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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一
　认识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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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建筑物由基础、墙或柱、楼地层、楼梯、屋顶和门窗六大部分组成，如图１１所
示。它们分别处在同一房间中不同的位置，发挥着各自应有的作用。

图１１　某房屋建筑的构成

房屋建筑物的基本组成中，基础、墙和柱、楼板、屋顶等是建筑物的主要组成部分，

门窗、楼梯、地面等是建筑物的附属部分。一座建筑物是由若干个大小不等的室内空

间组合而成的，而空间的形成又需要各种各样实体来组合，这些实体称为建筑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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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之外，建筑还有其他的构配件和设施，如阳台、雨篷、台阶、散

水、通风道等，这些构配件和设施保证了建筑充分发挥其功能。

如何充分理解建筑的构成要素及分类、建筑模数及定位轴线的基本原理？如何正

确识别和分析图纸及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实际工程？需掌握以下重点：

（１）建筑的分类；
（２）建筑模数及定位轴线。

１　学习单元１　划分建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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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了解建筑的分类、组成及作用。
（２）熟悉建筑的各组成部分及构造要求。
（３）熟悉建筑的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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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了解建筑的组成及作用，熟悉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及构造要求。
（２）能够区分建筑的等级。

.-A

一座合格的建筑物必须要完成以下要求：建筑物内部各种使用功能和使用空间的

合理安排；建筑物与周围环境、各种外部条件的协调配合；建筑物内部和外表的艺术效

果，各个细部的构造方式，建筑与结构、建筑与各种设备等相关技术的综合协调。

一、建筑的分类

（一）按建筑的使用功能分类
建筑按使用功能通常分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农业建筑。

１民用建筑
民用建筑，是指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建筑。民用建筑又分为居住建筑和

公共建筑。

１）居住建筑是供人们居住使用的建筑，包括住宅、公寓、宿舍等。
２）公共建筑是供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建筑，包括行政办公建筑、文教建筑、科研

建筑、托幼建筑、医疗福利建筑、商业建筑、旅馆建筑、体育建筑、展览建筑、文艺观演建

筑、邮电通信建筑、园林建筑、纪念建筑、娱乐建筑等。

２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是指供人们进行工业生产的建筑，包括生产用建筑及生产辅助用建筑，

如动力配备间、机修车间、锅炉房、车库、仓库等。

３农业建筑
农业建筑，是指供人们进行农牧业种植、养殖、贮存等用途的建筑，以及农业机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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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筑，如种植用温室大棚、养殖用的鱼塘和畜舍、贮存用的粮仓等。

（二）按层数和高度分类
我国住宅建筑按层数和高度可分为低层建筑、多层建筑、中高层建筑和高层建筑，

具体见表１１。
表１１　住宅建筑层数和高度分类

分类 低层 多层 中高层 高层

层数 １～２层 ３～６层 ７～９层 １０层以上

国际建设委员会高层结构分类见表１２。
表１２　国际建设委员会高层结构分类

分类 低高层 中高层 高高层 超高层

层数 ９～１６层 １７～２５层 ２６～４０层 ４０层以上

高度 不超过５０ｍ 不超过７５ｍ 不超过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以上

（三）按建筑规模和数量分类
建筑按建筑规模和数量可分为大量性建筑和大型性建筑。

１大量性建筑
大量性建筑，是指量大面广，与人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建筑，如住宅、幼儿园、

学校、商店、医院、中小型厂房等。这些建筑在城市和乡村都是不可缺少的，修建数量

很大，故称为大量性建筑。

２大型性建筑
大型性建筑，是指规模宏大、耗资较多的建筑，如大型体育馆、大型影剧院、大型车

站、航空港、展览馆、博物馆等。这类建筑与大量性建筑相比，虽然修建数量有限，但对

城市的景观和面貌影响较大。

（四）按承重结构材料分类
建筑的承重结构是指由水平承重构件和垂直承重构件组成的承重骨架。建筑按

承重结构材料可分为砖木结构建筑、砖混结构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和钢结构

建筑。

１砖木结构建筑
砖木结构建筑，是指由砖墙、木屋架组成承重结构的建筑。

２砖混结构建筑
砖混结构建筑，是指由钢筋混凝土梁、楼板、屋面板作为水平承重构件，砖墙（柱）

作为垂直承重构件的建筑，适用于多层以下的民用建筑。

３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是指水平承重构件和垂直承重构件都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

建筑。

４钢结构建筑
钢结构建筑，是指水平承重构件和垂直承重构件全部采用钢材的建筑。钢结构具

有自重轻、强度高的特点，但耐火能力较差。

（五）按承重结构形式分类
建筑按其承重结构形式可分为砖墙承重结构、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筒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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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等。

１砖墙承重结构
砖墙承重结构，是指由砖墙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并把荷载传递给基础的承重结

