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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

柱多层砖房抗震技术规程 的通知

建标 号

根据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城标字第 号文的要求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修订的 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多层

砖房抗震技术规程 业经审查 现批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编号

自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部标准 多层砖房

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抗震设计与施工规程 同时

废止

本规程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负责管理和解释 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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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贯彻执行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 使设置钢筋混凝

土构造柱 以下简称构造柱 多层砖房的设计与施工做到技术先

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以充分发挥其抗震能力 制定

本规程

按本规程设计的设置构造柱的多层砖房 当遭到低于本地

区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 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仍可继

续使用 当遭受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可能损坏 经一般

修理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当遭受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预

估罕遇地震影响时 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度地区设置构造柱的

粘土砖多层砖房和底层框架 抗震墙砖房 以下简称底层框架砖

房 的抗震设计与施工

本规程系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规定的原则进行修订的 符号 计量单位和基本术语系按照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设计通用符号 计量单位和基本术语

的规定采用

进行多层砖房抗震设计与施工时 除执行本规程外 尚应

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本规程必须与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 等相关的标准配套使用 不得与未按 建筑结

构设计统一标准 制订 修订的各种建筑结构标准 规

范及规程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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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符 号

材料性能

砖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

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

砌体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砌体弹性模量

混凝土弹性模量

砌体剪变模量

几何参数

分别为质点 的计算高度

抗震墙层间计算高度

墙体水平截面面积

墙体水平截面毛面积

墙体折算水平截面面积

墙段扣除孔洞及构造柱混凝土截面积后的砖砌体水

平截面净面积

墙段内构造柱混凝土水平截面面积

墙段层间竖向截面中钢筋总截面面积

抗震墙计算宽度

钢筋直径

门 窗 洞中心至墙段中心的距离

钢筋弯折宽度

钢筋弯折长度

抗震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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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间墙长度

洞口长度

钢筋绑扎搭接长度

墙段水平截面折算惯性矩

计算系数

相应于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砖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复合夹心墙抗震能力提高系数

构造柱参予墙体工作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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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规 定

基 本 要 求

设置构造柱的多层砖房总高度和层数 不应超过表

的规定

设置构造柱的多层砖房总高度和总层数限值 表

抗震墙

布 置

烈 度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横墙较多 八 七 六 四

横墙较少 七 六 五 三

注 房屋的高度是指室外地坪到主建筑物檐口的高度 半地下室可从地下室

室内地面算起 全地下室可从室外地坪算起

横墙较多是指横墙间距均不大于 或横墙间距大于 的房间的

面积在某一层内不大于该层总面积的 否则为横墙较少

本表适用于最小墙厚为 及 以上的实心墙

房屋的层高不宜超过

构造柱应按下列设置原则布置

构造柱设置部位 一般情况应符合表 的要求

外廊式和单面走廊式多层砖房 应根据房屋实际层数

增加一层的层数 按表 的要求设置构造柱 且单面走廊两侧

的纵墙均应按外墙处理

当第 款和表 中横墙较少两种情况同

时出现时 可按房屋实际层数增加一层的层数设置构造柱

防震缝两侧应设置抗震墙 并应视为房屋的外墙 按第

条规定设置构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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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砖房构造柱设置 表

房 屋 层 数

度 度 度 度
设置的部位

四 五 三 四 二 三

六 八 五 六 四 二

七 五 六 三 四

外墙四角 错

层部位横墙与外纵

墙交接处 较大洞

口两侧 大房间内

外墙交接处

度时 楼 电梯间

的四角

隔一开间 轴线 横墙

与外墙交接处 山墙与内

纵墙交接处

度时 楼 电梯间

的四角

内墙 轴线 与外墙交

接处 内墙局部较小墙垛

处

度时 楼 电梯间

的四角

度时无洞口内横墙

与内纵墙交接处

度时内纵墙与横墙

轴线 交接处

构造柱应沿整个建筑物高度对正贯通 不应使层与层之间

构造柱相互错位 突出屋顶的楼 电梯间 构造柱应伸到顶部 并与

顶部圈梁连接 内外墙交接处应沿墙高每隔 设 拉结

钢筋 且每边伸入墙内不应小于 局部突出的屋顶间的顶部及

底部均应设置圈梁

单面走廊房屋除满足第 条的要求外 尚应在单面走

廊房屋的山墙设置不少于 根的构造柱 封闭式单面走廊一侧的

外纵墙构造柱设置应满足第 条的要求 度和 度时敞开

式外廊砖柱应配置竖向钢筋 且外廊砖柱顶部应在两个方向均有

可靠连接

当多层砖房抗震墙不满足抗震强度要求时 可采用水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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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砖砌体

