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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 的

通知

建标字第 号

根据原国家建委 建发设字第 号文的要求 由中国

建筑西南设计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及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会同有关单位共同修订的 木结构设计规范 已经有关部门会审

现批准修订后的 木结构设计规范 为国家标准 自一

九八九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原 木结构设计规范 自一

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废止

本规范由建设部管理 具体解释工作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负责 出版发行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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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原国家建委 建发设字第 号文的要求

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及哈尔滨建筑工

程学院会同国内有关科研 设计 施工单位和高等院校对 木结

构设计规范 修订而成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 修订组组织了全国有关设计 科研和

高等院校 按统一的计划要求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试

验 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工程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 参考了有关的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在广泛征求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后 经

反复修改 最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八章和十一个附录 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根

据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的规定 采用

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 全面校准可靠度指标 值

改进材料强度分级方法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改用两条曲线 改

进压弯构件承载能力的计算公式 修正齿连接计算系数 值 增

加胶合木结构内容 增加木结构设计对施工质量要求的内容 以

及完善木结构防腐 防虫药剂和增加木结构防火措施等内容

本规范必须与按 年国家批准发布的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

标准 制订 修订的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等各种建筑结构设计标准规范配套使用 不得与未按 建筑结构

设计统一标准 制订 修订的国家各种建筑结构设计

标准规范混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规范的修订水平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

过程中 注意积累资料 总结经验 如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

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四川成都金华街 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八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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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符 号

作 用 效 应

弯矩设计值

轴心力设计值

保险螺栓承受的拉力设计值

剪力设计值

轴心受拉应力设计值

轴心受压应力设计值

受弯应力设计值

受剪应力设计值

受弯构件的挠度

材料性能和抗力

木材顺纹弹性模量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

木材顺纹抗压及承压强度设计值

木材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

连接物每一剪面的设计承载力

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值

几 何 参 数

毛截面面积

净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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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的计算面积

承压面面积

剪面面积

毛截面惯性矩

毛截面面积矩

毛截面抵抗矩

净截面抵抗矩

截面宽度

剪面宽度

直径

截面高度

回转半径

长度或跨度

受压构件计算长度

剪面长度

半径

弧形构件的曲率半径

螺栓 钉等的间距

钢板 层板的厚度

夹角

坡度

长细比

计 算 系 数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螺栓或钉连接设计承载力的计算系数

螺栓连接中考虑木材斜纹承压的降低系数

考虑沿剪面长度剪应力分布不匀的强度降低系数

弧形木构件抗弯强度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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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使木结构的设计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

策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和节约木材

特制订本规范

第 条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房屋和一般构筑物的

承重木结构 包括由木板组成的承重胶合木结构 的设计

第 条 本规范的设计原则是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设计统一标准 制订的

第 条 承重木结构应在正常温度和湿度环境中的房屋

结构和构筑物中使用

凡处于下列生产 使用条件的房屋和构筑物不应采用木结构

一 极易引起火灾

二 受生产性高温影响 木材表面温度高于

三 经常受潮且不易通风

第 条 木结构的设计 除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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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 料

第一节 木 材

第 条 承重结构用的木材 应从本规范表 所

列的树种中选用 主要的承重构件宜采用针叶材 重要的木制连

接件应采用细密 直纹 无节和无其他缺陷的耐腐的硬质阔叶材

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可逐步扩大树种的利用 当采用

新利用树种木材作承重结构时 可按本规范附录一的要求进行设

计

第 条 承重结构用的木材 其材质可分为三级 设计

时 应根据构件的受力种类按表 的要求选用适当等级的

木材

承重结构木构件材质等级 表

项 次 构 件 类 别 村质等级

受拉或拉弯构件

受弯或压弯构件

受压构件及次要受弯构件 如吊顶小龙骨等

注 屋面板 挂瓦条等次要构件可根据各地习惯选材 本规范不统一规定其材

质等级

本表中木材材质等级系按承重结构的受力要求分级 其选材应符合本规范

附录二材质标准的规定 不得用一般商品材的等级标准代替

胶合木结构用的木材材质 亦分为三级 设计时 应根据胶

合木构件的受力种类和部位 按表 的要求选用适当等级

的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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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木构件的材质等级表 表

项次 构 件 类 别
材质
等级

木材等级配置图

受拉或拉弯构件

受压构件 不包括拱和桁架的

上弦

拱或桁架的上弦以及高度不大

于 的胶合梁

构件上下边缘各 的区

域 且不少于两层板

其余部分

高度大于 的胶合梁

梁的受拉边缘 区域

且不少于两层板

距梁的产边缘 至

梁的受压边缘 区域

且不少于两层板

其余部份

侧立腹板工字梁

受拉翼缘板

受压翼缘板

腹板

注 截面高度

同表 注

选用的各等级木材的材质标准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二的规定

第 条 在制作构件时 木材含水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对于原木或方木结构不应大于

二 对于板材结构及受拉构件的连接板不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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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木制连接件不应大于

四 对于胶合木结构不应大于 且同一构件各木板间的

含水率差别不应大于

第 条 当受条件限制需直接使用湿材制作原木或方木

结构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桁架下弦宜选用型钢或圆钢 当采用木下弦时 宜采用

原木或 破心下料 图 的方木

二 桁架受拉腹杆应采用圆钢 以便于调整

三 在计算和构造上应符合本规范有关湿材的规定

四 板材结构及受拉构件的连接板等 不应使用湿材制作

五 在房屋或构筑物建成后 应加强结构的检查和维护 结

构的检查和维护可按本规范附录三的规定进行

图 破心下料 的方木

第二节 钢 材

第 条 承重木结构中用的钢材 宜采用符合国家现行

的 普通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 规定的平炉或氧气转炉 号钢 对

于承受振动荷载或计算温度低于 的结构 宜采用 号镇静

钢

第 条 螺栓材料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 普通碳素结构

钢技术条件 规定的 号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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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钢构件焊接用的焊条 应符合国家现行 低碳

钢及低合金高强度钢焊条 规定的要求 焊条的型号应与主体金

属强度相适应

第 条 用于承重木结构中的钢材 应具有抗拉强度 伸

长率 屈服点和硫 磷含量的合格保证 对焊接的构件尚应具有

碳含量的合格保证

钢木桁架的圆钢下弦 直径 不小于 的拉杆或计算温

度低于 条件下的钢构件 尚应具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第三节 结 构 用 胶

第 条 承重结构使用的胶 应保证其胶合强度不低于

木材顺纹抗剪和横纹抗拉的强度 胶连接的耐水性和耐久性 应

与结构的用途和使用年限相适应

第 条 对于在使用中有可能受潮的结构以及重要的建

筑物 应采用耐水胶 如苯酚甲醛树脂胶等 对于在室内正常温

湿度环境中使用的一般胶合木结构 可采用中等耐水性胶 如尿

酚醛树脂胶或尿素甲醛树脂胶等

承重结构用胶 除应具有出厂合格证明外 尚应在使用前按

本规范附录四的规定检验其胶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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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设计规定

第一节 设 计 原 则

第 条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

方法 以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第 条 木结构的计算 应考虑下列两种极限状态

一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这种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

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

二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这种极限状态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

件达到正常使用的某项规定容许值

对于所有结构均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其强度及稳定

性

对于在使用时变形值须受限制的结构 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的要求验算其变形

第 条 设计木结构时 荷载应按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 的规定执行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应采用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进行设

计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应采用荷载的短期效应组合进行设计

第 条 设计木结构时 应根据结构破坏产生的后果 采

用不同的安全等级 在一般情况下 工业与民用房屋和一般构筑

物的木结构 其安全等级可取为二级 对于特殊建筑物的木结构

其安全等级可根据具体要求另行确定

本规范所有设计指标均按安全等级为二级确定

第 条 木结构中的钢构件设计 应遵守国家现行 钢

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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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设计指标和容许值

