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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1999]309号文的要求，《建筑工程大模板技术规程》标准编制组

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符号；3.大模板组成基本规定；4.大

模板设计；5.大模板制作与检验；6.大模板施工与验收；7.运输、维修与保管。 

本规程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地址：河北省廊坊市

金光道 61号；邮政编码：650000）。 

本规程参编单位：北京利建模板公司、北京星河模板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区建筑公司、北京住总集团住三模板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杨亚男  胡健  贺军  史良  金燕兰  高向荣  吴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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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适应建筑工程大模板技术的发展，使其设计、制作与施工达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安全适用、保证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多层和高层建筑及一般构筑物竖向结构现浇混凝土工程在模板

的设计、制作与施工。 

1.0.3 大模板的设计、制作和施工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

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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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大模板 large-area formwork 

模板尺寸和面积较大且有足够承载能力，整装整拆的大型模板。 

2.1.2 整体式大模板 entire  large-area  formWork 

模板的规格尺寸以混凝土墙体尺寸为基础配置的整块大模板。 

2.1.3 拼装式大模板 assembling  large-area  formwork 

以符合建筑模数的标准模板块为主、非标准模板块为辅组拼配置的大型模板。 

2.1.4 面板 surface  panel 

与新浇筑混凝土直接接触的承力板。 

2.1.5 肋  rib 

支撑面板的承力构件，分为主肋，次肋和边肋等。 

2.1.6 背楞  waling 

支撑肋的承力构件。 

2.1.7对拉螺栓  tie bolt 

    连接墙体两侧模板承受新浇混凝土侧压力的专用螺栓。 

2.1.8自稳角  angle  of  self-stebilizaiion 

    大模板竖向停放时，靠自重作用平衡风荷载保持自身稳定所倾斜的角度。 

                                 

2.2  符    号 

F——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的最大侧压力； 

nH ——内墙模板配板设计高度； 

wH ——外墙模板配板设计高度；  

yh ——有效压头高度； 

第 8 页 

 
 

 
 

 
 

 
 

aL 、 、 、 ——模板配板设计长度； bL cL dL



 

              

dS ——吊环净截面面积； 

α——自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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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模板组成基本规定 

3.0.1 大模板应由面板系统、支撑系统、操作平台系统及连接件等组成，示意图见

本规程附录 A。 

3.0.2 组成大模板各系统之间的连接必须安全可靠。 

3.0.3 大模板的面板应选用厚度不小于 5mm 的钢板制作，材质不应低于 Q235A 的性

能要求，模板的肋和背楞宜采用型钢、冷弯薄壁型钢等制作，材质宜与钢面板材质

同一牌号，以保证焊接性能和结构性能。 

3.0.4 大模板的支撑系统应能保持大模板竖向放置的安全可靠和在风荷载作用下的

自身稳定性。地脚调整螺栓长度应满足调节模板安装垂直度和调整自稳角的需要，

地脚调整装置应便于调整，转动灵活。 

3.0.5 大模板钢吊环应采用 Q235A 材料制作并应具有足够的安全储备，严禁使用冷

加工钢筋。焊接式钢吊环应合理选择焊条型号，焊缝长度和焊缝高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装配式吊环与大模板采用螺栓连接时必须采用双螺母。 

3.0.6 大模板对拉螺栓材质应采用不低于 Q235A 的钢材制作，应有足够的强度承受

施工荷载。 

3.0.7 整体式电梯井筒模应支拆方便、定位准确，并应设置专用操作平台，保证施

工安全。 

3.0.8 大模板应能满足现浇混凝土墙体成型和表面质量效果的要求。 

3.0.9 大模板结构构造应简单、重量轻、坚固耐用、便于加工制作。 

3.0.10 大模板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刚度和稳定性，应能整装整拆，组拼便利，在

正常维护下应能重复周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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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模板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大模板应根据工程类型、荷载大小、质量要求及施工设备等结合施工工艺进行

