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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前　言

　　本教材根据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注重教材的
实用性、适用性和针对性，突出了专业职业特色，注重工程应用
能力的培养。 内容深入浅出，文字通俗易懂，图例清晰直观，非
常有助于学生掌握理解。 自 ２００７ 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高职
院校广大师生的欢迎和肯定。
由于本书出版后，我国相关“建筑规范”进行了大量修订，

近期，教育部发布了枟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枠 （试行），
为适应新形式对高职人才培养的要求及新规范、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急需进入课程内容的现实需求，本书编者会同建筑
企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通过剖析建筑企业职业岗位（群）
特点，对该课程体系、内容进行充分论证之后，组织修订了本教
材，使其更加符合建筑施工类专业教学基本要求。
本次再版保持了第二版的编排体系和特色，着重在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了修订：
①根据我国现行建筑行业的最新政策、法规和规范，对有

关技术标准进行了更新，替换了陈旧的内容，保证教材内容与
工程技术、专业发展的同步。

②根据枟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枠（试行）对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及建筑施工类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结合教学改革成
果，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精简，突出图示的直观性，使教材
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③调整了部分章节的内容，增加了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的介绍，将基础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应用紧密联系。
本次修订工作第 １、２ 章由邢台职业技术学院袁雪峰完成，

第 ３、４章由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蔡璟完成，其他各章的修订
工作由太原大学姬慧完成。

本书在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额教材和资料，并得
到了一些同行的帮助，谨此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的能力与水平，教材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欢迎

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 年 ５月



前 言
　　“房屋建筑学”课程是一门较为系统全面介绍工业和民用
建筑的基本设计原理、构成、组合原理和构造方法等方面的综
合性技术课程，是房屋建筑工程类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必修主干
课，也是该类专业学生在本专业学习过程中最早全面而系统接
触到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作为系列教材，在章节安排方面，本书强调了与先开课程

的衔接和为后续课程打基础的作用，在教材内容上则突出以下
特点：

①增加信息量，利用大量的实例及图片，介绍建筑的发展
历程，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的建筑，以及设计的基本原理等，增加
本书的可读性。

②对章节内容进行了增减，强调实用性知识，在设计原理
部分除讲述基本原理外，还补充了最新有关防火规范的主要条
文；同时，削减了工业建筑一些不常用的构造章节。

③强调知识的实践和应用，结合主要章节内容增加“工程
图的表达方式”，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④增加实践性教学内容，除配合本课程的一个课程设计外
（不在本课程学时内）还在一些章内增加了构造设计作图作
业，加强学生动手能力。

⑤每章前有“提要”，后有“小结”及“复习思考题”，便于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自学。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设计作业及建议学时分配：
授课内容（章） 设计作业 授课学时数

①建筑的起源和发展 ６ ^
②建筑的类别和统一模数制 ２ ^
③建筑设计概述 ２ ^
④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 ４ ^
⑤建筑的平面设计

功能分析图、
中小学教室设计

８ ^
⑥建筑剖面、立面及体型设计 １２ ^
⑦工业建筑设计原理 ８ ^
⑧建筑构造概论 ２ ^
⑨基础和地下室 刚性基础构造设计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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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授课内容（章） 设计作业 授课学时数

⑩墙体 外墙身细部构造设计 ８ ^
皕瑏瑡楼地层 楼、地层构造设计 ６ ^
皕瑏瑢楼梯和电梯 楼梯设计 ４ ^
皕瑏瑣屋顶

屋顶排水组织设计、
构造设计

６ ^
皕瑏瑤门和窗 ４ ^
皕瑏瑥变形缝 ２ ^
皕瑏瑦建筑装修构造 ２ ^

合计：８０ 殚

本书的第 １章由赵毅编写，第 ２ 章、３ 章由秦玉编写，第 ４
章、５ 章由杨晓青编写，第 ６ 章由赵子莉编写，第 ７ 章、１４ 章由
鲁海梅编写，第 ８章、９ 章由姬慧编写，第 １０ 章、１１章由王晓雪
编写，第 １２章、１６章由何云梅编写，第 １３章、１５ 章由王志蓉编
写。 全书由赵毅、姬慧担任主编。 赵毅负责全书的组织、修改
和统稿，何云梅参与了后期的校稿及整理工作。
由于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较多，且作者来自全国不同的大

专院校，一方面可吸收、汇集各个学校的教学特点和经验，具有
一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却给本书的融合、统稿带来
一定的困难，也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必定还有不少缺点错
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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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建筑概论

