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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 (JGJ  137-2001) 经建设部 2001 年 10 月 10 日以

建标[2001]号文批准 业已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 施工 科研 学校等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

执行条文规定 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 编制组按章 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

的条文说明 供使用者参考 在使用中 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欠妥之处 请将意见

函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 号 邮

编: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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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烧结多孔砖 比普通实心粘土砖节省烧砖用土 节省土地资源 节省烧砖能

耗 多孔砖墙体保温隔热性能较好 目前 国家正在开展墙体材料改革 限制使用

实心粘土砖 因此开发烧结多孔砖及其在墙体中的应用 将是势在必行 多孔砖

(KP1 型)建筑抗震设计与施工规程 (JGJ  68-90)自 1990 年实施以来 对墙体材料改

革 对多孔砖建筑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P 型多孔砖(即 KP1 型多孔砖)

在地震区也有了广泛的应用 这为 M 型多孔砖的建筑应用及抗震性能的试验研究

为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的编制 提供了前提条件  

M 型多孔砖的特点是:由主砖及少量配砖构成 砌墙不砍砖 基本墙厚为 190mm

墙厚可根据结构 抗震和热工要求 按半模级差变化 这无疑在节省墙体材料上比

实心砖和 P 型多孔砖更加合理 其缺点是给施工带来不便 目前是两种砖并存  

为了使 P 型砖和 M 型砖均得到应用 本规范列入了这两种型号的砖  

1.0.2 这一条是指出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就地区而言 适用于非抗震设防区和抗震

设防烈度为 6 度至 9 度的地区 以 P 型和 M 型模数烧结多孔砖为墙体材料的多层砌

体结构的设计和施工  

本规范一般略去 设防烈度 字样 如 设防烈度为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简称为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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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符号  

2.1.1 本条文烧结多孔砖的定义 是根据 砖和砌块名词术语 (GB  5348-85)而提

出  

目前 在一些设计文件和施工文件中 时而称空心砖 时而称承重空心砖 且

易与不承重的大孔空心粘土砖造成混乱 都是不严密的  

2.1.2 2.1.4  

P 型多孔砖(亦称 KP1 型多孔砖)和 M 型多孔砖均已列入国家定型产品 它们的

区别是砖的外形尺寸 其孔形设置和孔洞率控制没有区别 配砖由于用量少未列入

正式产品 生产厂家可根据设计施工要求 配合生产供应  

2.1.5 硬架支模是近年来多层砖房现浇圈梁的一种较为成熟的施工方法 其优点是

施工方便 不影响工期 使楼板与圈梁整体连接好 最适用于墙厚为 190mm 的 M 型

多孔砖墙体 因为 190mm 厚砖墙的楼板的搁置长度不够 硬架支模通过现浇和钢筋

整体连接可克服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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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和砌体的计算指标  

3.0.1 多孔砖的强度等级和外观质量按现行国家标准 烧结多孔砖 (GB  13544)

检验 多孔砖砌体抗压试验表明 砌体在破坏过程中 具有较普通砖砌体更为显著

的脆性破坏特征 同一批砖材 由于抽样方法欠标准等因素的影响 多次抽检的强

度等级检验结果 往往相差一个等级 在相同条件下 M 型砖墙的承载力(以 1m 宽

墙段计算)比普通砖墙约低 30% 砌体工程施工系手工操作 砌体强度的离散性较大

是工程事故较多的原因之一 基于以上四条原因 对砖和砂浆的强度等级最低值做

出有别于普通砖墙体的规定 即砖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10 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不应低于 M5 对低层建筑和平房 表中也列入了有关 M2.5 的设计计算参数  

3.0.2 3.0.3 多孔砖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和抗剪强度设计值 根据全国众多单位

的试验研究结果 综合统计分析 均可采用普通砖砌体的相应指标  

编制行业标准 多孔砖(KP1 型)建筑抗震设计与施工规程 (JGJ  68-90)时 编

制组曾组织四个单位进行了 P 型砖的砌体抗压 抗剪试验 各单位相同条件下的对

比试验结果 两项指标均相当或略高于普通砖砌体(详见该规程的条文说明)  

模数多孔砖与建筑应用试验研究课题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为

负责单位)进行的对比试验分别见表 1 和表 2 对表 1 两列比值数据进行显著性区别

的 t 检验 结果表明 在给定危险率为 0.05 时 不拒绝两列数据平均值(即 1.17 和 1.25)

相等的假设 对表 2 中 16 组成对测试值进行 t 检验 有 7 组存在显著性差别 均是

M 型砖砌体的抗剪强度显著高于普通砖砌体 其余 9 组则没有显著差别  

近年来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和哈尔滨建筑大学进行的 M 型多孔砖砌体和普

通砖砌体抗压及抗剪对比试验 其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别  

3.0.4 本条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编写的 但考虑

到多孔砖砌体具有较普通砖砌体更为显著的脆性破坏特征 对承受较大集中荷载的

墙体(以梁的跨度不小于 7.2m 为控制指标) 规定其抗压强度设计值乘以 0.9 的调整

系数  

3.0.6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测结果 多孔砖砌体的自重 可按式(3.0.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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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孔砖(M 型)砌体与普通砖砌体的强度比较之一 