设计。 

4.1.2大模板设计时板块规格尺寸宜标准化并符合建筑模数。 

4.1.3大模板各组成部分应根据功能要求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进行设计计算。 

4.1.4大模板设计时应考虑运输、堆放和装拆过程中对模板变 

形的影响。 

4.2  大 模 板 配 板 设 计 

4.2.1配板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应根据工程结构具体情况按照合理、经济的原则划分施工流水段； 

    2模板施工平面布置时，应最大限度地提高模板在各流水段的通用性； 

    3大模板的重量必须满足现场起重设备能力的要求； 

    4清水混凝土工程及装饰混凝土工程大模板体系的设计应满足工程效果要求。 

4.2.2配板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绘制配板平面布置图； 

    2绘制施工节点设计、构造设计和特殊部位模板支、拆设计图； 

    3绘制大模板拼板设计图、拼装节点图； 

    4编制大模板构、配件明细表，绘制构，配件设计图； 

    5编写大模板施工说明书。 

 4.2.3配板设计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配板设计应优先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 

    2拼装式大模板配板设计时，应优先选用大规格模板为主板： 

    3配板设计宜优先选用减少角模规格的设计方法； 

    4采取齐缝接高排板设计方法时，应在拼缝外进行刚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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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模板吊环位置应保证大模板吊装时的平衡，宜设置在模板长度的 0.2～0.25L

处； 



 

              

6大模板配板设计尺寸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1）大模板配板设计高度尺寸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4.2.3-1）： 

                                       (4.2.3-1) ahhH cn +−= 1

                                              (4.2.3-2) ahH cw +=

式中  ——内墙模板配板设计高度（mm）； nH

      ——外墙模板配板设计高度（mm）； wH

      ——建筑结构层高（mm）； ch

      ——楼板厚度（mm）； lh

a——搭接尺寸（mm）；内模设计：取 =10～30mm； a

                          外模设计：取 ＞50mm。 a

2）大模板配板设计长度尺寸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4.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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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3) iza BdaLL −== )(

                                (4.2.3-4) ∆−−=−= izb BcbLL )(

                               (4.2.3-5) ∆−−+−= 5.0izc BacLL

                               (4.2.3-6) ∆−−+−= 5.0izd BdbLL

式中 、 、 、 ——模板配板设计长度（mm）； aL bL cL dL

zL ——轴线尺寸（mm）；     

                ——每一模位角模尺寸总和（mm）； iB

∆——每一模位阴角模预留支拆余量总和， 

                          取 =3～5（mm）； ∆

      、 、 、 ——墙体轴线定位尺寸（mm）。 a b c d

4.3大模板结构设计计算 

4.3.1大模板结构的设计计算应根据其形式综合分析模板结构特点，选择合理的计算

方法，并应在满足强度要求的前提下，计算其变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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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当计算大模板的变形时，应以满足混凝土表面要求的平整度为依据。 

4.3.3 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及混凝土施工工艺的实际情况计算其承载能



 

              

力。当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参与大模板荷载效

应组合的各项荷载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计算大模板的结构和构件的强度、

稳定性及连接强度应采用荷载的设计值，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变形时应采用

荷载标准值。 

4.3.4大模板及配件使用钢材的强度设计值、焊缝强度设计值和螺栓连接强度设计值

可按本规程附录 C表 C.0.1。表 C.0.2、表 C.0.3，表 C.0.4选用。 

4.3.5大模板操作平台应根据其结构形式对其连接件，焊缝等进行计算。大模板操作

平台应按能承受 1kN/m
2
的施工活荷载设计计算，平台宽度宜小于 900mm，护栏高度不

应低于 1100mm。 

4.3.6风荷载作用下大模板自稳角的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模板的自稳角以模板面板与铅垂直线的夹角“α”表示（图 4.3.6）： 

