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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关于“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提出了五项要求，其中前两条是：“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坚持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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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抚顺市技师学院、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辽宁省18所院校，共同参与编写了“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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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等组建的编委会组织主导，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辽宁省18所院校土建大类专业学

科各位专家近两年的精心组织，以创新、合作、融合、共赢、整合跨院校优质资源的工作

方式，结合辽宁省18所院校对土建大类专业学科和课程教学理念、学科建设和体系搭建等

研究建设成果，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发布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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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了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的通知》，按照“统筹规划、优化结构、锤炼精品、鼓励创新”的原则，践行职

业教育“三对接”“学徒制”等新职教方向的要求而编写，旨在推进建筑类专业教育教学

改革，深化课程建设，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根据我国建筑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从工程建设行业一线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出发，树

立以就业为导向，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理念。为使本书具有较强的通

用性、实用性和适时性，编者在编写前广泛听取了教学一线老师和学生的意见，走进施工

企业对现行构造技术应用进行调研，力求内容精练、通俗易懂，同时突出新材料、新技术

及新工艺的应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的土建类专业教学文件和国家现行的规范、

规程及技术标准，书中所用资料力求新颖、正确且具有代表性。

　　建筑构造是建筑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房屋构造的

基本原理；能根据房屋的功能、自然环境因素、建筑材料及施工技术的实际情况，选择合

理的构造方案；能正确理解设计意图；能有效处理建筑中的构造问题，合理地组织和指导

施工。

　　本书内容组织以民用建筑构造为主、单层工业厂房构造为辅。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每

个章前都精心设计了内容提要、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学习建议。教学内容正文后面首先

进行章节的小结，并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复习思考题和职业技能训练项目，为学生进行有效

复习和职业技能训练创造条件。

　　本书由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王旭东和抚顺市技师学院林钧芳担任主编，抚顺职业

技术学院李佳担任副主编，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第二、九、十、十一章由王旭东编写；第

一、四、五、六章由林钧芳编写；第三、七、八章由李佳编写。全书由张颂娟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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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用建筑概述

���>

本章从建筑的起源及发展讲起，简述了社会发展各个时期的建筑发展状况；建筑的构

成要素；民用建筑的构造组成；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及设计原则；建筑的分类、分级；建

筑模数协调标准简介；定位轴线的相关规定。

-@,�

１．了解建筑的起源及发展；了解建筑的构成要素。

２．掌握民用建筑的构造组成。

３．了解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掌握建筑构造的设计原则。

４．了解建筑的分类、分级及建筑模数协调标准的基本知识。

５．熟悉定位轴线的相关规定。

6�,�

１．能理解建筑的起源与发展，为专业知识的学习增加兴趣和信心。

２．能理解建筑的构成，建筑构造的影响因素及设计原则，建筑的分类、分级，民用建

筑的构造组成，提高对建筑物的初步认识能力。

３．能理解建筑模数协调标准及定位轴线的基本知识，从而初步认识建筑设计的规律性，

为后续内容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

１．参观在建工地现场，增加对民用建筑构造组成的感性认识。

２．注重观察已建建筑物，查找建筑破损的原因。

３．阅读建筑发展的相关知识，开阔视野，增加职业信念。

第一节　建筑的发展、含义及基本要素

一、建筑的发展

据文字记载，人类从事建筑活动大概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从建筑的萌芽到现今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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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楼，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回顾建筑的起源和发展，主要是为了认识建筑科学技术

演变的规律，以便承前启后，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推动建筑这一为人类提供各种可能

空间的实体的发展。

（一）原始社会的建筑

（１）旧石器时代，为了躲避风雨和防御野兽的侵袭，人们栖息在树上或山洞里，那不是

“建筑”。后来，人类数量日益增多，天然的洞窟容纳不下了，于是人们使用石头或用树枝

模仿天然的掩蔽物建造蔽身之所，这就是建筑的起源。

（２）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了农业和畜牧业时期，从而定居下来，并开始用木材、

土坯等人工加工的材料来建造比较坚固的房屋，不少地区也已出现了村落的雏形。

例如，西安半坡村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个较完整的村落遗址。其面积四万余

平方米，主要是居住区，在两千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分布了４６座房屋，这些房屋在当时

