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绪  论 

建筑构造是研究建筑物的构造组成以及各构成部分的组合原理与构造方法的学科。其主

要任务是：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使用功能、艺术造型、技术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并运用物质技术手段，适当地选择并正确地决定建筑的构造方案和构配件组成以及进行细部

节点构造处理等。 

1.1  民用建筑的构造组成及作用 

建筑的物质实体一般由承重结构、围护结构、饰面装修及附属部件组合构成。承重结构

可分为基础、承重墙体（在框架结构建筑中，承重墙体则由柱、梁代替）、楼板、屋面板等。

围护结构可分为外围护墙、内墙（在框架结构建筑中为框架填充墙和轻质隔墙）等。饰面装

修一般按其部位分为内外墙面、楼地面、屋面、顶棚等饰面装修。附属部件一般包括楼梯、

电梯、自动扶梯、门窗、遮阳、阳台、栏杆、隔断、花池、台阶、坡道、雨篷等。建筑的构

造组成如图 1-1和图 1-2所示。 

 
图 1-1  墙体承重结构的建筑构造组成 



 

图 1-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构造组成 

建筑的物质实体按其所处部位和功能的不同，又可分为基础、墙和柱、楼盖层和地坪层、

饰面装修、楼梯和电梯、屋盖、门窗等。 

1. 基  础 

基础是建筑底部与地基接触的承重构件，它的作用是把建筑上部的荷载传递给地基。因

此，基础必须坚固、稳定而可靠。 

2. 墙和柱 

墙体作为承重构件，其作用是把建筑上部的荷载传递给基础。在框架承重的建筑中，柱

和梁形成框架承重结构系统，而墙仅是分隔空间的围护构件。在墙承重的建筑中，墙体既可

以是承重构件，又可以是围护构件。墙作为围护构件又分为外墙和内墙，其性能应满足使用

和围护的要求。 

3. 楼盖层和地坪层 

楼盖层通常包括楼板、梁、设备管道、顶棚等。楼板既是承重构件，又是分隔楼层

空间的围护构件。楼板支承人和家具设备的荷载，并将这些荷载传递给承重墙或梁柱，



因此楼板应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楼盖层的性能应满足使用和围护的要求。当建筑底

层未用楼板架空时，地坪层作为底层空间与地基之间的分隔构件。它支承着人和家具设

备的荷载，并将这些荷载传递给地基。它应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并需均匀传力及具有

防潮功能。 

4. 饰面装修 

饰面装修是依附于内外墙、柱、顶棚、楼板、地坪等之上的面层装饰或附加表皮，其主

要作用是美化建筑表面、保护结构构件、提高建筑物理性能等。饰面装修应满足美观、坚固、

热工、声学、光学、卫生等要求。 

5. 楼梯和电梯 

楼梯是建筑中人们步行上下楼层的交通联系部件。根据需要，楼梯还应满足发生紧急事

故时的人员疏散要求。楼梯应有足够的通行能力，并做到坚固耐久和满足消防疏散安全的要

求。自动扶梯则是楼梯中的机电化形式，用于传送人流但不能用于消防疏散。电梯是建筑中

的垂直运输工具，应有足够的运送能力和方便快捷的性能。消防电梯则用于发生紧急事故时

的消防扑救，需满足消防安全要求。 

6. 屋  盖 

屋盖通常包括防水层、屋面板、梁、设备管道、顶棚等。屋面板既是承重构件，又是分

隔顶层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界面。屋面板支承屋面设施及风霜雨雪荷载，并将这些荷载传递给

承重墙或梁柱。屋面板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其面层性能应能抵御风霜雨雪的侵袭和太阳

辐射热的影响。上人屋面还需满足使用的要求。 

7. 门  窗 

门主要用于开闭室内外空间并通行或阻隔人流，应满足交通、消防疏散、防盗、隔声、

热工等要求。窗主要用于采光和通风，并应满足防水、隔声、防盗、热工等要求。 

除上述七部分以外，建筑还有一些附属部分，如阳台、雨篷、台阶、坡道、气囱等。所

有组成建筑的各个部分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设计工作中，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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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屋面、地面、墙面、门窗、栏杆、花格、细部装修等。 

1.2  建筑分类及建筑分级 

建筑的类型在宏观上习惯分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和农业建筑。民用建筑按照使用功能、

修建数量和规模大小、层数多少、耐火等级、耐久年限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不同类型的建筑

又有不同的构造设计特点和要求。 



1.2.1  按使用功能分类 

1. 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指供人们日常居住生活使用的建筑物，如住宅、集体宿舍等。 