构。这种承重结构形式适用于开间较小、建筑高度较低的低层和多层建筑。

２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是指由钢筋混凝土或型钢组成的梁柱体系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墙体只

起围护和分隔作用的承重结构。框架结构适用于跨度大、荷载大、高度大的建筑。

３框架－剪力墙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是指由钢筋混凝土梁柱组成的承重体系承受建筑的荷载时，由

于建筑荷载分布及地基的不均匀性，在建筑物的某些部位产生不均匀剪力，为抵抗不

均匀剪力且保证建筑物的整体性，在建筑物不均匀剪力足够大的部位的柱与柱之间设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结构形式。

４筒体结构
筒体结构由于剪力墙在建筑物的中心形成了筒体而得名。

５空间结构
空间结构由钢筋混凝土或型钢组成，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如网架、悬索、壳体等。

空间结构适用于大空间建筑，如大型体育场馆、展览馆等。

６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是指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承重结构的结构，如建筑内部采

用框架承重结构，而四周用外墙承重结构。

二、民用建筑物等级划分

民用建筑物等级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年限、防火性能、复杂程度来划分的。

（一）按建筑使用年限划分
考虑到建筑物的重要性和规模大小，根据建筑物主体结构的使用年限，大致可分

为四级，见表１３。
表１３　建筑主体结构耐久年限分类

级　　别 耐久年限／年 适用于建筑物性质

一级 １００以上 重要建筑物和高层建筑

二级 ５０～１００ 一般性建筑

三级 ２５～５０ 次要建筑

四级 １５以下 临时建筑

（二）按建筑物防火性能划分

１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
燃烧性能是指建筑构件在明火或高温辐射情况下是否能燃烧，以及燃烧的难易程

度。建筑构件按燃烧性能分为非燃烧体、难燃烧体和燃烧体：

１）非燃烧体：指用非燃烧材料做成的建筑构件，如天然石材、人工石材、金属材
料等。

２）难燃烧体：指用不易燃烧的材料做成的建筑构件，或者用燃烧材料做成，但用
非燃烧材料作为保护层的构件，如沥青混凝土构件、木板条抹灰等。

４



@@���0��	��

11

３）燃烧体：指用容易燃烧的材料做成的建筑构件，如木材、纸板、胶合板等。

２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
所谓耐火极限，是指任一建筑构件在规定的耐火试验条件下，从受到火的作用时

起，到失去支持能力或完整性被破坏或失去隔火作用时为止的这段时间，用小时表示。

只要以下三个条件中任一个条件出现，就可以确定其是否达到耐火极限。

１）失去支持能力。这是指构件在受到火焰或高温作用下，由于构件材质性能的
变化，使承载能力和刚度降低，承受不了原设计的荷载而破坏。例如受火作用后的钢

筋混凝土梁失去支承能力，钢柱失稳破坏，非承重构件自身解体或垮塌等，均属失去支

持能力。

２）完整性被破坏。这是指薄壁分隔构件在火中高温作用下，发生爆裂或局部塌
落，形成穿透裂缝或孔洞，火焰穿过构件，使其背面可燃物燃烧起火。例如受火作用后

的板条抹灰墙，内部可燃板条先行自燃，一定时间后，背火面的抹灰层龟裂脱落，引起

燃烧起火；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楼板使钢筋失去预应力，发生炸裂，出现孔洞，使火苗蹿

到上层房间。在实际中这类火灾相当多。

３）失去隔火作用。这是指具有分隔作用的构件，背火面任一点的温度达到２２０℃
时，构件失去隔火作用。例如一些燃点较低的可燃物（纤维系列的棉花、纸张、化纤品

等）烤焦后可致起火。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分为四级，通常具有代表性的、性质重要的或规模宏大的建筑

按一、二级耐火等级进行设计；大量性或一般建筑按二、三级耐火等级进行设计；很次

要的或临时建筑按四级耐火等级设计。据我国《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２００６）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２００５年版）》（ＧＢ５００４５—１９９５）规定：不同耐
火等级建筑物主要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１４和表１５的规定。

表１４　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及耐火等级（普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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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燃烧体４００ 非燃烧体４００ 非燃烧体４００ 非燃烧体４００

　承重墙、楼梯间、电梯井的墙 非燃烧体３００ 非燃烧体２５０ 非燃烧体２５０ 难燃烧体０５０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非燃烧体１００ 非燃烧体１００ 非燃烧体０５０ 难燃烧体０２５