第 条 在正常情况下 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量

应按表 采用

对于下列情况 表 中的设计指标 尚应按下列规定

予以调整

常用树种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表

强度

等级

组

别

适用树种

抗

弯

顺纹
抗压
及
承压

顺纹

抗拉

顺纹

抗剪

横纹承压

全
表
面

局部
表面
及齿面

拉力螺
栓垫板
下 面

弹性

模量

柏 木

东北落叶松

铁杉 油杉

鱼鳞云杉 西
南云杉

油松 新疆落
叶松 云南松 马
尾松

红皮云杉 丽
江云杉 红松 樟
子松

西北云杉 新
疆云杉

杉木 冷杉

栎木 青冈  
木

水曲柳

锥栗 栲木
桦木

注 对位于木构件端部 如接头处 的拉力螺栓垫板 其计算中所取的木材横

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应按 局部表面及齿面 一栏的数值采用

木材树种归类说明见本规范附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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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本规范表 所列的使用条件下 木材的强度设

计值和弹性模量 应乘以该表的调整系数

木材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的调整系数 表

项次 使 用 条 件
调 整 系 数

强度设计值 弹性模量

露天结构

在生产性高温影响下 木材表面温度达

恒荷载验算 注

木构筑物

施工荷载

注 仅有恒荷载或恒荷载所产生的内力超过全部荷载所产生的内力的 时

应单独以恒荷载进行验算

当若干条件同时出现 表列各系数应连乘

二 当采用原木时 若验算部位未经切削 其顺纹抗压和抗

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可提高

三 当构件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不小于 时 其抗弯强

度设计值可提高

四 当采用湿材时 各种木材的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和弹性

模量 以及落叶松木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宜降低

第 条 木材斜纹承压的强度设计值 可按下列公式确

定

当 时

当 时

式中 木材斜纹承压的强度设计值

作用力方向与木纹方向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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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中虚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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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亦可根据 和 数值从图

查得

图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第 条 受弯构件的计算挠度 不应超过表 的容

许挠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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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值 表

项 次 构 件 类 别 容许挠度值

檩 条

缘 条

抹灰吊顶中的受弯构件

楼板梁和搁栅

注 表中 受弯构件的计算跨度

第 条 验算桁架受压构件的稳定时 其计算长度 应

按下列规定采用

一 平面内 取节点中心间的距离

二 平面外 屋架上弦取锚固檩条间的距离 腹杆取节点中

心间的距离 在杆系 框架及类似结构中的受压下弦 取侧向

支撑点间的距离

第 条 受压构件的长细比 不应超过表 的容许

长细比

受压构件的容许长细比 表

项 次 构 件 类 别 容许长细比

结构的主要构件 包括桁架的弦杆 支座处的竖杆

或斜杆以及承重柱等

一般构件

支撑

第 条 原木构件沿其长度的直径变化率 可按每米

或当地经验数值 采用 验算挠度和稳定时 可取构件的

中央截面 验算抗弯强度时 可取最大弯矩处的截面

注 标注原木直径时 应以小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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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承重木结构中的钢构件部分 其强度设计值和

设计容许值应按国家现行 钢结构设计规范 采用

第 条 当采用两根圆钢共同受拉时 宜将钢材的强度

设计值乘以 的调整系数

对圆钢拉杆应验算螺纹部分的净截面受拉 其强度设计值应

按国家现行 钢结构设计规范 粗制螺栓的数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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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木结构构件的计算

第一节 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

第 条 轴心受拉构件的承载能力 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

轴心受拉应力设计值

轴心拉力设计值

受拉构件的净截面面积 计算 时应将分

布在 长度上的缺孔投影在同一截面上扣除

第 条 轴心受压构件的承载能力 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一 按强度验算

二 按稳定验算

式中 木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

轴心受压应力设计值

轴心压力设计值

受压构件的净截面面积

受压构件截面的计算面积 按本规范第

条确定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按本规范第 条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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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受压构件截面的计算面积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一 无缺口时 取

式中 受压构件的毛截面面积

二 缺口不在边缘时

图 取

三 缺口在边缘且为

对称时 图 取

四 缺口在边缘但不

对称时 图 应按

偏心受压构件计算

五 验算稳定时 螺

栓孔可不作为缺口考虑

第 条 轴心受

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应根

据不同树种的强度等级按

下列公式计算

一 树种强度等级为

及

图 受压构件缺口示意图

当 时

当 时

二 树种强度等级为 及

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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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时

式中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构件的长细比 按本规范第 条确定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亦可根据不同的树种强度等级与木构

件的长细比从附录六的附表中查得

第 条 构件的长细比 不论构件截面上有无缺口 均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构件截面的回转半径

构件的毛截面惯性矩

构件的毛截面面积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应按实际长度乘以下列系数

两端铰接

一端固定 一端自由

一端固定 一端铰接

第二节 受弯构件

第 条 受弯构件的抗弯承载能力 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受弯应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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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矩设计值

构件的净截面抵抗矩

第 条 受弯构件的抗剪承载能力 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

受剪应力设计值

剪力设计值

构件的毛截面惯性矩

构件的截面宽度

剪切面以上的毛截面面积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第 条 受弯构件的挠度 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 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值 应按本规范表

采用

构件按荷载短期效应组合计算的挠度

第 条 双向受弯构件 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一 按承载能力验算

二 按挠度验算

式中 和 对构件截面 轴和 轴的受弯应力设计值

和 按荷载短期效应组合计算的沿构件截面 轴

和 轴方向的挠度

对构件截面 轴和 轴的受弯应力设计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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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和 对构件截面 轴和 轴的弯矩设计值

和 对构件截面 轴和 轴的净截面抵抗矩

第三节 拉弯和压弯构件

第 条 拉弯构件的承载能力 应按下式验算

第 条 压弯构件的承载能力 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式中 考虑轴心力和横向弯矩共同作用的折减系数

当验算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稳定时 可按本规范公式

验算 不考虑弯矩的影响

当仅验算压弯构件的截面强度 不考虑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

数 值的影响时 可按下式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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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木结构连接的计算

第一节 齿 连 接

第 条 齿连接可采用单齿 图 或双齿 图

的形式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单齿连接

图 双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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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齿连接的承压面 应与所连接的压杆轴线垂直

二 单齿连接应使压杆轴线通过承压面中心

三 木桁架支座节点的上弦轴线和支座反力的作用线 当采

用方木或板材时 宜与下弦净截面的中心线交汇于一点 当采用

原木时 可与下弦毛截面的中心线交汇于一点 此时 刻齿处的

截面可按轴心受拉验算

四 齿连接的齿深 对于方木不应小于 对于原木不应

小于

桁架支座节点齿深不应大于 为沿齿深方向的构件截面

高度 中间节点的齿深不应大于

双齿连接中 第二齿的齿深 应比第一齿的齿深 至少大

单齿和双齿第一齿的剪面长度不应小于 倍齿深

当采用湿材制作时 水桁架支座节点齿连接的剪面长度应比

计算值加长

第 条 单齿连接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一 按木材承压

式中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第

条确定

承压应力设计值

轴心压力设计值

齿的承压面积

二 按木材受剪

式中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

受剪应力设计值

剪力设计值

剪面计算长度 其取值不得大于 倍齿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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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面宽度

考虑沿剪面长度剪应力分布不匀的强度降低系数

可按表 采用

单齿连接的强度降低系数 表

第 条 双齿连接的承压 应按本规范公式 验

算 但其承压面面积应取两个齿承压面面积之和

双齿连接的受剪 仅考虑第二齿剪面的工作 验算时 仍应

采用本规范公式 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 受剪应力设计值 应按连接中全部剪力设计值 计算

二 剪面计算长度 的取值不得大于 倍齿深

三 双齿连接考虑沿剪面长度剪应力分布不匀的强度降低系

数 值应按表 采用

双齿连接的强度降低系数 表

第 条 桁架支座节点采用齿连接时 必须设置保险螺

栓 保险螺栓应与上弦轴线垂直 保险螺栓所承受的拉力设计值

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保险螺栓所承受的拉力设计值

上弦的轴心压力设计值

上弦与下弦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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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螺栓宜选用 号钢制作 其强度设计值尚应乘以 的

