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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中的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技术

●孙　彬

　　

[摘要]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框架剪力墙结构凭借出色的抗震性能及灵活的空间布局等显著优势,在建

筑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本文针对建筑工程中的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技术展开了深入探讨.首先阐述

了其特点,其次重点剖析了其施工要点,最后分析了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施工技术.旨在为相关的工程实践活

动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参考,推动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技术的不断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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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框架剪力墙结构在各类建筑中被广泛采用。 一

方面，城市土地资源稀缺，高层建筑成为化解空间

需求难题的关键路径，而框架剪力墙结构能赋予出色的竖向

承载与抗侧力性能，契合高层建筑复杂的受力状况。 另一

方面，建筑功能走向多样化，致使结构设计愈发繁杂，框架

剪力墙结构能够灵活规划空间，顺应不同使用功能的需要。

然而，在实际施工操作中，此结构的施工技术遭遇了挑战，

因此，针对建筑工程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施工技术展开深度

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框架剪力墙结构的特点

(一)受力特点

(１)水平荷载下的剪力分配。 在水平荷载施加时，剪力

墙凭借其较大的抗侧刚度，承担了绝大部分水平剪力，有效

抵御水平力。 框架虽承担部分水平剪力，但主要承担大部

分竖向荷载。 这样的剪力分配特性，让框架剪力墙结构在

水平和竖向荷载共同作用下，稳定性良好。 (２)框架与剪力

墙的协同工作。 框架和剪力墙经由楼板及连梁相互联结，

协同作业。 水平荷载初期，框架刚度小，剪力墙承担主要

水平剪力。 随着水平荷载增大，框架刚度作用逐渐显现，

与剪力墙共同抵御水平荷载。 这种协同机制使框架剪力墙

结构受力更合理，整体承载能力提升。 (３)竖向荷载下的受

力。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框架柱与剪力墙分别承担各自区

域的竖向荷载。 框架柱主要承受竖向轴力和弯矩，剪力墙

则承受较大轴力。 鉴于框架和剪力墙竖向变形存在差异，

设计时需考量此差异对结构内力的影响。

(二)变形特点

(１)框架的剪切型变形。 在水平荷载施加于框架时，其

主要展现出剪切变形。 该变形的特征在于楼层水平位移自

上而下逐步增大，并且层间位移角相对较大。 这种特性致

使框架在应对水平荷载时抗侧移的能力相对薄弱。 (２)剪力

墙的弯曲型变形。 由于剪力墙具备较高的竖向刚度，在水

平荷载影响下主要呈现弯曲变形。 其变形特点为楼层水平

位移自上而下渐次减小，且顶部水平位移相对较大。 这种

弯曲型变形让剪力墙拥有出色的抗侧移能力。 (３)协同工作

下的变形协调。 框架与剪力墙协同工作促使结构变形趋向

协调。 当水平荷载作用时，框架的剪切型变形和剪力墙的

弯曲型变形相互牵制，协同抵抗水平力。 这种变形协调机

制致使框架剪力墙结构，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侧移曲线处于

框架和剪力墙单独作用时的侧移曲线之间，呈现出弯剪型的

独特特点。

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要点

(一)钢筋工程

(１)钢筋连接。 钢筋连接主要有焊接、机械连接及绑扎

连接这几种方式。 焊接连接涵盖电弧焊、闪光对焊等，其

质量受操作人员技术水平和环境状况影响显著，操作时需严

格遵循焊接工艺标准，并实施抽样检测。 机械连接具有连

接强度高和质量稳定的优势，但连接套筒质量与拧紧力矩需

符合规定。 绑扎连接需确保钢筋搭接长度及绑扎点的稳固

性。 在节点区域，因钢筋分布密集，连接方式的选取极为

关键。 对于大直径钢筋，适宜采用机械连接；小直径钢筋

则可选用绑扎连接。 同时，要留意节点处钢筋的避让与穿

插次序，防止钢筋相互干扰。 (２)钢筋绑扎。 钢筋绑扎必

须严格依照设计图纸与规范要求开展。 绑扎前，应先清理

钢筋表面的油污、锈蚀等杂物，并依据钢筋间距和位置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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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钢筋交叉点要用铁丝绑扎牢固，相邻绑扎点的铁丝