　房间隔墙 非燃烧体０７５ 非燃烧体０５０ 难燃烧体０５０ 难燃烧体０２５

柱
　支承多层的柱 非燃烧体３００ 非燃烧体２５０ 非燃烧体２５０ 难燃烧体０５０

　支承单层的柱 非燃烧体２５０ 非燃烧体２００ 非燃烧体２００ 燃烧体

　梁 非燃烧体２００ 非燃烧体１５０ 非燃烧体１００ 难燃烧体０５０

　楼板 非燃烧体１５０ 非燃烧体１００ 非燃烧体０５０ 难燃烧体０２５

　屋顶承重构件 非燃烧体１５０ 非燃烧体０５０ 燃烧体 燃烧体

　疏散楼梯 非燃烧体１５０ 非燃烧体１００ 非燃烧体１００ 燃烧体

　吊顶（包括吊顶搁栅） 非燃烧体０２５ 难燃烧体０２５ 难燃烧体０１５ 燃烧体

　　注：１以木柱承重且以非燃烧材料作为墙体的建筑物，其耐火等级应按四级确定；
２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吊顶，如采用非燃烧体时，其耐火极限不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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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在建筑中相同材料的构件根据其作用和位置的不同，其要求的耐火极限也不相同。耐火等
级高的建筑，其构件的燃烧性能就差，耐火极限的时间就长。

表１５　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及耐火等级（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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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燃烧体３００ 非燃烧体３００

承重墙、楼梯间、电梯井和住宅单元之间的墙 非燃烧体２００ 非燃烧体２００

非承重外墙、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非燃烧体１００ 非燃烧体１００

房间隔墙 非燃烧体０７５ 非燃烧体０５０

柱 非燃烧体３００ 非燃烧体２５０
梁 非燃烧体２００ 非燃烧体１５０

楼板、疏散楼梯、屋顶承重构件 非燃烧体１５０ 非燃烧体１００
吊顶 非燃烧体０２５ 非燃烧体０２５

（三）按建筑物复杂程度划分
按照原建设部《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规定，我国目前将各类民用建筑

工程按复杂程度划分为特、一、二、三、四、五，共六个等级，设计收费标准随等级高低而

不同。以下是民用建筑复杂程度等级的具体标准。

１特级工程
１）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或以国际活动为主的大型公建以及有全国性历史意义或技

术要求特别复杂的中小型公建。如国宾馆、国家大会堂，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大型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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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以上的

人防工程等。

２）高大空间有声、光等特殊要求的建筑，如剧院、音乐厅等。
３）３０层以上建筑。

２一级工程
１）高级大型公建以及有地区性历史意义或技术要求复杂的中小型公建。如高级

宾馆、旅游宾馆、高级招待所、别墅，省级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高级会堂、俱乐部，科

研试验楼（含高校），３００床以上的医院、疗养院、医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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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平战结合人防等。

２）１６～２９层或高度超过５０ｍ的公建。

３二级工程
１）中高级的大型公建以及技术要求较高的中小型公建。如大专院校教学楼，档

案楼，礼堂、电影院，省部级机关办公楼，３００床以下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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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小区住宅等。

２）１６～２９层住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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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三级工程
１）中级、中型公建。如重点中学及中专的教学楼、实验楼、电教楼，社会旅馆、饭

馆、招待所、浴室、邮电所、门诊所、百货楼，托儿所、幼儿园，综合服务楼、２层以下商
场、多层食堂，小型车站等。

２）７～１５层有电梯的住宅或框架结构建筑。

５四级工程。
１）一般中小型公建。如一般办公楼、中小学教学楼、单层食堂、单层汽车库、消防

车库、消防站、蔬菜门市部、粮站、杂货店、阅览室、理发室、水冲式公厕等。

２）７层以下无电梯住宅、宿舍及砖混建筑。

６五级工程
一二层、单功能、一般小跨度结构建筑。

小提示

　　以上分级标准中，大型工程一般系指１００００ｍ２以上的建筑；中型工程指３０００ｍ２至１００００ｍ２

的建筑；小型工程指３０００ｍ２以下的建筑。

三、房屋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及其构造要求

（一）基本构件

１基础
基础是建筑物最下面埋在土层中的部分，它承受建筑物的全部荷载，并把荷载传

给下面的土层———地基。

基础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物得以矗立的根基，由于它长期埋置于地

下，受土壤中潮湿、酸类、碱类等有害物质的侵蚀，故其安全性要求较高。因此，基础应

具有足够的刚度、强度和耐久性，要能耐水、耐腐蚀、耐冰冻，不应早于地面以上部分先

破坏。

２墙体和柱
１）墙体。墙体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墙承重结构的建筑来说，墙承受

屋顶和楼板层传给它的荷载，并把这些荷载连同自重传给基础。同时，外墙也是建筑

物的围护构件，具有围护功能，能减小风、雨、雪、温差变化等对室内的影响；内墙是建

筑物的分隔构件，能把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隔成若干相互独立的空间，避免使用时的

