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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编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01和包括本规范

在内的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系列标准的宗旨，就是为了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其具体措施就是将《木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 206—83与《建筑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GBJ 301—88中的木结构部分统一于本规范之中，达到保证工程质量的

目的。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方木和原木结构、胶合木结构、轻型木结构及其防腐、防

虫和防火措施的施工质量验收。 

1.0.3  本规范的规定是施工质量验收最低和最基本的要求。 

1.0.4  本规范是遵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01对工

程质量验收的划分、验收的方法、验收的程序和组织的原则性规定而编制的，因此

在执行时必须与其配套使用。 

1.0.5  为了保证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尚应符合下列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1.《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2002  

2.《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GB 1927～1943—1991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 16—87  

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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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规范给出 20个木结构的主要术语，大部分是从建筑结构的角度赋予其涵义的，

与相应的英文术语所指的内容是一致的，而非二者单词的直译，与从木材加工角度

定义的术语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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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规定了木结构工程施工单位或加工厂为保证施工质量应具

备的基本条件：  

1.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素质，能正常运转的器具与设备；  

2.一套能指导施工流程或构件生产线达到先进水平的施工技术标准或制

造工艺标准；  

3.健全的生产控制和合格控制的质量管理体系；  

4.包括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的综合质量水平指标，据此进行

正常考评。  

3.0.2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2001 第 4.0.4

条的规定，按木结构工程的特点，将分项工程方木和原木结构、胶合木结构、

轻型木结构分别单独与木结构的防护组成木结构子分部工程进行验收。  

3.0.3   本条规定木结构分项工程划分检验批的原则依据。  

3.0.4   本条具体规定木结构工程控制施工质量的内容：  

1.  木结构工程的主要材料是木材（含层板胶合木、木基结构板材等）、

胶合剂和钢连接件。木材的材质等级和含水率直接影响其强度。层板胶合木

增大截面要依靠胶缝的耐久性和强度，增加长度要依靠胶合指形接头的强

度。各种形式的木结构皆需借助钢连接件形成整体结构，这些材料和部件都

涉及木结构的安全和功能，因此必须复验。  

2.  控制每道工序的质量，关键在于按照控制指标高于本规范的木结构

工程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自检。  

3.  控制工序之间和专业工种之间的交接检的质量，关键在于建立企业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全局观念，将检验批、分项工程到子分部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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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木和原木结构  

4.1 一般规定  

4.1.1 规定本章的适用范围。  

4.1.2 规定方木和原木结构包括的内容。  

4.2 主控项目  

4.2.1  方木和原木结构是一种机具与手工操作相结合的木结构。  

适于接近林区能就地取材的地区应用，批量不大但施工质量的离散性较

大，因此应全数检查。  

4.2.2  木材含水率从纤维饱和点（约 30％）降到平衡含水率（ 15％左

右），外层木材收缩因内部体积未变而开裂，为防止产生影响安全的裂缝，

因此要求控制含水率。  

4.3 一般项目  

4.3.1 木衍架、梁、柱的制作偏差应在吊装前检查，以便及时更换达不

到质量要求的构件或局部修正。  

4.3.2 木衍架、梁、柱的安装偏差应在安装屋面木骨架之前进行，以便

及时纠正。  

4.3.4 首先应检查支撑设置是否完整和檩条与上弦的连接。当采用木斜

杆时应重点检查斜杆与上弦杆的螺栓连接，当采用圆钢斜杆时，应重点检查

斜杆是否已用套筒张紧。对于抗震设防地区，檩条与上弦必须用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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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胶合木结构  

5.1 一般规定  

5.1.1  规定胶合木结构必须按本规范附录 A层板胶合木制作技术生产。 

5.1.2  使用环境对胶合木结构的胶结强度及其耐久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选

择胶种的决定性因素。 

5.2 主控项目  

5.2.1  根据入世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将层板胶合木的定级标准与 ISO/TC165及