扣应呈八字形，以防网片变形歪斜。 针对框架梁、柱的箍

筋，要确保其间距均匀，弯钩角度和长度符合要求。 在梁

柱节点处，箍筋应加密，且箍筋封闭口应交错布置。 墙体

内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应关注其间距和拉筋设置，以保

障墙体的整体性。 (３)钢筋锚固。 钢筋锚固长度由钢筋种

类、直径、混凝土强度等级等要素决定，且要严格按照规范

要求执行。 在框架柱纵筋锚固中，应留意伸入长度和弯钩

设置；框架梁纵筋锚固时，要保证在支座处的锚固长度充

足，且符合弯锚或直锚的要求。 另外，对于有抗震需求的

结构，钢筋锚固长度还应相应增加。 施工过程中，应强化

对钢筋锚固长度的检查，保证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二)模板工程

(１)模板体系的合理选择。 工程中，需依据结构特点、

施工进度与质量要求来选定适宜的模板体系。 常见的如组

合钢模板，通用性佳且周转次数多，可拼装稍显繁杂；木模

板制作简便、适应能力强，不过周转次数有限；铝合金模板

则重量轻、精度高且周转次数多，然而成本偏高。 选择

时，要综合考量工程规模、施工周期及成本等要素，保证模

板体系既能契合施工需求，又能实现成本的有效降低。 (２)

确保模板的强度、刚度与稳定性。 模板及其支撑系统必须

具备充足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能够承担混凝土的自重、

侧压力及施工荷载。 在对模板支撑系统的强度和稳定性进

行计算时，要全面斟酌各类不利因素的影响，像是风荷载、

泵送混凝土的冲击力等。 模板拼接要紧密，以防漏浆。 针

对拼接缝较大之处，应运用密封胶条或水泥砂浆予以封堵。

同时，严格把控模板的平整度和垂直度，保证混凝土表面的

平整度和垂直度达标。 (３)模板的拼接精度。 模板拼接精

度对混凝土成型质量具有直接影响。 在模板拼装时，必须

严格把控模板的拼接尺寸与拼缝宽度。 相邻模板间的高差

要控制在２mm 以内，拼缝宽度需限制在１．５mm 以内。 为

提升拼接精度，可运用定位销、螺栓等连接手段，并在拼接

部位设置加强肋。 模板安装结束后，要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与调整，保证模板拼接精度符合要求。 (４)脱模剂的使用。

脱模剂的选取和运用需遵循规范标准。 脱模剂应具备优良

的脱模成效、成膜均匀，且不能污染混凝土表面。 使用脱

模剂之前，要将模板表面彻底清理，除去油污和杂物。 脱

模剂的涂刷应当均匀，严禁出现漏刷和堆积的情况。 涂刷

完毕的模板需防止遭受雨水冲刷及灰尘污染，以防对脱模效

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混凝土工程

(１)合理选择混凝土配合比。 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需依

据工程设计需求、施工条件及原材料性能等要素进行。 设

计时要兼顾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坍落度、抗渗性与抗裂性等

要求，科学把控水泥用量、水灰比、砂率等参数。 为优化

混凝土性能，可适量掺入粉煤灰、矿渣粉等掺和料及减水

剂、缓凝剂、膨胀剂等外加剂。 然而，掺和料与外加剂的

类别和掺量需通过试验明确，并需符合相关规范标准。 (２)