本章要点及学习目标

建筑的概念，建筑构成的基本要素，中外建筑发展概况。 要求了解中外建筑发展概况；掌
握建筑的概念及建筑的构成要素。

１．１　建筑的起源、建筑的概念和建筑构成的基本要素

１．１．１　建筑的起源

人类文化的原始阶段，对于自身环境的外在空间的认识与理解，处于一种混沌与朦胧的状

１

态。 人类最早的建筑行为，是为了满足遮风避雨和抵御猛兽的基本生存需求，或栖居于树上
（即巢居），或藏身于天然洞穴内（即穴居）。 原始人居住的天然岩洞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可
见穴居是当时的主要居住方式，它满足了原始人对生存的最低要求，也是一种简单的自觉与自
卫的活动。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曾有巢居的记载。 如枟韩非子· 五蠹枠：“上古之世，人民少而
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但严格地讲，这算不上建筑。
随着人类不断地与自然、猛兽的斗争，劳动工具得以进化，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人工

竖穴居、石屋等，并开始有了村落的雏形。 农耕社会的到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走出丛林。 人
们可以用劳动创造生活，同时也开始了人工营造屋居的新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诞生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最初，建筑的特征仅是其居住功能。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了满足生活、工作和生产的
不同需要，现代建筑已涵盖了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等。

１．１．２　建筑的概念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产生了房屋，即广义上的“建筑”。 “建筑”一词来源于国外，我国
古代称为“营造、营建或应缮”，因此，今天所说的建筑的概念应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建筑
物和构筑物的统称。 建筑物是指供人们生产、生活或进行其他活动的空间场所，如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等；构筑物则指满足人们生活、生产需要的一些设施，如烟囱、水塔、堤坝
等。 二是人们进行建造的行为。 如建造房屋、桥梁、堤坝等。 三是涵盖了经济与社会科学、文
化艺术、工程技术等多领域和多学科的综合学科。

１．１．３　建筑构成的基本要素

任何建筑都包含了与其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宜的功能、技术、形象三方面的内容，并
且构成了建筑的三个基本要素：

（１）建筑功能
人们建造房屋有明确的目的性，即要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具体包含 ３个方面的内容：
①满足人体尺度和人体活动所需的空间尺度，这是确定建筑内部各种空间尺度的重要

依据。
②满足人生理的舒适要求，即对建筑及建筑材料日照、采光、通风、保温、隔热、隔声、防潮、

防水等方面的要求。
③满足各类建筑的不同使用要求，即体现不同性质建筑在使用方面的不同特点。 这是建

造房屋的最主要的目的，起主导的作用。
（２）建筑技术
建筑技术是指建造房屋的手段，包含了建筑材料科学、建筑结构技术、建筑施工技术和建

筑设备技术等多方面学科技术的综合，是建筑得以实施的基本技术条件。 建筑材料是组成房
屋的基本元素；结构技术是实现建筑空间和安全稳固的重要保障；建筑设备是满足各种建筑功
能要求的技术条件；建筑施工技术则是保证建筑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

（３）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是通过建筑的体形、体量及其空间组合，立面形式、材料色彩与质感和装饰处理

等来反映的，应该说，建筑形象是其功能和技术的综合反映。 通常，建筑形象的处理应符合传
统美学的基本原理，以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使人感受到如庄严雄伟、朴实大方、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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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快、生动活泼等。 当然，现代建筑中也有反传统的风格和流派，以另类的表现手法给人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和感受。
建筑形象具有社会、时代、民族和地域性，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不同的地域和民族都有相应

的建筑形象，它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时代精神、文化传统、民族风格和建筑文化艺术等
特征。



建筑的三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约束，又不可分割的，满足建筑的功能是第一位的，也是人
们进行房屋建造的主要目的。 建筑技术是实现建筑功能的技术保证，先进的建筑技术可大力
促进新型建筑开发，落后的建筑技术则会制约建筑的发展。 而建筑形象则是建筑功能、建筑技
术与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这便是所谓“功能、内容决定其形式”。 但对一些如纪念性、象征性
等特殊建筑，建筑形象往往起主导作用，成为重要因素。 一个优秀的建筑，应该处理好这三者
的辩证关系，做到和谐统一。
当前，我国的建筑方针是：“适用、安全、经济、美观。”全面地反映了建筑功能、建筑技术和

建筑形象三要素的辩证关系，也是评价建筑优劣的基本原则。

１．２　枟房屋建筑学枠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枟房屋建筑学枠是研究房屋建筑各组成部分的组合原理、构造方法以及建筑平面与空间设
计的一门综合性和技术性的学科。
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学科的成果，建筑艺术形象的创造，功能环境空间的实

