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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本书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1985 年批准的 《房屋建筑学自学考试大
纲》编写而成，并被该委员会指定为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 《房屋建筑学》课自学考试
的教材。

本书具有两个特点:
1. 突出自学教材的特点。参加自学考试的学生不像全日制高校或其他成人高教学生那

样可以听教师讲课，接受辅导答疑，他们完全靠自学获得知识，因此自学教材应突出 “便
于自学”这一特点。本书在每章的开头附有 《自学方法指示》，在每章的末尾附有 《小结》
和《复习思考题》，并根据考试大纲的规定分别在第三、五、六、十二等四章的末尾附有墙
身剖面构造设计、楼梯构造设计、屋顶构造设计、单层厂房平面及定位轴线布置等四个课程
作业题目，在第十一章末尾附有旅馆设计、中学校舍设计、住宅设计等三个课程设计题目，
以便读者在自学过程中进行试作练习。

2. 内容体系简明扼要。按房屋建筑学自学考试大纲的规定，将民用建筑构造同工业建
筑构造两部分内容合并编写，这比同类型教材历来采取分开编写的办法可以避免相同内容的
大量重复，使这本书的纲目更清晰，内容简明扼要。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考试大纲在民用
建筑剖面设计这部分内容中，未列入房间剖面形状和建筑空间组合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又是
进行建筑剖面设计必不可少的知识。故在第十一章中增写了这些内容，但排版时用小一号字
体以示区别，考试命题时不列入命题范围。

孙威、倪孝琴、刘培、王怡敏等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插图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1989 年 6 月



内 容 简 介

本教材是按照全国高等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房屋建筑学自学考试大纲》的要求编写的。全书分
为两篇，第一篇阐述民用与工业建筑构造，第二篇阐述民用与工业建筑设计原理。在绪论部分，对中、外
古典与近、现代建筑的基本特征及其范例作了简介。

本书内容比较丰富，采用了近几年来经修订后的规范或标准，反映了我国建筑工程的一些新成就，并
吸收了国外建筑设计及构造的有益经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除作为自学考试教材外，还可供高等院校土
建类专业师生和从事建筑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参考应用。



出 版 前 言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建设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经国家教育委员
会同意，我们拟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编写一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以满足社会自学和
适应考试的需要。《房屋建筑学》是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组编的一
套教材中的一种。这本教材根据专业考试计划，是从造就和选拔人才的需要出发，按照全国
颁布的《房屋建筑学自学考试大纲》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组织高等院校一些专
家学者集体编写而成的。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 《房屋建筑学》自学考试教材，是供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
国家考试使用的，无疑也适用于其他相同专业方面的学习需要。现经审定同意予以出版发
行。我们相信，随着高教自学考试教材的陆续出版，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保证
自学考试的质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编写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使它
在使用中不断提高和日臻完善。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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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自 学 方 法 指 示

绪论部分包括建筑的起源与发展、建筑的构成要素与建筑方针、建筑的分类和分级、建
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等 4 节。重点内容是建筑的构成要素与建筑方针、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建筑模数协调。其它内容作一般介绍。

学习建筑构成要素与建筑方针这一节内容应掌握建筑三要素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理解
建筑方针，用它来指导学习和工作。对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着重理解确定耐火等级的因素是
哪些，构件的耐火极限代表什么意思。对建筑模数协调这部分内容应着重理解什么是建筑模
数、基本模数、扩大模数、分模数，以及它们的适用范围。对建筑的发展部分，应了解古今
中外建筑发展的大体轮廓，以及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建筑。对建筑的含义应有明确的认识。

上述问题关系到本书各章内容，都是带有全局性的，应仔细阅读，不应满足于一般的浏览。
建筑的含义。从广义上讲，建筑是指建筑物与构筑物的总称。住宅、学校、办公楼、影

剧院、体育馆等这些直接供人们生活居住、工作学习和娱乐的建筑称为建筑物; 而像水坝、
水塔、蓄水池、贮油罐、烟囱之类的建筑则称之为构筑物。无论是建筑物或构筑物，都以一
定的空间形式而存在，是人们劳动创造的财富。所以从本质上讲，建筑是一种人工创造的空
间环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场所。建筑具有实用性，属于社会物质
产品; 建筑又具有艺术性，并反映特定的社会思想意识、民族习俗、地方特色，所以建筑又
是一种精神产品。