调整系数

设计齿连接时 不应考虑保险螺栓与齿共同作用 双齿连接

宜选用两个直径相同的保险螺栓 图 但不应考虑本规

范第 条的调整系数

附木应与下弦钉牢 钉子数量可按构造布置确定

第二节 螺栓连接和钉连接

第 条 螺栓连接和钉连接中可采用双剪连接 图

或单剪连接 图 连接木构件的最小厚度

应符合表 的要求

图 双剪连接

图 单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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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连接和钉连接中木构件的最小厚度 表

连 接 形 式
螺 栓 连 接

钉 连 接

双剪连接

图

单剪连接

图

注 表中 中部构件的厚度或单剪连接中较厚构件的厚度

边部构件的厚度或单剪连接中较薄构件的厚度

螺栓或钉的直径

对于钉连接 表 中木构件厚度 或 值 应取钉在该构

件中的实际有效长度 在未被钉穿的构件中 计算钉的实际有效

长度时 应扣去钉尖长度 按 计 若钉尖穿出最后构件的

表面 则该构件计算厚度也应减少

第 条 当木构件最小厚度符合本规范表 的要求

时 螺栓连接或钉连接每一剪面的设计承载力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每一剪面的设计承载力

木材顺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螺栓或钉的直径

螺栓或钉连接设计承载力的计算系数 按表

采用

螺栓或钉连接承载力的计算系数 表

连接形式 螺 栓 连 接 钉 连 接

采用钢夹板时 计算系数 取表中螺栓或钉的最大值 当

木构件采用湿材制作时 螺栓连接计算系数 的取值不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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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在单剪连接中 若受条件限制 木构件厚度 不

能满足本规范表 的规定时 则每一剪面的承载力设计值

除应按本规范公式 计算外 尚不得大于 式中

值按本规范表 确定

第 条 若螺栓的传力方向与构件木纹成 角时 按公

式 计算的每一剪面的设计承载力 值应乘以木材斜纹承

压的降低系数 表

斜纹承压的降低系数 值 表

角度
螺 栓 直 径

第 条 螺栓的排列 应按两纵行齐列 图 或

错列 图 布置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两纵行齐列

图 两纵行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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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螺栓排列的最小间距 应符合表 的要求

二 当木构件采用湿材制作时 木构件顺纹端距 应加长

三 当采用钢夹板时 钢板上的端距 取螺栓直径的 倍 边

距 取螺栓直径的 倍

螺栓排列的最小间距 表

构造特点

顺 纹 横 纹

端 距 中 距 边 距 中 距

两纵行齐列

两纵行错列

注 螺栓直径

第 条 钉的排列 可采用齐列 错列或斜列 图

布置 其最小间距应符合表 的要求 对于软质阔叶

材 其顺纹中距和端距应按表中规定增加 对于硬质阔叶材

和落叶松 若无法预先钻孔 不应采用钉连接

在一个节点中 不得少于两颗钉

钉排列的最小间距 表

顺 纹 横 纹

中 距 端 距 中 距

齐 列 错列或斜列

边 距

取插入值

注 钉的直径

构件被钉穿的厚度 本规范图 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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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钉连接的斜列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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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木结构的设计和构造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设计木结构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宜选用以木材为受压或受弯构件的结构型式 如钢木桁

架或撑托式结构 对于在干燥过程中容易翘裂的落叶松 云南松

等树种木材 当用作桁架时 宜采用钢下弦 若采用木下弦 对

于原木 其跨度不宜大于 对于方木不应大于 且应采

取有效的防止裂缝危害的措施

二 为了尽量利用短小木材和低等级木材 宜积极创造条件

采用胶合木构件或胶合木结构

三 木屋盖宜采用外排水 若必须采用肉排水时 不应采用

木制天沟

四 必须采取通风和防潮措施 以防木材腐朽和虫蛀

五 合理地减少构件截面的规格 以符合工业化的要求

六 应保证木结构特别是钢木桁架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的强

度 刚度和稳定性 必要时应在施工图中提出注意事项

第 条 在可能造成风灾的台风地区和山区风口地段

木结构的设计 应从构造上采取有效措施 以加强建筑物的抗风

能力 如 尽量减小天窗的高度和跨度 做成短出檐或封闭出檐

瓦面 特别在檐口处 宜加压砖或座灰 两端山墙宜作成硬山 节

点处檩条与桁架 或山墙 桁架与墙 或柱 门窗框与墙体等

均应锚固

第 条 在结构的同一节点或接头中有两种或多种不同

刚度的连接时 计算上只考虑一种连接传递内力 不应考虑几种

连接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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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杆系结构中的主要木构件 当有对称削弱时 其

净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毛截面面积的 当有不对称削弱时 其

净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毛截面面积的

第 条 木结构中钢拉杆和拉力螺栓及其钢垫板 宜用

号钢制作

圆钢拉杆和拉力螺栓的直径 应按计算确定 但不宜小于

钢拉杆和拉力螺栓方形钢垫板的尺寸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 垫板面积

二 垫板厚度

式中 轴心拉力设计值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按轴心拉力

设计值 与垫板下木构件木纹方向的夹角 由本

规范第 条的公式确定

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系紧螺栓钢垫板的尺寸可按构造要求确定 但其厚度不宜小

于 倍螺栓直径 其边长不应小于 倍螺栓直径 当为圆形

垫板 其直径不应小于 倍螺栓直径

第 条 桁架的圆钢下弦 三角形桁架的钢中拉杆 受

振动荷载影响的钢拉杆以及直径等于或大于 的钢拉杆和

拉力螺栓 都必须采用双螺帽

木结构的钢材部分 应有防锈措施

第 条 在房屋或构筑物建成后 应按本规范附录三进

行木结构的检查和维护 对于用湿材或新利用树种木材制作的木

结构 必须注意工程交付使用前和使用后的第一 二年内的检查

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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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屋面木基层和木梁

第 条 屋面木基层中的主要受弯构件 其强度应按下

列两种荷载组合进行验算 而挠度应按第一种荷载组合验算

一 恒荷载和活荷载 或恒荷载和雪荷载

二 恒荷载和一个 施工集中荷载

在第二种荷载作用下 木材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本规范表

中施工荷载的调整系数

注 密铺屋面板 其计算宽度可按 考虑

第 条 凡设有锻锤或其他较大振动设备的房屋 宜设

置屋面板

第 条 方木檩条宜正放 其截面高宽比不宜大于

当方木檩条斜放时 其截面高宽比不宜大于 并应按本规范第

条的规定进行验算 若有可靠措施以消除或减少沿屋面方

向的弯矩和挠度时 可根据采取措施后的情况进行验算

当采用钢木檩条时 应采取措施保证受拉钢筋下弦折点处的

侧向稳定

椽条在屋脊处应相互连接牢固

第 条 木梁宜用原木 方木或胶合木制作 若有设计

经验 也可采用其他连接方式的组合梁

当采用方木梁时 其截面高宽比不宜大于 当采用胶合木梁

时 其设计应符合本章第七节的要求

木梁在支座处应有可靠的锚固 对于楼盖中的木搁栅 应沿

其跨度每隔 设置一道剪刀撑

第三节 桁 架

第 条 桁架选型可根据具体条件确定 并宜采用静定

的结构体系 当桁架跨度较大或使用湿材时 应选用钢木桁架 对

跨度较小的纵墙承重房屋宜采用密置桁架 对跨度较大的三角形

原木桁架宜采用不等节间的桁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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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木檩条时 桁架间距不宜大于 当采用钢木檩条或

胶合木檩条时 桁架间距不宜大于

第 条 桁架中央高度与跨度之比 不应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桁架最小高跨比 表

序 号 桁 架 类 型

三角形木桁架

三角形钢木桁架 平行弦木桁架 弧形 多边形和梯形

木桁架

弧形 多边形和梯形钢木桁架

注 桁架中央高度

桁架跨度

第 条 桁架应有约为跨度 的起拱

第 条 设计木桁架时 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受拉下弦接头应保证轴心传递拉力 下弦接头不宜多于

