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成果教材

房屋建筑构造

主　编　王丽红
副主编　朱莉宏
参　编　王　芳　韩古月
　　　　刘晓光　赵龙珠
主　审　丁春静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4775(总编室)

　　　　　(010)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4        　 责任编辑／江　立

字　　数／318千字       文案编辑／瞿义勇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2次印刷   责任校对／周瑞红

定　　价／35.00元      责任印制／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设2个项目共8个子项目。项目1为民用建筑构造认知与表达，包括6个子项目：基础与地下

室构造认知与表达、墙体构造认知与表达、楼地层构造认知与表达、楼梯构造认知与表达、屋顶构

造认知与表达、门窗构造认知与表达；项目2为工业建筑构造认知与表达，包括2个子项目：单层厂

房定位轴线认知与表达、单层工业厂房构造认知与表达。全书每个子项目分为若干个教学任务，每

个教学任务从实际出发，设计了“任务描述＋任务分析＋基本知识＋任务实施＋知识拓展＋总结＋

能力训练”的七步教学法，最大限度满足任务驱动教学法的要求，体现了“教、学、做一体化”的

思想，突出其应用性和技能型的特色。

　　本书图文并茂，简明易懂，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建

筑工程管理、建筑装饰、物业管理等土建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岗位培训教材或土建工程技术人

员的学习参考书。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屋建筑构造／王丽红主编.—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1（2017.2重印）

　ISBN 978-7-5682-3412-2

　Ⅰ.①房…　Ⅱ.①王…　Ⅲ.①建筑构造－高等学校－教材　Ⅳ.①TU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5544号



　　建筑构造是专门研究建筑物各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构造

方法和组合原理的学科，它阐述了建筑构造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等问

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构

造组成，能够通过构造技术手段，提供合理的构造方案和措施，初

步具备建筑构造设计的能力。

　　本书根据最新建筑规范、图集并结合最新的建筑构造课程教学

标准要求编写而成，是编者多年来教学工作的积累。本书坚持高等

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强调以应用为目的，基础理论的教学以必

需、够用为度的原则，共设有“民用建筑构造认知与表达”“工业

建筑构造认知与表达”两个项目。民用建筑构造部分以民用建筑构

造为主，工业建筑构造部分以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排架单层工业厂房

为主。本书插图有讲述构造原理的示意图，也有典型建筑构造与建

筑的例图，以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识读和绘制建筑施工图，会使用建

筑标准图集。

　　为便于教学和自学，全书分为若干教学任务，每个教学任务从

实际出发，设计了“任务描述＋任务分析＋基础知识＋任务实施＋

知识拓展＋总结＋能力训练”的七步教学法。

　　本书由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王丽红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工作，辽

宁建筑职业学院朱莉宏担任副主编。全书由辽宁建筑职业学院丁春

静主审。参加本教材编写的还有：辽宁建筑职业学院王芳、韩古

月、刘晓光、赵龙珠。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王丽红编写项目1中的

子项目1、子项目2、子项目3和项目2中的子项目7、子项目8，朱

莉宏编写项目1中的子项目4，王芳编写项目1中的子项目5的任务1

前 言



和任务2，韩古月编写项目1中的子项目5的任务3，刘晓光编写项目1

中的子项目6的任务1，赵龙珠编写项目1中的子项目6的任务2。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书籍、标准、图片及其他文献

资料，在此谨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得到

了出版社和编者所在单位领导及同事的指导与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

之处，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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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项目１　民用建筑构造认知与表达

子项目１　基础与地下室构造认知与表达

��,�

１知识目标

（１）了解建筑物的分类原则，掌握建筑物的分类及等级。

（２）掌握基础埋置深度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３）掌握基础的分类及常用基础的构造。

（４）了解地下室的分类、组成及防潮防水构造等。

２能力目标

（１）能结合建筑物的类别划分原则确定实际工程的分类及级别。

（２）能根据对基础的分析，选择基础的类型。

（３）能结合工程实际选择地下室防潮防水构造处理。

（４）能识读和绘制基础与地下室构造详图，会查阅相关标准图集。

３素质目标

（１）自觉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２）团结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和专业表达能力。