           α≥           （4.3.6-1） kk KKPP ωω 2/])4(arcsin[ 2/1222 ++−

式中α——大模板自稳角（o）； 

P——大模板单位面积自重 1kN/m
2
； 

K——抗倾倒系数，通常 K=1.2； 

kω —风荷载标准值（1kN/m
2
）； 

 

kω =               (4.3.6-2) 1600/2
fzs vµµ

式中 ——风荷载体型系数，取 =1.3；                  sµ sµ

zµ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大模板地面堆放时 =1；    zµ

fv ——风速（m／s），根据本地区风力级数确定，换算

关系参照附录 D。                                 图 4.3.6大模板自稳角示意 

    2 当验算结果小于 10o时，取 ≥10 o；当验算结果大于 20o时，取 ≤20 o，

同时采取辅助安全措施。 

α α

4.3.7大模板钢吊环截面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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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个钢吊环按 2 个截面计算，吊环拉应力不应大于 50N/mm
2
，大模板钢吊环净

截面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dS
502×

xFdK
                    （4.3.7） 

式中 ——吊环净截面面积（ ）； dS 2mm

    ——大模板吊装时每个吊环所承受荷载的设计值（N）； xF

dK ——截面调整系数，通常 ：2.6。 K

    2当吊环与模板采用螺栓连接时，应验算螺纹强度；当吊环与模板采用焊接时，

应验算焊缝强度。 

4.3.8 对拉螺栓应根据其结构形式及分布状况，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进行强度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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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模板制作与检验 

5.0.1大模板应按照设计图和工艺文件加工制作。 

5.0.2大模板所使用的材料，应具有材质证明，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5.0.3大模板主体的加工可按下列基本工艺流程： 

下料 → 零、构件加工 → 组拼、组焊 → 校正 → 过程检验 → 涂漆 →  

标识 →最终检验 → 入库 

5.0.4大模板零，构件下料的尺寸应准确，料口应平整；面板、肋、背楞等部件组拼

组焊前应调平、调直。     

5.0.5大模板组拼组焊应在专用工装和平台上进行，并采用合理的焊接顺序和方法。 

5.0.6大模板组拼焊接后的变形应进行校正。校正的专用平台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

并应配有调平装置。 

5.0.7钢吊环、操作平台架挂钩等构件宜采用热加工并利用工装成型。 

5.0.8大模板的焊接部位必须牢固、焊缝应均匀、焊缝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焊渣应

清除干净，不得有夹渣、气孔、咬肉、裂纹等缺陷。 

5.0.9防锈漆应涂刷均匀，标识明确，构件活动部位应涂油润滑。 

5.0.10整体式大模板的制作允许偏差与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5.0.10的要求。 

5.0.11拼装式大模板的组拼允许偏差与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5.0.11的要求。 

表 5.0.10整体式大模板制作允许偏差与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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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模板高度 ± 3 卷尺量检查 

2 模板长度 -2 卷尺量检查 

3 模板板面对角线差 ≤3 卷尺量检查 

4 板面平整度 2 2m靠尺及塞尺检查 

5 相邻面析拼缝高低差 ≤0.5 平尺及塞尺量检查 

6 相邻面板拼缝间隙 ≤0.8 塞尺量检查 

 



 

              

 

表 5.0.11拼装式大模板组拼允许偏差与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模板高度 ± 3 卷尺量检查 

2 模板长度 -2 卷尺量检查 

3 模板板面对角线差 ≤3 卷尺量检查 

4 板面平整度 2 2m靠尺及塞尺检查 

5 相邻面析拼缝高低差 ≤1 平尺及塞尺量检查 

6 相邻面板拼缝间隙 ≤1 塞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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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模板施工与验收 6 大模板施工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大模板施工前必须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 6.1.1 大模板施工前必须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 

6.1.2大模板安装必须保证工程结构各部分形状，尺寸和预留、预埋位置的正确。 6.1.2大模板安装必须保证工程结构各部分形状，尺寸和预留、预埋位置的正确。 

6.1.3大模板施工应按照工期要求，并根据建筑物的工程量、平面尺寸、机械设备条

件等组织均衡的流水作业。 

6.1.3大模板施工应按照工期要求，并根据建筑物的工程量、平面尺寸、机械设备条

件等组织均衡的流水作业。 

6.1.4浇筑混凝土前必须对大模板的安装进行专项检查，并做检验记录。 6.1.4浇筑混凝土前必须对大模板的安装进行专项检查，并做检验记录。 

6.1.5浇筑混凝土时应设专人监控大模板的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1.5浇筑混凝土时应设专人监控大模板的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1.6吊装大模板时应设专人指挥，模板起吊应平稳，不得偏斜和大幅度摆动。操作