互相干扰。因此，墙体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稳定性、良好的耐热性能及防火、隔

声、防水、耐久性能。

２）柱。柱是建筑物的竖向承重构件，除了不具备围护和分隔的作用外，其他要求
与墙体相差不多。

小提示

　　随着骨架结构建筑的日渐普及，柱已经成为房屋中常见的构件。当建筑物采用柱作为垂直
承重构件时，墙填充在柱间，仅起围护和分隔作用。

７



�������0��

３楼板层
楼板层也称楼层，它是建筑物的水平承重构件，将其上所有荷载连同自重传给墙

或柱；同时，楼层把建筑空间在垂直方向上划分为若干层，并对墙或柱起水平支撑作

用。楼地层指底层地面，承受其上荷载并传给地基。楼地层应坚固、稳定，应具有足够

的强度和刚度，并应具备足够的防火、防水和隔声性能。此外，楼地层还应具有防潮、

防水等功能。

４楼梯
楼梯是楼房建筑中联系上下各层的垂直交通设施，供人们上下楼层和紧急疏散使

用。楼梯应坚固、安全、有足够的疏散能力。

楼梯虽然不是建造房屋的目的所在，但由于它关系到建筑使用的安全性，因此在

宽度、坡度、数量、位置，布局形式、防火性能等诸方面均有严格的要求。目前，许多建

筑的竖向交通主要靠电梯、自动扶梯等设备解决，但楼梯作为安全通道仍然是建筑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５屋顶
屋顶是建筑顶部的承重和围护构件。屋顶一般由屋面、保温（隔热）层和承重结

构三部分组成。其中，承重结构的使用要求与楼板层相似；而屋面和保温（隔热）层则

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抵御自然界不良因素的能力，同时，还应能防水、排水与保

温（隔热）。

屋顶又被称为建筑的“第五立面”，对建筑的形体和立面形象具有较大的影响，屋

顶的形式将直接影响建筑物的整体形象。

６地坪
地坪是建筑底层房间与下部土层相接触的部分，它承担着底层房间的地面荷载。

由于首层房间地坪下面往往是夯实的土壤，所以对地坪的强度要求比楼板层低，但其

面层要具有良好的耐磨、防潮性能，有些地坪还要具有防水、保温的性能。

７门窗
门的主要作用是供人们进出和搬运家具、设备，以及紧急疏散时使用，有时兼起采

光、通风作用。由于门是人及家具、设备进出建筑及房间的通道，因此应有足够的宽度

和高度，其数量和位置也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

窗的作用主要是采光、通风和供人眺望，同时也是围护结构的一部分，在建筑的立

面形象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制作窗的材料往往比较脆弱和单薄，造价较

高，同时窗又是围护结构的薄弱环节，因此在寒冷和严寒地区应合理控制窗的面积。

（二）附属构件
１）阳台：直接接触自然、观景等。
２）坡道：通行，特别是用于医院、厂房等。
３）台阶：室外垂直交通。
４）雨篷：构成外门厅。
５）烟囱：排烟。
６）垃圾井：方便生活中的垃圾处理，但污染环境，影响建筑美观，不宜设置。
７）花池：装饰、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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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构造设计原则

建筑构造是研究建筑物各组成部分的构成和构造方法的学科，它涉及建筑材料、

建筑物理、建筑力学、建筑结构、建筑施工以及建筑经济等相关方面知识，具有实践性

强和综合性强的特点。

（一）影响建筑构造设计的因素
建筑物处于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之中，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作用。为

了提高建筑物的使用质量和耐久年限，在建筑构造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影

响，尽量利用其有利因素，避免或减轻不利因素的影响，提高建筑物的抵御能力，根据

影响程度，采取相应的构造方案和措施。建筑构造的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

方面：

１荷载的作用
作用在房屋上的外力统称为荷载，这些荷载包括建筑自重、人、家具、设备、风雪以

及地震荷载等。荷载的大小和作用方式均影响着建筑构件的选材、截面形状与尺寸，

这些都是建筑构造的内容。荷载的大小是结构选型、材料选用及构造设计的依据，因

此在确定建筑构造时，必须考虑荷载的作用。

２人为因素的作用
各种人为因素如噪声、振动、化学辐射、爆炸、火灾等，应通过在房屋相应的部位采

取可靠的构造措施以提高房屋的生存能力。

３自然因素的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的气候、地质、水文等情况差异较大，太阳辐射、冰冻、

降雨、风雪、地下水、地震等因素将给建筑物带来很大影响，为保证正常使用，在建筑构

造设计中，必须在建筑物的相关部位采取防水、防潮、保温、隔热、防震、防冻等措施。

（二）建筑构造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建筑构造方案的选择，直接影响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抵御自然侵袭的能力、结构的

安全可靠、造价的经济性，以及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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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建筑物的功能要求
满足使用功能要求是确定构造方案的首要原则。由于建筑物所在地区不同、用途

