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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纪，建筑行业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国际化、知
识产业化、学习社会化、教育终身化的崭新时代，培养高等应用型技术人才，提高从业人员
的整体素质，是我国现代建筑行业蓬勃发展的迫切需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培养适应生
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目前，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改革的深化，高等职业技术建筑类专业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教学计划及配套教材，以使培养
的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及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本教材是为适应科技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结合
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编写的。该教材适用于建筑设计技术、城市规划、工业与民用
建筑、工程监理、工程造价、物业管理等专业的教学使用，同时也适用于给水排水、供暖通
风和电气设备安装等专业相应课程的教学使用，还可作为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复习参考
资料。

本教材内容的编写，采用了最新国家标准和有关规范；同时选用了当前建设领域的一些
新成果，更加注重理论知识与实际工程的结合，力求做到以应用为主旨，在理论上坚持必
须、够用的原则，深入浅出、图文结合，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本教材由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魏艳萍主编，并承担全书的统稿和校核工作。参加
编写工作的有：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魏艳萍 （第一、二、四、五、六、七章及附图）；太
原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教授级高工阴继庞 （第三章）；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马丽
（第八章）；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樊文迪 （第九、十章）。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同学科的教材等文献 （见书后的 “参考文献”），在
此谨向文献的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教材中的缺点、错误难免，恳请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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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本课程的任务和学习方法

建筑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利用物质技术条件，按照科学法则和审美要求，
通过对空间的塑造、组织与完善所形成的物质环境。它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建筑功能、
物质技术条件和建筑的艺术形象。

建筑可以泛指建筑物和构筑物。建筑物有较完整的围护结构，审美要求也较高，如住
宅、学校、办公楼、影剧院等，人们习惯上把它们统称为房屋。构筑物围护结构不完整，审
美要求不高，如水塔、烟囱、蓄水池等。有的建筑，虽然没有完整的结构，但审美要求高，
也可成为建筑物，如纪念碑等。

建筑构造是系统研究房屋建筑的构造组成、构造原理、构造方法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
建筑工程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 “建筑材料”、 “建筑力学”、 “建筑结
构”、“建筑施工”、“建筑工程定额与计价”等课程关系紧密，是学生参加工作后岗位能力和
专业技能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根据建筑的功能、材料性能、受力情况、施工工艺
和建筑艺术等要求，选择合理的构造方案，设计出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约能源、安全适
用、保护环境和美观大方的构配件，并将它们结合成建筑物整体。

建筑构造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系统性、理论性及实践性较强。只有讲究学习方法，才能
提高学习效果。在学习时应注意掌握以下几点：

（1）认真听讲，及时复习，注意了解构造的原理，掌握房屋建筑各组成部分常用的构造做法。
（2）要注意了解房屋各构造做法的发生、发展过程，从简单的、常见的具体构造入手，

逐步掌握建筑构造原理和方法的一般规律。加深对常用典型构造做法和标准图集的理解。
（3）应多参观已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建筑，通过观察周围典型建筑的构造，在实践中验

证、充实和记忆所学的构造知识。
（4）注意了解房屋建筑方面的新结构、新材料、新的构造方法、新的发展方向。
（5）通过课程设计，提高绘制和识读施工图的能力。

第二节 民用建筑的构造组成

一般民用建筑通常是由基础、墙或柱、楼地面、楼梯、屋面、门窗等六个主要部分组
成。下面以图1-1为例，将民用建筑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及其构造要求简述如下：

一、基础
基础是建筑物最下部分的承重构件，它承受着建筑物的全部荷载，并把这些荷载传给地

基。因此，要求基础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度、耐水、耐腐蚀、耐冰冻性能，防止不均
匀沉降和延长使用寿命。

二、墙或柱
有些建筑物由墙承重，有些建筑物由柱承重，墙或柱是建筑物的垂直承重构件。它承受



图1-1 房屋的构造组成

屋面、楼地面传来的各种荷载，并把它们传给基础。外墙同时也是建筑物的围护构件，抵御
自然界各种因素对室内的侵袭，内墙同时起分隔房间的作用。因此，作为承重的墙或柱，要
求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作为围护和分隔的墙体，应具有良好的热工性能、防火性
能及隔声、防水、耐久性能。