现，都必须要有如材料力学、建筑力学、先进的施工技术和工艺等强有力的支撑。
“房屋建筑学”课程是一门承上启下的专业主干课，是在“建筑制图”、“建筑材料”等课程

的基础上开设的，将为以后的“建筑结构”、“建筑施工”等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枟房屋建筑学枠共分为三大部分：“建筑概论”、“建筑设计原理”和“建筑构造”。 从认识建

筑开始，了解基本建设程序、设计程序、设计原理和方法，掌握建筑的各组成部分的构造原理和
构造方法。

１．３　外国建筑发展概况

建筑伴随人类的产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由原始社会开始，
历经古代、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直至 ２１ 世纪的今天，建筑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发展变化。

１．３．１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原始人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不停地与自然界作斗
争，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原始人的建筑。 这个时期的建筑是人类为防止野兽袭击和风雨侵蚀而被
动地进行的，如巢居、石屋、树枝棚，帐篷和湖居，不过，这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最初级的建筑。
另外，由于原始人对自然界、太阳的崇拜，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宗教与纪念性的建筑（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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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整石柱、列石、石环、石台等。 最为著名的是英格兰西南部索尔兹伯里巨石阵（图１．１）。

　　图 １．１　英格兰西南部索尔兹伯里巨石阵 图 １．２　吉萨金字塔群　　

１．３．２　奴隶社会

公元前 ４ ０００年以后，世界上先后出现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即埃及、西亚的两河流域、印
度、中国、爱琴海岸和美洲中部的国家。 在这一时期，无数奴隶用汗水及生命建造了人类首批
规模庞大、工程巨大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这些建筑物（构筑物）成为建筑史上让人叹为观止的
奇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陵墓和神庙两类建筑。

（１）古埃及建筑
在古埃及，最著名的陵墓建筑是吉萨金字塔群，其造型简约、精确而稳定，主要由胡夫金字

塔、哈夫拉金字塔、孟卡拉金字塔及大斯芬克斯组成。 其中最大的一座为胡夫金字塔，底面为
２３０ ｍ×２３０ ｍ的正方形，高约 １４６ ｍ，总重达 ６００ 万 ｔ。 此塔工程浩大，共动用了十多万人工，
历时 ３０年建成（图 １．２）。
而卡纳克、阿蒙（太阳神）神庙则是庙宇中最为著名的建筑之一，太阳神是古埃及宗教中

万神之王，卡纳克、阿蒙是神庙中规模最大的，形体对称，长宽为 ３６６ ｍ×１１０ ｍ，长轴方向为六
道高大的牌楼门，之间布有庭院或柱子林立的柱厅神殿，柱子粗大、顶低平，光线阴暗，形成了
“王权神化”的神秘压抑气氛（图 １．３）。

　　图 １．３　卡纳克神庙 图 １．４　乌尔观象台　　

（２）古西亚建筑
古西亚建筑是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公元前 ５００ 年时期，以“两河流域建筑”、“波斯建筑”及

“叙利亚地区建筑”为主的古代西亚建筑。 古西亚建筑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以“土”作为基本原
料的结构体系和装饰方法，这些使材料、结构与建筑艺术有机结合的成就，不仅影响东方并传
到小亚细亚、欧洲和北非，而且其券、拱和穹隆结构对后来的拜占庭建筑及伊斯兰建筑都有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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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泰姬陵

要的影响。 如著名的新巴比伦城及其空中花园，乌尔观象台
（图１．４）、泰西勒宫。

（３）古印度建筑
古印度建筑包含了四个时期的建筑遗产：印度河文化、畎

陀文化、孔雀帝国及笈多帝国。 其建筑特点是泥墙草顶木结
构，不建庙宇和石窟寺，其文化及建筑特点广泛地影响了东南
亚国家、中国和日本。 印度的主要代表建筑有卡尔利支提窟
以及建于 １７世纪的泰姬陵（图 １．５）。

（４）古希腊建筑
古希腊代表建筑有：雅典卫城，为希腊古典建筑的典范，是雅典人为纪念波希战争胜利而

在一陡峭的山峦上修建的一组建筑群，由帕提农神庙、伊瑞克先神庙、胜利神庙和卫城山门组
成。 建筑群布局自由灵活，高低错落，主次分明。 卫城在西方建筑史被誉为建筑群体组合艺术
的辉煌杰作，特别在利用地形方面最为出色（图１．６）。