M 型砖砌体 普通砖砌体 序 
号 N f1 f2 F m  fm/f88 N f1 f2 f m  fm/f88 

试验单位 

1 
2 
3 
4 
5 
6 
7 

3 
6 
3 
3 
3 
3 
3 

10 
15 
15 
15 
15 
15 
15 

4.12 
5.5 
6.0 

6.84 
9.0 

10.4 
11.75 

4.77 
3.85 
4.84 
5.55 
5.68 
5.27 
5.94 

0.210 
 

0.038 
0.123 
0.161 

 
0.192 

1.50 
0.91 
1.30 
1.24 
1.15 
1.00 
1.08 

3 
3 
3 
3 
3 
3 
3 

10 
15 
10 
10 
10 
10 
10 

4.12 
5.5 
6.0 

6.84 
9.0 

10.4 
11.75 

5.80 
2.69 
4.64 
6.22 
4.03 
3.69 
6.81 

0.030 
 

0.038 
0.118 
0.128 

 
0.230 

1.83 
0.64 
1.33 
1.70 
1.01 
0.71 
1.51 

武汉工大 
陕西建科院 
北京设计院 
武汉工大 

北京设计院 
陕西建科院 
武汉工大 

合计 24  1.17 21  1.25  
  

表 2              M 型砖与普通砖砌体 fv值 t 检验 

M 型多孔砖砌体 烧结普通砖砌体 
序号 

N fVM(MPa) s N fVP(MPa) s 
t 检验(显 
著性区别) 

1 6 0.303 0.0670 3 0.273 0.0254 无 
2 9 0.302 0.0549 9 0.251 0.0620 fM 大 
3 9 0.220 0.0783 9 0.230 0.0819 无 
4 15 0.190 0.0304 9 0.160 0.0320 fM 大 
5 3 0.588 0.1223 3 0.470 0.1217 无 
6 9 0.130 0.0474 9 0.120 0.0352 无 
7 9 0.310 0.0487 9 0.290 0.0896 无 
8 6 0.563 0.1689 6 0.270 0.0834 fM 大 
9 9 0.320 0.0576 9 0.280 0.0554 无 

10 18 0.350 0.0480 9 0.220 0.0480 fM 大 
11 9 0.414 0.0762 9 0.222 0.0664 fM 大 
12 18 0.370 0.0400 9 0.320 0.0650 无 
13 6 0.903 0.0786 3 0.490 0.0551 fM 大 
14 9 0.216 0.0730 9 0.159 0.0580 无 
15 9 0.360 0.0731 9 0.290 0.0960 无 
16 18 0.400 0.1040 9 0.320 0.0541 fM 大 

合计 162   123    
注 1  在总计 16 个对比组中 无显著区别者有 9 组 有显著区别者为 7 组  
     2  资料来源 模数多孔砖建筑抗震性能的试验研究 (综合报告 执笔 
    人 董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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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静力设计  

4.1 基本设计规定  

4.1.1 4.1.6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GBJ  68) 砌体结构

设计规范 (GB  50003)的规定编写这 6 条  

目前 多孔砖砌体结构多用在住宅 办公楼 学校等建筑 个别也有用于小跨

度的无吊车厂房 仓库等建筑中 这类建筑结构按二级安全等级设计 表 4.1.2 注中

的特殊建筑是指重要的纪念建筑和重要文物建筑  

4.1.7 P 型多孔砖砌体结构房屋以控制在 8 层及其以下为宜 M 型模数多孔砖砌体

结构房屋以控制在 7 层及其以下为宜 这主要是从当前多孔砖强度等级及外观质量

等方面考虑 使墙体所占面积及基础造价等较为合理 当底层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或框架-剪力墙结构底层形成空旷房屋时 总层数更不宜超过上述限值  

4.1.8 底层为砖柱或组合砖柱的多层砌体房屋 底层空间刚度较差 故规定在底层

应布设适当数量的纵横墙 以增强房屋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并隐含了尽量采用刚性

方案或刚弹性方案的要求  

4.1.9 4.1.12 设计人员在进行砌体工程设计时 往往忽略了这几条所述部位的静

力结构计算 故重点指出应特别关注这几条所指定部位的结构计算  

4.2 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  

4.2.1 4.2.4 本规范编制组在编制工作期间 进行了 M 型砖的砌体偏心影响系数

试验和长柱轴向稳定系数 0 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这两项指标均与普通砖砌体相

当 故本规范的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与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完全一致  