三、楼地面
楼地面包括楼层地面 （楼面）和底层地面 （地面），是楼房建筑中水平方向的承重构

件。楼面按房间层高将整个建筑物分为若干部分，它将楼面的荷载通过楼板传给墙或柱，
同时还对墙体起着水平支撑作用。因此，要求楼面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度，并应
具备防火、防水、隔声的性能；地面直接与土壤相连，它承受着首层房间的荷载。因此，
要求地面应具有良好的耐磨、防潮、防水、保温的性能。

四、楼梯
楼梯是楼房建筑的垂直交通设施。供人们上下楼层和紧急疏散之用。因此，要求楼梯应

具有足够的通行能力、承载能力、稳定性、防火及防滑性能。

五、屋面
屋面是建筑物顶部的承重和围护构件。作为承重构件，它承受着建筑物顶部的荷载 （包

括自重、雪荷载和风荷载等），并将这些荷载传给墙或柱；作为围护构件，它抵御自然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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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的侵袭及太阳辐射热对顶层房间的影响。因此，要求屋面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
度及保温、隔热、隔汽、防水性能。

六、门窗
门主要是供人们内外交通和隔离空间之用；窗则主要是采光和通风，同时又有分隔和围

护作用。它们都是非承重构件。因此，要求门窗具有隔声、保温、防风沙等性能。
除上述六部分以外，在一幢建筑中，还有许多为人们使用服务和建筑物本身所必需的附

属部分，如阳台、散水、勒脚、踢脚、墙裙、台阶、烟囱等。它们各处在不同的部位，发挥
着各自的作用。

在设计工作中还把建筑的各组成部分划分为建筑构件和建筑配件。建筑构件主要指墙、
柱、梁、楼板、屋架等承重结构；而建筑配件则是指门窗、栏杆、花格、细部装修等。建筑
构造设计主要侧重于建筑配件的设计。

第三节 建 筑 的 分 类 与 等 级

一、建筑的分类
（一）按建筑的使用功能分类

1. 民用建筑

供人们居住及进行公共活动的非生产性建筑称为民用建筑。民用建筑又分为居住建筑和
公共建筑。

（1）居住建筑。居住建筑是供人们生活起居用的建筑，包括住宅、宿舍、公寓等。
（2）公共建筑。公共建筑是供人们进行公共活动的建筑，包括行政办公建筑、文教科研

建筑、文化娱乐建筑、体育建筑、商业服务建筑、旅馆建筑、̀医疗与福利建筑、交通建筑、
邮电建筑、纪念性建筑、司法建筑、园林建筑、市政公用设施建筑等。

2. 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是供人们进行工业生产活动的建筑，包括生产车间、辅助车间、动力用房、仓
库等建筑。

3. 农业建筑

农业建筑是供人们进行农、牧、渔业生产和加工用的建筑，包括农机站、温室、畜禽饲
养场、水产品养殖场、农副产品仓库等建筑。

4. 术语

（1）裙房：与高层建筑相连的建筑高度不超过24m的附属建筑。
（2）综合楼：由两种及两种以上用途的楼层组成的公共建筑。
（3）商住楼：底部商业营业厅与住宅组成的高层建筑。
（4）网局级电力调度楼：可调度若干个省 （区）电力业务的工作楼。
（5）高级旅馆：具备星级条件的且设有空气调节系统的旅馆。
（6）高级住宅：建筑装修标准高和设有空气调节系统的住宅。
（7）商业服务网点：住宅底部 （地上）设置的百货店、副食店、粮店、邮政所、储蓄

所、理发店等小型商业服务用房。该用房层数不超过两层、建筑面积不超过300m2，采用不
开门窗洞口的隔墙与住宅和其他用房完全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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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要的办公楼、科研楼、档案楼：性质重要，建筑装修标准高，设备、资料贵重，
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后损失大，影响大的办公楼、科研楼、档案楼。

（二）按建筑的规模和数量分类

1. 大量性建筑

大量性建筑是指建筑规模不大，但建造数量多，分布较广，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建
筑，如住宅、中小学校、幼儿园、中小型商店等。