不同，在建筑设计时会对建筑构造提出保温、隔热、隔声、吸声、采光、通风等不同要求，

如北方建筑要求保温，而南方建筑要求隔热；剧院、音乐厅等要求吸声；住宅要求隔声

等。为满足建筑物各项功能要求，必须综合运用有关技术知识，以便选择和确定出经

济合理的构造方案。

２保证结构坚固，有利于结构安全
除了根据荷载大小，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等要求来确定建筑物构件的必要尺

寸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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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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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适应建筑工业化的需要
在建筑构造设计中，应用改进传统的建筑方法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发对新材料、新

技术、新构造的应用，因地制宜地发展适用的工业化建筑体系。

４考虑建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效益
建筑构造设计在选择材料上，在保证建筑物坚固耐久的前提下，应注意节约钢材、

木材、水泥三大建筑材料，尽量利用当地材料和工业废料。在构造设计时应考虑降低

建筑造价，减少材料消耗，降低维修和管理的费用。同时，还必须保证建筑的工程

质量。

５注意美观
建筑构件的选型、尺寸、色彩、材料质感以及制作的精细程度，直接影响着建筑的

整体艺术效果，在建筑构造设计时应认真研究，设计出新的优美空间环境。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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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国家环境认证标志的产品。

２　学习单元２　协调建筑模数及绘制定位轴线

-A,�

（１）掌握建筑模数的类型，掌握建筑定位轴线的编号技能。
（２）掌握模数的应用范围。

�6,�

（１）能够进行建筑模数和模数数列的应用。
（２）掌握定位轴线的基本原理。

.-A

一、建筑模数

由于建筑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构配件生产厂家往往是各自独立的企业，甚至可能

不属于同一行业。为了协调建筑设计、施工及构配件生产之间的尺度关系，以达到简

化构件类型、降低建筑造价、保证建筑质量、提高施工效率的目的，我国制定了《建筑

模数协调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０２—２０１３），用以约束和协调建筑的尺度关系。
建筑模数是指选定的标准尺寸单位，作为尺度协调中的增值单位，也是建筑设计、

建筑施工、建筑材料与制品、建筑设备、建筑组合件等各部门进行尺度协调的基础，其

目的是使构配件安装吻合，并有互换性，包括基本模数和导出模数两种。

（一）基本模数
基本模数是模数协调中选用的基本单位，其数值为１００ｍｍ，符号为 Ｍ，即１Ｍ＝

１００ｍｍ。整个建筑物及其一部分或建筑组合构件的模数化尺寸应为基本模数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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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出模数
导出模数是在基本模数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模

数，包括扩大模数和分模数两种。

１扩大模数
扩大模数是基本模数的整数倍数。水平扩大模数基数为 ３Ｍ、６Ｍ、１２Ｍ、１５Ｍ、

３０Ｍ、６０Ｍ，其相应的尺寸分别是３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６０００ｍｍ。竖向扩大模数
基数为３Ｍ、６Ｍ，其相应的尺寸分别是３００、６００ｍｍ。

２分模数
分模数是用整数去除基本模数的数值。分模数基数为 Ｍ／１０、Ｍ／５、Ｍ／２，其相应

的尺寸分别是１０ｍｍ、２０ｍｍ、５０ｍｍ。

知识链接

建筑模数协调简介

建筑模数协调是对建筑物及其构配件的设计、制作、安装所规定的标准尺度体

系，原称建筑模数制。制定建筑模数协调体系的目的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实现建筑制

品、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工业化。许多国家以法规形式公布和推行这种制度。近年

来，一些国际协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和推广这一制度。

二、模数数列

模数数列是以选定的模数基数为基础而展开的模数系统。它可以保证不同建筑

及其组成部分之间尺度的统一协调，有效地减少建筑尺寸的种类，并确保尺寸合理并

有一定的灵活性。建筑物的所有尺寸除特殊情况外，均应满足模数数列的要求。模数

数列幅度有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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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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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模数数列的幅度：Ｍ／１０数列为１／１０～２Ｍ；Ｍ／５数列为１／５～４Ｍ；Ｍ／２数列

为１／２～１０Ｍ。

小提示

　　水平基本模数１Ｍ～２０Ｍ的数列，主要用于门窗洞口和构配件截面等处；竖向基本模数１Ｍ～
３６Ｍ的数列，主要用于建筑物的层高、门窗洞口和构配件截面等处；水平扩大模数３Ｍ、６Ｍ、１２Ｍ、
１５Ｍ、３０Ｍ、６０Ｍ的数列，主要用于建筑物的开间或柱距、进深或跨度、层高、构配件截面尺寸和门
窗洞口等处；竖向扩大模数３Ｍ的数列，主要用于建筑物的高度、层高和门窗洞口等处；分模数Ｍ／
１０、Ｍ／５、Ｍ／２的数列，主要用于缝隙、构造节点、构配件截面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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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数的适用范围