两个 接头应锯平对接 并宜采用螺栓和木夹板连接

当采用螺栓夹板连接时 接头每端的螺栓不宜少于 个 且

不应排列成单行 当采用木夹板时 应选用优质的气干木材制作

其厚度不应小于下弦宽度的 若桁架跨度较大 木夹板的厚度

尚不宜小于 当采用钢夹板时 其厚度不应小于

二 桁架上弦的受压接头应设在节点附近 并不宜设在支座

节间和脊节间内 受压接头应锯平对接 并应用木夹板连接 在

接缝每侧至少应用两个螺栓系紧 木夹板的厚度宜取上弦宽度的

长度宜取上弦宽度的 倍

三 若桁架支座节点采用齿连接 应使下弦的受剪面避开木

材髓心 图 并应在施工图中注明

第 条 钢木桁架的下弦 可采用圆钢制作 当跨度较

大或有振动影响时 宜采用型钢

圆钢的下弦 应设有调整松紧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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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受剪面避开髓心示意图

当下弦节点间的距离大于 为圆钢直径 时 应加设

吊杆

杆端有螺纹的圆钢拉杆 当直径大于 时 宜将杆端加

粗 如焊接一段较粗的短圆钢 其螺纹应由车床加工

圆钢应经调直 需接长时宜采用双帮条焊 不应采用搭接焊

当采用闪光接触对焊时 对焊接头应经过冷拉检验

第 条 当桁架上设有悬挂吊车时 吊点应设在桁架节

点处 腹杆与弦杆应采用螺栓或其他连接件扣紧 支撑杆件与桁

架弦杆应采用螺栓连接 当为钢木桁架时 应采用型钢下弦

第 条 当有吊顶时 桁架下弦与吊顶构件间应保持不

小于 的净距

第四节 天 窗

第 条 天窗架的跨度 不宜大于屋架跨度的

天窗架的荷载宜由屋架脊节点及其相邻的上弦节点共同承

担 并应设置斜杆与屋架上弦连接 以保证其平面内的稳定 在

房屋两端开间内不宜设置天窗

天窗架的立柱 应与桁架上弦牢固连接 当采用通长木夹板

时 夹板不宜与桁架下弦直接连接 图

第 条 为防止天窗边柱受潮腐朽 边柱处屋架的檩条

宜放在边柱内侧 图 天窗的窗樘和窗肩宜设在天窗边柱

外侧 并应加设有效的挡雨设施 开敞式天窗应加设有效的挡雨

板 并应作好泛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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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天窗立柱的木夹板示意图

图 天窗边柱柱脚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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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支 撑

第 条 为防止桁架的侧倾 保证受压弦杆的侧向稳定

承担和传递纵向水平力 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结构在施工和使用

期间的空间稳定

第 条 屋盖中的支撑 应根据结构的型式和跨度 屋

面构造及荷载等情况选用上弦横向支撑或垂直支撑 但当房屋跨

度较大或有锻锤 吊车等振动影响时 除应选用上弦横向支撑外

尚应加设垂直支撑

支撑构件的截面尺寸 可按构造要求确定

注 垂直支撑系指在两榀屋架的上 下弦间设置交叉腹杆 或人字腹

杆 并在下弦平面设置纵向水平系杆 用螺栓连接 与上部锚固的

檩条构成一个不变的竖向桁架体系

第 条 当采用上弦横向支撑时 若房屋端部为山墙 则

应在房屋端部第二开间内设置 图 若房屋端部为轻型挡

风板 则在第一开间内设置 若房屋纵向很长 对于冷摊瓦屋面

或大跨度房屋尚应沿纵向每隔 设置一道

上弦横向支撑的斜杆如选用圆钢 应设有调整松紧的装置

图 上弦横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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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当采用垂直支撑时 在跨度方向可根据屋架跨

度大小设置一道或两道 沿房屋纵向应隔间设置并在垂直支撑的

下端设置通长的纵向水平系杆

在有上弦横向支撑的屋盖中 加设垂直支撑时 可仅在有上

弦横向支撑的开间中设置 但应在其他开间设置通长的纵向水平

系杆

第 条 在下列部位 均应设垂直支撑

一 在梯形屋架的支座竖杆处

二 屋架下弦低于支座呈折线形式 在下弦的折点处

三 当设有悬挂吊车时 在吊轨处

四 在杆系拱 框架及类似结构的受压下弦部份节点处

五 在屋盖承重胶合大梁的支座处

以上各项垂直支撑的设置方法 除第三项应按本规范第

条的规定设置外 其余各项可仅在房屋两端第一开间 无山

墙时 或第二开间 有山墙时 设置 但应在其他开间设置通长

的水平系杆

第 条 在木柱承重的房屋中 若柱间无刚性墙 除应

在柱顶设置通长的水平系杆外 尚应在房屋两端及沿房屋纵向每

隔 设置柱间支撑

木柱与桁架之间应设抗风斜撑 斜撑上端应连在桁架上弦节

点处 斜撑与木柱的夹角不应小于

第 条 对于下列非开敞式的房屋 可不设置支撑 但

若房屋纵向很长 则应沿纵向每隔 设置一道支撑

一 当有密铺屋面板和山墙 且跨度不大于 时

二 当房屋为四坡顶 且半屋架与主屋架有可靠连接时

三 当房屋的屋盖两端与其他刚度较大的建筑物相连时

第 条 当屋架设有天窗时 可按本规范第 条和

第 条的规定设置天窗架支撑 天窗架的两边柱处 应按本

规范第 条的规定设置柱间支撑 在天窗范围内沿主屋架脊

节点和支撑节点 应设通长的纵向水平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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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锚 固

第 条 为加强木结构的整体性 保证支撑系统的正常

工作 设计时应采取必要的锚固措施

第 条 下列部位的檩条应与桁架上弦锚固

一 支撑的节点处 包括参加支撑工作的檩条 见本规范图

图 卡板锚固示意图

二 为保证桁架上弦

侧向稳定所需的支承点

三 屋架的脊节点

处

若有山墙时 上述檩

条尚应与山墙锚固

檩条的锚固可根据房

屋跨度 支撑方式及其使

用条件选用螺栓 卡板

图 暗销或其他

可靠方法

上弦横向支撑的斜杆应用螺栓与桁架上弦锚固

第 条 当桁架跨度大于或等于 时 桁架支座应用

螺栓与墙 柱锚固

第 条 设计轻屋面 如油毡 石棉瓦屋面等 或开敞

式建筑的木屋盖时 不论桁架跨度大小 均应将上弦节点处的檩

条与桁架 桁架与柱 木柱与基础等予以锚固

第七节 胶合木结构

第 条 本节的规定适用于由木板组成的一般胶合木结

构的设计 不适用于胶合板与木板组成的胶合板结构

第 条 胶合木结构设计 应充分利用其胶合功能 做

成外形美观 受力合理 用料经济的结构和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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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 直线形的梁宜采用工字形截面 图 弧形

构件和变截面构件宜采用矩形截面 图 及 胶合檩条

可采用侧立腹板工字梁 图

胶合梁的高跨比宜取

图 胶合构件

第 条 制造胶合构件用的木板 当采用一般针叶材和

软质阔叶材时 其刨光后的厚度不宜大于 当采用硬木

松或硬质阔叶材时 不宜大于 木板的宽度不应大于

对于弧形构件 其木板厚度不应大于构件曲率半径的

并不应大于

第 条 木板的接长宜采用指接 图 在一般情

况下 用于承重构件的指接 其指边坡度 不应大于 指长

不宜小于 指端宽度 宜取

当不具备指接条件时 可采用斜搭接 图 用于承重

构件的斜搭接 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为板厚

为减少胶接工作量和材料消耗 木板的接长还可采用对接

图 代替部分斜搭接 但应遵守本规范第 条的规

定

木板的拼宽可采用平接 图 相邻两层木板间的平接

接头距离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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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木板拼接方式