多层砖房结构材料性能指标 除有特殊规定外 应符合下

列要求

粘土砖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砖砌体的砂浆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当配置水平钢筋时砂浆强度等级不应

低于

构造柱和圈梁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构造

柱混凝土骨料的粒径不宜大于

钢筋宜采用 级钢筋

抗震结构体系

当构造柱沿外纵墙隔开间设置时 宜设置在有横墙处

隔开间或每开间设置构造柱的多层砖房 应沿设有构造柱

的横墙及内 外纵墙在每层楼盖和屋盖处均设置闭合的圈梁

仅在外墙四角设置构造柱时 应在无圈梁楼层的两个方向

增设与构造柱连接的配筋砖带 且沿外墙伸过 个开间 其它情况

应沿外纵墙和外横墙拉通 配筋砖带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皮砖 砂

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内走廊房屋沿横向设置的圈梁或现浇混凝土带 均应穿过

走廊拉通 并隔一定距离将穿过走廊部分的圈梁局部加强 局部加

强的圈梁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的要求 其截面最小高度不宜

小于

局部加强的圈梁最大间距 表

设防烈度 最大间距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 应采用现浇或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

土楼盖 并宜适当加大第二层砖房构造柱截面及其纵向钢筋截面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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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作用和截面抗震验算

地震作用计算

设置构造柱 水平钢筋和复合夹心墙的多层砖房地震作

用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第

条 第 条 第 条 第 条 第 条和第

条计算

设防烈度为 度的多层砖房 可不进行地震作用计算 但

抗震措施应符合有关要求

抗震承载力验算

一般情况下 墙体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 墙体剪力设计值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取

墙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非抗震设计的粘土砖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 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采用

砖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可按表 采用

墙体水平截面面积 复合夹心墙按承重叶墙计算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两端均有构造柱的抗震墙

自承重抗震墙 其它抗震墙

复合夹心墙承重叶墙抗震能力提高系数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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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取 当 时 取

墙段扣除孔洞及柱混凝土截面积后的砖砌体水平截

面净面积

墙段水平截面毛面积 复合夹心墙按承重叶墙计

算

粘土砖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表

当隔开间或每开间设置 且墙段中有 根以上 包括 根

构造柱时 可考虑构造柱对截面抗震承载力的有利影响 按下式进

行验算

式中 墙段折算水平截面面积

墙段构造柱混凝土水平截面积之和

构造柱参予墙体工作系数 当 时 取

当 时 取

墙段层间计算高度

墙段计算宽度

混凝土弹性模量

砖砌体弹性模量

设置构造柱的墙体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时 墙段应按下列

方法划分

对于横墙 一般取同一轴线上的横墙为一墙段 如门

洞高度超过本规程第 条的限值 或内走廊房屋穿过内走廊

的圈梁或现浇混凝土带不是按第 条规定的局部加强者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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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门洞及走廊两侧的墙体各自为一墙段

对于内 外纵墙 可选相邻两构造柱轴线间的墙体为

一墙段 并按轴线将构造柱分成两半 图

对于相邻两构造柱间开洞较多的内纵墙 应按各洞间墙肢为

一墙段进行第二次地震剪力分配 图

图 纵墙墙段划分示意图

一端或两端有构造柱 但该层墙体上部或下部无钢筋

混凝土圈梁的墙段 则作为无构造柱墙段考虑

设置在墙段中的构造柱 当两侧均有不小于 宽的

砖墙体时 该柱可按中间柱考虑 应乘以

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填心的复合夹心墙多层砖房 当符合本

规程第 条规定时 应以承重叶墙为计算单元进行截面抗震

承载力验算

设置构造柱和水平钢筋的粘土砖墙截面抗震承载力 应按

下式验算

当隔开间或每开间设置 且墙段中有 根以上构造柱时 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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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承载力可按下式验算