１）基本模数主要用于门窗洞口、建筑物的层高、构配件断面尺寸。
２）扩大模数主要用于建筑物的开间、进深、柱距、跨度，建筑物高度、层高、构配件

标志尺寸和门窗洞口尺寸。

３）分模数主要用于缝宽、构造节点、构配件断面尺寸。

四、构件的三种尺寸

（一）标志尺寸
标志尺寸符合模数数列的规定，用于标注建筑物的定位轴线，或定位面之间的尺

寸，常在设计中使用，故又称设计尺寸。定位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如开间、柱距、进深、

跨度、层高等）以及建筑构配件、建筑组合件、建筑制品有关设备界限之间的尺寸统称

标志尺寸，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标志尺寸

（二）构造尺寸
构造尺寸是指建筑构配件、建筑组合件、建筑制品等之间组合时所需的尺寸。一

般情况下，构造尺寸为标志尺寸减去缝隙尺寸，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构造尺寸

（三）实际尺寸
实际尺寸是指建筑物构配件、建筑组合件、建筑制品等生产出来后的实有尺寸。

实际尺寸与构造尺寸之间的差数应符合建筑公差的规定。

五、定位轴线

定位轴线是建筑施工图中为了表示建筑的具体尺寸而在其主要承重构件处横向

和纵向设置的轴线，采用细点画线表示，是用以确定建筑物位置的线。放线之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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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是根据建筑物的定位轴线予以放线定位的。它是施工中定位、放线的重要依据。

我国发布了相关的技术标准，对砖混结构建筑和大板结构建筑的定位、轴线划分原则

作了具体的规定。建筑需要在水平和竖向两个方向进行定位，平面定位相对复杂

一些。

（一）定位轴线的规定

１定位轴线的绘制
定位轴线应用细点画线绘制，轴线编号应注写在轴线端部的圆内。圆应用细实线

绘制，直径为８ｍｍ，详图上可增为１０ｍｍ。定位轴线圆的圆心，应在定位轴线的延长线
或延长线的折线上，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定位轴线的编号顺序图

２定位轴线的分类
定位轴线分为平面定位轴线和竖向定位轴线。平面定位轴线一般按纵、横两个方

向分别编号。横向定位轴线应用阿拉伯数字按从左至右的顺序编号；纵向定位轴线应

用大写拉丁字母，按从下至上的顺序编号，如图１５所示，但拉丁字母中的Ｉ、Ｏ、Ｚ不得
用于轴线编号，以避免与数字１、０、２混淆。

图１５　轴线分区编号

３定位轴线的编号
１）当建筑规模较大，定位轴线也可以采用分区编号，如图１５中的插轴所示。编

号的注写方式应为“分区号－该区轴线号”。
２）在建筑设计中经常把一些次要的建筑部件用附加轴线进行编号，如非承重墙

等。应用分母表示前一轴线的编号，分子表示附加轴线的编号，编号宜用阿拉伯数字

顺序编号，如： 表示２号轴线后附加的第一根轴线； 表示 Ｂ号轴线后附加的第二
根轴线。１号轴线或Ａ号轴线之前的附加轴线应以分母０１、０Ａ分别表示位于１号轴
线或Ａ号轴线之前的轴线，如 表示１号轴线之前附加的第一根轴线； 表示 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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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之前附加的第二根轴线。

（二）砖墙平面定位轴线的规定
１）承重外墙的平面定位轴线。当底层墙体与顶层墙体厚度相同时，平面定位轴

线与外墙内缘距离为１２０ｍｍ，如图１６ａ所示。

小提示

　　当底层墙体与顶层墙体厚度不同时，平面定位轴线与顶层外墙内缘距离为１２０ｍｍ。

２）承重内墙的平面定位轴线。承重内墙的平面定位轴线应与顶层内墙中线重
合。为了减轻建筑自重和节省空间，承重内墙根据承载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变截面的，

如果墙体是对称内缩，则平面定位轴线中分底层墙身，如图１７ａ所示。如果墙体是非
对称内缩，则平面定位轴线偏中分底层墙身，如图１７ｂ所示。当内墙厚度≥３７０ｍｍ
时，采用双轴线形式，如图１８ａ所示。有时根据要求，要把平面定位轴线设在距离内
墙某一外缘１２０ｍｍ处，如图１８ｂ所示。

图１６　承墙外墙定位轴线
（ａ）底层墙体与顶层墙体厚度相同；（ｂ）底层墙体与顶层墙体厚度不同

　

图１７　承重内墙定位轴线１
（ａ）定位轴线中分底层墙身；（ｂ）定位轴线偏中分底层墙身

ｔ—顶层砖墙厚度

　

图１８　承重内墙定位轴线２
（ａ）双轴线；（ｂ）偏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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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非承重墙除了可按承重墙定位轴线的规定进行定位外，还可以使墙身内缘与
平面定位轴线相重合。

