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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占伟

“年底前可算是把买房的大事
给敲定了，但总觉得不踏实。”日前，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刚刚花50
多万元在市区和顺路中段买了一套
三居室的二手房（多层），最近却从
亲友那里听说自己所买的这类房子
抗震性能差。“一了解，我买的这是
砖混房，人家都说，比起框架结构
来，砖混的抗震性能较差，二次装修
也不敢大动。”

记者了解到，相当一部分有购
房意向的市民像王女士一样，对住
宅的结构和安全性能存在认知上的

“盲点”，对置业顾问或二手房主的
推荐半信半疑，影响了购房体验和
交易效率。

针对市民较关心的住宅结构和
安全性能等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
我市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专
家、学者及其他业内人士。

砖混和框架结构住宅最常
见且各有优劣

“当前我国的民用住宅主要存
在砖混结构、框架结构、钢结构等几
大类。”12月 10日，市市政工程公司
副经理高峰向记者介绍说，砖混结
构的“砖”指的是一种统一尺寸的建
筑材料，也有其他尺寸的异型黏土
砖、如空心砖等；“混”是指由钢筋、
水泥、砂石、水按一定比例配制的钢
筋混凝土配料，包括楼板、过梁、楼
梯、阳台和排檐。这些配件与砖做
的承重墙相结合，可以称为砖混结
构住宅。

砖混结构利用砖墙承受重量，
楼面上的重量通过楼板传到下面支
撑的砖墙上，最后传到基础上，适合
开间进深较小、房间面积小、多层
（6层以下）或低层的建筑。除了造
价低之外，因为红砖具有调节空气
湿度的作用，所以砖混结构的住宅
居住起来比混凝土住宅更健康。“不
过，由于砖混结构的房屋格局死板，
墙面不能改动，加之近些年框架结
构以及剪力墙结构应用得越来越普
遍，在城市建设中已经很少应用。”
高峰说。

“框架结构则是由许多梁和柱
共同组成的框架来承受房屋全部荷
载的结构，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应用
较为普遍。我们所见的大多数建筑
都是框架结构。”高峰介绍说，因为
砖墙承重已不能适应荷重较大的要
求，所以往往采用框架作为承重结
构。采用框架结构的房屋墙体不承
重，仅起到围护和分隔作用，一般用
预制的加气混凝土、膨胀珍珠岩、空
心砖或多孔砖、浮石等材料砌筑或
装配而成。

框架结构住宅的承重结构是
梁、板、柱，多数墙体不承重，因此改
造起来比较简单，敲掉墙体就可以
了。此外，它的主要优点还有空间
分隔灵活、自重轻、节省材料，利于
安排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结构。

“其实，框架结构中还有一种框
剪结构，又叫框架—剪力墙结构，它
是框架结构和剪力墙结构两种体系
的结合，吸取了各自的长处，既能为
建筑平面布置提供较大的使用空
间，又具有良好的抗力抗震性能。”
高峰进一步解释说，其中的剪力墙
是由钢筋混凝土浇成的墙体，剪力
墙结构可建得很高，主要用于12-30
层的住宅和旅馆建筑中，能有效弥
补框架结构在高层建筑建设中的不
足。

在采访中，相当一部分市民认
为“砖混结构住宅的隔音效果不如
框架结构”。对此，高峰表示，砖混

住宅的隔音效果中等，框架结构的
隔音效果则取决于隔断材料的选
择，“一些高级的隔断材料的隔音效
果要比砖混好，而普通的隔断材料，
像水泥空心板之类的，隔音效果也
好不到哪儿去”。

钢结构住宅有望成为市场
中的新“蓝海”

“砖混结构、框架结构其实都能
满足住宅的抗震要求，但现在又出
现了一种更坚固和更抗震的钢结构
住宅。”12月 11日，我市某高校一名
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记者，他是注
册监理工程师、一级建造工程师。
他说，这种钢结构装备是目前国内
主推的装配式建筑的主要特征，“因
为造价高和认知度不足等原因，钢
结构住宅目前推广起来有难度，但
是我市已经有了钢结构装备的产业
园区，而且正在用这种结构方式建
设一个高层住宅。钢结构的优点是
施工速度比较快，分割比较容易，对
环境影响也小，比较符合当前的建
筑形势和环保条件”。

河南省平煤杭萧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平煤神马集团下属子公司）就
是我市一家开展以钢结构为主体的
装配式建筑工程业务的公司。12月
11日下午，该公司负责人、一级建造
师许胜虎告诉记者，装配式建筑是
国家正在主推的成品住宅建设的主
体结构，而钢结构又是装配式建筑
的主要特征，它实际上也是框架结
构中的一种类型。

据许胜虎介绍，钢结构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机场候
机楼、高铁车站、体育馆等建筑主
体，通常都是采用钢结构建造的。
目前在民用住宅领域，在日本、美国
地震区的新建住宅中，钢结构占比
达到了8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
不足5%。“这主要是因为上世纪80
年代前，我国钢铁产能严重不足以
及此后至今对混凝土建筑的一贯依
赖，影响了钢结构在民用住宅上的
应用推广。”

