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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既有建筑加固、重新布局利用是中国当前或未来一段时期内,房屋建筑综合利用的一项重要技术。本工程从改造方

案选择、框架柱加固、梁板改造等方面,详细解读其施工工艺及技术。 

[关键词] 框架柱加固;梁板改造；施工 

 

1 既有建筑物加固的意义 

目前,有序、合理、综合、高效地开发利用城市土地及

空间,成为合理扩充基础设施容量,提高城市综合防灾能力,

节约土地资源,改善既有房屋安全等最为有效途径之一。目

前国家第一批产权房屋即将到期,许多房屋已达设计年限,

若能对该批房屋进行合理有效的加固与改造,不仅能对扩大

基础设施容量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有很大帮助,对缓解现

有土地资源用地紧张局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能为社

会节约大量资金。 

2 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湖北某公司场区内维修车间,车间竣工于 2004

年,建筑物结构形式为：一层框架结构,层高 9.8m,独立基础,

车间中间有桁吊结构柱,桁吊结构柱连接梁位于5.1m处；拟改

建成二层框架综合办公区,满足领导单独房间,员工统一办公。 

 

改造前状况 

 

改造前柱平图 

3 方案选择 

经对现有房屋结构状况及使用需求进行讨论,可以采用

两种方案满足夹层要求,分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夹层(混凝

土结构梁、柱、楼板组成)和钢结构夹层(钢结构梁、柱、混

凝土楼板组成)。经现场勘查该项目是从原有混凝土结构上

进行改造,若使用混凝土结构夹层会产生较多弊端,第一在

原有结构上增加混凝土结构荷载会比较重,对原有基础及柱

承载有较大影响；第二使用混凝土夹层方案施工工艺复杂且

施工周期更长；第三混凝土结构的成本比钢结构成本要高；

所以综上所述确定使用钢结构夹层方案进行设计。 

4 施工重难点 

4.1 原混凝土结构 C 轴处混凝土结构柱过小,无法满足

结构安全及构造要求,需进行加固处理。 

4.2 C 轴交 1轴及 C轴交 8轴处原混凝土结构柱为构造

柱,同时施工过程中不能拆除和加固,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进

行处理。 

5 方案设计 

采用同济大学 3D3S 计算软件空间计算计算结果如下： 

   

结构位移图  结构自身产生内力所形成的支座反力图 

由于本次工程为改造项目工程,在保证不破坏原有混凝

土结构安全性的前提下,利用新增加结构的反力数据对原混

凝土结构安全进行复核,发现部分混凝土结构柱无法承受安

全需要,对部分结构柱进行加固；新增部分钢结构柱,钢柱布

置在原混凝土承台上。同时,采用混凝土压型钢板组合楼板

施工方案,既可以提高施工速度,也降低了混凝土板面的自

重,减少既有构造柱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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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柱加固大样            压型钢板大样 

6 施工结果 

在确定了结构加固施工方案以后,其余施工就属于简单

的土建及装修施工,在此就不再累述施工工艺。经过 3 个月

施工,圆满的完成了房屋改造加固工作,让基本处于废弃的

房屋得以利用,达到了业主的需求及认可。 

 
钢梁布置图 

 
二层平面布置图 

 
走廊实景图                    办公室实景图 

7 结束语 

本工程虽然仅仅为一层房屋加固及改造,但其对建筑市

场是有着重要实践意义的,且从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房屋

加固及改造工程将拥有极大的市场空间。本文仅仅从设计方

案的选择进行了简略的分析,相信经过更多的工程案例,将

对房屋加固技术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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