4.2.5 多孔砖砌体偏心受压试验表明 当相对偏心距 e/y 为 0.4 时 砌体受力较小的

一边首先出现水平裂缝 即出现拉应力 继之受压较大的一边出现竖向裂缝进而破

坏 砖墙 砖柱的受力特点是抗压承载力较高而抗拉能力很低 设计砖房时应充分

利用其优点回避缺点 本规范将 e/y 的限值从以往的 0.7 降为不宜大于 0.4 且不应

大于 0.6  

4.2.6 多孔砖砌体局部受压的承载力 国内尚无系统的试验资料 现暂套用普通砖

砌体的有关规定 考虑到多孔砖劈裂破坏特点 当砌体孔洞不能填实时 局压强度

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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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墙 柱的允许高厚比  

多孔砖墙柱的允许高厚比[ ]值 较普通砖墙柱的[ ]值略为降低 主要是考虑

M 型砖墙较薄 且工程应用实例尚少 从严控制 作此规定 以 M 型砖 190mm 厚

墙为例 允许高厚比[ ]值为 24 考虑门窗洞口因素 取降低系数 2 为 0.7 则墙

的计算高度 H0 可达 3.19m 能够满足一般多层房屋层高的要求  

4.4 一般构造要求  

4.4.1 4.4.2 这两条的规定均严于普通砖砌体 针对多孔砖砌体承受局部集中荷载

的能力略低于普通砖砌体 即更容易出现局部受压裂缝 需要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  

4.4.3 4.4.4 对于设板底圈梁的 190mm 砖墙 预制板的支承长度尚能满足要求

当无板底圈梁时 则应采取其他加强构造措施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多层砖房抗震技术规程 (JGJ/T  

13) 需采用锚固件与墙 柱上垫块锚固的梁 其跨度由普通砖墙 柱要求的 9m 改

为 6.6m  

4.4.5 4.4.6 以往俗称的 骨架房屋 提法欠严谨 现改为专业用词 框架房屋  

4.4.7 此条为加强 M 型砖房屋整体性的构造措施  

4.4.8 做水泥砂浆抹面以防止碰坏砖墙  

4.4.9 随着居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办公条件的改善 一般宿舍楼 办公楼的暗埋管

线越趋增多 随意打凿墙体或预留沟槽的现象比比皆是 严重削弱了墙体的整体性

能和受力性能 本规定力图对这一不良现象予以限制  

4.4.10 此条为加强房屋整体性的措施 也限制了住户随意打掉洞口两侧墙体有损主

体结构的错误做法  

4.4.11 在房屋 0 以下 较潮湿或易受地下水浸泡 使多孔砖的强度下降并降低砖

的耐久性 故不宜用于 0 以下  

4.5 圈梁 过梁  

参照普通砖房屋的设计规定并考虑多孔砖的厚度为 90mm 的特点 做出本节关

于圈梁高度不宜小于 200mm 的规定  

4.6 预防和减轻墙体裂缝措施  

工程调查表明 多孔砖房屋易出现裂缝的部位和裂缝特点 与普通砖房并无区

别 其防裂措施可采用普通砖房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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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震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处在 6 9 度地震区的多孔砖多层房屋 除了满足静力设计要求外 还应满足

抗震设计中的基本要求 进行抗震验算和采取构造措施  

5.1.2 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 从整体上减轻地震灾害 不利的场地和地段 会造成

建筑的破坏 例如 地表错动与地裂 地基土的不均匀沉陷 滑坡和粉砂土液化等

简单 对称的平 立面布置 容易估计其地震时的反应 容易采取构造措施和局部

处理 规则 包含了对建筑的平 立面外形尺寸 墙体布置 质量分布直至强度分

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要求 例如 沿高度方面突出屋面建筑和局部缩进的尺寸不宜

过大 墙体上 下连续 不错位 且横截面面积变化缓慢 相邻层质量 刚度和强

度的变化不超过某个限值 沿平面局部突出的尺寸不宜过大 墙体在本层平面内基

本对称 纵横墙呈基本正交 同一轴线的窗间墙宽变化过大 会引起较宽的墙体先

破坏  

楼梯间墙体缺少各层楼板的侧向支承 其顶层墙体有一层半楼层的高度震害加

重 因此在建筑布置时楼梯间应尽量不设在尽端和转角处  

错层房屋在错层部位传递地震力处于复杂情况 而多孔砖砌体是一种脆性材料

抗剪能力低 较易破坏 所以本条规定房屋不宜有错层  

据历次地震震害经验表明 纵墙承重的结构布置 因横向支承较少 纵墙较易

受弯曲破坏而导致倒塌 所以要优先选用横墙承重方案  

多孔砖建筑抗震主要构造措施 是设置构造柱和布置圈梁 能有效的约束墙体

改善砖砌体的脆性性能  

5.1.3 构造柱 圈梁作用是约束砖砌体 其强度不宜过低 使墙体开裂后裂缝不易

发展到构造柱 圈梁部位 使其工作在弹性阶段更好发挥约束开裂后墙体的作用  

5.1.4 多层多孔砖房屋限制其总高度与层数 是一条重要的抗震设计基本要求 参

照了多层砌体房屋的高度限制规定 考虑到 P 型砖已经过多年的工程实践 其设计

与施工技术较成熟 其高度与层数与普通粘土砖房屋持平 本条文中 M 型砖是新型

墙体材料 对其房屋的总高度和层数 根据有限的墙体和基本材性试验资料进行工

程判断做出了规定 因此应组织进一步整体模型动力试验 以利于更科学地判断 M

型砖房屋的抗震性能  

条文中说的横墙较少 是指同一层内 开间大于 4.20m 的房间占该层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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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上  