相比传统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住宅具备抗震性能好、建设周期短、
施工质量优、综合投资省、节约能
源、绿色环保、布局灵活、得房率高
等核心优势。一项统计数据显示，
混 凝 土 结 构 建 筑 的 破 坏 率 为
52.5%，钢结构建筑的破坏率仅为
0.6%。

许胜虎说，钢结构装备发展很
快，目前最新一代的钢结构住宅体
系——钢管束组合结构体系已通过
清华大学结构工程实验室、天津国
家固定灭火系统和耐火试件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的检测，显示了良好的
抗震和防火性能。

装修施工不当对住宅结构
的稳定性影响很大

住宅的结构是有机的整体，虽
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有时候
却脆弱得连一次野蛮的装修也经受
不起。

两年前，新华社报道了江西萍
乡市一栋6层房屋的上面3层发生
部分坍塌，共造成6人死亡、1人受
伤的事故。后来找到事故的原因
是该栋楼 4 楼某位业主在装修中
打墙、动门窗施工不当，导致建筑
主体结构遭到破坏，引发了连续
坍塌。事故进一步查明，坍塌楼
房建于 1983 年，1 至 3 层为框架结
构，而出事的上面3个楼层则为砖
混结构。

“砖混结构建筑很多墙体是承
重结构，不允许拆除。比如，一幢房
屋如果是用砖墙和一些混凝土建造
的，这样的房屋室内结构就不能随
意变动，否则楼有倒塌的危险。这
种情况下，你只能在少数非承重墙
体上做文章。”高峰说，区别承重墙
和非承重墙的一个简单方法是看墙
体厚度：240mm厚度的墙体是承重
的，120mm或者更薄的墙体是非承
重的，改造起来很受局限。

据高峰介绍，承重墙指支撑着
上部楼层重量的墙体，打掉会破坏
整个建筑结构。如果在承重墙上打

孔装修，就会影响地基的稳定性；非
承重墙是指不支撑上部楼层重量的
墙体，只起到把一个房间和另一个
房间隔开的作用，有没有这堵墙对
建筑结构影响并不明显。

另外，一般房间与阳台之间的
墙上都有一门一窗，窗以下的墙是
完全不能动的，这段墙叫“配重墙”，
它像秤砣一样起着挑起阳台的作
用。拆改这堵墙，会使阳台的承重
力下降，导致阳台下坠。

高峰还提醒，房间墙上的门窗
尺寸不能随意拆改，扩大原有门窗
尺寸或者另建门窗，也会造成楼房
局部裂缝，以致严重影响抗震能力，
从而缩短楼房使用寿命。

就一些人装修房屋时随意改变
房屋结构的现象，记者采访我市装
修装饰界的业内人士后得知，由于
楼房的整体性，一户居民结构改变，
就会影响周围邻居甚至整栋楼房屋
的安全；另外，厨房、卫生间等天然
气管道、下水管道若擅自改变也会
出现问题。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可
能会使房屋寿命降低。也许擅自改
变房屋结构的影响在当前未显现出
来，但随着房屋的老化，这些问题就
会逐步暴露出来。

市区一旧有住宅小区的物业负
责人表示，市区大多旧有住宅小区
都是单位集资建房，物业管理者可
能就是单位职工，有时碍于脸面，去
监管业主家的不当装修施工就有难
度，更不用说那些无主楼宇了。而
对于新建小区，物业公司一般会与
业主签订《装修安全责任书》，要求
业主在装修前详细向物业报送装修
方案，经物业公司同意后才能施工，
可在现实中，经常会有因住宅的私
密性遭遇监管后置的无奈。

破坏住宅主体结构的装修
行为有法律约束

“一旦遭遇野蛮装修，影响了住
宅的主体结构，这是有法律约束
的。”市住建局装修装饰行业管理办
公室有关人士如是说。

今年10月，央视《今日说法》栏
目披露：蒋师傅2017年买一栋砖混
结构居民楼一楼的二手房后装修，
因在承重墙上扩大门洞尺寸和新开
门洞，被二楼住户帅老太太认为其
装修导致自己房子裂缝，双方发生
肢体冲突。

这位人士解释说，在这起纠纷
中，有关部门向涉事双方出具了一
份房屋安全鉴定意见。其实，其鉴
定意见仅就房子整体安全性等级评
定是不合适的，整栋房子安全等级
为B级，也不能排除拆改承重结构
导致房子产生危险点，应该对拆改
承重墙导致的安全性损失进行鉴
定。“比如，拆改的这面墙承载能力
是200吨，若拆改后导致这面墙只
能够承载 120吨，承载能力损失了
40%，但这面墙仍是安全的，这样一
来，我们也不能说你就可以拆改，而
是要保证拆改后仍能承载200吨才
算可以。承载能力损失了40%，则
损害了整栋楼业主的利益，使房子
损失了40%的房子安全储备，那是
不行的”。

该人士援引相关法律法规说，
上述纠纷中，蒋师傅拆改承重结构
的行为违反了国务院 2000 年 1 月
30 日发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及建筑主
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
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
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
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
案的，不得施工。房屋建筑使用者
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
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此外，该条
例的第 69 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
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
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
施工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
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
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
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砖混结构、框架结构、钢结构……

住房结构种类多 知晓优劣很重要

市区凌云路北段一在建框架式住宅楼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