2. 大型性建筑

大型性建筑是指规模大、标准高、耗资多，对城市面貌影响较大的建筑，如大型体育
馆、影剧院、火车站等。

（三）按建筑层数或高度分类

1. 住宅建筑按层数分类

住宅建筑按层数划分为：1～3层为低层；4～6层为多层；7～9层为中高层；10层及以
上为高层。

2. 其他民用建筑按高度分类

建筑高度是指建筑物室外地面到其檐口或屋面面层的高度，屋顶上的水箱间、电梯机
房、排烟机房和楼梯出口小间等不计入建筑高度。

（1）单层和多层建筑。建筑高度不超过24m的民用建筑。
（2）高层建筑。建筑高度超过24m的民用建筑 （不包括建筑高度大于24m的单层公共

建筑）；高层建筑应根据其使用性质、火灾危险性、疏散和扑救难度等进行分类。并应符合
表1-1的规定。

（3）超高层建筑。建筑高度超过100m的民用建筑。
（四）按承重结构的材料及结构形式分类

表1-1 建 筑 分 类

名称 一  类 二  类

居住建筑  十九层及十九层以上的住宅  十层至十八层的住宅

公共建筑

1.医院；

2.高级旅馆；

3.建筑高度超过50m或24m以上部分的任一楼层的建筑面积超

过1000m2的商业楼、展览楼、综合楼、电信楼、财贸金融楼；

4.建筑高度超过50m或24m以上部分的任一楼层的建筑面积超

过1500m2的商住楼；

5.中央级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楼；

6.网局级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电力调度楼；

7.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8.藏书超过100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9.重要的办公楼、科研楼、档案楼；

10.建筑高度超过50m的教学楼和普通的旅馆、办公楼、科研

楼、档案楼等

1.除一类建筑以外的商业楼、

展览楼、综合楼、电信楼、财贸

金融楼、商住楼、图 书 馆、书

库；

2.省级以下的邮政楼、防灾指

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电力调

度楼；

3.建筑高度不超过50m 的教

学楼和普通的旅馆、办公楼、科

研楼、档案楼等

1. 混凝土结构建筑

混凝土是人工石材，它由石子、砂粒、水泥、外加剂和水按一定比例拌和而成，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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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以混凝土为主要材料的结构称为混凝土结构，包括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等。其中以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应用最广。

钢筋混凝土多层及高层建筑有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和筒体结构四
种主要的结构体系。

（1）框架结构。即由梁、柱组成的框架承重体系，内、外墙仅起围护和分隔的作用，如
图1-2 （a）所示。

图1-2 常用结构体系
（a）框架结构；（b）剪力墙结构；（c）框架—剪力墙结构

框架结构的优点是能够提供较大的室内空间，平面布置灵活，因而适用于各种多层工业
厂房和仓库。在民用建筑中，适用于多层和高层办公楼、旅馆、医院、学校、商场及住宅等
内部有较大空间要求的建筑。

框架结构在水平荷载下表现出抗侧移刚度小、水平位移大的特点，属于柔性结构，随着
建筑层数的增加，水平荷载逐渐增大，将因侧移过大而不能满足要求。因此，框架结构建筑
一般不超过15层。

（2）剪力墙结构。当建筑层数更多时，水平荷载的影响进一步加大，这时可将建筑的
内、外墙都做成剪力墙，形成剪力墙结构，如图1-2 （b）所示。它既承担竖向荷载，又承
担水平荷载———剪力，“剪力墙”由此得名。因剪力墙是一整片高大实体墙，侧面又有刚性
楼盖支撑，故有很大的刚度，属于刚性结构。

剪力墙结构由于受实体墙的限制，平面布置不灵活，故适用于住宅、公寓、旅馆等小开
间的民用建筑，在工业建筑中很少采用。此种结构的刚度较大，在水平荷载下侧移小，适用
于15～35层的高层建筑。

（3）框架—剪力墙结构。为了弥补框架结构随建筑层数增加，水平荷载迅速增大而抗侧
移刚度不足的缺点，可在框架结构中增设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形成框架—剪力墙结构，如图

1-2 （c）所示。
在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中，框架以负担竖向荷载为主，而剪力墙将负担绝大部分水平

荷载。此种结构体系建筑，由于剪力墙的加强作用，建筑的抗侧移刚度有所提高，侧移大大
减小，多用于16～25层的工业与民用建筑 （如办公楼、旅馆、公寓、住宅及工业厂房）。

（4）筒体结构。即将剪力墙集中到建筑的内部和外围，形成空间封闭的筒体，使整个结
构体系既具有极大的抗侧移刚度，又能因剪力墙的集中而获得较大的空间，使建筑平面获得
良好的灵活性，由于抗侧移刚度较大，适用于更高的高层建筑 （≥30层或≥100m）。