（３）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４）严谨的工作作风、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F%

１．建筑物的分类及分级。

２．基础埋深的含义、基础的分类和常用基础的构造。

３．地下室的组成及构造。

���@

本项目的学习建议采用参观实践及项目教学法相结合的方法，任课教师选择一个正在

施工的基础作为实物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根据实物，掌握基础类型及构造，对于不能参

观的内容，建议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项目教学。本项目学习结束后，用一套真实的基

础施工图为学生讲解，锻炼学生识读施工图的能力。

·１·



任务１　建筑物类别与级别确定

���$

明确建筑物的各部分名称，对建筑进行分类和确定等级。

����

建筑物的构造组成，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建筑的分类和建筑物的等级。

	��!

一、建筑物的构造组成

建筑从广义上讲，既表示建筑工程的建造活动，又是建筑物与构筑物的统称。建筑物

是指供人们在其中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如住宅、办公楼、厂房、教

学楼等；构筑物是指人们不在其中生产、生活的建筑，如水池、烟囱、水塔等。

从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的建筑物中，可以看到房屋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图１１所示。

（１）基础。基础是建筑物埋在自然地面以下的部分，承受建筑物的全部荷载，并把这些

荷载传递给地基。

（２）墙和柱。墙和柱是建筑物竖直方向的承重构件。墙也起围护和分隔作用，承受屋顶

和楼层传来的荷载，并将这些荷载传递给基础。

（３）楼板层、地面。楼板层、地面是建筑物水平方向的承重构件，它承受着作用在其上

的荷载，并将这部分荷载及自重传递给墙或柱，同时，还对墙体起着水平支撑作用，也将

整个建筑物垂直方向上分成若干层。它承受着家具、设备、人和本身自重，并通过垫层传

递到基层。

（４）楼梯。楼梯是楼房建筑的垂直交通设施。供人们平时上下和紧急疏散时使用。

（５）屋顶。屋顶是建筑物顶部的围护和承重构件，除承受自重、积雪、风力荷载并传递

给墙体外，还具有防雨、雪侵袭，防太阳辐射，保温隔热等作用。

（６）门、窗。门主要用作内外交通联系及分隔房间，有时也兼有通风的作用；窗的作用

主要是采光、通风。

除上述组成部分外，还有一些附属部分，如阳台、雨篷、台阶、散水等。

综上所述，由墙、柱、楼板、屋顶、基础组成建筑物的结构体系，来承受竖向荷载和

侧向荷载，并将这些荷载安全地传至地基，由屋面、外墙、门、窗等组成建筑物的围护体

系，保证使用人群的安全性和私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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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民用建筑的构造组成

二、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

１外界环境

（１）外界作用力。外力包括人、家具和设备的重量，结构自重，风力，地震力以及雪重

等，这些通称为荷载。地震烈度是指地震在地面造成的实际破坏程度，影响烈度的因素有

震级、距震源的远近、地面状况和地层构造等。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而在不同的地方

会表现出不同的强度，也就是破坏程度。建筑抗震设防的重点是对６、７、８、９度地震烈度

的地区。

（２）地理气候条件。建筑所处地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如日照、温度、湿度、风、降雨、

降雪量、冰冻、地下水等对建筑构造影响很大。对于这些影响，在构造上必须考虑相应措

施，如防潮防水、保温隔热、通风防尘、防温度变形、排水组织等。

（３）人为因素。人为因素如火灾、机械振动、噪声等的影响，在建筑构造上需采取防

火、防振和隔声等相应措施。

２建筑技术条件

建筑技术条件是指建筑材料技术、结构技术和施工技术等。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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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建筑构造技术也在改变着。建筑构造做法不能脱离一定的建筑技术条件。根据地

