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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高层建设已成为国内建筑的主流趋势,而且在高层建筑中地下室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由于高层建筑垂直高度较大,上部

荷载大,基础埋深较深,这就使地下室结构设计较为复杂,一旦设计不合理,不仅会影响到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功能,而且还会对整体工程的造价带

来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对高层建筑地下室结构的设计进行分析很有意义。 

[关键词] 高层建筑；地下室；结构；设计问题 

 

1 高层建筑地下室的必要性 

1.1建设程序的要求 

我国有政策规定,高层建筑如果不建地下室,规划部门是不能批准该

建设方案的,这就决定着高层建筑在设计的时候,必须配备地下室部分。同

时,建设规划部门也对地下室的建设有着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土地税不用

交,甚至地下室的建筑面积也不计入容积率。 

1.2使用功能的要求 

高层建筑需要各种配套的设施,如人防、车库、发电机房、配电房、

水泵房等各种设备的机房,地下室能够满足高层建筑这方面功能的要求。

其中,当前社会私家轿车数量增长如此迅速,地下车库的设置显得尤为重

要。在一定档次的商品楼宇中,如没有配套车库,销售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而交通部门对此也有“住宅每2至8户配一个车位,商场每100m2配三辆小车

车位”的明确规定。因此,高层建筑就目前来说,必然要配套相应面积的停

车位,而这一般都靠地下室来提供。 

1.3结构设计的要求 

依据现行结构规范：当采用天然基础时,其埋深应为建筑总高度的

1/12,当采用桩基础时,埋深则是1/15。高层建筑动辄50至80m高,从结构的

稳定性来考虑,基础必须有4至5m的埋深,地面部分建筑的刚度才能达到设

计要求,才能抵抗外力对其的倾覆,基础埋深越深,建筑就能建得越高；埋

深占总高度的份额越多,结构的稳定性就越好。而此时,地下室的设计埋入

深度,刚好可以作为高层建筑整体中的埋深部分。 

2 高层建筑地下室结构设计特点 

地下室结构体系应参考地面建筑体系。在项目前期方案协同设计的时

候,应当尽量使地下室的承重构件同地面建筑的承重构件相对应,使荷载

得以通过地下室的承重构件直接传至地基基础。 

根据弹塑性工作阶段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由于结构的动力响应

可能会降低结构设计的可靠性,所以不妨先使结构构件进入塑性工作状态,

使之吸收更多能量,提高材料的设计强度,这样就可以使材料尽可能得到

完全利用,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在爆炸动荷载状态下只进行强度计算,不计算变形、裂缝和地基承

载力。重视地下室结构抗震要求,提高抗塌毁能力。此设计特点要求地

下室设计初期综合考虑使用的材料强度等级、结构构件的 小厚度和

小配筋率等等,另外还需结合地面高层建筑设计嵌固端构造和超长结构

差异沉降处理等。 

3 地下室层高的确定 

地下室层高的选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

下室的设计,包括地下室基础维护的设计、地下室的抗浮设计等各个方面。

具体可以采取下列几项措施来进行地下室层高的优化处理：首先,应该采

取有效的措施来尽可能地减少地下室顶板覆土层的厚度。顶板覆土厚度的

确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给排水专业雨污水管道的铺设,还

有一个是景观专业植被种植的具体需求。 

另外,地下室顶板可采用无梁楼盖结构形式,可有效地减小地下室层

高,此时顶板板厚度可取400mm,并设置柱帽,此时地下室层高较一般梁板

结构可减小600mm左右,为笔者所做的某地下室竣工后使用状况。柱距8.4m,

地下室顶板厚400mm,采用无梁楼盖结构。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对消防管

道进行严格地设置,这样能够节省200mm的地下室层高；通风管道应该沿着

车位内侧或者是墙角进行布置,避免布置在通道的位置上,来进一步提高

通道的净高效果；将地下室底板覆土层取消,能够有效地节约200mm～

300mm的地下室层高。 

4 地下室结构平面设计问题 

在地下室的结构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尤其是平面设计方

面,不仅要考虑到防火的措施,同时对于管道的布置和排水工程都要有详

细的设计方案。由于地下室需要承受的压力荷载较大,并且还要受到来自

地下环境的影响,所以对平面设计提高了难度。其中的变形缝设计是平面

设计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减少建筑施工后由于温度和施工材料等因素而产

生的变形,要做好变形缝处理。但是在地下室的变形缝设置对于防水工程

有所影响,所以一般很少会设置变形缝。为了获得相同的效果,可以设置后

浇带、地上设缝或者是混凝外加剂的方式来取代变形缝的功能。如果使用

以上方法还无法解决问题,则需要从地下室的平面布局方面入手。可以将

地下空间分割成若干个小的空间,然后在通道上设置变形缝,这种方法不

仅减少了变形缝的数量,并且在受力方面也有所降低,减少事故的发生

几率。由于地下室的结构部位比较特殊,所以在采光通风井方面的设计

也非常重要,对于地下室的抗渗性以及埋深的需求和抗震性等都有很大

的影响。 

5 地下室外墙的结构设计 

地下室外墙是地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层建筑地下室结构设计的

过程中,地下室外墙的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下室外墙不仅承受了

上部结构传来的竖向荷载,同时也承受了水平荷载。但是在地下室外墙的

结构设计中,上部结构竖向荷载产生的内力一般不起控制作用,起控制作

用的还是由水平荷载产生的内力。通常情况下,地下室外墙一是根据四周

的支承情况,并且严格按照双向板或者单向板进行内力计算的。地下室的

内墙一般距离相距较远,因而在实际的设计中一般按底部作固定支座,顶

板处作铰接支座来进行地下室外墙的计算,并且计算时仅考虑水平荷载作

用,不考虑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组合的压弯作用效应。 

通常情况下,在对地下室外墙进行设计时,采用的混凝土等级不会太

高,一般为C30。这是由于强度等级过高必然导致混凝土的水泥用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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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诸多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这也成为了传承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分

