层内框架结构。增层部分的结构布

置与下层结构相同,内框架钢筋混凝土中柱梁、砖壁柱设置至

顶。根据抗震要求,层层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房屋四大角设抗

震柱,新加层抗震纵横墙采用普通砖或砌体。加层的可行性取

决于原钢筋混凝土内柱及带有壁柱的砖砌体的承载能力以及

补强加固的可能性。(4)底层全框架结构。上部加层部分一般

采用刚性砖混结构,由于上部加层而增加了底层框架的垂直荷

载和水平荷载。对于经过复核验算不能满足加层强度及抗震

要求时,可采用(口)形钢架与原框架梁柱形成组合梁柱进行加

固(此方案适合于非地震区使用)。(5)下部砖混、上部框架结

构方案。这种类型主要是为了减小增层荷载,在旧房屋上部分



采用填充轻质墙形成的框架结构体系。采用这种方案时上部

框架柱应有可靠的锚固或支承,通常应结合对旧房加固,宜对旧

房设构造柱,使其与加层中的框架形成整体,从而使框架梁柱落

地,构造柱应尽可能伸入既有建筑物室外地面下500mm,或锚入

基础圈梁内,以避免上部框架柱未落地,而只是在旧楼层圈梁上

连接,造成锚固不可靠的后果。(6)下部刚性方案、上部为弹性

或刚弹性方案的砖混结构。此类建筑主要用于增设一个较大

空间的会议室等。由于此类建筑的抗震性能差,不宜在地震区

修建。在非地震区,应考虑新加纵墙有足够的承受横向风荷载

的能力。此类房屋在增层时,应从外墙底部起,在室外侧沿房高

增设扶壁砖柱,用以增强加层部分墙体抵抗横向水平力的能力,

扶壁砖柱的断面应满足加层部分窗间墙的强度和稳定性要求

。或加层部分增设钢筋混凝土柱列与旧墙体增设的构造柱相

连。 4.2 外套结构当在既有建筑物上增加的层数比较多、增加

的荷载较大,而原建筑的宽度不大于15m、高度在15m以下且

不适于采用直接增层方案时,可采用外套结构增层方案〔1〕

。外套结构可以解决直接增层不能解决的问题:1增层以后的

层数、高度可不受《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J11-89)对砌体房

屋层数和总高度的限制,而放宽到多层或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

的适用层数和高度〔2〕.2不受原平面设计及结构类型限制,可

按新的使用功能要求,重新进行设计.3可以改善建筑立面,解决

新旧部分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消除外形上简单的加固痕迹

。外套框架可分为两大类:1外套框架与旧建筑物完全脱开,外

套框架底层柱很高,中间无水平支点,称为长腿柱外套框架.2外

套框架与旧建筑物连在一起,在外套框架各层柱中间有水平支

点,称为短腿柱外套框架。 来源：www.examda.com 5 地基基础



设计 5.1 地基承载力的确定地基承载力是加层设计中至关重要

的问题,其大小决定增加层数和上部结构方案的选择,所以首先

应该弄清既有房屋现在的地基承载力。一般认为旧有房屋的

地基承载力在既有房屋荷载作用下,地基固结,产生压密效应而

得到提高。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可比原始承载力提高10%

～50%。在设计中一般取20%～30%。这种土的压密过程与基

础压力的大小、基础宽度、房屋建成的时间、土体本身的性

质及渗透性、排水条件等有关。当房屋建造时间太长、原始

资料不全、难于确定原有房屋的原始承载力时,也可以通过原

位测试或取样化验,按与新建筑物相同的方法确定其承载力。

根据经验确定由恒载引起的地基沉降量:对于低压缩性粘土,一

般在施工期间已完成50%～80%.中等压缩性粘土为30%～50%.

高压缩性粘土为10%～30%。砂土地基的沉降量一般在施工期

间已基本完成,故建成8年以上的建筑都可认为地基承载力得

到提高,在实际工程中最好在基底下1m范围内取土样化验土的

允许承载力和压缩模量。 来源：www.examda.com 6 结束语 房

屋增层改造涉及面广,原建筑物建造时间长、变化多、情况复

杂,要做到适用、经济、快捷难度很大,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加层

设计法令性规定,因此设计前要广泛收集资料、现场调查,认真

分析资料,确定合理的建筑方案和结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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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