４）带壁柱外墙的墙身内缘与平面定位轴线相重合或在距墙身内缘的１２０ｍｍ处与
平面定位轴线相重合，如图１９所示。

图１９　带壁柱外墙的定位轴线
（ａ）墙身内缘与平面定位轴线重合；

（ｂ）距墙身内缘１２０ｍｍ处与平面定位轴线重合

（三）变形缝处定位轴线的规定

１变形缝一侧为墙体另一侧为墙垛
此时墙垛的外缘应与平面定位轴线重合。如果墙体是外承重墙，平面定位轴线距

顶层墙内缘１２０ｍｍ，如图１１０ａ所示。如果墙体是非承重墙，则平面定位轴线应与顶
层墙内缘重合，如图１１０ｂ所示。

２变形缝两侧均为墙体
如两侧墙体均为承重墙，平面定位轴线应分别设在距顶层墙体内缘１２０ｍｍ处，如

图１１１ａ所示。如两侧墙体均为非承重墙，平面定位轴线应分别与顶层墙体内缘重
合，如图１１１ｂ所示。

图１１０　变形缝外墙与墙垛交界处定位轴线
（ａ）墙按外承重墙处理；（ｂ）墙按非承重墙处理
ｔ—墙厚；ａｉ—定位轴间尺寸；ａｅ—变形缝宽度

　

图１１１　变形缝处两侧为墙体的定位轴线
（ａ）墙按外承重墙处理；（ｂ）墙按非承重墙处理
ｔ—墙厚；ａｉ—定位轴线间尺寸；ａｅ—变形缝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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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带连系尺寸的双墙定位
当两侧墙按承重墙处理时，顶层定位轴线均应距墙内缘１２０ｍｍ；当两侧墙按非承

重墙处理时，定位轴线均应与墙内缘重合，如图１１２所示。

图１１２　带连系尺寸的双墙定位
（ａ）墙按外承重墙处理；（ｂ）墙按非承重墙处理

ｔ—墙厚；ａｅ—变形缝宽度；ａｃ—连系尺寸；ａｉ—定位轴间尺寸

（四）建筑平面标注实例
建筑平面标注实例，如图１１３所示。

图１１３　建筑平面标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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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建筑设计标准化

建筑设计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是建筑工业化的重要前提。众所周知，任何一

项社会生产活动，要达到高质量、高速度，就必须实行机械化、工业化，而当它的生产

过程走向机械化、工业化时，就必然对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提出标准化、系列化和

通用化的要求，否则，机械化和工业化将是不完整和不落实的，高质量和高速度也将

成为一句空话。

要实现建筑工业化，就必须使建筑构配件尺寸统一、类型最少，并做到一种构件

多种使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在建筑设计中实行标准化、系列化和通

用化。

建筑标准化即建筑工业化，是指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来建造房屋，其内容包

括三个方面，即建筑设计标准化、构配件生产工厂化和施工机械化。其中，建筑设计

标准化是实现其余两个方面目标的前提，只有实现了设计标准化，才能简化建筑构

配件的规格类型，为工厂生产商品化的建筑构配件创造基础条件，为建筑产业化、机

械化施工打下基础。

所谓系列化，就是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把同类型建筑物和构配件的主要参数

（包括几何参数、技术参数、工艺参数）经过技术经济比较，按一定规律排列起来，形

成系列，尽可能以较少的品种规格，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为集中专业化、大批量生产

创造条件。

所谓通用化，就是对那些能够在各类建筑中互换通用的构配件加以归类统一，

如楼板与屋面板的统一、单层厂房墙板与多层厂房墙板的统一等。应逐步打破各类

建筑中专用构配件的界限，研究适合于住宅、宿舍、学校、旅馆、医院、幼儿园等建筑

的通用构配件，实现“一件多用”，并尽可能使工业和民用建筑的构配件也互相

通用。

建筑设计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的范围，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扩大，它不

仅应包括建筑构配件，而且还应包括整幢建筑物和建筑群组；不仅应包括建筑、结

构、设备，而且还应包括生产工艺和施工机具等。而要做到这些，设计是关键。

����

建筑物埋置在土层中的承重结构称为基础。基础的构造类型很多，一般按埋置

深度的不同可分为深基础和浅基础，按基础材料可分为刚性基础和非刚性基础，按

构造形式分为条形基础、独立基础、筏形基础和桩基础。

���

１深基础与浅基础有什么区别？
２当建筑物的荷载较大而地基承载能力较小时，基础底面应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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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础与浅基础的区别在于基础的埋深，一般认为埋深大于５ｍ的为深基础，
小于５ｍ的为浅基础。基础的埋深如图１１４所示。