人员必须站在安全可靠处，严禁人员随同大模板一同起吊。 

6.1.6吊装大模板时应设专人指挥，模板起吊应平稳，不得偏斜和大幅度摆动。操作

人员必须站在安全可靠处，严禁人员随同大模板一同起吊。 

6.1.7吊装大模板必须采用带卡环吊钩。当风力超过 5级时应停止吊装作业。 6.1.7吊装大模板必须采用带卡环吊钩。当风力超过 5级时应停止吊装作业。 

6.2施工工艺流程 6.2施工工艺流程 

6.2.1大模板施工工艺可按下列流程进行： 6.2.1大模板施工工艺可按下列流程进行： 

施工准备 → 定位放线 → 安装模板的定位装置 → 安装门窗洞口模板 施工准备 → 定位放线 → 安装模板的定位装置 → 安装门窗洞口模板 

分层对称浇筑混凝土 ← 验收 ← 调整模板、紧固对拉螺栓 ← 安装模板 

拆模 → 模板清理 

6.3大模板安装 

6.3.1安装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大模板安装前应进行施工技术交底； 

    2模板进现场后，应依据配板设计要求清点数量，核对型号； 

    3组拼式大模板现场组拼时，应用醒目字体按模位对模板重新编号； 

    4大模板应进行样板间的试安装，经验证模板几何尺寸、接缝处理、零部件等准

确后方可正式安装； 

    5大模板安装前应放出模板内侧线及外侧控制线作为安装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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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合模前必须将模板内部杂物清理干净； 

    7合模前必须通过隐蔽工程验收； 



 

              

    8模板与混凝土接触面应清理干净、涂刷隔离剂，刷过隔离剂的模板遇雨淋或其

他因素失效后必须补刷；使用的隔离剂不得影响结构工程及装修工程质量； 

    9已浇筑的混凝土强度未达到 1.2N/ mm2以前不得踩踏和进行下道工序作业； 

    10 使用外挂架时，墙体混凝土强度必须达到 7.5N/mm2以上方可安装，挂架之

间的水平连接必须牢靠，稳定。 

6.3.2大模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大模板安装应符合模板配板设计要求； 

    2模板安装时应按模板编号顺序遵循先内侧、后外侧，先横墙、后纵墙的原则安

装就位； 

    3大模板安装时根部和顶部要有固定措施； 

    4门窗洞口模板的安装应按定位基准调整固定，保证混凝土浇筑时不移位； 

    5大模板支撑必须牢固、稳定，支撑点应设在坚固可靠处，不得与脚手架拉结； 

    6紧固对拉螺栓时应用力得当，不得使模板表面产生局部 

变形； 

    7大模板安装就位后，对缝隙及连接部位可采取堵缝措施，防止漏浆、错台现象。 

6.4大模板安装质量验收标准 

6.4.1 大模板安装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大模板安装后应保证整体的稳定性，确保施工中模板不变形、不错位、不胀模； 

2模板间的拼缝要平整、严密，不得漏浆； 

3模板板面应清理干净，隔离剂涂刷应均匀，不得漏刷。 

6.4.2大模板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4.2工的规定。 

                表 6.4.2大模板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第 19 页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轴线位置 4 尺量检查 

截面内部尺寸 ± 2 尺量检查 

全高≤5m 3 线坠及尺量检查 层高垂直度 

全高＞5m 5 线坠及尺量检查 

相邻模板板面高低差 2 平尺及塞尺量检查 

表面平整度 ＜4 
20m 内上口拉直线尺量检查下口按模

板定位线为基准检查 



 

              

6.5大模板拆除和堆放 

6.5.1大模板的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大模板拆除时的混凝土结构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能