5.1.5 抗震横墙是多层多孔砖房屋中负担横向地震力的构件 在多层多孔砖房屋抗

震设计中 抗震横墙的承载力和延性必须得到保证 作用在横墙上的地震力是由楼

层的水平构件楼(屋)盖来传送 这样楼(屋)盖必须具有一定的水平刚度 本条规定是

为了满足楼盖对传递水平地震力所需的刚度要求 本规范区别 3 种不同楼 屋盖的

类别 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最大间距 厚度为 190mm 抗震横墙的间距 考虑到较薄的

墙体厚度对楼盖水平刚度的不利因素 比 240mm 厚度横墙的最大间距减少 3m  

5.1.6 多层多孔砖房屋中的墙体局部尺寸限值 主要是参照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中多层砌体房屋中的有关规定  

局部尺寸的限制 以保证这些部位具有足够的抗剪能力 防止因局部尺寸不足

而导致局部破坏 有时也会引起连续破坏的后果 在多层多孔砖房屋中更应引起注

意和重视  

多层多孔砖房屋的局部尺寸 主要指下列部位的最小宽度尺寸:承重窗间墙的最

小宽度 尽端的承重外墙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非承重的外纵墙尽端至门窗洞边

的最小距离以及内墙的阳角至门窗洞边最小距离等 根据抗震设防烈度 提出了不

同的最小尺寸  

当然 局部尺寸的要求还应当经过竖向荷载的截面验算以及抗震验算 此处仅

是从抗震构造措施上提出了最低要求  

对于无锚固的女儿墙的最大高度限值 也是参考了多层砌体房屋确定 一般应

尽量降低无锚固女儿墙的设置高度或采取设置构造柱 压顶梁等锚固措施  

如从房屋的使用要求出发 使得局部尺寸偏小 而满足不了抗震要求时 可采

取局部加强措施来弥补  

5.1.7 砌体结构的抗震验算按各层墙体受剪考虑 不作整体弯曲验算 但对房屋总

高与宽度比值有一个限制 本规范所列数据基本与地震区多层砌体房屋保持一致  

5.1.8 设置防震缝的目的 在于避免或减少地震时房屋相邻各部分因振动不协调而

引起的破坏现象 通过防震缝的设置 把复杂的建筑分割成独立 规则的抗震单元

考虑到抗震规范对设置防震缝的原则和作法 都有明确的规定 故本规范的作法与

抗震规范取得一致  

5.1.9 烟道 风道 垃圾道等洞口减薄了墙体的厚度 特别在 190mm 厚度的墙体情

况 形成薄弱处 在地震中易破坏 应采取在砌体中加配筋 预制管道构件等加强

措施  

5.2 地震作用和抗震承载力验算  



 

第 12 页 共 12页 

@
         w

w
w

.sin
o
a
e
c.co

m
     

多
孔

砖
砌

体
结

构
技

术
规

范
        

资
料

编
号

 
JG

J
 

1
3

7
2

0
0

1
 
 
 
J 1

2
9

-2
0

0
1

       
@

5.2.1 本条明确多孔砖房屋考虑地震作用方向和抗震承载力验算 在建筑结构的两

个主轴方向分别考虑水平地震作用 并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的原则 其前提是建筑

平面对称 质量和刚度中心对称 质量沿建筑高度分布均匀 对于地震区的多孔砖

房屋应尽可能满足这种要求 否则应考虑水平地震作用的扭转影响  

5.2.2 对于多层砌体房屋基础的抗震设计 在一般地基状况下 经过大量的试算和

砌体建筑的实际宏观震害调查 证明可不必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一般均能满足抗

震要求 多孔砖砌体房屋基础的抗震设计 参照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有关规定不作抗震承载力验算  

5.2.3 6 度区的大多数建筑 地震作用在结构设计中基本不起控制作用 而且震害

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故可不做截面的抗震验算 但应满足有关的抗震构造措施规定  

5.2.4 是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第 4.1.3 条的引用 按 建筑结构设计

统一标准 (GBJ  68)的原则规定 将地震发生时恒荷载与其他重力荷载可能的遇合

结果 总称为 计算地震作用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相当于恒荷载标准值和其他活

荷载准永久值的组合 但考虑地震作用的特点做了局部调整 使之基本同规范的组

合值一致 考虑到藏书库等活荷载在地震时遇合的概率较大 规定按等效楼面均布

荷载计算活荷载时 其组合值系数为 0.8  

5.2.5 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 是水平地震动作用下按结构弹性分析得到的总水平地