第 条 当胶合构件的木板接头完全采用指接或斜搭接

时 其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指接 同层木板的接头间距不应小于 相邻两层木

板间的接头距离不应小于 为板厚

二 斜搭接 同层木板的接头间距不应小于 相邻两层

木板间的接头距离不应小于

三 在构件同一截面上 木材接头的数目不应多于木板层数

的

四 应避免将各层木板的接头布置成阶梯形

第 条 在木板胶合构件中 木板的接长若需采用对接

接头代替部分斜搭接时 应在施工图中标明可以使用对接的部位

下列部位的斜搭接不得采用对接代替

一 受弯构件 其受拉边缘的 倍截面高度且不少于两层

板的范围内

二 受压或压弯构件以及 的弧形构件 为构件曲

率半径 其上 下边缘 各 倍截面高度 且不少于两层板的

范围内

三 的弧形构件中的全部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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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木板胶合构件可不设置加劲肋 但为保证其侧

向稳定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木板胶合工字形截面的腹板厚度不应小于 且不应

小于翼板宽度的一半

二 矩形或工字形截面的高度 与其宽度 之比值 对于梁不

应大于 对于直线形受压或压弯构件不应大于 对于弧形构件

不应大于

第 条 符合本规范构造要求的胶合构件 在计算时可

视为整截面构件 不考虑胶缝的松弛性

第 条 当设计受弯 拉弯或压弯的胶合构件时 其抗

弯强度设计值 除应按表 采用外 尚应乘以表

的修正系数 对于工字形和 形截面的胶合构件 抗弯强度设计

值 除乘以表 的修正系数外 尚应乘以截面形状的修正系

数

对于弧形构件 如 抗弯强度设计值 尚应乘以按

下式计算的修正系数

式中 弧形木构件抗弯强度修正系数

弧形构件的曲率半径

每层木板的厚度

胶合木构件抗弯强度设计值修正系数 表

截面宽度 当截面高度 为下列数值 时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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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设计对施工的质量要求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木结构的施工 除应遵守国家现行 木结构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外 尚应符合本章规定的质量要求

第 条 制作承重结构的木材 应按设计要求的等级和

树种采用 各等级木材的材质 应符合本规范承重结构木材的材

质标准 附录二 的规定

第 条 制作承重结构的木材 宜提前备料 使木材有

一段干燥时间 制作时应检测其含水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

检测木材含水率可采用电测法 但对截面较大的原木和方木 应

要求其表层 深处含水率的电测值不超过

第 条 当需要对承重结构木材的强度进行检验时 应

按本规范附录七的检验标准进行

第 条 用于承重结构的胶合木 其胶合工艺应符合本

规范附录八的要求

第 条 承重木结构中使用的钢材 除应具有出厂质量

合格证明和标牌外 还应按国家现行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 的要求进行检验

在任何情况下 均不得在承重构件及其连接中使用钢号不明

的钢材

第 条 在木结构施工过程中 每一主要工序交接时

或隐蔽工程覆盖前 均应进行质量检查并做好施工记录 经认

定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工序 木材加工厂成批生产的构配件 也

应附有质量合格证明方可交付现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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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构 件 制 作

第 条 木构件的制作 应保证制成构件的平直度符合

下列要求

一 沿受压和压弯构件长度的单向弯曲 对于方木 不应大

于构件全长的 对于原木 不应大于构件全长的

二 当木梁的跨度较大时 沿梁长的侧向弯曲不应大于梁长

的

三 以锯材制成的构件 其截面的翘弯不得大于构件宽度的

其平面上的扭曲 每米长度内不得大于

第 条 制成的木构件 其实际尺寸对设计尺寸的偏差

不应超出表 规定的容许值

木构件制作的容许偏差值 表

项 次 构 件 名 称 检 查 的 尺 寸
容许偏差

方木的梁 柱和桁架构件

板材构件 方木的檩条和椽条

原木构件

所有木构件

截面宽度与高度

截面宽度与高度

小头直径

构件长度

注 原木截面如呈椭圆形 其直径可按长 短径的平均值确定 检查时 构件上

若留有树皮应予剥去 不得计算在内

第三节 结构连接的制作和装配

第 条 制作和装配齿连接时 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 压杆端面和齿槽承压面应加工平整 装配后的压杆轴线

应与齿槽承压面保持垂直

二 齿槽深度的偏差不应超过

三 支座节点齿的受剪面长度的负偏差 不应超过

四 抵承面未贴紧的局部缝隙 其宽度不应大于 任何

情况下 均不容许有穿透构件宽度的缝隙 也不容许用楔或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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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缝隙

第 条 制作和装配螺栓连接时 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 受力螺栓的孔径 不得大于螺栓直径 构造螺栓的

孔径 可比螺栓直径大

二 受力螺栓间距的容许偏差为

进孔处 且不大于 为螺栓直

径

出孔处 顺纹方向

横纹方向 且不大于板束总厚度

的

第 条 钉连接施工时 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 钉进孔处间距的偏差不应超过 为钉的直径

二 当钉的直径大于 或采用落叶松 硬质阔叶材等做构

件时 应预先钻孔 孔径取钉径的 倍 孔深约为钉入深

度的 倍

第 条 木结构中钢件的焊接应采用电焊 不应采用气

焊或锻接

所有钢件均应除锈 并涂刷防锈漆

第 条 木结构装配的偏差 不应超出表 规定的

容许偏差值

木结构装配的容许偏差值 表

项 次 检 查 项 目 容许偏差

结构长度

跨度

跨度

结构高度

跨度

跨度

节点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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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木结构的运输和安装

第 条 在木结构的运输和贮放过程中应遵守下列规

定

一 防止结构受潮和长时间的日晒雨淋

二 结构竖直放置时 其临时支承点应与结构在建筑物中的

支承相同 并设可靠的临时支撑 以防侧倾 水平放置时 应加

垫木置平 防止构件变形和连接松动

三 经过长途运输和长期贮放的结构 在安装前应再检查一

次其构件和连接是否完好 如发现霉变 破损等情况 应予更换

或修理

第 条 木结构吊装前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 拧紧所有螺栓 包括圆钢拉杆 的螺帽

二 采取防止构件错位和连接松动的措施

三 根据结构的型式和跨度合理确定吊装方法 并按从地面

竖起和提升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加固和试吊 以检验结构的刚度

四 校正支座标高 跨度和间距等

第 条 为防止木结构在安装过程中发生失稳或侧倾

应在安装结构的同时 安装其支撑系统 如属无支撑的结构 则

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以保证结构在施工阶段的安全

第 条 结构安装后的位置对设计位置的偏差 不应超

过表 规定的容许偏差值

木结构安装位置的容许偏差值 表

项 次 检 查 项 目 容 许 偏 差

结构中心线的间距

结构的垂直度

受压或压弯构件对设计外形

支座轴线对支承面中心

支座标高

吊顶四周水平线标高

结构高度的

构件长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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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空 隙

吊 顶

空 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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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木结构的防腐防虫和防火

第一节 木结构的防腐防虫

第 条 为防止木结构受潮而引起木材腐朽 设计时必

须从构造上采取下列防潮和通风措施

一 应在桁架和大梁的支座下设置防潮层 在木柱下设置柱

墩 并严禁将木柱直接埋入土中

二 为保证木结构有适当的通风条件 不应将桁架支座节点

或木构件封闭在墙 保温层或其他通风不良的环境中 图

和图

图 外排水屋盖支座节点通风构造示意图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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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内排水屋盖支座节点通风构造示意图

处于房屋隐蔽部分的木结构 应设通风孔洞

对露天结构在构造上应避免任何部分有积水的可能 并应在

构件之间留有空隙 连接部位除外 使木材易于通风干燥

三 为防止木材表面产生水气凝结 当室内外温差很大时 房

屋的围护结构 包括保温吊顶 应采取有效的保温和隔气措施

第 条 木结构构造上的防腐 防虫措施 除应在设计

图纸中加以说明外 尚应要求在施工的有关工序交接时 检查其

施工质量 如发现有问题应立即纠正

第 条 对下列情况 除从结构上采取通风防潮措施外

尚应采用药剂处理

一 露天结构

二 内排水桁架的支座节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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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檩条 搁栅等木构件直接与砌体接触的部位