2. 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指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如行政办公建筑、文教建筑、托幼建筑、

医疗建筑、商业建筑、观演建筑、体育建筑、展览建筑、旅馆建筑、交通建筑、通信建筑、

园林建筑、纪念性建筑等。 

1.2.2  按建筑的修建量和规模大小分类 

1. 大量性建筑 

大量性建筑指量大面广、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如住宅、学校、商店、医院等。

这些建筑在大中小城市和村镇都是不可少的，修建量大，故称为大量性建筑。 

2. 大型性建筑 

大型性建筑指规模宏大的建筑，如大型办公楼、大型体育馆、大型剧院、大型火车站和

航空港、大型博览馆等。这些建筑规模大、耗资大，与大量性建筑比起来，其修建量是有限

的，但这类建筑对城市面貌影响较大。 

1.2.3  按建筑的层数分类 

1. 低层建筑 

低层建筑一般指 1～3层的建筑。 

2. 多层建筑 

多层建筑一般指高度在 24m 以下的 3～9 层的建筑。在住宅建筑中，人们又将 7～9 层

界定为中高层住宅建筑。 

3. 高层建筑 

世界上对高层建筑的界定，各国规定各不相同。我国现行建筑专业规范规定：除住宅建

筑之外的民用建筑高度不大于 24m者为单层和多层建筑，大于 24m者为高层建筑（不包括

建筑高度大于 24m的单层公共建筑）；高层建筑根据其使用性质、火灾危险性、疏散和扑救

难度等，又分为一类高层建筑、二类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 



1.2.4  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 

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四级，一级的耐火性能最好，四级最差。耐火

等级根据其建筑高度、使用功能、重要性和火灾扑救难度等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和一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一级。 

（2）单、多层重要公共建筑和二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1.2.5  民用建筑的耐久年限 

以主体结构确定的建筑耐久年限分为四级： 

一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100年以上，适用于重要的建筑和高层建筑。 

二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50～100年，适用于一般性建筑。 

三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25～50年，适用于次要的建筑。 

四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15年以下，适用于临时性建筑。 

1.3  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 

1.3.1  外界环境的影响 

影响建筑构造的外界因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外力作用的影响 

作用在建筑物上的外力称为荷载。荷载有静荷载和动荷载之分。动荷载又称活荷载，如

人流、家具、设备、风以及地震荷载等。荷载的大小是结构设计的主要依据，也是结构选型

的重要基础。它决定着构件的尺度和用料，而构件的选材、尺寸、形状等又与构造密切相关。

所以，在确定建筑构造方案时，必须考虑外力的影响。在外荷载中，风力的影响不可忽视。

风力往往是高层建筑水平荷载的主要因素，特别是沿海地区影响更大。 

2. 自然气候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地理环境不同，大自然的条件也多有差异。由于我国南北纬度相

差较大，从炎热的南方到寒冷的北方，气候差异很大。因此，气温的变化，太阳的辐射，自

然界的风、雨、雪等均构成了影响建筑物使用功能和建筑构件使用质量的因素。有因材料热

胀、冷缩而开裂使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的，有出现渗、漏水现象的，还有由于室内过冷或过

热而影响工作的，等等，都影响到建筑物的正常使用。为防止由于大自然条件的变化而造成

建筑物构件的破坏和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在建筑构造设计时，人们往往针对所受影响的

性质和程度，对各有关部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如防潮、防水、保温、隔热、设变形缝、



设置蒸气层等等，以防患于未然。 

3. 人为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往往会对建筑物造成影响，如机械振动、化学腐蚀、战

争、爆炸、火灾、噪声等，都属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建筑构造设计时，必须针

对各种可能的因素，从构造上采取隔振、防腐、防爆、防火、隔声等相应的措施，以避免建

筑物及其使用功能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和影响。 

另外，鼠、虫等也能对建筑物的某些构、部件造成危害，如白蚁对木结构的影响等，因

此，也必须引起重视。 

1.3.2  使用者的需求 

在建筑构造设计中，满足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非常重要。使用者的生理需求主要

是人体活动对构造实体及空间环境与尺度的需求，如门洞、窗台及栏杆的高度，走道、楼

梯、踏步的高宽，家具设备尺寸以及建筑构造所形成的内部使用空间热、声、光物理环境

和尺度等要求。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则主要是使用者对构造实体、细部和空间尺度的审美心