区的不同，应注意在采用先进技术的同时采取适宜的建筑技术。

３建筑标准

建筑标准所包含的内容较多，与建筑构造关系密切的主要有建筑的造价标准、建筑装

修标准和建筑设备标准。标准高的建筑，其装修质量好，设备齐全且档次高，自然建筑的

造价也较高；反之，则较低。

��
�

一、建筑的分类

（一）按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分

１民用建筑

（１）居住建筑。居住建筑是指供人们生活起居的建筑物。如宿舍、住宅、公寓等。

（２）公共建筑。公共建筑是指供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建筑物。如办公楼、医院、图

书馆、商店、影剧院等。

２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是指各类生产用房和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用房，如钢铁、机械、化工、纺织、

食品等工业企业中的生产车间及发电站、锅炉房等。

３农业建筑

农业建筑是指用于农业、牧业生产和加工用的建筑，如粮库、畜禽饲养场、温室、农

机修理站等。

（二）按建筑物的层数或总高度分

（１）住宅建筑，１～３层为低层，４～６层为多层，７～９层为中高层，≥１０层为高层。①

（２）公共建筑，总高度超过２４ｍ为高层（不包括高度超过２４ｍ的单层主体建筑）。

（３）建筑物总高度超过１００ｍ时，不论其是住宅还是公共建筑均为超高层。

（４）工业厂房按层数可分为单层厂房、多层厂房和层数混合厂房。

（三）按主要承重结构所用的材料分

１砖木结构

建筑物的主要承重构件用砖和木材，其中，墙、柱用砖砌，楼板、屋架用木材。这种

结构多用于古建筑。

２混合结构

建筑物的竖向承重构件和所有墙体均用烧结普通砖或混凝土砌块等，水平承重构件为

钢筋混凝土梁、楼板及屋面板。这种结构一般用于多层建筑。

·４·

① “≥１０层为高层”为《民用建筑设计通则》（ＧＢ５０３５２—２００５）中的规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中

规定“住宅建筑高度大于２７ｍ者为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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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钢筋混凝土结构

建筑物的主要承重构件如梁、柱、板及楼梯等用钢筋混凝土，而非承重墙用空心砖或

其他轻质砌块。这种结构一般用于多层或高层建筑中。

４钢结构

建筑物的主要承重构件用钢材做成，而围护外墙和分隔内墙用轻质块材、板材等。这

种建筑多用于高层建筑和大跨度的公共建筑。

５其他建筑

其他建筑包括生土建筑、充气建筑、塑料建筑等。

二、建筑物的等级

（一）设计使用年限

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ＧＢ５０３５２—２００５）中对建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作如下规定：

１类：设计使用年限为５年，适用于临时性建筑。

２类：设计使用年限为２５年，适用于易于替换结构构件的建筑。

３类：设计使用年限为５０年，适用于普通的建筑物。

４类：设计使用年限为１００年，适用于纪念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

（二）耐火等级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规定，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分为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１１的

规定。

表１１　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ｈ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墙

防火墙 不燃性３．００ 不燃性３．００ 不燃性３．００ 不燃性３．００

承重墙 不燃性３．００ 不燃性２．５０ 不燃性２．００ 难燃性０．５０

非承重外墙 不燃性１．００ 不燃性１．００ 不燃性０．５０ 可燃性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电梯井的墙

住宅建筑单元之间的墙和分户墙
不燃性２．００ 不燃性２．００ 不燃性１．５０ 难燃性０．５０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１．００ 不燃性１．００ 不燃性０．５０ 难燃性０．２５

房间隔墙 不燃性０．７５ 不燃性０．５０ 难燃性０．５０ 难燃性０．２５

柱 不燃性３．００ 不燃性２．５０ 不燃性２．００ 难燃性０．５０

梁 不燃性２．００ 不燃性１．５０ 不燃性１．００ 难燃性０．５０

楼板 不燃性１．５０ 不燃性１．００ 不燃性０．５０ 可燃性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１．５０ 不燃性１．００ 可燃性０．５０ 可燃性

疏散楼梯 不燃性１．５０ 不燃性１．００ 不燃性０．５０ 可燃性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性０．２５ 难燃性０．２５ 难燃性０．１５ 可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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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能是指组成建筑物的主要构件在明火或高温作用下燃烧与否，以及燃烧的难易