震作用(标准值) 其数值相当于作用于结构底部的总水平剪力  

多孔砖房屋和实心砖房屋一样 高度不超过 40m 以剪切变形为主 其质量和

刚度沿高度分布比较均匀 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 采用底部剪力法计算

其地震作用沿高度的分布可按第一振型的倒三角形分布  

关于地震影响系数 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规定 多层砖房的地震影响系数

取地震影响系数( -T)曲线的最大值 这是因对不同层数的各种多层砖房曾进行过动

力特性的实测 结果发现 其自振周期一般均小于 0.3s 故在采用反应谱理论计算其

地震作用时 均取谱曲线的平台值 即最大值 实测 P 型多孔砖房屋的振型曲线也

表明 这类房屋的振型基本上是剪切型  

多质点体系采用底部剪力法进行简化分析时 视结构为等效单质点系 存在一

个等效质量问题 为简化计 取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85%  

5.2.6 本条直接引用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条文 主要是考虑突出屋面部分所受地

震力的放大问题 震害经验表明 突出屋顶面的附属小构筑物(如屋顶间 女儿墙

烟囱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而且它们的破坏往往带来次生灾害 理论分析也证明在这

类小构筑物的根部高振型影响很大 即有明显的应力集中现象 故本条规定 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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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构筑物的水平地震作用为第 5.2.5 条规定计算结果的 3 倍  

5.2.7 结构楼层水平地震在剪力抗侧力构件之间的分配是由楼盖刚度决定的  

1 现浇和装配整体钢筋混凝土楼屋盖的房屋 可视为不变形的刚性体 按变形

协调条件 地震力按抗侧力构件的刚度分配  

2 对于木楼盖等柔性楼盖 视作简支于每道横墙上的板 分配给各抗侧力构件

的地震力 按抗侧力构件两边相邻的抗侧力构件之间一半面积重力代表值的比例分

配  

3 普通预制板的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屋盖 既不是不变形的刚体 又不是简支

于每道横墙上的柔性木楼板 可视作介于二者之间 取上述两种分配结果的平均值  

多孔砖建筑的横向和纵向地震剪力 分别由横墙和纵墙各自承担  

5.2.8 在对纵 横墙截面进行抗震验算时 根据一般的经验 不利墙段为: 

1 承担地震作用较大的墙段  

2 竖向压应力较小的墙段  

3 局部截面较小的墙垛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原则和宏观震害经验 多层砌体房屋一般不须作墙体

的整体弯曲验算  

5.2.9 本条直接引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相关条文内容 在墙段间进行地震剪力的分

配和截面验算时 根据房间墙段的不同高宽比(h/b) 分别按剪切或弯剪变形同时考

虑  

5.2.10 地震作用下砌体材料的强度指标 因不同于静力 宜单独给出 其中砖砌体

强度是按震害综合反算并参照部分试验给出的 为了方便 当前仍继续沿用静力的

指标 但是 强度设计值和标准值的关系则是针对抗震设计的特点 按 建筑结构

设计统一标准 (GBJ  68)可靠度分析得到的 并采用调整静力设计强度的形式  
当前 砌体结构抗剪强度的计算 有两种半理论半经验的方法 主拉和剪摩

在砂浆强度等级 M>2.5MPa 且在 1<
Vf
0ο 4 时 两种方法结果相似  

P 型砖曾做过 150 多个试件试验 其抗剪强度指标与普通砖相当或略高 M 型砖

做过 300 多个试件试验 由于砌筑砂浆进入砖的孔洞内 其砌体通缝抗剪强度比按

砌体规定计算值平均高出 14%  

P 型砖 一共收集 136 片墙体抗震试验资料 M 型砖 进行了 46 片墙体抗震抗

剪承载力试验 试验表明与普通砖墙体具有相同的破坏机制和相近的承载能力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统一采用正应力影响系数表达式 所以本规范也采用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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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其正应力影响系数可表达为下式: 

N=
Vf
ο45.01

2.1
1

+ 并根据不同的
Vf
0ο 列入本规范表 5.2.10 中 表中数据与建

筑抗震规范中实心砖数据是一致的 必须说明 表中数据对孔洞率为 25%的多孔砖

墙体进行过验证适用  

5.2.11 墙体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 是按照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GBJ  68)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的要求 采用基于概率可靠度的极限状态设计表

达式 S R/ RE  

对于多孔砖建筑 即为验算墙体的抗剪强度是否大于设计地震作用下 墙体遭

受的地震剪力 即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中的墙体剪力设计值 V 其作

用效应表达式为: 

V= EhGEhFEk 即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中的(5.2.11-2)式  

墙体抗震抗剪强度表达式为 

RE

VE Af
γ

k 即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中的(52.11-1)式右项  

以上二式的符号 在本规范中都有说明 这里仅就地震作用效应系数和承载力

抗震调整系数作一些补充说明: 

地震作用效应系数: 

根据抗震规范的要求 作用效应组合是建立在弹性分析迭加原理基础上的 水

平地震作用效应 是墙体的水平地震作用下所受到的剪力 与产生该剪力的水平地

震作用值的比值 由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确定 考虑到抗震计算模型的简化和塑性内