欧、美的标准靠拢，以利于检验进口的层板胶合木。 

当层板胶合木采用弹性模量与目测配合定级时，除检查目测定级外，尚应同时

测定层板的弹性模量。 

5.2.2  层板胶合木的质量取决于下列 3个条件： 

1. 层板的木材质量——按构件受力的性质和截面上的应力分布分别规定材

质标准。 

2. 层板加大截面的胶合质量——层板之间的胶合面称为胶缝。根据使用环境

的温、湿度分别规定胶种，保证胶缝耐久完整。 

3. 层板接长的胶合指形接头质量——用指形铣刀切削层板端头，涂胶后相互

插入连接的接头称为指接，根据层板受力的大小，选择合理的铣刀几何图形，保证

足够的传力效能。 

这 3 个条件中首要的是胶缝的完整性。因为只要胶缝保持耐久的完整性，即使

层板局部缺陷稍超过限值或个别指接传力效能稍低，相邻层板通过胶缝能起补偿作

用。 

根据上述分析，决定将检验胶缝脱胶率列为强制性条文。 

胶缝脱胶试验按《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 T50329的规定进行。 

5.2.3  由于胶缝的完整性至关重要，非但对于每个树种、胶种、工艺过程至少

检验 5 个全截面试件作为见证试验，并且为了控制生产的全过程，对于每个工作班

从每个流程或每 10m
3
产品还要随机抽样进行常规检验。胶缝抗剪试验按《木结构试

验方法标准》GBT 50329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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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指接弯曲试验按《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329 的规定进行。检

验指接强度有受拉和弯曲两种方法，本规范选择检测弯曲强度的理由是其试验数据

比受拉强度试验变异较小，在操作上也较容易掌握。 

见证试验只有当新的指接生产线投产时、指形接头的剖面改变时、或采用另一

树种时才进行。根据见证试验，确定指接弯曲强度标准值 fmk，作为常规试验测定的

依据。 

5.3 一般项目  

5.3.1  这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常规检验，在 100 块木板中有 95 块达到要求，即

可认为检验合格。 

5.3.2  这是层板胶合木构件最后一道工序，在 10 个构件中有 9 个达到要求，

即可认为检验合格。 

5.3.3  当外观要求为 A级时，应全数检查，不合格者应经修补达到要求后验收。

当要求为 B或 C级时，应检查 10个，有 9个达到要求，即可认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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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轻型木结构 

6.1 一般规定  

6.1.1  规定本章的适用范围。 

6.1.2  阐述轻型木结构的结构体系和各种构件所采用的材料。 

6.1.3  推荐可用于轻型木结构构件的复合木材制品。 

6.2 主控项目  

6.2.1  轻型木结构的主要承重构件均采用不同规格尺寸的规格材，而以侧立受

弯构件为主，因此分别按采用的树种、不同的应力等级和规格尺寸，随机抽样测定

抗弯强度。 

我国《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采用的进口规格材强度设计指标是按北美按规

格材足尺试件测定的强度换算得来的，因此决定采用足尺试件测定抗弯强度。 

6.2.2  轻型木结构中采用的规格材截面较小，但用于主要的承重构件，因此对

材质的要求细致而严格（表 6.2.2-1）；且因截面厚度小而易于扭曲（表 6.2.2-2）

或发生横弯（表 6.2.2-3），因此都应控制含水率。规格材的标识包括：制造厂名、

树种或树种组合名称、含水率及规格材等级。 

规格材运到工地后立即安装，因此其含水率应控制在 18％以内。 

木基结构板材的标识包括：制造厂名、板材名义厚度、板材与框架连接的中心

间距、板材生产标准、板材的暴露等级。 

6.2.3  楼面板和屋面板要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承受集中荷载、均布荷载甚至冲

击荷载，因而针对不同的跨度规定木基结构板材（结构胶合板或定向木片板）所能

承受的集中静载或冲击后的集中静载，以及在 0.89kN集中静载作用下的最大挠度（表

6.2.3-1）和所能承受的均布荷载与最大挠度（表 6.2.3-2）。 

根据拟采用的木基结构板材（结构胶合板或定向木片板）按国家标准《木结构

试验方法标准》GB／T 50329规定通过试验确定。 

此外，尚应按表 6.2.3-3的规定检查拟采用的结构胶合板的缺陷限值。 

6.2.4  普通圆钉是轻型木结构主要的连接件，因此应检验其屈服强度。可根据

钉在跨度中央加集中荷载进行受弯试验来测定，跨度应随钉径而变化，至少获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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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效试验数据，经过统计分析求得屈服强度，若符合设计要求，即可合格验收，

如果达不到规定值，则这一批量的圆钉拒收。 

  6.3 一般项目  

6.3.1  圆钉作为轻型木结构的主要连接件，非但其屈服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且在各种不同的部位圆钉的长度和数量（或最大间距）亦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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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木结构的防护  

