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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山地建筑结构设计中的问题

刘竞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对于山地建筑的结构设计工作来说，必须要充分考虑山地建筑物的稳固性以及抗震性，特别是对于山地地形往往

坡度比较大的特征，对其进行设计时必须要保证每项指标都能够充分参考当地的实际数据，才能够展开设计以及建设施工。

但就目前我国大部分山地地区的建筑物结构设计工作来说，设计者以及施工人员存有不重视山地建筑特殊需求的情况，针对

其进行针对性控制以及指导的工作也并不完善，因山地震动、暴雨冲刷等问题导致的房屋坍塌以及损坏问题频发。因此，在

针对此类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予以有效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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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的地质条件现状来看，山地地形占据比较大的面

积，能够达到整体陆地面积的 70%左右。最近几年，随着不

断落实的精准扶贫和山村改造，山地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力度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强和提升。因为受力特征上的差异，山

地建筑类型可以分成掉层、附崖、筑台以及吊脚四种常见形

式，其分布方式、设计模式等均受到地形以及气候条件的影

响和制约，基本呈现出整体分散且局部聚集的特征。因为各

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山区地区，尤其是一些地形

非常崎岖的山地区域经济发展始终不如人意。本文将讨论山

地建筑在结构设计中比较多见的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案，旨

在为建筑从业者提供理论参考。

一、常见问题

在设计山地建筑结构的过程中，除了常规平原建筑结构

设计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外，需要在地震作用、风荷载作用上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关注度。大部分情况下，建筑物的场地设

计和结构方案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合理性，否则将会很难确

保方案质量水平与可实施性。另外，结构设计切忌盲目应用

规范指标，否则很容易导致安全隐患出现。设计期间需要保

证下述问题掌控：其一，地震作用，山地建筑结构的设计中

予以抗震设计需要参考岩土勘察的相关研究报告，对震动参

数予以全面调整；其二，风荷载作用，在山地建筑的结构设

计中很容易忽视风荷载力的纠正，特别是针对高层建筑，计

算的时候必须要严格分析并计算出风荷载的标准数值，同时

要进行多次验算；其三，不对称问题的约束处理，针对山地

建筑进行结构设计的过程当中，因为外界环境产生的影响比

较明显，很难产生双向均匀对称的条件，因此很容易发生某

个平面上没有土的情况，必须要在设计阶段予以改善，并尽

快进行有效处理，创建局部平地环境，有助于顺利施工。

二、设计原则

其一，作为山地建筑设计者，在设计中需要首先考虑的

是人文因素，即居民的实际需求，与平原地区相比，在山地

地区生活的居民的日常行动会因为坡度限制有所降低，因此，

诸多设计细节都需要围绕着居民生产生活展开。

其二，节约土地资源，山地地区的土地资源可利用面积

不多，因此在结构设计中需要考虑最合适的建筑形式，控制

细节，令山地建筑得以和山地地形相互融合，有效利用土地

资源，全面提升建筑综合价值。

其三，确保山地地形特征，山地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保留

山体形态，因此，在结构设计中需要适当考虑山地和城市的

良好融合，全面展现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提升美

学内涵。

三、应对策略

（一）科学合理的基础埋深

参照建筑物类型及层高等基本指标，设计人员需要采用

科学合理的基础埋深。依照相关设计规范中的标准，山地建

筑物基础埋深需要超过 6 米，具体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可

以参考山地的基本情况设置诸如地下室等较为特殊的建筑

结构。设计地下室埋深的时候还需要同时考虑建筑物主体的

埋深以及整体高度。通常来说，山地建筑的地下室结构都是

单侧开口的形式。

（二）有效的边坡支护方案

对于山地建筑进行结构设计的方案当中，针对边坡进行

的支护方案设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会对建筑整体起到良

好的结构稳固性的效果。当前在山地建筑结构当中常见的边

坡支护主要涉及以下几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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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放坡，在实际应用当中，该支护措施需要耗费的