力分布与弹性内力分布的差异等因素 对于突出屋面建筑 地震作用效应还应乘以

增大系数或调整系数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反映了多孔砖墙体在众值烈度地震作用 不坏 的承载

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 素墙和带构造柱墙的试验结果 较好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自承重墙体(如横墙承重方案中的纵墙等) 如按常规抗侧力验算 往往比承重墙

还要厚 但抗震安全性要求可以考虑降低 为此 利用 RE 作适当调整  

多孔砖砌体孔洞效应折减系数: 

当多孔砖孔洞率在 20% 30%之间时 考虑到其抗压 抗剪强度下降 应乘以折

减系数  

5.3 抗震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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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5.3.2 抗震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震构造措施 通过构造措施 改善多孔

砖房屋墙体的变形能力和加强连接是提高房屋大震下抗倒塌能力的重要步骤  

根据唐山地震时多层砌体房屋的震害经验总结 对砌体结构 采用在墙体中设

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的做法 可以防止房屋在大地震下突然倒塌 试验研究也表明

在多孔砖墙体中设置构造柱能增强墙体的变形能力 增加延性 与每层的抗震圈梁

结合 可以约束开裂破坏后的墙体 而免于丧失竖向承载能力  

本条所列对于不同烈度 不同层数时设置构造柱要求是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中多层砌体房屋相应规定制订的 考虑到墙厚 190mm 的墙体 承受的竖向荷载与水

平地震力较大 应适当提高其设置要求 对设置部位依然遵照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

但在较低的层数上采取相应的设置  

5.3.2 条文中的 教学楼 医院等横墙较少的房屋 其定义与本规范条文说明的

5.1.4 条说明相同  

5.3.3 构造柱主要是对墙体起约束作用 其断面不必很大 但要保证构造柱与墙体

的连接 构造柱不需按受力构件计算 其配筋满足本条规定即可 也无需单独设置

基础 为了提高构造柱与圈梁相交节点附近的抗剪能力 对柱内箍筋应加密 以延

缓墙体裂缝发展到柱内  

5.3.4 加强后砌的非承重砌体隔墙与承重墙或柱的拉接  

5.3.5 5.3.6 圈梁能增强房屋的整体性 提高房屋的抗震能力 是抗震的有效措施

给出了具体设置圈梁的部位 以及对圈梁要求闭合 无横墙处用板缝中现浇板带替

代圈梁  

5.3.7 5.3.8 楼板搁置长度 楼板与圈梁 墙体的拉接 屋架(梁)与墙 柱的锚固

拉接等 沿用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相应规定  

当采用 190mm 厚墙体时 楼板搁置长度 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采用硬架支模做

法 加强楼板拉接  

5.3.10 楼梯间由于比较空旷 常常破坏严重 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包括在墙

体内配置水平筋 设置钢筋混凝土水平带 不采用墙中悬挑式踏步 突出屋顶的楼

电梯间构造柱 圈梁设置等措施 都是根据大量震害经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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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和质量检验  

6.1 施工准备  

6.1.1 在砌体工程中 只有应用合格的材料才可能砌筑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 因

此 作为多孔砖砌体主要材料的多孔砖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进行检验和验收  

6.1.2 用于清水墙 柱的多孔砖 根据砌体外观质量的需要 应边角整齐 色泽均

匀  

6.1.3 多孔砖在运输装卸中 如倾倒或抛掷 容易破损 破损的多孔砖难以使用

并造成浪费损失 据有关单位测定 人工二次倒运的多孔砖破损率是实心砖的 2 3

倍 堆置高度过高 则取砖不方便 也易造成倾倒损失  

6.1.4 多孔砖在砌筑前进行浇水湿润是一道很重要的工序 因为它对砌体质量和砌

筑效率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砌筑时含水率越大越有利于砖与砂浆

的粘结 但是 如果砖浇得过湿 或在砌筑前临时浇水 砖表面容易形成水膜 而

影响砌体质量  

6.1.5 为了避免水泥变质 混杂而引起质量事故或材料浪费 本条对水泥保管及使

用方面提出了要求  

6.1.6 采用中砂拌制砂浆 既能满足和易性要求 又能节约水泥 因此建议优先采

用 砂过筛 可筛去泥团 石子 杂草等 以确保砂浆质量 砂中含泥量过大 不

但会增加砂浆的水泥用量 还可能使砂浆的收缩加大 耐久性降低 影响砌体质量

对水泥砂浆 当砂子含泥量过大时 又对砂浆强度不利  

6.1.7 为使石灰能充分熟化 根据各地施工经验规定 块状生石灰制备石灰膏的熟

化时间不得少于 7d 对于磨细生石灰粉 其熟化时间不得少于 2d 另外 为了保证

石灰膏的质量 要求石灰膏应防止干燥 冻结和污染 脱水硬化的石灰膏及消石灰

粉因不能起塑化作用又影响砂浆强度 故不应使用  

为了使粘土或亚粘土制备的粘土膏达到所需细度 从而起到塑化作用 因此规

定要用搅拌机搅拌 且宜过筛 粘土中有机物含量过高会降低砂浆质量 因此用比

色法鉴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粉煤灰 建筑生石灰 建筑生石灰粉在砌筑砂浆中的作用 为了保证砌筑砂浆