程度。建筑构件按燃烧性能分为三类，即不燃性材料、难燃性材料和可燃性材料。

不燃性材料有金属、钢筋混凝土、混凝土、砖块、天然或人工无机矿物材料等；难燃

性材料有沥青混凝土、经过防火处理的木材、用有机物填充的混凝土和水泥刨花板等；可

燃性材料有木材、沥青等。

耐火极限是指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配件或结构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

到失去承载能力、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的所用时间，用小时表示。

�!��

建筑模数是选定的尺寸单位，作为建筑空间、构配件以及有关设备尺度中的增值

单位。

１基本模数

基本模数是模数协调中选用的基本尺寸单位，其数值规定为１００ｍｍ，即１Ｍ＝１００ｍｍ。

２导出模数

导出模数分为扩大模数和分模数。扩大模数基数为２Ｍ、３Ｍ、６Ｍ、１２Ｍ、１５Ｍ、３０Ｍ、

６０Ｍ；分模数基数为１／１０Ｍ、１／５Ｍ、１／２Ｍ。

���3

（１）建筑物主要由基础、墙和柱、楼板层及地面、屋顶、楼梯和电梯、门窗等几部分组成。

（２）不同建筑物可以按使用性质、层数、高度、承重结构材料等进行分类。建筑按设计

使用年限分为四类；建筑按组成房屋构件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分为四级耐火等级。

（３）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主要有外界环境、建筑技术条件、建筑标准。

6�@3

一、填空题

１．建筑通常是 和 的总称。民用建筑包括

和 。

２．建筑按主要结构构件所用材料分为木结构建筑、 、 、

、其他类型建筑等几种。

３．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规定，多层建筑根据房屋主要构件

的 和 ，将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分为 。

４．住宅按层数分： 低层； 多层； 中高层；

以上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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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对于公共建筑， 的为高层， １００ｍ为超高层。

６．建筑物按设计使用年限分级，使用年限为１００年的为 类，适用于

建筑，２类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是 ，适用于 建筑。

７．基本模数的数值 ，扩大模数有 、 、

、 、 、 ，分模数

有 、 、 。

二、单选题

　　　　　　　　　　　　　　　　　　　　　　　　　　　　　１．建筑是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统称，（ ）属于建筑物。

Ａ．住宅、堤坝等 Ｂ．学校、电塔等

Ｃ．工厂、烟囱等 Ｄ．教学楼、商场

２．一般性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年。

Ａ．５０ Ｂ．１００ Ｃ．２５ Ｄ．５

３．民用建筑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其中（ ）属于居住建筑。

Ａ．托儿所 Ｂ．宾馆 Ｃ．公寓 Ｄ．疗养院

４．下列属于建筑物未达到耐火极限的是（ ）。

Ａ．失去支持能力 Ｂ．完整性被破坏

Ｃ．失去隔火作用 Ｄ．门窗被毁坏

５．建筑是指（ ）的总称。

Ａ．建筑物 Ｂ．构筑物

Ｃ．建筑物、构筑物 Ｄ．建造物、构造物

６．耐火等级为一级的承重墙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满足（ ）。

Ａ．难燃体３．０ｈ Ｂ．不燃体４．０ｈ

Ｃ．难燃体５．０ｈ Ｄ．不燃体３．０ｈ

三、实践题

１．对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各种建筑进行分类和分级。

２．以学校内教学楼为例分析影响其建筑构造的因素。

任务２　基础类型选择

���$

根据建筑物的特点及所处地质条件进行合理分析，确定建筑物基础类型及材料，描述

其构造要点。

����

基础类型、各类基础构造要求及做法、各类基础适用范围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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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