§ 1 建筑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的建筑活动从新石器时代发展至今，从穴居、巢居到现代的摩天大楼，经历了漫长
的岁月。回顾一下建筑的这一发展过程，对更好地学习前人的经验，作到古今中外一切精华
皆为我用，这无疑是有益的。

一、原始社会的建筑

几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原始人过着游牧、渔猎生活，为躲避风雨和野
兽的袭击，他们不得不居住在树上和天然的岩洞中。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学会了从事农牧
业生产，开始定居下来，采取挖洞穴，用树枝、木材建造简单的房屋，人类从此开始了建筑
活动，这便是建筑的起源。例如从我国西安半坡村遗址可了解到 5000 多年前氏族社会的居
住村落情况，见图 1。再如欧洲的纪念性巨石建筑———石环、石门、石柱等，反映出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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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规模已相当宏大。

图 1 西安半坡村遗址

西安半坡村原始社会村落

遗址，可以看到最早的木构架

建筑的雏形。图为遗址平面之

一和它的复原想象。

二、奴隶社会的建筑

公元前 4000 年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原始公社的瓦解，世界上先后出现了最
早的奴隶制国家。其中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在世界建筑文明
的发展中影响最为深远。

1. 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建筑
中国在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400 年这一时期，即夏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陵墓等类型的建筑。商代创造
了夯土和版筑技术，用来修筑城墙和房屋台基，房屋上部结构多采用木构架，由于土和木的
这种综合运用，所以在几千年以前，我国就把 “土木”作为建筑的代名词。到了西周时期
又出现了陶瓦，说明当时屋面防水技术已相当进步。同时建筑布局上已形成严整的四合院格
局，初步体现了中国古建筑体系的某些特征。

2. 古埃及建筑
埃及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建立了古代埃及王国，实行奴隶主专制统治，国王法老掌握军

政大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主要是陵墓和神庙。金字塔是古埃及最著名的建筑，它是国
王的陵墓，距今已有 5000 多年。散布在尼罗河下游西岸的金字塔共有 70 多座，最著名的是
吉萨的三大金字塔群，见图 2。尼罗河畔的卡纳克太阳神庙是古埃及又一组著名建筑群，占
地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

图 2 埃及吉萨金字塔群( 公元前 2650—2500 年)

古埃及奴隶主陵墓，最大的一座为胡夫金字塔，

正方形平面的边长约 230 米，高约 146 米;用 230 万

块巨石块干砌而成，每块石料重 2. 5 吨，塔的表面原

为一层磨光的石灰岩贴面，今已大部分剥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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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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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希腊建筑
古希腊包括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屿、小亚细亚西岸、黑海和西西里等广大地区。古

希腊的奴隶与自由民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的文化，历史上称为欧洲的古典文化，其建筑也被称
为古典建筑，对后来的古罗马建筑和 19 世纪的复古主义思潮都有很大影响，2000 多年来一
直被视为典范。雅典卫城是最有代表性的古希腊建筑，见图 3。它是以帕提农神庙为主体的
建筑群，依山修筑，气势宏伟，形成丰富和完整的总体效果。

公元前 5 世纪，是古希腊最繁荣的时期。雅典人为了纪念波希战争的胜利，重建了雅典卫城，该建筑群由帕提农神

庙、伊瑞克先神庙、胜利神庙和山门组成。建筑物造型典雅壮丽，在建筑和雕刻艺术上都有很高成就。建筑群布局自由，

高低错落，主次分明。雅典卫城建在一个小山丘上，它是希腊的宗教圣地，雅典人每年举行一次盛大仪式，到这里祀奉

他们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

图 3 雅典卫城

古希腊建筑风格集中反映在三种柱式上，见图 4。陶立克柱式古朴苍劲，用来表现庄严

( a) 陶立克柱式 ( b) 爱奥尼柱式 ( c) 科林新柱式
起源于希腊的陶立安族， 起源于希腊爱奥尼族， 起源于希腊科林斯族，

柱高为柱径的 4 ～ 6 倍， 柱高为柱径的 9 ～ 10 倍， 柱高为柱径的 10 倍，

柱身有 20 个尖齿凹槽， 柱身有 24 个平齿凹槽， 柱身有 24 个平齿凹槽，

柱头由方块和圆盘组成， 柱头带有两个涡卷， 柱头由毛茛叶饰组成，

柱式造型粗壮浑厚有力。 柱式造型优美典雅。 柱式造型纤巧华丽。

图 4 古希腊建筑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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