的质量 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质量要求  

6.1.8 试验结果表明 在水泥砂浆中当掺入有机塑化剂时 与同强度的水泥混合砂

浆相比 应考虑砌体抗压强度降低 10%的不利影响 并依此重新考虑砂浆的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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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考虑到目前水污染比较普遍 当水中含有有害物质时 不但会影响水泥的正

常凝结 还可能对钢筋产生锈蚀作用 故对拌制砂浆和混凝土的水质作了规定  

6.1.10 构造柱断面尺寸不大 且混凝土浇捣高度也比较大 为保证构造柱混凝土的

施工质量 故对石子粒径做了相应规定  

6.1.11 砂浆材料配合比不准确 将影响砂浆的强度和造成砂浆强度的离散性过大

按体积计量 水泥因操作方法不同 其密度变化幅度约为 900 1200kg/m3 砂因含

水量不同 其密度变化达 20%以上 这样必然大大影响砂浆配料的精确度 因此

为了保证砌筑砂浆的质量 必须采用重量比 为统一砌筑砂浆的技术条件和配合比

的设计 做到经济合理 确保砌筑砂浆质量 其配制应按行业标准 砌筑砂浆配合

比设计规程 (JGJ98)确定  

6.1.1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常采用计算与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并进行调整 得出施

工所需要的混凝土配合比 混凝土配合比计量时 应以重量计 以确保混凝土配合

比的准确和混凝土的质量  

6.1.13 目前 我国用于砂浆和混凝土的外加剂种类较多 使用广泛 同时也已显示

出很好的效果 并制订了有关技术标准 应用时 应遵守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还

应通过试验确定其掺量 以确保使用效果  

6.2 施工技术要求  

6.2.1 一顺一丁 梅花丁等砌筑形式在砌体施工中采用较多 且整体性较好 而砌

体上下错缝 内外搭砌也是为了保证砌体的整体性 砖柱采用包心砌法 质量难以

保证 且不便检查 故规定不得采用  

6.2.2 灰缝横平竖直关系到砌体的质量和美观 水平灰缝厚度过薄和过厚 都会降

低砌体强度 灰缝厚度过薄还会影响灰缝内配置钢筋 故对水平灰缝厚度做出本条

文的规定 竖向灰缝宽度也根据多年的施工经验做出相同规定  

6.2.3 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不得低于 80%的规定 沿用已久 根据四川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试验结果 当水平灰缝的砂浆饱满度达到 73.6%时 砌体的实际抗压强度可满

足设计规范所规定的值 故仍保留这一规定 竖向灰缝砂浆饱满度的优劣对砌体的

抗剪强度 弹性模量都产生直接影响 据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试验得到 竖缝无

砂浆砌体的抗剪强度要比竖缝有砂浆砌体的抗剪强度低 23% 故本条文规定了竖向

灰缝宜采用加浆填实的方法 严禁用水冲浆灌缝 以保证竖缝的饱满  

三一 砌砖法即一铲灰 一块砖 一揉压的砌筑方法 这种方法不论对水平

灰缝还是竖向灰缝的砂浆饱满度都是有利的 从而对砌体的整体性和强度也是有利

的 故对抗震设防地区砌体施工应采用此砌筑法 当采用铺浆法砌筑砌体时 铺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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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过长则不易保证砖块与砂浆间的粘结和水平灰缝砂浆的饱满度 故在铺浆长度