１基础

基础是建筑物埋在地面以下的承重构件。它承受上部建筑物传递的全部荷载，并将这

些荷载连同自重传递给的土层，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地基

地基是基础下面承受其传来全部荷载的土层。地基承受建筑物荷载而产生的应力和应

变是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在达到一定的深度以后就可以忽略不计。地基分为天然

地基和人工地基两大类。

（１）天然地基是指具有足够承载能力的天然土层，不需经人工改良或加固可以直接在上

面建造房屋的地基。如岩石、碎石土、砂土和黏性土等，一般均可作为天然地基。

图１２　基础埋深

（２）人工地基是指天然土层的承载力不能满足

荷载要求，即不能在这样的土层上直接建造基础，

必须对这种土层进行人工加固以提高它的承载力，

进行人工加固的地基。

３基础埋深

基础埋深是指由室外设计地面到基础底面的距

离。室外地坪分为自然地坪和设计地坪。自然地坪

是指施工地段的现存地坪；而设计地坪是指按设计

要求工程竣工后室外场地经垫起或干挖后的地坪，

如图１２所示。

根据基础埋深的不同，基础分为浅基础和深基

础。一般情况下，基础埋深不超过５ｍ时称为浅基

础；超过５ｍ的称为深基础。在确定基础的埋置深

度时，应优先选用浅基础。浅基础的特点是：构造简单、施工方便、造价低。只有在表层

土质极弱或总荷载较大或其他特殊情况下，才选用深基础。但基础的埋置深度也不能过小，

至少不能小于５００ｍｍ，因为地基受到建筑荷载作用后可能将四周土挤走，使基础失稳，或

地面受到雨水冲刷、机械破坏而导致基础暴露。

二、影响基础埋深的因素

１地基土层构造

基础应建造在坚实的土层上。如果地基土层为均匀好土，则应尽量浅埋。如果地基土

层不均匀，既有好土，又有软土，若坚实土层离地面近，土方开挖量不大，可挖去软土，

将基础埋在好土层上；若坚实土层很深，可做地基加固处理，或将基础埋在好土上，或采

用桩基础，具体方案应在作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如图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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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地基土层对基础埋深的影响

２建筑物自身构造

建筑物很高，自重也很大，基础则应深埋；带有地下室、地下设备层时，基础必须深埋。

３地下水位

地下水对某些土层的承载力影响很大，且含有侵蚀性物质的地下水对基础还产生腐蚀，

因此，基础应尽量埋置在地下水位以上，如图１４（ａ）所示。

当地下水位比较高时，基础不得不埋置在地下水中，应将基础底面置于最低地下水位

之下，使基础底面常年置于地下水之中，也就是防止置于地下水位升降幅度之内。这是为

了减少和避免地下水的浮力对建筑物的影响。另外，基础若处在干湿交替的环境下，则抗

腐蚀的能力更差，如图１４（ｂ）所示。

图１４　地下水位对基础埋深的影响

（ａ）地下水位较低时基础埋深；（ｂ）地下水位较高时基础埋深

４冻结深度

土的冻结深度即冰冻线，主要是由当地的气候决定的。如果基础置于冰冻线以上，当

土壤冻结时，冻胀力可将房屋拱起，融化后房屋又将下沉。长时间会造成基础的破坏。因

·９·



此，在冻胀土中埋置基础必须将基础底面置于冰冻线以下，如图１５所示。

５相邻基础的埋深

在原有房屋附近建造房屋时，应考虑新建房屋荷载对原有房屋基础的影响。一般情况

下，新建建筑物的基础应浅于相邻的原有建筑物基础，以避免扰动原有建筑物的地基土壤。

当埋深大于原有基础的埋深时，两基础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水平距离，其数值应根据荷载的

大小和性质等情况而定。一般为相邻两基础底面高差的２倍，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５　冻结深度对基础埋深的影响

　

图１６　相邻基础埋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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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的类型

基础的类型很多，划分方法也不尽相同。

（一）按所用材料分类

可分为砖基础、毛石基础、灰土基础、混凝土基础、钢筋混凝土基础等。

（二）按构造形式分类

可分为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形基础、箱形基础、桩基础等。

１独立基础

当建筑物上部采用框架结构或单层排架结构承重，且柱距较大时，基础常采用方形或

矩形的单独基础，这种基础称为独立基础。独立基础是柱下基础的基本形式，常用的断面

形式有阶梯形、锥形、杯形等，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独立基础

（ａ）阶梯形；（ｂ）锥形；（ｃ）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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