筒体结构有单筒体结构 （包括框架核心筒和框架外框筒）、筒中筒结构和成束筒结构三
种形式，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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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筒体结构
（a）框架内筒结构；（b）筒中筒结构；（c）束筒结构

2. 砌体结构建筑

砌体结构建筑是指用普通黏土砖、空心砖、混凝土中小型砌块、粉煤灰中小型砌块等块
材，通过砂浆砌筑而成的建筑。根据需要，有时在砌体中加入少量钢筋，称为配筋砌体，图

1-4所示为配筋砖砌体。

图1-4 网状配筋砖砌体
（a）用方格网配筋的砖柱；（b）连弯钢筋网；（c）用方格网配筋的砖墙

砌体结构建筑具有就地取材、造价低廉、耐火性能好、耐久性较好、保温隔热性能较好
以及容易砌筑等优点。但存在强度低、自重大、抗震性能差等缺点，主要用于多层砖混结
构、框架结构中的填充墙等。

3. 钢结构建筑

钢结构建筑是指以钢材为主要结构形成的建筑。其主要优点是承载力高，自重轻，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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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韧性好，材质均匀；便于工厂生产和机械化施工，便于拆卸；抗震性能优越，无污染；可
再生、节能、安全，符合建筑可持续发展原则等。钢结构的发展是21世纪建筑文明的体现。
钢结构的主要缺点是易腐蚀、耐火性差、工程造价和维护费用较高。钢结构的应用正日益增
多，主要用于以下结构体系：

（1）厂房结构。用于重型车间的承重骨架，例如冶金工厂的平炉车间、初轧车间等。
（2）大跨结构。用于火车站、大会堂、体育馆、展览馆、影剧院等，其结构体系要采用

框架结构、网架结构、悬索结构以及预应力钢结构等。
（3）多层工业建筑结构。用于炼油工业中的多层多跨框架。
（4）高层结构。当层数在30层以上时，国外多采用钢结构，我国已建成的高层钢结构

大多在40层以上，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高度为420.5m。
（5）塔桅结构。用于高度较大的无线电桅杆、广播电视塔、高压输电线路塔、火箭发射

塔、石油钻井塔等。
（6）板壳结构。用于要求密封的容器，如大型储液库、煤气库等。
（7）可拆卸结构。用于临时用房和经常性移动的结构。如临时展览馆、建筑工地井架、

塔式起重机、钢脚手架等。

4. 木结构建筑

木结构建筑是指以木材作为建筑物承重骨架的建筑。具有自重轻、构造简单、施工方便
等优点，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结构类型。从唐宋到明清，经历了从程式化到高度程式化的
演进，形成了一整套极为严密的定型形制。全部官式建筑都是程式化的。民间建筑大部分也
是定型的，或是在定型的基础上灵活变化的。但木材易腐，耐火性及耐久性差，再加之我国
木材资源有限，所以木结构建筑目前已基本不采用。

（五）按设计使用年限分类
民用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2 设计使用年限分类

类  别 设计使用年限 （年） 示  例

1 5  临时性建筑

2 25  易于替换结构构件的建筑

3 50  普通建筑和构筑物

4 100  纪念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

二、建筑的等级
建筑等级是根据建筑物的耐火性能、规模大小和复杂程度来划分等级的。
（一）按建筑的耐火性能分等级
按照建筑的耐火性能，根据我国现行规范规定，一般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分为四级，

见表1-3；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应分为一、二两级，见表1-4。一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
级应为一级，二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裙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高层建筑地下室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耐火等级标准依据建筑物的主要构件 （如墙、
柱、梁、楼板、楼梯等）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两个因素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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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建筑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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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3.00

承重墙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不燃烧体

2.00

难燃烧体

0.50

非承重外墙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0.50
燃烧体

楼梯间的墙

电梯井的墙

住宅单元之间的墙

住宅分户墙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1.50
难燃烧体

0.50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0.50
难燃烧体

0.25

房间隔墙
不燃烧体

0.75
不燃烧体

0.50
难燃烧体

0.50
难燃烧体

0.25

柱
不燃烧体

3.00
不燃烧体

2.50
不燃烧体

2.00
难燃烧体

0.50

梁
不燃烧体

2.00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难燃烧体

0.50

楼板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0.50
燃烧体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燃烧体 燃烧体