上作了限制  

6.2.4 多孔砖的孔洞垂直于受压面是为了确保块体具有最大的有效受压面积 有利

于块体受力 同时孔洞垂直水平灰缝 部分砂浆深入孔洞壁内 可提高砌体的抗剪

强度 砌筑前试摆是为了确定合适的组砌方式 并通过调整灰缝大小的办法使砌体

平面尺寸和块体尺寸相协调  

6.2.5 由于人工拌合砂浆不易搅拌均匀 而目前一般施工企业基本上均备有砂浆搅

拌机 故规定砂浆应采用机械拌合 保证砂浆拌合质量 对不同砂浆品种分别规定

了最少拌合时间  

6.2.6 根据湖南 山东 广东 四川 陕西等地的试验结果 在一般气温情况下

水泥砂浆和水泥混合砂浆在 3h 和 4h 内使用完及在施工温度超过 30 时 在 2h 和

3h 内使用完 砂浆强度降低一般不超过 20% 经计算 在 MU10 砖和 M5 砂浆情况

下 按全部砂浆强度均降低 20%计 砌体抗压强度降低 7.7% 因大部分砂浆是在规

定时间之内陆续使用完毕的 故对整个砌体强度来讲 其影响很小  

6.2.7 当砂浆存放时间较长 会产生分层泌水现象 这样将使操作不便 且不容易

保证灰缝砂浆的饱满度 影响砂浆的粘结力 故要求在砌筑前进行二次拌合 二次

拌合可人工拌合 拌合时应使砂浆稠度符合施工要求  

6.2.8 砌体的转角处和交接处同时砌筑 对保证砌体整体性能有益 陕西省建筑科

学研究设计院曾专门进行过砖砌体临时间断处留槎形式的试验研究 其结论是:斜槎

直槎加连结筋 直槎不加连接筋的留槎形式的砌体抗拉强度分别为同时砌筑砌体的

抗拉强度的 93% 85%和 72% 由于直槎连接效果不好 因此 本规定不允许采用

留直槎的连接形式  

临时间断处高度差的限定 主要是考虑施工的方便和控制刚砌好的砌体的变形

和倒塌  

6.2.9 是为了确保接槎处砌体的整体性和美观  

6.2.10 6.2.13 构造柱是建筑物抗震设防的重要构造措施 为保证构造柱与墙体可

靠的连接 使构造柱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提出了这几条施工要求  

6.2.14 由于砖砌体水平灰缝厚度过薄和过厚 会降低砌体强度 因此 砌体的标高

偏差宜通过调整上部灰缝厚度逐步校正  

6.2.15 采取本措施除了保证预制板和墙砌体均匀受力外 还可使板面较平整 减少

抹灰用工用料  

6.2.16 板平圈梁的硬架支模工艺自 80 年代初出现以来 目前 已广泛采用 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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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成熟的施工技术 它有如下优点: 

1 简化施工工序 可缩短楼层工期 50%  

2 楼板安装平整 牢固 增强了结构的整体性 提高了稳定墙 板节点的施工

质量  

3 减少浇注混凝土损失 20% 30% 文明施工  

6.2.17 勾缝深度过大 会降低砌体的强度  

6.2.18 砌体及混凝土的冬期施工应符合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104)

的质量  

6.2.19 该条规定 是为了保证砌体的整体性和受力可靠性  

6.3 安全措施  

6.3.1 砌完基础后及时填 一是对基础的保护 二是为了场地平整 方便施工 鉴

于基础工程的重要性 在回填土的施工时 应遵守现行国家标准 土方和爆破工程

及施工验收规范 (GBJ201)的有关规定  

6.3.2 为了替留置斜槎创造有利条件 并有利于保证墙体的稳定性和组织流水施工

故规定砌体相邻工作段的高度差不得超过一个楼层的高度 且不宜大于 4m  

6.3.3 表 6.3.3 的数值系根据我国 1956 年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暂行技术规范

第二篇中表一规定推算而得 验算时 为偏安全 略去了墙或柱底部砂浆与楼板(或

下部墙体)间的粘结作用 只考虑砌体的自重 进行抗倾覆验算 经验算 原表的安

全系数在 1.1 至 1.5 之间 应当指出 鉴于一般砖混结构层数有限 故表注(1)的最小

影响系数只取到 0.75 但对于超过施工处标高超过 20m 以上的情形 应再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的风载随高度变化的修正情况作进一步验

算  

6.3.4 基槽灌水会造成基础沉降 并引起砌体开裂 故应避免 雨水冲刷砂浆 除

会影响灰缝砂浆的饱满度外 还会冲去水泥浆 从而降低砂浆强度 砂浆稠度的适

应减少及每日砌筑高度的限制是为了保证砌体的垂直度 平整度和灰缝的尺寸等  

6.3.5 在墙体上留置临时洞口 施工中常会遇到 但留洞不当 必须削弱墙体的整

体性 或造成洞口砌体变形 因此 本条文对留洞位置和洞口顶部处理都做出了相

应规定  

6.3.6 砖浇水湿润程度对砌体强度影响较大 特别对抗剪强度的影响十分明显 对

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的建筑物 所应承受的地震作用很大 其砌体的强度在冬期

施工中当砖不能浇水湿润时 是很难保证的  

6.4 工程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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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在施工中 有时采用多台搅拌机拌制砂浆 而每台搅拌机的配料和搅拌情况

都不完全相同 故规定每台搅拌机都要取样 为使砂浆试块具有代表性 还规定了

每一楼层或 250m3 砌体中的各种强度等级的砂浆至少取一组试块 基础可按一个楼

层计  

6.4.2 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对砂浆的强度等级是按砂浆试

块抗压强度平均值确定的 并考虑砂浆强度降低 25%的条件确定砌体的强度值 并

且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J301)将此评定条件已应用多年 实践证明

可满足结构可靠性的要求  

6.4.3 砌体中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对砌体强度影响十分明显 故应在施工过程中随

时抽查 此条规定 取自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J301)  

6.4.6 6.4.7 允许偏差分别取自于国家现行标准 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03)和 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多层砖房抗震技术规程 (JGJ/T13) 这些规定

是为了保证其施工质量  

6.5 工程验收  

6.5.1 为多孔砖砌体应验收的隐蔽项目 其他隐蔽项目包括防潮层 支承垫块等  

6.5.2 为工程必要的验收资料和文件  

6.5.3 工程验收时 除要进行资料检查外 还要进行外观抽查 才具有代表性和真

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