保证混凝土表面及棱角不受损坏； 

    2大模板的拆除顺序应遵循先支后拆、后支先拆的原则； 

    3拆除有支撑架的大模板时，应先拆除模板与混凝土结构之间的对拉螺栓及其他

连接件，松动地脚螺栓，使模板后倾与墙体脱离开；拆除无固定支撑架的大模板时，

应对模板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4任何情况下，严禁操作人员站在模板上口采用晃动、撬动或用大锤砸模板的方

法拆除模板； 

    5拆除的对拉螺栓、连接件及拆模用工具必须妥善保管和 

    放置，不得随意散放在操作平台上，以免吊装时坠落伤人； 

    6 起吊大模板前应先检查模板与混凝土结构之间所有对拉螺栓、连接件是否全

部拆除，必须在确认模板和混凝土结构之间无任何连接后方可起吊大模板，移动模

板时不得碰撞墙休； 

    7大模板及配件拆除后，应及时清理干净，对变形和损坏的部位应及时进行维修。 

6.5.2大模板的堆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大模板现场堆放区应在起重机的有效工作范围之内，堆放场地必须坚实平整，

不得堆放在松土、冻上或凹凸不乎的场地上。 

    2大模板堆放时，有支撑架的大模板必须满足自稳角要求；当不能满足要求时，

必须另外采取措施，确保模板放置的稳定。没有支撑架的大模板应存放在专用的插

放支架上，不得倚靠在其他物体上，防止模板下脚滑移倾倒。 

3 大模板在地面堆放时，应采取两块大模板板面对板面相对放置的方法，且应

在模板中间留置不小于 600mm的操作间距；当长时期堆放时，应将模板连接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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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输、维修与保管 

7.1运     输 

7.1.1大模板运输应根据模板的长度、高度、重量选用适当的车辆。 

7.1.2 大模板在运输车辆上的支点、伸出的长度及绑扎方法均应保证模板不发生变

形，不损伤表面涂层。 

7.1.3大模板连接件应码放整齐，小型件应装箱、装袋或捆绑，避免发生碰撞，保证

连接件的重要连接部位不受破坏。 

7.2维     修 

7.2.1现场使用后的大模板，应清理粘结在模板上的混凝土灰浆及多余的焊件、绑扎

件，对变形和板面凹凸不平处应及时修复。 

7.2.2肋和背楞产生弯曲变形应严格按产品质量标准修复。 

7.2.3焊缝开焊处，应将焊缝内砂浆清理干净，重新补焊修复平整。 

7.2.4大模板配套件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地脚调整螺栓转动应灵活，可调到位； 

2承重架焊缝应无开焊处，锈蚀严重的焊缝应除锈补焊； 

3对拉螺栓应无弯曲变形，表面无粘结砂浆，螺母旋转灵活； 

7.3保     管 

7.3.1对暂不使用的大模板拆除支架维修后，板面应进行防锈处理，板面向下分类码

放。 

7.3.2大模板堆放场地地面应平整、坚实、有排水措施。 

7.3.3零、配件入库保存时，应分类存放。 

7.3.4大模板叠层平放时，在模板的底部及层间应加垫木，垫木应上下对齐，垫点应

保证模板不产生弯曲变形；叠放高度不宜超过 2m，当有加固措施时可适当增加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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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大模板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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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大模板荷载及荷载效应组合 

B.0.1 参与大模板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可符合表 B.0.1的规定。 

 

表 B.0.1参与大模板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 

参与大模板荷载效应组合的荷载项 

计算承载能力 计算抗变形能力 

倾全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 

+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 

+ 

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 

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 

 

B.0.2大模板荷载的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 

倾倒混凝土时对竖向结构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可按表 B.0.2取值。 

表 B.0.2倾倒混凝土时产主的水平荷载标准值（kN/m2） 

向模板内供料方法 小平荷载 

溜槽、串筒或导管 2 

容积为 0.2～0.8 m3
的运输器具 4 

泵送混凝土 4 

容积大于 0.8m
3
的运输器具 6 

注：作用范围在有效压头高度以内。 

2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 

    振捣混凝土时对竖向结构模板产生的荷载标准值按 4.0kN/m2计算（作用范围在

新浇筑混凝土侧压力的有效压头高度之内）。 

    3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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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内部振捣器时，新浇筑混凝土作用于模板的最大侧压力，可按下列两式