疏散楼梯
不燃烧体

1.50
不燃烧体

1.00
不燃烧体

0.50
燃烧体

吊顶 （包括吊顶搁栅）
不燃烧体

0.25
难燃烧体

0.25
难燃烧体

0.15
燃烧体

表1-4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h

             燃烧性能和

             耐火极限 （h）

构件名称       

耐 火 等 级

一  级 二  级

墙

防火墙 不燃烧体3.00 不燃烧体3.00

承重墙、楼梯间的墙、电梯井的墙、

住宅单元之间的墙、住宅分户墙
不燃烧体2.00 不燃烧体2.00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烧体1.00 不燃烧体1.00

房间隔墙 不燃烧体0.75 不燃烧体0.50

柱 不燃烧体3.00 不燃烧体2.50

梁 不燃烧体2.00 不燃烧体1.50

楼板、疏散楼梯、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烧体1.50 不燃烧体1.00

吊  顶 不燃烧体0.25 难燃烧体0.25

8 建 筑 构 造 （第二版）



1. 构件的燃烧性能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分为不燃烧体、难燃烧体、燃烧体三类。
（1）不燃烧体。即用不燃烧材料做成的建筑构件，如天然石材、人造石材、金属材料

等。
（2）难燃烧体。即用难燃烧材料做成的建筑构件，或用可燃烧材料做成而用不燃烧材料

做保护层的建筑构件，如沥青混凝土、经过防火处理的木材等。
（3）燃烧体。即用可燃烧材料做成的建筑构件，如木材等。

2. 构件的耐火极限

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是指对任一建筑构件按时间—温度标准曲线进行耐火试验，从受
到火的作用时起，到失去支持能力，或完整性破坏，或失去隔火作用时为止的这段时间，用
小时 （h）表示。具体判定条件如下：

（1）失去支持能力。非承重构件失去支持能力的表现为自身解体或垮塌；梁、板等受弯
承重构件，失去支持能力的情况为挠曲率发生突变。

（2）完整性破坏。楼板、隔墙等具有分隔作用的构件，在试验中，当出现穿透裂缝或穿
火的孔隙时，表明试件的完整性被破坏。

（3）失去隔火作用。具有防火分隔作用的构件，试验中背火面测点测得的平均温度升到

140℃ （不包括背火面的起始温度），或背火面测温点任一测点的温度到达220℃时，则表明
试件失去隔火作用。

（二）按建筑的规模大小、复杂程度分等级
建筑按照其规模大小、复杂程度，分成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个级

别，具体划分见表1-5。

表1-5 民 用 建 筑 的 等 级

工程等级 工 程 主 要 特 征 工 程 范 围 举 例

特级

 1.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或以国际性活动为

主的特高级大型公共建筑；

 2.有全国性历史意义或技术要求特别复

杂的中小型公共建筑；

 3.30层以上建筑；

 4.高大空间有声、光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

 国宾馆、国家大会堂、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体育中心、国际

贸易中心、国际大型空港、国际综合俱乐部、重要历史纪念建

筑、国家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院、音乐厅、三级以

上人防工程

一级

 1.高级大型公共建筑；

 2.有地区性历史意义或技术要求复杂的

中小型公共建筑；

 3.16层以上29层以下或超过50m高的公

共建筑

 高级宾馆、旅游宾馆、高级招待所、别墅、省级展览馆、博

物馆、图书馆、科学实验研究楼 （包括高等院校）、高级会堂、

高级俱乐部。≥300床位医院、疗养院、医疗技术楼、大型门

诊楼，大中型体育馆、室内游泳馆、室内滑冰馆、大城市火车

站、航运站、候机楼、摄影棚、邮电通信楼、综合商业大楼、

高级餐厅、四级人防、五级平战综合人防

二级

 1.中高级、大中型公共建筑；

 2.技术要求较高的中小型建筑；

 3.16层以上29层以下住宅

 大专院校教学楼、档案楼、礼堂、电影院，部省级机关办公

楼、300床位以下医院、疗养院、地市级图书馆、文化馆、少

年宫、俱乐部、排演厅、报告厅、风雨操场、大中城市汽车客

运站、中等城市火车站、邮电局、多层综合商场、风味餐厅、

高级小住宅等

9第一章 绪   论



续表

工程等级 工 程 主 要 特 征 工 程 范 围 举 例

三级

 1.中级、中型公共建筑；

 2.7层以上 （包括7层）15层以下有电梯

住宅或框架结构的建筑

 重点中学、中等专科学校教学试验楼、电教楼，社会旅馆、

饭馆、招待所、浴室、邮电所、门诊部、百货楼、托儿所、幼

儿园、综合服务楼，一、二层商场、多层食堂、小型车站等

四级

 1.一般中小型公共建筑；

 2.7层以下无电梯的住宅，宿舍及砖混结

构建筑

 一般办公楼、中小学教学楼、单层食堂、单层汽车库、消防

车库、防消站、蔬菜门市部、粮站、杂货店、阅览室、理发

室、水冲式公共厕所等

五级  一、二层单一功能，一般小跨度结构建筑

第四节 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和设计原则

一、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
（一）外界环境的影响
外界环境的影响是指自然界和人为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外力的影响