理需求。  

1.3.3  建筑技术条件 

建筑技术条件指建筑所处地区的建筑材料技术、结构技术和施工技术等条件。随着社会

的发展，建筑构造技术也在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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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在采取先进技术的同时采取适宜的建筑技术。 

1.3.4  建筑经济因素 

建筑经济因素对建筑构造的影响，主要是指特定建筑的造价要求对建筑装修标准和建筑

构造的影响。标准高的建筑，其装修质量和档次要求高，构造做法考究；反之，建筑构造只

能采取一般的简单做法。因此，建筑的构造方式、选材、选型和细部做法需根据装修标准的

高低来确定。一般来讲：大量性建筑多属一般标准的建筑，构造方法往往也是常规的做法；

而大型性的公共建筑，标准则要求高，构造做法上对美观也更考究。 

1.4  建筑构造设计原则 

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繁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设计时需分清主次和轻重，权



衡利弊而求得妥善处理。一般说来，建筑构造设计应符合以下原则： 

1. 坚固实用 

建筑构造设计在构造方案上首先应考虑坚固实用，以保证建筑的整体承载力和刚度满足

要求，安全可靠，经久耐用。构造细部则需在保证满足强度、刚度要求和安全可靠的同时，

满足使用者的使用要求。 

2. 技术适宜 

建筑构造设计应该从地域技术条件出发，在引入先进技术的同时，注意因地制宜，不能

脱离实际。 

3. 经济合理 

建筑构造设计处处都应考虑经济合理，在选用材料上要注意就地取材，注意节约材料，

降低能耗，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造价。 

4. 美观大方 

建筑构造设计要考虑美观大方，注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注意细部的美学表达。 

1.5  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 

为了实现建筑工业化大规模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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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业中，设计师们必须共同遵守《建筑模数协

调标准》（GB/T 50002—2013）。 

1.5.1  模  数 

模数是选定的标准尺度单位，作为尺寸协调中的增值单位。所谓尺寸协调，是指在房屋

构配件及其组合的建筑中与协调尺寸有关的规则。协调尺寸可供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

材料与制品、建筑设备等采用，其目的是使构配件安装吻合，并有互换性。 

1.5.2  基本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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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100mm。建筑物和建筑部件以及建筑组合件的模数化尺寸，应是基本模数的倍数，目

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均采用 100mm为基本模数。 



1.5.3  导出模数 

导出模数分为扩大模数和分模数，其基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扩大模数，指基本模数的整倍数，扩大模数的基数为 3M、6M、12M、15M、30M、

60M，共 6个，其相应的尺寸分别为 300mm、600mm、1200mm、1500mm、3000mm、

6000mm。 

（2）分模数，指整数除以基本模数的数值，分模数的基数为 M/10、M/5、M/2，共 3个，

其相应的尺寸为 10mm、20mm、50mm。 

1.5.4  模数数列 

模数数列是以基本模数、扩大模数、分模数为基础扩展成的一系列尺寸。模数数列在各

类型建筑的应用中，其尺寸的统一与协调应减少尺寸的范围，但又应使尺寸的叠加和分割有

较大的灵活性。模数数列的幅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水平基本模数的数列幅度为 1～20M。 

（2）竖向基本模数的数列幅度为 1～36M。 

（3）水平扩大模数数列的幅度：3M为 3～75M，6M为 6～96M，12M为 12～120M，

15M为 15～120M；30M为 30～360M；60为 60～360M，必要时幅度不限。 

（4）竖向扩大模数数列的幅度不受限制。 

（5）分模数数列幅度：M/10为 M/10～2M；M/5为 M/5～4M；M/2为 M/2～10M。 

模数数列的适用范围如下： 

（1）水平基本模数数列：主要用于门窗洞口和构配件断面尺寸。 

（2）竖向基本模数数列：主要用于建筑物的层高、门窗洞口、构配件等尺寸。 

（3）水平扩大模数数列：主要用于建筑物的开间或柱距、进深或跨度、构配件尺寸和门

窗洞口尺寸。 

（4）竖向扩大模数数列：主要用于建筑物的高度、层高、门窗洞口尺寸。 

（5）分模数数列：主要用于缝隙、构造节点、构配件断面尺寸。 

1.5.5  模数协调 

为了使建筑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构配件的类型，使其达到标准

化、系列化、通用化，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对大量性建筑中的尺寸关系进行模数协调

是必要的。  

1. 模数化空间网格 

把建筑看作三向直角坐标空间网格的连续系列，当三向均为模数尺寸时称为模数化空间

网格，网格间距应等于基本模数或扩大模数，如图 1-3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