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结构专项论证报告
一、引言

黑岩村在推进建筑工程建设进程中，涉及村民住宅改造、民宿新建以及公共建筑修缮等

项目。根据前期的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部分建筑存在平面不规则（如扭转不规则、凹

凸不规则、楼板局部不连续）以及竖向不规则（如侧向刚度不规则、楼层承载力突变）等情

况。这些不规则性对建筑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及抗震性能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有必要开展

结构专项论证，以确保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与可靠性，保障建筑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需论证的建筑结构现状分析

平面不规则建筑结构

扭转不规则：部分民宿及少量村民住宅在水平地震力作用下，楼层竖向构件最大的水平

位移和层间位移，与该楼层两端弹性水平位移和层间位移平均值的比值超过 1.2。例如某 4
层民宿，该比值达到 1.3。这种扭转不规则会导致结构各部分受力不均，在地震等灾害作用

下，扭转效应可能会放大结构的内力，增加结构破坏的风险。

凹凸不规则：村民住宅中部分 L 形平面以及民宿的不规则多边形平面，存在平面凹进

尺寸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 30% 的情况。如某 L 形村民住宅凹进尺寸占相应投影方向

总尺寸的 35%。凹凸不规则使得结构在凹进部位形成应力集中区域，降低了结构的整体性

和抗侧力能力。

楼板局部不连续：民宿和公共建筑中，因功能需求设置的较大面积楼板开洞（如某民宿

贯通两层的采光天井）以及村图书馆的楼板错层情况，破坏了楼板的连续性。楼板作为水平

传力构件，其局部不连续会影响水平力在各竖向构件之间的有效传递，导致结构受力复杂，

容易在薄弱部位产生破坏。

竖向不规则建筑结构

侧向刚度不规则：民宿新建项目中，某建筑由于底层设置为架空层，相邻层侧向刚度比

为 0.65，小于 0.7。部分村民住宅在加建楼层时，未合理设计结构，也出现类似情况。侧向

刚度不规则会使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产生刚度突变，导致薄弱楼层的地震反应增大，容易发生

局部破坏甚至整体倒塌。

楼层承载力突变：某民宿建筑因功能布局调整，某楼层的受剪承载力与相邻上一楼层受剪承

载力之比为 0.75，小于 0.8。部分村民住宅在改造过程中，因结构改动不合理也存在此类问

题。楼层承载力突变会使结构在该楼层形成薄弱环节，在地震等竖向荷载作用下，可能引发

脆性破坏，严重影响结构安全。

三、结构专项论证依据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 2010，2016 年版）：该规范针对平面不规则和竖

向不规则建筑结构，明确规定了结构设计应采取的加强措施。如对于扭转不规则结构，需考

虑偶然偏心影响进行地震作用计算；对于凹凸不规则结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凹进部位的

连接；对于侧向刚度不规则和楼层承载力突变结构，应进行弹塑性变形分析等。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 2010，2015 年版）：规范对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原则、构造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在不规则建筑结构设计中，可依据此规范合理确定构件

的截面尺寸、配筋率等，确保结构的承载能力和变形性能满足要求。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 2017）：若建筑结构中采用钢结构，此标准可作为设

计依据。针对不规则建筑中的钢结构部分，规定了钢材的选用、连接方式、构件设计等方面

的要求，保证钢结构在复杂受力情况下的安全性。

四、结构设计优化方案

平面不规则建筑结构优化



扭转不规则：采用空间结构分析软件，精确考虑扭转不规则因素对结构内力的影响。在

结构布置上，合理调整抗侧力构件的位置和刚度分布，增加结构的抗扭刚度。例如，在结构

周边布置刚度较大的剪力墙或支撑，形成抗扭核心筒。同时，在结构薄弱部位增加构造措施，

如设置拉梁、增加板厚及配筋等，增强结构的整体性。

凹凸不规则：在凹进部位设置连接构件，如设置加强梁、斜撑等，加强凹进部位两侧结

构的连接，减小应力集中。对凹进部位的楼板进行加厚处理，并增加双向配筋，提高楼板的

承载能力和传力性能。此外，在结构设计中，可通过设置防震缝将凹凸不规则结构分割成较

为规则的结构单元，降低结构的复杂性。

楼板局部不连续：对于楼板开洞部位，在洞口周边设置边梁，并增加边梁的截面尺寸和

配筋。在开洞较大的区域，可采用钢梁或混凝土梁进行跨越，确保水平力能够有效传递。对

于楼板错层部位，设置过渡梁或采用水平加强带的方式，协调错层处的结构受力，保证结构

的整体性。

竖向不规则建筑结构优化

侧向刚度不规则：在刚度突变楼层，增加竖向构件的截面尺寸，如加大柱子的截面面积、

增加剪力墙的厚度等，提高该楼层的侧向刚度。在底层架空层设置支撑或斜撑，增强结构的

稳定性。同时，对结构进行弹塑性变形分析，确保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变形满足规范要

求。

楼层承载力突变：对承载力不足的楼层，通过增加柱子、梁的配筋，或采用粘贴钢板、

碳纤维布等加固措施，提高结构的受剪承载力。在设计中，合理调整结构的传力路径，避免

在某一楼层形成过大的集中力，确保结构受力均匀。

五、论证结论

通过对黑岩村不规则建筑结构的现状分析，依据相关规范进行结构专项论证，并提出针

对性的优化方案。经优化后的建筑结构，在平面和竖向的不规则性得到有效改善，结构的整

体性、稳定性和抗震性能得到显著提升。在后续的建筑工程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优化后

的结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在建筑使用过程中，定

期对建筑结构进行监测和维护，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结构问题，保障建筑的长期安全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