作用在建筑物上的各种力统称为荷载。荷载可归纳为恒载 （如结构自重等）和活荷载
（如人群、家具、雪荷载、地震荷载、风荷载等）两大类。荷载的大小是结构选型、材料选
用及构造设计的重要依据。

2. 自然气候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地质及水文等情况大不相同。日晒、雨淋、风雪、冰冻、
地下水、地震等因素将给建筑物带来影响。对于这些影响，在构造上必须考虑相应的防护措
施，如防潮、防水、保温、隔热、防温度变形等。

3. 人为因素的影响

人为因素，如火灾、机械振动、噪声等影响，在建筑构造上需采取防火、防振和隔声的
相应措施。

（二）建筑技术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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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变化，建筑构造技术受它们的影响和制约也在改变着。所以建筑构造做法不能脱离一定的建
筑技术条件而存在，设计中应采取相适应的构造措施。

（三）建筑标准的影响
建筑构造设计必须考虑建筑标准。标准高的建筑，其装修质量好，设施齐全且档次

高，建筑的造价相应也较高；反之，则较低。标准高的建筑，构造做法考究，反之，构
造只能采取一般的做法。因此，建筑构造的选材、选型和细部做法无不根据标准的高低
来确定。

二、建筑构造的设计原则
在建筑构造设计中，应根据建筑的类型特点、使用功能的要求及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

分清主次和轻重，综合权衡利弊关系，根据以下设计原则，妥善处理。

1. 技术先进

建筑构造设计中，在应用改进传统的建筑方法的同时，应大力开发对新材料、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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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构造的应用，因地制宜地发展适用的工业化建筑体系。

2. 经济合理

建筑构造无不包含经济因素。在设计中应掌握建筑标准，做到经济合理，在保证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建筑造价。

3. 节约能源

建筑构造设计中，应尽可能地改进节点构造，提高外墙的保温隔热性能，改善外门窗气
密性。充分利用自然光和采用自然通风换气，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4. 安全适用

在进行主要承重结构设计的同时，应确定构造方案。在构造方案上首先应考虑安全适
用，以确保房屋使用安全，经久耐用。

5. 保护环境

建筑构造设计应选用无毒、无害、无污染、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材料和产品，采用取得国
家环境认证的标志产品。

6. 美观大方

建筑的美观主要是通过其平面空间组合、建筑体型和立面、材料的色彩和质感、细部的
处理及刻画来体现的。建筑要做到美观大方，构造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第五节 建筑标准化与模数协调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为了适应我国 “四化”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
必须改变目前建筑业劳动力密集、手工作业的落后局面，尽快实现建筑工业化，像工厂生产
产品那样生产房子。建筑工业化的内容为：设计标准化、构配件生产工厂化、施工机械化、
管理现代化。设计标准化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前提，只有使建筑构配件乃至整个建筑物标准
化，才能够实现建筑工业的现代化。

一、建筑标准化
建筑标准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应制定各种法规、规范标准和指标，使设计有

章可循；其次是设计中推行标准化设计。标准化设计可以借助国家或地区通用的标准图集来
实现，设计者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选择标准构配件。实行建筑标准化，既有利于工厂定型规
模生产，又可节省设计力量，加快施工速度，达到缩短设计和施工周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降低工程造价的目的。

二、建筑模数协调
为了实现建筑设计标准化，使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和不同制造方法的建筑构配件 （或组合

件）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互换性，我国颁布了 《建筑模数统一协调标准》（GBJ2—1986），用
以约束和协调建筑的尺度关系。

（一）建筑模数
建筑模数是选定的标准尺度单位，作为建筑物、建筑构配件、建筑制品以及建筑设备尺

寸间相互协调中的增值单位。

1. 基本模数

基本模数是模数协调中最基本的数值，用 M 表示，即1M=100mm。建筑物和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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