图 １．６　雅典卫城 图 １．７　帕提农神庙

帕提农神庙作为卫城的主题建筑，在卫城中体量最大、造型庄重，并占据了卫城的最高点，
其他建筑则处于陪衬地位。 其平面采用了希腊神庙中最典型的“列柱围廊式”，建在一个三级
台基上，两坡顶纵向两端形成三角形山花，这种形制被认为是古希腊建筑风格的主要形式。 外
围采用了“陶立克柱式”柱列，内部则设有“爱奥尼克”柱式。 二者与“科林斯柱式”并称为希
腊古典柱式，该庙尺度适宜，饱满挺拔，风格开朗，比例匀称，雕刻精致，并应用了视差校正手法
（图 １．７）。

（５）古罗马建筑
古罗马建筑类型除承袭希腊及小亚细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公共建筑外，还为炫耀财富、歌

颂权利和表彰功绩而建造了不少雄伟壮丽的凯旋门、纪功柱、广场，且规模更趋于宏大、豪华和
富丽。
古罗马建筑在材料、结构、施工及空间营造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建材方面，除

使用传统砖、石外，还创造性地运用当地火山灰制成天然混凝土，大大推进了建筑结构及施工
技术的发展。 在结构方面，发展完善了拱券和穹顶结构，形成了梁柱与拱券结合的宏伟壮观的
建筑风格。
罗马人还继承古希腊柱式发展成为五种柱式，即陶立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科林斯柱式、

塔司干柱式和组合柱式，并创造了券柱式。 所谓“古典柱式”，包括了希腊的三柱式和罗马的
五柱式（图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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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　古典柱式

古罗马建筑代表作有：罗马大斗兽场。 这是角斗士与野兽、角斗士之间角斗的表演场所。
平面呈椭圆形，长径１８９ ｍ，短径１５６ ｍ，立面高４８ ｍ，共４层，可容纳４万人，分为三个功能区：
中央表演区、周边观众区和地下服务区。 结构采用券形拱和交叉拱，建筑形式上采用不同的券
柱式拱廊的柱式构图，罗马大斗兽场是功能、结构和形式三者的和谐统一的典范，进入了建筑
技术艺术结合发展的成熟阶段（图 １．９）。

　图 １．９　罗马大斗兽场 图 １．１０　罗马万神庙　

罗马万神庙其空间处理使穹顶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圆形正殿部分是神庙的精华。
正殿穹隆直径及高度均为 ４３．４３ ｍ，为混凝土现浇结构，这是现代结构出现以前世界上跨度最
大的大空间建筑。 体现了古罗马精湛的建筑技术（图 １．１０）。

１．３．３　封建社会时期建筑

公元 ４ ～５世纪，欧洲各国相继进入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为体现神权，这一时
期的建筑以宗教文化为盛，西方的大教堂、修道院、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古印度及东南亚的陵、
塔、寺、殿成为了主要建筑。 这个时期的建筑技术与艺术在奴隶社会建筑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并在封建社会时期各个阶段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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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拜占庭建筑
拜占庭建筑是东古罗马拜占庭帝国融合了古西亚的砖石拱券，古希腊的古典柱式和古罗

马建筑的宏大气势，使建筑形式更为丰富多彩，精致华丽。 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图 １．１１）、圣
索非亚教堂是拜占庭建筑风格在西方的典型实例。

　　图 １．１１　圣马可教堂 图 １．１２　比萨教堂　　

（２）罗马风建筑
在封建社会初期，西欧统一后又分裂成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和英格兰十几个民族国家，

具有民族文化的建筑在这一时期的各国发展起来，但仍继承了古罗马建筑的风格。 比萨教堂
便是意大利罗马风建筑的主要代表（图 １．１２）。

（３）哥特建筑
直到公元 １０世纪以后，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出现了活跃的商业社会，这时仍以教

堂、修道院为主要建筑，但反映城市特点的城市广场、市政厅、手工业商会、商人公共建筑等也
占据了较高的地位。 “哥特建筑”即是这一时期建筑在风格完全脱离了古罗马建筑的影响，以
尖券、尖形肋骨拱顶、拱肋、飞扶壁、束柱花窗棂反映其特征。 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便是法兰西早
期哥特建筑的典型实例（图 １．１３），米兰教堂则是意大利主要代表性建筑。

　　图 １．１３　巴黎圣母院 图 １．１４　罗马圣彼得教堂　　

（４）欧洲文艺复兴建筑
文艺复兴、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是 １５—１９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建筑风格。 通常把这三者

统称为文艺复兴建筑。 “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借助古典文化来反对封建文
化，并建立自己的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筑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建筑师这一专职，并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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