已经相当进步了，其形式有方形、圆形，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西安半坡村遗址

（３）青铜器时代，也就是原始社会晚期，建筑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巨石建筑的出现（石柱、

石环、石台等），这时期还出现了建筑艺术的萌芽。

（二）奴隶社会的建筑

奴隶主统治着大量的奴隶，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无偿劳动力，建造了大规模的建

筑物。人类大规模的建筑活动是从奴隶社会建立之后开始的。奴隶社会产生了建筑师，凭

借着体力劳动者的直接经验和提供的现实可能性，建筑师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钻研理论，

从事设计，发展建筑科学。这是奴隶社会中建筑迅速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埃及、西亚、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成就比较高，对后世的影响比较大。

但埃及、西亚、波斯的建筑传统都曾因历史的变迁而中辍，唯独希腊和罗马的建筑，两千

多年来在欧洲一脉相承。欧洲人习惯把希腊、罗马文化称为古典文化，把它们的建筑称为

古典建筑。

（１）古埃及建筑。古埃及建筑缺少木材，盛产石材。代表建筑是埃及吉萨金字塔群，是古

埃及奴隶主陵墓，最大的一座为胡夫金字塔，正方形平面的边长为２３０．６ｍ，高为１４６．４ｍ，

用２３０万块巨石块干砌而成，每块石料重２．５ｔ，塔的表面原为一层磨光的石灰岩贴面，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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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部分剥落。塔内有三层墓室，上层为法老墓室，中层为王后墓室，地下室存放殉葬品。

此塔以数十万奴隶被迫劳动，历时三十年建成，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埃及吉萨金字塔群

另外，还有卡纳克阿蒙神庙建筑，它是埃及最大的太阳神庙，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卡纳克阿蒙神庙建筑

（２）古希腊建筑。古希腊建筑盛产白云石，其建筑是西欧建筑的先驱，它的一些建筑型

制、石梁、石柱结构构件和组合的特定艺术形式，建筑物和建筑群设计的一些艺术原则，

深深地影响着欧洲两千多年的建筑史。

石建筑的各个构成部分包括：基座、柱子（柱础、柱身、柱头）和檐部（额枋、檐壁、檐

口）逐渐形成了定型的“柱式”，建筑物各部分之间和柱距均以柱身底部直径为模数形成一定

的比例关系。

１）古希腊创造了三种柱式，如图１４所示。希腊多立克柱式（或称陶立克柱）：仿男体

的，粗犷刚劲，犎＝５．５犇；希腊爱奥尼柱式：仿女性的，美如成年女性，比例清秀，犎＝

８犇；希腊科林斯柱式：纤细艳丽，美如窈窕少女，犎＝１０犇。另外，还有人像柱，如图１５

所示。

２）雅典卫城。雅典卫城达到了古希腊建筑的最高水平，是雅典人为纪念波希战争的胜

利，重建了雅典卫城。其建筑群建在雅典城中央一个不大的孤立的山冈上，山顶大致平坦，

高于平地７０～８０ｍ，东西长约为２８０ｍ，南北最宽处约为１３０ｍ，它是希腊的宗教圣地，

雅典人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到这里祀奉他们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如图１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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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古希腊的三种柱式

（ａ）多立克式；（ｂ）爱奥尼式；（ｃ）科林斯式

图１５　人像柱

图１６　雅典娜和雅典卫城

（ａ）雅典娜；（ｂ）雅典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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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古罗马建筑。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中最突出的是火山灰浆和天然混凝土，其创造了

古代世界最辉煌的建筑技术券拱结构。它为人类建筑技术和艺术的创造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远远超过了它从古希腊建筑中所集成的成就。在希腊三柱式的基础上，发展为古罗马古典