析了我国工业遗产居住形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特点,探讨了工业遗产居住形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 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住宅区数量较多,其主要集中在老工业

城市中,当时人们却并未将精力放在住宅区的保护上,我国工业遗产居住

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不够理想,对此,应采取有效的保护和更新措

施,充分发挥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作用。 

1 国内外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现状 

工人住宅区保护与更新是人们关注的内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住宅区

均需经过物质老化、拆除、重新认识价值和保护更新的阶段。国外的工人

住宅区保护工作开展的时间较长,同时也采取了多种有效的保护措施。而

我国工人住宅区的发展时间较短,2010年后,我国才建立起街区保护意识。

与工业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式相比,工人住宅区具有居住功能,

规模较大,其主要应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式开展工作。 

2 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主要特点 

2.1独立大院为主要空间形态 

工业区内部的生产生活功能形式多样,且其也可称为微型城市,将工

业区作为设计的核心,生活区和公共服务区充分体现了功能分区,空间形

态主要应用苏联古典主义。道路采用棋盘的布局,形成了较强的空间意象。

围合是建筑的主要形态。再者,部分通气建设的街区中行列形态也较为常

见,这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有利于日后居住区规划工作的有效

开展。 

2.2居民关系主要以业缘维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地位颇高,工人村也是工人阶级地位的重要体

现。住房分配制度下,工人村中出现了相同单位和相同岗位的职工,其工作

和生活环境变化不大,职工的社会关系和居住状态无明显差异,单位制社

会管理模式增强了职工在单位中的归属感,职工更加认同自己的身份。 

2.3合住为主要使用方式,建筑设施老化明显 

工人在建设住宅的过程中主要参考苏联住宅建筑的定额标准,但是受

到经济水平的限制,人均居住面积不到标准的一半,尽管户型为两居室或

三居室,但其使用性能较差,虽生产速度较快,但生产质量较差。甚至出现 

较易产生裂缝,容易引起渗漏。但是大多数的实际高层建筑中,地下室外墙

上往往都有框架柱,这些框架柱承受了上部结构的荷载,因此它们的混凝

土强度等级往往较高,一般都高于地下室外墙的强度等级。从设计角度来

看,上述做法是符合规范要求的,但是混凝土标号的不同会给实际施工带

来一些不便。如果都按低标号混凝土施工,必然会影响结构的安全；如果

都按高标号混凝土施工,显然会提升造价,经济性不高。对于强度等级相差

不是特别大的情况时,通常我们可以采用墙柱交接处加腋的方式来解决上

述问题,加腋后都可按地下室外墙的混凝土标号来浇筑。 

6 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 

在进行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时,尽量以双向抗侧力体系为主,而且主

体结构构件也要避免出现铰接的情况,在双向主轴方向利用剪力墙,同时

对框架柱和梁中线之间的偏心距离进行控制,确保梁与柱与剪力墙的中线

能够重合在一起。 

在进行剪力墙布置时,对于平面形态凸凹程度较大时,则需要将剪力

墙布置在凸出部分的端部。而且在布置时需要确保剪力墙分布均匀。对于

较长长度的剪力墙在布置时,由于单片墙刚度接近,所以需要在洞口和连

梁位置进行双肢墙或是多肢墙的设计,而且单肢墙和双肢墙的墙肢长度不

宜超过8米,还需要对每段剪力墙底部承受的水平力所产生的剪力进行控

制。在进行纵向剪力墙布置时需要将其设置在单元结构中间位置,特别是

当房屋纵向长度较大时,这时就更不宜将纵向剪力墙的布置集中在两端,

以免浇缝时混凝土地收缩应力对一些平面部位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在进行

室内保温处理时,还需要注意到温度变化所可能会对剪力墙所带来的影

响。在剪力墙设计时,还需要控制其间距不能过大,横向剪力墙布置时当剪

力墙之间的楼盖开动较大时,则需要减小剪力墙之间的间距。在进行纵向

剪力墙布置时,则避免将其集中在两个顶端的位置。截面的中心位置需要

与剪力墙上面的洞口位置相对,而且还需要控制好洞口到柱边的距离,需

要确保洞口上下对齐,对上现洞口之间的高度进行控制。 

7 不均匀沉降问题 

(1)裙房与高层建筑之间设置沉降缝,使每个部分自由沉降,互相不影

响,还可以避免由于不均匀沉降原因所产生的内力,但在实际上,这样做会

给地下室的防渗漏、建筑的立体处理、整体稳定和基础的埋置深度带来诸

多困难。(2)高层建筑和裙房之间采用端承桩,将端承桩设置在坚硬的基岩

上。但是这种方法耗费大量的基础材料,不经济。 

8 结语 

随着高层建筑的迅速崛起,高层建筑地下室结构的合理设计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满足不同设计的需求,在地下室结构设计的过程中,

应遵循安全、适用和合理的原则,因为安全是设计的前提。此外,在高层建

筑地下室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重视其的技术的改进与革新,以满足未来建

筑的设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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