刚性基础是指用砖、石、混凝土等抗压强度大而抗弯、抗剪强度小的材料做成、

受刚性角限制的基础（刚性角是指基础放宽的引线与墙体垂直线之间的夹角）。而

非刚性基础是指用抗拉、抗压、抗剪性能均较好的钢筋混凝土材料做成的基础（不

受刚性角的限制）。

图１１４　基础的埋置深度

当建筑物的荷载较大而地基承载能力较小时，基础底面必须加宽。如果仍采用

混凝土材料做基础，势必加大基础的深度。这样，既增加了挖土工作量，又使材料的

用量增加，对工期和造价都十分不利。如果在混凝土基础的底部配以钢筋，利用钢

筋来承受拉应力，能使基础底部承受较大的弯矩，这时，基础宽度的加大不受刚性角

的限制，故称钢筋混凝土基础为非刚性基础或柔性基础。

-A��

建筑模数的使用

建筑物及其构配件（或组合件）选定的标准尺寸单位，并作为尺寸协调中的增值

单位，称为建筑模数单位。在建筑模数协调中选用的基本尺寸单位，其数值为 １００
ｍｍ，符号为Ｍ，即１Ｍ＝１００ｍｍ，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以此为基本模数。基本模数
的整数值称为扩大模数。整数除基本模数的数值称为分模数。模数是一种度量单位，

这个度量单位的数值扩展成一个系列就构成了模数数列。模数数列可由基本模数 Ｍ
的倍数得出。模数数列在建筑工业化生产中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借助于它才可能分割

某些部件或半成品不剩零头，并把它们的尺寸准确地送进机器中去。模数可以作为建

筑设计依据的度量，它决定每个建筑构件的精确尺寸，它决定体系中和建筑物本身内

建筑构件的位置。模数在建筑设计上表现为模数化网格。网格的尺寸单位是基本模

数或扩大模数。在建筑设计中，每个建筑构件都应与网格线建立一定的关系，一般常

以建筑构件的中心线、偏中线或边线位于网格线上。建筑设计中的主要建筑构件如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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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墙、柱、梁、门窗洞口都应符合模数化的要求，严格遵守模数协调规则，以利于建筑构

配件的工业化生产和装配化施工。

�0�4

１建筑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建筑功能、物质技术条件、建筑形象。这三者之间是
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关系。

２建筑的一般分类方法。
（１）按建筑的使用功能分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农业建筑。
（２）按层数和高度分为低层、多层、中高层和高层建筑。
（３）按建筑规模和数量分为大量性建筑和大型性建筑。
（４）按承重结构材料分为砖木结构、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
（５）按承重结构形式分为砖墙承重结构、框架结构、框架 －剪力墙结构、筒体结

构、空间结构和混合结构。

（６）按建筑主体结构耐久年限分为重要建筑物和高层建筑、一般性建筑、次要建
筑、临时建筑。

（７）按建筑耐火等级分类：具有代表性的、性质重要的或规模宏大的建筑，通常按
一、二级耐火等级进行设计；大量性或一般性建筑按二、三级耐火等级进行设计；很次

要的或临时建筑按四级耐火等级设计。

３建筑模数是选定的标准尺度单位，作为建筑物、建筑构配件、建筑制品以及有
关设备尺寸相互协调的基础，包括基本模数和导出模数两种。

４定位轴线应用细点划线绘制。

���#

１建筑按使用功能通常分为　　　　、　　　　、　　　　。
２所谓　　　　，是指任一建筑构件在规定的耐火试验条件下，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
到失去支持能力或完整性被破坏或失去隔火作用时为止的这段时间，用　　　　
表示。

３墙体应具有足够的　　　　、　　　　、　　　　、良好的耐热性能及防火、隔声、
防水、　　　　。

４构造尺寸是指　　　　、　　　　、　　　　等之间组合时所需的尺寸。一般情况
下，构造尺寸为标志尺寸扣除缝隙尺寸。

５定位轴线应用　　　　绘制，轴线编号应注写在轴线端部的　　　　。

１民用建筑，是指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建筑。民用建筑又分为居住建筑和
公共建筑。 （　　）

２建筑的耐火等级由其组成构件的燃烧本质和耐火时间确定。 （　　）
３柱是建筑物的竖向承重构件，除了不具备围护和分隔的作用外，其他要求与墙体相
差不多。 （　　）

４分模数是用整数去除基本模数的数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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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当建筑规模较大，定位轴线也可以采用分区编号。 （　　）
６当两侧墙按承重墙处理时，顶层定位轴线均应距墙内缘１００ｍｍ。 （　　）

����

１民用建筑
２工业建筑
３农业建筑
４燃烧性能
５建筑模数
６定位轴线

���

１民用建筑由哪几部分组成？各组成部分有何作用？
２建筑物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分类？
３民用建筑物按耐火等级分为几级？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４什么是建筑模数？建筑模数分为哪几种？
５定位轴线的划分原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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