四 在白蚁容易繁殖的潮湿环境附近使用木构件

五 虫害严重地区使用马尾松 云南松以及新利用树种中易

感染虫害的木材

六 在主要承重结构中使用不耐腐的树种木材

常用的药剂配方及处理方法 可按本规范附录九采用

注 虫害主要指白蚁 长蠹虫 粉蠹虫及天牛等的蛀蚀
实践证明 沥青只能防潮 防腐效果很差 不宜单独使用

第 条 当以防腐 防虫药剂处理木构件时 应按设计

指定的药剂成分 配方及处理方法采用 若受条件限制而需改变

药剂或处理方法时 应征得设计单位同意 并从本规范附录九中

选择代用的方案

在任何情况下 均不得使用未经鉴定合格的药剂

第 条 木构件 包括胶合木构件 的机械加工应在药

剂处理前进行 木构件经防腐防虫处理后 应避免重新切割或钻

孔 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确有必要作局部修整时 必须对木材

暴露的表面 涂刷足够的药剂

第 条 木材应先胶合后进行药剂处理 当采用耐水性

胶时 可选用浸渍法或涂刷法处理 若为中等耐水性胶 则宜采

用涂刷法

第 条 在使用药剂处理木构件的前后 应作下列检查

和施工记录

一 木构件处理前的含水率及木材表面清理的情况

二 药物出厂的质量合格证明或检验记录

三 药剂调制时间 溶解情况及用完时间

四 药液透入木材的深度和均匀性

五 木材每单位体积 对涂刷法以每单位面积计 吸收的药

量

第二节 木 结 构 的 防 火

第 条 为了防止木结构遭受火灾的危险 在设计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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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守国家现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规定外 尚应采取下列

构造措施

一 在有火源的房屋内 须设置防止火焰 火星及辐射热危

害的防火设施 如防火隔墙 防火幕 石棉隔板等 使木结构与

火源隔开 被隔开的木结构仍应具有通风条件 不得将结构包裹

在防火层内

二 当房屋中有采暖或炊事的砖烟囱时 与水构件相邻部位

的烟囱壁厚度应加厚至

烟囱外表面与木构件之间的净距 不应小于下列规定

对于砖或混凝土烟囱

对于金属烟囱

当烟囱穿过木屋盖的吊顶时 在烟囱周围 范围内 不

得采用可燃材料作保温层

三 当房屋有采暖管道通过木构件时 其管壁表面应与木构

件保持不小于 的净距 若采暖管道的温度超过 此净

距尚应适当加大 或用非燃烧材料隔热

四 木屋盖吊顶内的电线 应采用金属管配线 或使用带金

属保护层的绝缘导线 白炽灯 卤钨灯 荧光高汞灯及其镇流器

等不应直接安装在木构件上

五 有可能遭受火灾危险的木结构 宜采用刨光的方木 包

括胶合木 或原木制作 木屋盖的吊顶及木隔墙等应采用抹灰或

设置水泥石棉板 石膏板等防火措施 保温和隔音材料宜采用非

燃烧材料 如矿棉 炉渣等 制作

第 条 对有可能遭受火灾危险的建筑物以及对防火要

求较高的木结构 除应在构造上采取防火措施外 尚宜用防火涂

料进行处理

承重木结构使用的防火涂料 应是对人畜无毒 且经消防部

门鉴定合格 批准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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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在承重结构中使用新

利用树种木材的设计要求

一 木材的主要特性

槐木 干燥困难 耐腐性强 易受虫蛀

乌墨 密脉蒲桃 干燥较慢 耐腐性强

木麻黄 木材硬而重 干燥易 易受虫蛀 不耐腐

隆缘桉 柠檬桉和云南蓝桉 干燥困难 易翘裂 云南蓝

桉能耐腐 隆缘桉和柠檬桉不耐腐

檫木 干燥较易 干燥后不易变色 耐腐性较强

榆木 干燥困难 易翘裂 收缩颇大 耐腐性中等 易受

虫蛀

臭椿 干燥易 不耐腐 易呈蓝变色 木材轻软

桤木 干燥颇易 不耐腐

杨木 干燥易 不耐腐 易受虫蛀

拟赤杨 木材轻 质软 收缩小 强度低 易干燥 不耐腐

注 木材的干燥难易系指板材而言 耐腐性系指心材部份在室外条件下

而言 边材一般均不耐腐 在正常的温湿度条件下 用作室内不接触地面的

构件 耐腐性并非是最重要的考虑条件

二 应 用 范 围

宜先在木柱 搁栅 檩条和较小跨度的钢木桁架中使用 在

取得成熟经验后 再逐步扩大其应用范围

不耐腐的树种木材 若无可靠的防腐处理措施 不宜用作

露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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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 计 指 标

当材质和含水率符合本规范第 和第 条的要

求时 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量可按附表 采用

新利用树种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附表

强
度
等
级

树 种 名 称

抗弯 顺纹抗压

及 承 压

顺纹抗剪 横纹承压

全表面
局部表面
及 齿 面

拉力螺栓
垫板下面

弹性
模量

槐木 乌墨

木 麻 黄

柠檬桉隆缘桉
蓝 桉

檫 木

榆木臭椿桤木

注 杨木和拟赤扬的顺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可按 级数值乘以 采用 横

纹强度设计值可按 级数值乘以 采用 若当地有使用经验 也可在此

基础上作适当调整

当计算轴心受压和压弯木构件时 其稳定系数 值应按公

式 及 确定

四 构 造 要 求

设计新利用树种木材的承重结构时 除应遵守本规范第六章

有关设计和构造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以新利用树种木材作屋盖的承重结构时 宜采用外部排

水和无天窗的构造方式 若用于桁架 宜采用钢木桁架

应按本规范第八章的要求 注意做好防虫防腐处理 对于

木麻黄等易虫蛀不耐腐的木材宜用于露明部位 若需置入墙内时

除做好构件本身的防虫防腐处理外 尚应对人墙部位加涂防腐油

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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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上弦采用方木时 其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采用

原木时 其小头直径不宜小于 木构件的净截面面积不宜

小于 若有条件 宜直接使用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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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承重结构木材的材质标准

一 方 木

承重结构方木材质标准 附表

项 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腐 朽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木 节

在构件任一面任何 长度上所有木

节尺寸的总和 不得大于所在面宽的
连接部
位为

斜 纹

任何 材长上平均倾斜高度 不得大于

髓 心
应避开受

剪 面

不 限不 限

裂 缝

在连接的受剪面上

在连接部位的受剪面附近 其裂缝深

度 有对面裂缝时用两者之和 不得大于材

宽的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不 限

虫 蛀 允许有表面虫沟 不得有

虫眼

注 对于死节 包括松软节和腐朽节 除按一般木节测量外 必要时尚应按缺

孔验算 若死节有腐朽迹象 则应经局部防腐处理后使用

木节尺寸按垂直于构件长度方向测量 木节表现为条状时 在条状的一面

不量 附图 直径小于 的活节不量



d
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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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  在 此 面 表 现 白 条 状 ,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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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木节量法

二 板 材

承重结构板材材质标准 附表

项 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腐 朽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木 节

在构件任一面任何 长度上所有木

节尺寸的总和不得大于所在面宽的
连接部
位为

斜 纹

任何 材长上平均倾斜高度 不得大于

髓 心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裂 缝

在连接部位的受剪面及其附近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虫 蛀 容许有表面虫沟 不得有

虫眼

注 同附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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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 木

承重结构原木材质标准 附表

项 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腐 朽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木 节

在构件任一面任何 长度上沿
周长所有木节尺寸的总和 不得大于所测部
位原木周长的

每个木节的最大尺寸 不得大于所测

部位原木周长的
连接部
位为

不限

扭 纹

小头 材长上倾斜高度不得大于

髓 心 应避开受

剪 面
不 限不 限

虫 蛀 容许有表面虫沟 不得

有虫眼

注 同附表 注
木节尺寸按垂直于构件长度方向测量 直径小于 的活节不量
对于原木的裂缝 可通过调整其方位 使裂缝尽量垂直于构件的受剪面 予

以使用

四 胶 合 材

胶合木结构板材材质标准 附表

项 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腐 朽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木 节

在木板任一面任何 长度上所有

木节尺寸的总和 不得大于所在面宽的

在木板指接及其两端各 范围内 容许 容许 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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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斜 纹