有效控制浇筑顺序。 混凝土浇筑顺序应依据结构特性和施

工方案而定。 通常，框架柱优先浇筑，其后为框架梁和楼

板；剪力墙宜分层浇筑，每层厚度以不超过５００mm 为宜。

浇筑中要保证混凝土均匀布料，规避堆积和离析状况。 针

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应采用分层分段、斜面推进等方式，

并把控好浇筑速度和间歇时长，以防出现温度裂缝。 同

时，要强化混凝土振捣，保障其密实度。 (３)振捣质量控

制。 振捣是确保混凝土密实程度的关键步骤。 振捣需运用

插入式振捣器，振捣棒的插入深度需超出下层混凝土５０mm
及以上，振捣时长应以混凝土表面不再产生气泡且泛浆作为

标准。 振捣过程中，要防止振捣棒与钢筋、模板及预埋件

相互碰撞。 针对薄壁结构及钢筋密集区域，能够采用附着

式振捣器与人工振捣联合的方式展开振捣。 振捣结束后，

应即刻进行抹面与压光操作，从而降低混凝土表面裂缝的出

现概率。 (４)裂缝控制。 混凝土裂缝对结构耐久性有着重

大影响。 为有效抑制混凝土裂缝的生成，需采取如下举

措：其一，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削减水泥用量，以降低水化

热。 其二，强化混凝土的养护工作，让混凝土表面始终保

持湿润状态，以减少混凝土的收缩。 其三，把控混凝土的

浇筑温度，严禁在高温时段进行浇筑。 其四，科学合理地

设置施工缝和后浇带，以减轻混凝土的约束应力。

建筑工程中的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技术

(一)工程概况

某拟建工程项目包含七栋十八层的建筑，总建筑面积达

到８３０７３m２。 在工程基础形式上，主楼部分采用了旋挖灌

注桩，而地下室则选用了天然地基上的筏板基础。 整体框

架体系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抗震设防烈

度为６度，建筑结构安全等级设定为二级，建筑耐火等级同

样为二级，屋面防水等级设定为I级，预计的合理使用年限

长达５０年。

(二)剪力墙结构工程施工技术

(１)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 本工程采用

的是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为确保结构性能达到

最优，设计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精准把握设

计要点。 具体而言，设计要点包括两大方面：①剪重比的

优化设计。 框架剪力墙结构在高层建筑中需满足抗震需

求，因此剪重比的设计至关重要。 若剪重比未能达标，将

直接影响建筑的抗震性能，进而威胁建筑的使用安全。 为

此，设计中参考了建筑所在地区的地震资料，对建筑各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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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震力进行了精确计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剪重比优

化设计。 ②刚重比的优化设计。 刚重比反映了建筑结构刚

度与重力荷载之间的比例关系，对结构的稳定性具有直接影

响。 因此，在设计中，深入分析了工程的设计方案和施工

需求，进行了刚重比的合理设计，以期保障建筑施工质量和

整体稳定性。 框架剪力墙结构以框架为主体，合理融入了

剪力墙设计，通过剪力墙提升了整体刚度，同时保留了框架

结构的空间灵活性。 在剪力墙模板的选择上，采用了对拉

螺栓固定模板设计，模板材质为厚竹胶板，并在其后增设了

竖向木楞，木楞间距为２５cm，同时加设了两根钢管，间距

为４５cm。 两侧模板通过对拉螺栓连接，其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上的间距均为４５cm。

(２)施工设备确定。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及框架剪力墙结

构的设计结果，合理选择施工设备至关重要。 在确保施工

质量的同时，还需避免施工设备对周围环境及施工场地造成

不良影响。

(３)框架剪力墙结构关键施工工序。 ①测量放线。 框

架剪力墙结构施工前，需进行精确的测量放线工作。 依据

工程设计图纸，采用经纬仪、全站仪等专业设备进行施工前

的测量放线。 鉴于本工程涉及地下空间设计，框架剪力墙

结构被视为施工的核心结构，需确保其弯曲延性、抗脆性和

变形延性满足相关建设标准。 测量放线工作需严格按照设

计图纸和施工标准执行，完成后还需进行二次校对，以确保

结果的精准性。 同时，需综合考虑建筑工程平面和高程的

控制网、坑基边坡位置等测量数据。 测量放线的规范标准

如表１所示。 ②钢筋工程施工。 本工程选用Ⅰ、Ⅱ两种等

级的钢筋，根据框架剪力墙结构部位及施工条件的差异，有

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钢筋施工。 为确保钢筋在混凝土浇筑

和振捣过程中的质量稳定，采用竖向和水平向梯格筋方式进

行钢筋施工，以提升其稳定性。 加工模具的质量需严格把

控，以满足施工标准。 在钢筋密集部位施工时，需确保测

量放线结果的精准性，以保障钢筋的安装质量。 钢筋成型

后，其形状应正确，平面上无翘曲不平现象，末端弯钩的净

空直径不小于钢筋直径的２．５倍。 钢筋弯曲处不得有裂

缝，且不得反弯。 钢筋绑扎应牢固，无松动变形现象。 钢

筋表面应保持清洁，无油污和粒状、片状锈斑。 钢筋绑好后，

禁止人员在钢筋上行走或在负弯矩钢筋上铺设跳板作为运输

通道。 在混凝土浇筑前，应对钢筋进行整修，合格后方可

进行混凝土浇筑，以避免将板的负筋踩压到下方，影响板的

承载力。

表１　测量放线的规范标准

参数名称 允许偏差(mm)

外廓主轴线长度L(m)

L≤３０ ±５

３０＜L≤６０

６０＜L≤９０

±１０

±１５

L＞９０ ±２０

细部轴线 ±２

承重墙、梁、柱边线 ±３

非承重墙边线 ±３

门窗洞口线 ±３

结束语

框架剪力墙结构作为广泛应用的建筑结构形式，其施工

技术的科学运用对保障工程质量和结构稳固尤为重要。 实

际施工时，要深度洞悉其特性，精准把控施工关键要点，持

续强化质量管控。 这样才能推动工程顺利开展，并达成预

期目标。 这要求施工团队具备精湛的技艺和严谨的态度，

对施工材料严格筛选，对施工流程精细规划，以确保框架剪

力墙结构的稳定性、安全性和耐久性，为建筑工程的高质量

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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