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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构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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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效应

自 重

结构(Structure)

外部荷载作用 变形作用 环境作用

结构自
身的重量，
如梁、板、
柱及构造层
重等

活荷
载，风荷
载，雪荷
载，地震
作用等

温度变化
引起的变形、
地基沉降、结
构材料的收缩
和徐变变形等

阳光、
雷雨、海水、
大气污染作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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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物的作用

可变作用

荷
载
大
小
可
变

偶然作用

作
用
时
间
极
短

荷
载
值
极
大

塑
性
变
形
来
不
及
发
展

永久作用

作
用
位
置
可
变

引
起
徐
变
变
形

变
形
和
裂
缝
增
大

引
起
内
力
重
分
布

常见荷载的标准值可以从我国现行《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5009-2012)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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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估算要考虑

在房屋设计的方案阶段，总体估算时通常需要考虑

竖
向
作
用
的
荷
载

水
平
作
用
的
荷
载

只是估算
不必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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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向作用荷载估算

在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竖向作用力主要是重力荷载，

而且主要是房屋的自重。在方案阶段的近似估算中通常可根
据房屋类型、结构形式统计出某类房屋单位面积的折算荷载
qi(包括楼面自重、墙柱及设备重以及楼面活荷等)，进行近
似估算。

W = qi Ai mi

式中：Ai — 相同荷载qi的楼层面积;
mi — 相同荷载qi的楼层层数;
qi — 由统计资料提供的某类房屋的楼面折算荷载值




n

i 1

国内高层建筑 qi 值约为12～16 kN/m2

(其中活荷约占1.5～2.5 kN/m2)

剪力墙和筒体
结构约为
14～16 kN/m2

框架及框架—
剪力墙结构约
为
12～14 kN/m2

混合结构房
屋约为16 
kN/m2 ，东
北地区外墙
很厚，有时
可能更大一
些。

(一)房屋总重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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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向作用荷载估算

应 当 指 出
1. qi 值随房屋所在地区、采用的结构形式、建筑材

料的品种等出入较大，以上数据仅供参考。设计
中应参考当地的统计资料，必要时可对当地同类
房屋进行统计分析;

2. 若各层荷载不同或面积不同，应分别统计后叠加
起来。当房屋不对称或荷载不对称时，尚应求出
总重W 的作用位置，以便考虑荷载偏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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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向作用荷载估算

房屋的各种荷载最终都要通过基础传给地基。

在设计的方案阶段，要先根据勘探提供的地

质资料和地基承载力，大致估算所需的基底

面积以及利用哪一层土壤作为基础的持力层，

以便确定基础形式和埋深等。

(二)总重W与地基承载力

当房屋总重不
大而地基承载
力较高时

独立基础或
条形基础

若地基承载力较低
或荷载较大时扩大
基础底面积

筏片基础

若地基上
层土质较差

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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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向作用荷载估算

设置地下室

高层建筑结构，由于上部荷载很大，有时即使将房屋底
面积全部做成筏片基础，其承载力也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h
8h

8

1.减小地基附加压应力；
2.便于基础锚固，提高房
屋稳定性。
3.地下室深度从室外地面
算起应为建筑物总高的
1/8-1/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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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向作用荷载估算

墙、柱及基础荷载估算时，通常可近似地不考虑上部结构
的连续性，即把上部结构都认为是简支梁板，墙、柱只承受每
侧跨度一半传来的荷载。估算时可按跨度的一半划分墙柱的承
荷面积，再根据上述楼面荷载估算墙、柱及基础的荷载N 。

(三)墙、柱及基础荷载估算

设计中需要根
据墙、柱荷载和轴
压比来确定墙柱的
截面尺寸。

N = qi×m×A
式中：N — 墙、柱荷载设计值;

qi — 相应房屋的楼层折算荷载;
m — 墙、柱的承荷楼层数;
A —不考虑结构连续性的墙、柱的承荷面积。

边柱

中柱

角柱

承荷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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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向作用荷载估算
轴压比μN 是指荷载标

准组合下柱的轴力设计值N
与柱截面面积和混凝土强度
设计值乘积之比。

轴压比μN

规范要求：

μN = N / (Ac×fc )≤[μN ]

式中：μN — 框架柱的轴压比 ；

Ac — 柱截面面积；

fc — 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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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向作用荷载估算
轴压比直接影响墙、柱破坏时的延

性性质。以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
例，按有关规范，柱轴压比限值[μN ]与
地震烈度、结构形式、房屋高度有关。

地 震 烈 度
7° 8° 9°

框架房屋高度
( m )

≤30 ＞30 ≤30 ＞30 ≤25

抗震等级 三级 二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轴压比限值

[μ N ]

0.9 0.8 0.8 0.7 0.7

轴压比限
值[μ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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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平作用荷载估算

在非地震区，风荷载是房屋主要的水平力，
在方案阶段的总体分析中，一般只需考虑作用在
房屋上风荷载的合力Hω，它是作用在房屋迎风面
及背风面Aω上风荷载标准值ωk的合力：

Hω=ωk× Aω

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一) 风荷载(Wind Load )

ωk=βZ×(μS1 -μS2)×μZ × W0

βZ — Z高
度 处 的 风
振 系 数 ，
它 考 虑 了
高 耸 结 构
风 压 脉 动
的影响。

W0_ —基本风压，它是气象部门
以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离地10
m高处所得的10分钟平均最大风
速VO为标准，根据不同年限按具
体公式确定的风压值。哈尔滨
W0(10 年 、 50 年 、 100 年 ） =
（0.35、0.55、0.65）kN/m2

μZ — 风压沿高度的
变化系数，与周围
环境有关

μS — 风荷载体型系数。房屋体型不同将直接影响
风的方向和流速，改变风压大小。一般迎风面的风
荷载为压力，背风面的风荷为吸力(μS 为负值)，房
屋受到的总的风荷载应为迎风面风荷载和背风面风
荷载的叠加，即式中(μS1 -μS2 )。



12

二、水平作用荷载估算

风荷载体型系数μS 常见坡屋面一
般坡度α＜ 30°,可
见屋面在风荷载作
用 下 通 常 承 受 吸
力 。

在平屋顶上后加
的轻型坡屋面自重
很轻，若没有和墙
体拉结好，在风荷
吸力作用下会被掀
起。

风荷载除了
引起房屋的倾覆
以外，局部吸力
也是引起房屋破
坏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对坡屋顶
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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