任何 材长上平均倾斜高度 不得大于

髓 心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裂 缝

木板窄面上的裂缝 其深度 有对面

裂缝用两者之和 不得大于板宽的

木板宽面上的裂缝 其深度 有对面

裂缝用两者之和 不得大于板厚的

不 限不 限对侧立腹
板工字梁
的腹板
对其

他板材不
限

虫 蛀 容许有表面虫沟 不得

有虫眼

涡 纹

在木板指接及其两端各 范围内 不容许 不容许 不容许

注 同附表 注

按本标准选材配料时 尚应注意避免在制成的胶合构件的连接受剪面上有

裂缝

对于有过大缺陷的木材 可截去缺陷部份 经重新接长后按所定级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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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木结构检查与维护要求

木结构工程在交付使用前应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凡属要

害部位 如支座节点和受拉接头等 均应逐个检查 凡是松动的

钢拉杆和螺栓均应拧紧

在工程交付使用后的两年内 使用单位 或房管部门 应

根据当地气候特点 如雪季 雨季和风季前后 每年安排一次检

查 两年以后的检查 可视具体情况予以安排

检查内容包括 屋架支座节点有无受潮 腐蚀或虫蛀 天沟

和天窗有无漏水或排水不畅 下弦接头处有无拉开 夹板的螺孔

附近有无裂缝 屋架有无明显的下垂或倾斜 拉杆有无锈蚀 螺

帽有无松动 垫板有无变形或陷入木材 支撑系统有无松脱 木

构件有无虫蛀和严重的翘曲 斜裂或变形等等

凡有条件的单位 应对木结构 特别是公共建筑和厂房建

筑 建立检查和维护的技术档案

当发现有可能危及木结构安全的情况时 应及时进行加

固

注 采用铅丝捆的方法对防止木材裂缝的发展无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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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胶粘能力检验标准

一 方法概要

胶的胶粘能力 可根据木材胶缝顺纹抗剪强度试验结果进行

判定 对于承重结构用胶 其胶缝抗剪强度不应低于附表 规

定的数值

对承重结构用胶胶粘能力的最低要求 附表

试 件 状 态

胶缝顺纹抗剪强度值

红松等软木松 栎木或水曲柳

干 态

湿 态

二 材 料 要 求

胶合用的木材 应采用软木松 如红松等 详见本规范附

录五 或栎木 水曲柳制作 若需采用其他树种木材 应有经鉴

定通过的技术报告

胶液的工作活性 在 室温下测定时 不应少

于

胶合时木材的含水率 不应大于

三 试 件 制 备

试条由两块 的木板组成 附图

木纹应与木板长度方向平行 年轮与胶合面成 角 不

得采用有树脂溢出的木材

试条胶合前应经刨光 胶合面应密合 边角应完整 胶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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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刨光后 内涂胶 涂胶前 应清除胶合面的木屑和污垢 涂

胶后应放置 再叠合加压 压力可取 在胶

合过程中 室温宜为

试条在加压状态下放置 卸压后再养护 方可加工试

件

附图 试条的尺寸

试件加工

将试条截成四块 附图 按附图 所示的形式和尺寸

制成四个剪切试件

试件刨光后应采用钢角尺检查 两端必须与侧面垂直 端面

必须平整 试件受剪面尺寸的允许偏差为

附图 胶缝顺纹剪切试件

四 试验装置与设备

试件应置于专门的剪切装置 附图 中 在小吨位 一般

为 的木材试验机上进行试验 试验机测力盘的读数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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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达到估计破坏荷载的 或以下

附图 胶缝剪切试验装置

五 试 验 条 件

干态试验应在胶合后的 内进行

湿态试验应在浸水 后立即进行

六 试 验 要 求

试验时 应先用游标卡尺测量剪切面尺寸 准确至 试

件放在夹具上应保证胶合面与加荷方向一致 加荷应均匀 加荷

速度应控制试件 内破坏

试件破坏后 记录荷载最大值 测量试件受剪面上沿木材剪

坏的面积 精确至

七 试验结果的整理与计算

剪切强度极限值按下式计算 精确至

式中 剪切强度极限值

荷载最大值

剪切面积

试验记录应包括 强度极限及破坏特征 并应算出沿木材破

坏面积与胶合面总面积之比 以百分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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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取样方法及判定规则

检验一批胶应至少用两个试条制成八个试件 每一试条各

取两个试件作干态试验 两个作湿态试验 若试验结果符合附表

的要求 即认为该试件合格 若有一个试件不合格 须以加倍

数量的试件重新试验 若仍有一个试件不合格 则该批胶应被判

为不能用于承重结构

若试件强度低于附表 所列数值 但其沿木材部分剪坏

的面积不少于试件剪面的 则仍可认为该试件合格

对常用的耐水胶 可仅作干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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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本规范采用的木材名称及

常用树种木材的主要特性

一 本规范采用的木材名称

本规范除部分不便归类的木材仍采用原树种名称外 对同属

而材性又相近的树种作了归类 并给予相应的木材名称 以利本

规范的施行

经归类的木材名称

东北落叶松包括兴安落叶松和黄花落叶松 长白落叶松 二

种

铁杉包括铁杉 云南铁杉及丽江铁杉

西南云杉包括麦吊云杉 油麦吊云杉 巴秦云杉及产于四川

西部的紫果云杉和云杉

红松包括红松 华山松 广东松 台湾及海南五针松

西北云杉包括产于甘肃 青海的紫果云杉和云杉

冷杉包括各地区产的冷杉属木材 有苍山冷杉 冷杉 岷江

冷杉 杉松冷杉 臭冷杉 长苞冷杉等

栎木包括麻栎  栋 柞木 小叶栎 辽东栎 抱栎 栓皮

栎等

青冈包括青冈 小叶青冈 竹叶青冈 细叶青冈 盘克青冈

滇青冈 福建青冈 黄青冈等

 木包括柄果 脚板 包 石栎 茸毛 猪栎

等

锥栗包括红锥 米槠 苦槠 罗浮锥 大叶锥 钩栗 栲树

南岭锥 高山锥 吊成锥 甜槠等

桦木包括白桦 硕桦 西南桦 红桦 棘皮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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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一般称为白松的木材 实际上包括鱼鳞云杉 红皮云

杉 沙松冷杉及臭冷杉四种 由于各树种的材性差异颇大 因此

本规范不采用白松的统称而分别列出

为了简化叙述 在部分条文和表格中还采用了 软木松 和

硬木松 两个名称 以概括某些树种 软木松系指五针松类 如

红松 华山松 广东松 台湾或海南五针松等 硬木松系指二针

或三针松类 如马尾松 云南松 赤松 樟子松 油松等

二 常用木材的主要特性

落叶松 干燥较慢 易开裂 早晚材硬度及干缩差异均大

在干燥过程中容易轮裂 耐腐性强

铁杉 干燥较易 干缩小至中 耐腐性中等

云杉 干燥易 干后不易变形 干缩较大 不耐腐

马尾松 云南松 赤松 樟子松 油松等 干燥时可能翘

裂 不耐腐 最易受白蚁危害 边材蓝变色最常见

红松 华山松 广东松 海南五针松 新疆红松等 干燥

易 不易开裂或变形 干缩小 耐腐性中等 边材蓝变色最常见

栎木及 木 干燥困难 易开裂 干缩甚大 强度高 甚

重甚硬 耐腐性强

青冈 干燥难 较易开裂 可能劈裂 干缩甚大 耐腐性

强

水曲柳 干燥难 易翘裂 耐腐性较强

桦木 干燥较易 不翘裂 但不耐腐

注 干燥难易 耐腐性的解释同本规范附录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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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及 级木材的 值表 附表

表中的 值系按下列公式算得

当 时

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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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级木材的 值表 附表

表中的 值系按下列公式算得

当 时

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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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木材强度检验标准