7.1 一般规定  

7.1.1  规定本章的适用范围。  

7.1.2  木材腐朽与使用环境特别是湿度有密切的关系，为害严重的白

蚁也是在湿热的环境中迅速繁殖，因此在确定是否需要用防腐药剂（同时也

防虫）进行处理，除树种本身是否耐腐或抗虫蛀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

环境。  

7.1.3  本规范将使用环境分为 3 级，基本上能与国际上接轨，但有所

简化。在本次修订中暂不包括海事用途的木结构。  

7.1.4  本条明确定义防护剂既要毒杀木腐菌又能杀死害虫。同时提出

环保的要求。  

7.1.5  本条首先强调若要达到防腐的目的，则应保证防护剂能透入木

构件内部并达到所要求的深度，就必须采用加压处理法。  

与此同时规定了其他浸渍法及喷洒法、涂刷法的使用范围。  

7.1.6  各种木构件都应将其含水率控制在使用环境要求的范围内。当

经水溶性防护剂处理后，含水率必定远高于规定的含水率，因此必须重新干

燥。  

7.1.7  木构件经防护剂加压处理后，为保持防护剂的透入度，除非万

不得已，才允许钻孔安装螺栓，为此，提出木构件应在处理前加工至最后的

截面尺寸和形状。  

7.1.8  木构件是否需经阻燃剂处理应根据设计文件的要求，其配方和

处理方法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 16— 87（ 2001 年版）的规定，本

规范只补充规定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下的木构件防止阻燃剂流失的措施。  

7.1.9  本条提供用于锯材的防护剂种类及其在不同使用环境下应达到

的保持量与检测区段，以备选用（表 7.1.9-1）。  

木材吸收防护剂的剂量既可用保持量表示，也可用透入度表示，表 7.1.9-2 列

出对防护剂透入度的要求和采用钻取木心来测定透入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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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提出刻痕的要求和对刻痕木材透入度的规定。 

7.1.10  本条提供用于层板胶合木的防护剂种类及其在不同使用环境下应达到

的保持量与检测区段，以备选用（表 7.1.1O-1和表 7.1.10-2）。 

表 7.1.10-3列出对防护剂透入度的要求和测定方法。 

7.1.11  本条提供用于胶合板或结构复合木材的防护剂种类及其在不同使用环

境下应达到的保持量与检测区段，以备选用（表 7.1.11-1和表 7.1.11-2）。 

7.2 主控项目  

7.2.1  木腐菌生长必需同时具备氧气、适宜的温度和木材的平均平衡含水率≥

20％等三个要素，前二者同样是人类生存的要素，无法排除。因此为了防止木材腐

朽，可以从建筑构造上采取措施，使木结构各个部位经常处于通风良好的条件下，

即使一时受潮（例如雨水渗漏等等），也能及时风干，保持木材含水率低于 20％而

不致腐朽。在《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 中规定的防腐构造措施皆基于这一基本

原理。 

7.2.2  当木构件经常处于潮湿环境中，本材的平均平衡含水率高于 20％，必定

发生腐朽；我国南方位于亚热带和热带，适宜于蛀蚀木材的白蚁、家天牛繁殖，特

别是一些易腐和易虫蛀的树种。在上述这几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木结构不遭腐朽和

蛀蚀，必须将木构件用防护剂加压处理。防护剂的保持量和透入度按《木结构试验

方法标准》GB T50329的规定检测。 

7.2.3  木材为可燃材料，在下列几种情况下都有着火燃烧的危险： 

●直接的火源； 

●采暖或炊事的烟囱（含电烤炉）的烘烤； 

●采暖管道的烘烤； 

●电线（因局部短路，急骤升温）。 

  在《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 中规定的防火构造措施，皆是为了在上述情

况下防止木构件表面温度升高而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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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木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  

 

8.0.1  为了贯彻与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01

第 6章规定的程序和需通过的组织和有关人员。 

8.0.2  方木和原木结构、胶合木结构或轻型木结构三个分项工程其中之一合格

验收后，与合格验收的木结构的防护分项工程即可组成子分部工程，再统一进行感

观质量验收合格，就达到整个子分部工程的合格验收。因此当这两个分项工程合格

验收后，即可达到子分部工程的合格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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