计算，并取较小值。 



 

              

                                
21

2122.0 vtF oc ββγ=                      (B.0.2-1) 

                                                 (B.0.2-2) HF cγ=

式中 ——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的最大侧压力（kN/ ）； F 2m

    ——混凝土的重力密度（kN/ ）； cγ
3m

ot

t

——新浇筑混凝土的初凝时间（h ），可按实测确定。当缺乏实验资料时，

可采用 =200/（T+15）计算（T为混凝土的温度，℃）； o

v——混凝土的浇筑速度（m／U； 

H——混凝土侧压力计算位置处至新浇筑混凝土顶面的总高度（m）； 

1β ——外加剂影响修正系数，不掺外加剂时取 1.0；掺具有缓凝作用的外加剂

时取 1.2： 

2β ——混凝土坍落度影响修正系数，当坍落度小于 100mm时，取 1.10；不小于

100mm时，取 1.15。 

    混凝土侧压力的分布可见图 B.0.2： 

    其中， 

有效压头高度 h”，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cy Fh γ/=               (B.0.2-3) 

 B.0.3大模板荷载的分项系数 

计算大模板及其支架时的荷载设计值，应采用荷载标

准值乘以相应的荷载分项系数求得，荷载分项系数可按表

B.0.3取值。 

 

表 B.0.3大模板荷载分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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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荷载名称 荷载类型 iγ  

1 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 

2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 
活荷载 1.4 

3 新浇筑混凝土对模板侧面的压力 恒荷载 1.2 



 

              

 

附录 C大模板用钢材、焊缝连接及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 

C.0.1 Q235A（3号钢）钢材分组尺寸可按表 C.0.1选用。 

 

表 C.0.1 Q235A（3号钢）钢材分组尺寸（mm） 

 

钢材 

钢号 组别 圆钢、方钢和扁钢的

直径或厚度 

角钢、工字钢

和槽钢的厚度 钢板的厚度 

Q235A（3号钢）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40 

＞40～100 

≤15 

＞15～20 
＞20 

≤20 

＞20～40 
＞40～50 

 
C.0.2钢材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C.0.2选用。 

 

表 C.0.2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N/mm2） 
 

钢材 

钢号 组别 厚度或直径 

抗拉、抗压和抗弯

 f

抗剪 

vf  

 

Q235A（3号钢）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 

— 

— 

215 

200 
190 

125 

115 
110 

 
C.0.3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C.0.3选用。 

 

表 C.0.3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N/mm2） 
 

对接焊缝 角焊缝 

序号 焊接方法和焊

条型号 
构件钢

材钢号 
抗压

 w
ef

抗拉、抗弯

 w
tf

抗剪

 w
vf

抗拉、抗压和抗弯

 w
ef

1 
自动焊、半自动

焊和 E43 型

焊条的手工焊 
× × Q235 215 185 125 160 

2 
冷弯薄壁型钢

结构 
 205 175 12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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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C.0.4选用。 

 

表 C.0.4  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 mm2） 
 

构件钢材 普  通  螺  栓 

C级螺栓 A级、B级螺栓 

螺 栓 的 钢 号

（ 或 性 能 等

级）和构件的

钢号 

组

别 

厚度 

（mm） 
抗拉 

b
tf  

抗剪 

b
vf  

承压 

b
cf  

抗拉 

b
tf  

抗剪（I

类孔）  b
vf

承压（I

类孔）f  b
c

普通 

螺栓 
Q235   170 130  17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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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风力、风速、基本风压换算关系 

表 D.0.1  风力、风速、基本风压换算表 

风力（级） 5 6 7 8 9 

风速（m/s） 8.0～10.7 10.8～13.8 13.9～17.1 17.2～20.7 20.8～24.4 

基本风压

（kN/ m2） 
0.04～0.07 0.07～0.12 0.12～0.18 0.18～0.27 0.2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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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照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

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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