一 方 法 概 要

当取样检验一批木材的强度等级时 可根据其弦向静曲强度

的检验结果进行判定 对于承重结构用材 应要求其检验结果的

最低强度不得低于本标准附表 规定的数值

木材强度检验标准 附表

木 材 种 类 针 叶 材 阔 叶 材

强度等级

检验结果
的最低强度
值
不得低于

二 试 验 方 法

按国家现行标准 木材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进行 并应

将试验结果换算到含水率为 的数值

三 取样方法及判定规则

应从每批木材的总根数中随机抽取三根为试材 在每根试

材髓心以外部分切取三个试件为一组 根据各组平均值中最低的

一个值确定该批木材的强度等级

按检验结果确定的木材等级 不得高于表 中同

树种木材的强度等级 对于树名不详的木材 应按检验结果确定

的等级 采用该等级 组的设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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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胶 合 工 艺 要 求

胶合构件的胶合应在室内进行 在整个胶合和养护过程

中 室温不应低于

为保证指接接头的质量 制作时 应在专门的铣床上加工

所采用的刀具应经技术鉴定合格 所铣的指头应完整 不得有缺

损

木板接头铣 刨后 应在 内胶合 胶合时应对胶

合面均匀加压 斜搭接的压力为 指接的

压力为 指接加压时 应在指的两侧用卡具卡紧

然后从板端施压 接头胶合后 应在加压状态下养护 若

用高频电热加速胶的固化 则可免除养护 但电热温度及时间应

经试验确定

木板应在完成其指接或斜搭接的胶合工序后 方可刨光胶

合面 刨光的质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上 下胶合面应密合 无局部透光 个别部位因刀口缺

损造成的凸痕 不应高出板面

在刨光的木板中 靠近木节处的粗糙面长度不应大于

采用对接接头的两木板 其厚度偏差不应超过

木板刨光后 宜在 内胶合 至多不超过 木材上

胶前 还应清除胶合面上的污垢

木板上胶叠合后应对整个胶合面均匀加压 对于直线形构

件压力应为 对于曲线形构件 压力应为

为保证胶合构件在进入下一工序前胶缝有足够的强度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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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胶合的加压和养护时间应符合附表 的要求 当采用高频电

热或微波加热时 胶合加压及养护时间应按试验确定

胶合构件加压及养护的最短时间 附表

构 件 类 别

室 内 温 度

加 压 持 续 时 间

不起拱的构件

起拱的构件

曲线形构件

所有构件
加压及卸压后养护的总时间

胶合构件的制造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胶缝局部未粘结段的长度 在构件剪力最大的部位 不

应大于 在其他部位 不应大于 所有的未粘结处

均不得有贯穿构件宽度的通缝 相邻两个未粘结段的净距 应不

小于

在指接或斜搭接的胶缝中 不得有未胶合处

胶缝的厚度应控制在 之间 如局部有厚度

超过 的胶缝 其长度应小于 且最大的厚度不应超

过

以底层木板为准 各层板在宽度方向凸出或凹进不应超

过

制成的胶合构件 其实际尺寸对设计尺寸的偏差不应超

过 且不应超过设计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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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 木材防腐防虫处理要求

一 药 剂

木材常用的防腐防虫药剂 附表

药
剂
类
别

药 剂

代号

药 剂

名 称

配方组成

按质量计

处理液

浓 度 药剂特点及适用范围

水

剂

硼酚合剂

硼 酸

硼 砂

五氯酚钠

不耐水 仅适用于室内

条件下的防腐防虫处理

氟酚合剂

五氯酚钠

氟 化 钠

碳 酸 钠

较耐水 对白蚁的效力

较大 适用范围同上

铜 铬 硼

合 剂

硫 酸 铜

重铬酸钠

硼 酸

耐水 对木腐菌的效力

较大 但处理的木材呈褐

色 适用于室内外条件

铜 铬 砷

合 剂

型

硫 酸 铜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铜 铬 砷

合 剂

型

硫 酸 铜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耐水 具有持久而稳定

的防腐防虫效力 适用于

室内外条件

同上 更适用于白蚁危害

严重的地区

油

剂

五 氯 酚

林 丹

合 剂

五 氯 酚

林 丹

柴油或蒽油

耐水 防腐防虫效力可

靠而持久 可用于处理与

砌体接触的木构件 若采

用蒽油为溶剂 则仅可用

于室外

木 材 防

腐 油 或

蒽 油

煤焦油的蒸馏物

耐水 防腐防虫效力稳

定而持久 但有恶臭 仅

限于室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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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药
剂
类
别

药 剂

代号

药 剂

名 称

配方组成

按质量计

处理液

浓 度 药剂特点及适用范围

乳

剂

二氯苯醚

菊 酯

二氯苯醚菊酯

溶剂及乳化剂

为低毒高效杀虫剂 对

昆虫有强烈触杀效力 但

对真菌无效

浆

膏

氟 化 钠

浆 膏

氟 化 钠

砷酸钠或亚砷酸钠

号石油沥青

柴 油

药剂借扩散作用渗入木

材 适用于局部的防腐防

虫处理 如柱脚 屋架支

座节 构件与砌体接触面

等 效果十分显著

注 装饰用材如仅为预防粉蠹虫类为害 配方中可不加五氯酚钠

和 配方中的重铬酸钠也可改用重铬酸钾

如仅为防治虫害 除 外 还可试用溴氰菊酯 氯氰菊酯和杀灭菊酯等

低毒高效的新型杀虫剂

市售的其他药剂 如具有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也可采用

药剂和油类的运输 装卸 储存和使用 均应严格遵守有关部门颁发的技

术安全规定 做好防护工作 以确保安全

二 处 理 方 法

防腐防虫药剂及其处理方法选用表 附表

木材

的耐

腐性

等级

环

境

分

类

药 剂 及 其 处 理 方 法

加 压 浸 渍 热冷槽或常温常压浸渍 喷 或 涂

药 剂 代 号
吸收量

药剂代号
吸收量

药剂代号
用 量

不耐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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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木材

的耐

腐性

等级

环

境

分

类

药 剂 及 其 处 理 方 法

加 压 浸 渍 热冷槽或常温常压浸渍 喷 或 涂

药 剂 代 号
吸收量

药剂代号
吸收量

药剂代号
用 量

不耐腐

中

等

耐

腐

及

耐

腐

易虫蛀

注 环境分为三类

类为露天及室内不露明的潮湿环境 如与地面或砌体接触的木构件

类为室内露明但易受潮的环境 如厕所 浴室及某些生产性房屋

类为室内通风干燥的环境

当采用中等耐腐木材时 位于三类环境中的木构件 一般建筑物可不用防腐

剂处理 但对重要建筑物仍应按表中 类环境要求进行防腐处理 在 类环

境中使用耐腐木材时 可不用防腐剂处理

水剂吸收量指干盐量 油剂吸收量包括溶剂在内

由于承重构件使用的木材种类及截面尺寸较多 防腐 防虫药剂的渗透深度

未作统一规定 但在 类环境中要求边材渗透 以上

当采用 药剂并用热冷槽法处理时 热槽中只用硼砂溶液 不加硼酸和

五氯酚钠 以免其中某些成分挥发 影响车间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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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 非法定计量单位与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关系

非法定计量单位与法定计量单位换算表 附表

量 的 名 称
非 法 定 计 量 单 位 法 定 计 量 单 位

名 称 符 号 名 称 符 号
单 位 换 算 关 系

力 重力
千 克 力 牛 顿

吨 力 千 牛 顿

力矩 弯矩扭矩
千克力米 牛 顿 米

吨 力 米 千牛顿米

应力 材料强度

千克力每平方毫米 牛顿每平方毫米 兆帕斯卡

千克力每平方厘米 牛顿每平方毫米 兆帕斯卡

弹性模量
变形模量 千克力每平方厘米 牛顿每平方毫米 兆帕斯卡

注 非法定计量单位与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 本规范允许采用近似的整数换算值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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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或其它规定

执行时 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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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哈

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参加单位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及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所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福建

省建筑设计院 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所 福州大学

湖南大学

主要起草人 许政谐 古天纯 黄美灿 王永维 梁 坦 倪士

珠 樊承谋 王振家 黄绍胤 季直仓 李源哲 施

振华 黄焯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