柱式，建造了城市、广场、斗兽场、宫殿、府邸、浴场、桥梁、输水道等。代表性建筑有

以下几种：

１）罗马大斗兽场（图１７）。罗马大斗兽场位于古罗马广场较低的一头，占地６英亩（１英

亩≈４０４６．８６平方米），像一座由石灰石垒成的顶部凹陷的小山。建筑物平面呈椭圆形，长

轴为１８８ｍ，短轴为１５６ｍ，场内有６０排座位，共有８０个出入口，可容纳８万观众，立面

为四层，总高为４８．５ｍ，布满大得令人生畏的拱门，黑森森的拔地而起，直插浅蓝色的天

穹，是一座裂痕累累的巨大椭圆形砖石建筑，场上纵横交错着一条条像敞开的伤口般暴露

在外的坑道，是用作角斗士与野兽或角斗士相互角斗的场所，以供奴隶主阶级凶残血腥的

娱乐。

图１７　罗马大斗兽场

２）罗马城的万神庙（图１８）。罗马城的万神庙是至今完整保存的唯一一座罗马帝国时期

建筑，始建于公元前２７年，由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屋大维的女婿阿戈利巴建造，用以供奉奥

林匹亚山上诸神，可谓奥古斯都时期的科林斯式经典建筑。万神庙为４３．４ｍ高的圆形堂，

其内仍供奉罗马的所有神?。

图１８　罗马城的万神庙

（４）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建筑。我国在公元前２１世纪至公元前４００多年，经考古学

家发现，夏代有夯土筑城遗址，如图１９所示。

·５·



图１９　夏代的夯土筑城遗址

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是一处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为３平

方公里，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

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青铜

爵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商代已形成木架夯土建筑和庭院，殷墟是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中国河南安阳市殷

都区小屯村，横跨洹河两岸，殷墟王陵遗址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

成了规模宏大、气势宏伟的殷墟遗址。安阳殷墟是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２０世纪中国“１００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０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５Ａ级景区。

西周已发展到严整的四合院建筑。陕西岐山凤雏的西周建筑遗址，平面呈矩形，中轴

线由南至北分别为门道、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室之间有廊相通，院两侧为前后相连的厢

房，中间形成两组院落，是一座相当工整的四合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四合

院，如图１１０所示。

图１１０　陕西岐山凤雏的西周建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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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夯土墙是指用夯土方法修筑的墙。版筑夯土墙是我国最早采用的构筑城墙的方

法，它是以木板作模，内填黏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成的。

（三）封建社会的建筑

封建主义制度在世界各国不是同时建立的。我国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每个国家的封

建社会也不相同，在所有封建国家里，宗教建筑都是极为重要的。

（１）法国的封建制度在西欧最典型，它的中世纪建筑也是最典型的，西欧的其他国家均

受其影响。１２—１５世纪以法国为中心发展了“哥特建筑”，形成了水平较高的骨架券结构体

系，高耸的尖拱，彩色玻璃窗，大量的雕塑，冲入云端的钟塔，为教堂带来了一种向上的

动势，体现了人类对天国的向往，造成了浓郁的宗教气氛。

巴黎圣母院（图１１１）是具有代表性的中世纪哥特建筑。它是一座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

西堤岛上的教堂建筑，也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属于哥特式建筑形式，是法兰

西岛地区的哥特式教堂群里面，非常具有关键代表意义的一座。它始建于１１６３年，是巴黎

大主教莫里斯·德·苏利决定兴建的，整座教堂在１３４５年全部建成，历时１８０多年。入口

向西，平面宽为４７ｍ，长为１２５ｍ，可容纳万人。

图１１１　巴黎圣母院

（２）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从公元前四百多年至清末。战国以后，经秦、

汉、南北朝，逐渐形成了传统建筑的体系与风格。隋、唐、宋则是我国古建筑成熟时期，

无论城市建筑、木建筑、砖石建筑、建筑装饰、设计和施工等都有巨大的发展。

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图１１２），是我国现存唐代最大的木建筑。

２）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图１１３）建于南宋时期，是我国尚存的唯一木塔。

３）宋代李诫著的《营造法式》共三十六卷，有六卷绘出平、立、剖面图及详图，说明我

国绘图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４）元、明、清发展缓慢，基本上袭用旧制，只是在布局和装饰上下功夫。尽管如此，

却也能集古之大成，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建筑技术、蓝本、设计和施工方法。

北京故宫（图１１４）是典型例子，它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经明清两代的经营、重建、

改建，形成了目前的格局，其强调对称中轴线布置，充分运用“院”取得空间变化，讲究形

式、尺度、比例、对比，具有富丽的色彩和装饰；其有完整的防卫、防火、用水、排水等

设施，并精选全国优质木材、砖、石、陶制品、颜料等，经过精心设计、施工而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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