成本相对偏低，但是对于地质条件有较高的要求，除了需要

较好的土质，而且还不能有过多的地下水储备量，防止土质

受到破坏，不利于建筑质量提升。想要应用这种支护形式，

必须要应用地质特征，保证全面的施工技术，确保支护方案

的顺利落实。

其二，喷锚支护，具体应用这项技术的时候，主要是借

助混凝土以及锚杆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实现稳固处理山地

边坡的作用，而且处理效果也相对比较理想。

其三，重力式挡土墙，该方式在实际应用中有较多的可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仰斜以及直立两种，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经济性也比较理想，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地质

情况予以有效择取。

（三）山地城镇的环境特征

对城乡居民来说，一个城镇（或乡村）所具备的基本特

征是对城市展开外部感知的一个综合体，它体现出了城镇建

筑物质感、空间布局、生态特征等基本要素。进行山地建筑

的结构设计中，需要尽可能将基本的环境形态特征的问题重

视起来。

其一，采光方面的因素。山地建筑中，向阳坡面的日照

间距相对比较短，背阳坡面的日照间距则相对比较长，因此，

设计人员需要尽可能在向阳坡上设计建筑，还可以借助高低

结合的方式来改善背阳面上的采光不充足问题。为了有效防

止过度照射导致的温度控制能耗过大，可以借助高差适当遮

挡阳光，在保证充足光照的基础上，降低热能。

其二，噪音方面的因素。对于城镇地区的居民来说，噪

音的污染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山地建筑自然也不例外。

通过对噪音的特征分析可以发现，在垂直方向中，噪音传播

能力比较低，路径中如果有障碍物，还会进一步削弱噪音。

所以，设计山地建筑的时候，设计人员可以设置一些植被、

台地等控制噪音的影响。

其三，建筑物和山体之间的良好协调。针对一些在城市

地域范围内能够反应出地势走向的情况，设计建筑的时候应

该将其呈现散点布置，以此来强调山体。如果是单独出现且

是高层的建筑物，基本上会成为视觉中心点，因此无论是高

度还是形体上都需要认真考虑。另外，在结构上必须要考虑

到地震作用和风荷载作用，全面提升建筑物的安全应用周期，

故设计时必须要掌握下述几点：一，土体压力，进行有效倾

覆验算，且为了确保准确性，加强土压力计算；二，抗滑移

验算，就抗滑移力构成而言，主要有基底摩擦以及侧壁摩擦

两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依然是多种作用力共同影响的结

果，计算中必须要正确运用，做好结果掌控；三，整体抗倾

覆的把控，其重点是基础底面的零应力区。

（四）抗震计算

以我国山地建筑为主的“山城”重庆来说，建筑结构的

设计上并没明确界定过建筑物的高度，更不能有效截取建筑

物的最高点以及最低接地点。例如，“吊脚楼”依托山体和

水体建设，其建筑整体五层，三层是建筑中心点，基本满足

旧时人们的使用需求，到了现代，人口数量飞速扩张，这种

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实际需求，因此必须要予以重新设计和重

新计算。

针对山地建筑结构的抗震等级以及抗震参数进行计算

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建筑和山体能够较好地融合。实际建

设期间山地可能会对结构形成不同约束，如地下室，在地震

时，地下室（或首层）可能会被土层的力学性质所影响，因

此，必须要强化抗震参数计算精准度。计算抗震参数的时候，

设计人员需要使用合适的计算软件，完善建筑结构周围受到

地震影响土质和结构之间的内力情况，针对多层掉层结构进

行参数计算的过程中，比如发生地震剪力特征和普通结构没

有明显区别（或上到下发生递增情况），不过实际却往往因

建筑物接地层竖向构件传递作用力到建筑基础结构当中，之

后到达基础持力层，因此，实际数据必须要稍微低于计算的

地震剪力。

结语：综上所述，设计山地建筑结构的过程中，除了常规平

原建筑结构设计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外，需要在地震作用、风

荷载作用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较之平原地区的建筑设计工作

来说，山地建筑的结构设计往往要考虑较多的问题，而且也

会受到较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所以，从整体来看，针对山地

建筑予以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山地交通网络、建

筑规模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判断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以及可

行性，尽可能降低土地资源的利用量，有助于道路修建和方

便出行，并在此基础之上尽可能确保山地城市依然具备原有

的形态，全面促成区域经济积极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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