式中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层间竖向截面中钢筋总截面面积

对抗震墙截面的抗震承载力验算 可只选择不利墙段进行

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

为了计算层间剪力在各抗震墙内的分配 墙段的刚度计算

可按下式进行

当 时

当 时

当 时 设置构造柱的墙段在刚度计算时可不考虑

式中 因剪应力不均匀分布引起的对变形的影响系数 矩

形截面取

墙段考虑开孔和弯曲作用影响的刚度修正系数

水平截面积 按 折算后与砖墙净截面积

一起按工字形截面计算的惯性矩

开孔影响系数 按附录 表 取值

砖砌体剪变模量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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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措 施

构 造 柱

多层粘土砖房设置构造柱最小截面可采用

纵向钢筋可采用 箍筋采用 其间距不宜

大于

当设防烈度为 度时 多层砖房超过六层 度时多层砖房超

过五层及 度时 构造柱的纵向钢筋宜采用 箍筋间距不应

大于

房屋四角的构造柱截面和钢筋可适当增大

为便于检查混凝土浇灌质量 应沿构造柱全高留有一定的混

凝土外露面 若柱身外露有困难时 可利用马牙槎作为混凝土外露

面 图

构造柱必须与圈梁连接 在柱与圈梁相交的节点处应适当

加密柱的箍筋 加密范围在圈梁上 下均不应小于 或

层高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墙与构造柱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槎 每一马牙槎高度不宜超

过 图 且应沿高每 设置 水平拉结钢

筋 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于

构造柱可不必单独设置柱基或扩大基础面积 构造柱应伸

入室外地面标高以下

当构造柱设置在无横墙的进深梁墙垛处时 应将构造柱与

进深梁连接 构造柱与现浇钢筋混凝土进深梁连接节点构造可按

图 采用 与预制装配式进深梁连接节点构造可按图

采用 当使用预制装配式叠合梁时 连接节点构造可按

图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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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牙槎

马牙槎

圈梁
圈梁

纵墙

横墙

马牙槎

楼层面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图 构造柱位置示意图

图 拉结钢筋布置及马牙槎示意图
注 拉结钢筋伸入墙内的长度是指从墙的马牙槎外齿边 即构造柱边 算起的长

度 当墙上门窗洞边到构造柱边 即墙马牙槎外齿边 的长度小于 时

则伸至洞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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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柱

砖砌纵墙

现浇混凝土进

深梁受力钢筋

砖砌纵墙

构造柱

预制进深梁

附加短筋

或架立钢筋

构造柱

预制进深梁

圈梁

构造柱

圈梁

伸入部分凿毛

预制进深梁

圈梁

构造柱

预制进深梁
毛面

后浇混凝土

板端部的钢筋应与进深

梁搭接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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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进深梁

圈梁

构造柱 构造柱

圈梁

预制进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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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构造柱连接的进深梁跨度宜小于 对截面高度大

于 的进深梁 在梁端各 倍进深梁截面高度范围内宜加

密箍筋 梁端进行局部抗压计算时 宜按砌体抗压强度考虑 当进

深梁跨度大于 时 应考虑构造柱处节点约束弯矩对墙体的

不利影响

当预制进深梁的宽度大于构造柱的宽度时 构造柱的纵向

钢筋可弯曲绕过进深梁 伸入上柱与上柱钢筋搭接 当钢筋的折角

小于 时 可采用图 的搭接方式 当钢筋的折角大于

时 可采用图 的搭接方式 且参照本规程第 条

加密箍筋

图 预制进深梁宽度大于构造柱宽度时

构造柱的钢筋搭接示意图

对于纵墙承重的多层砖房 当需要在无横墙处的纵墙中设

置构造柱时 应在楼板处预留相应构造柱宽度的板缝 并与构造柱

混凝土同时浇灌 做成现浇混凝土带 现浇混凝土带的纵向钢筋不

少于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构造柱的竖向钢筋末端应作成弯钩 接头可以采用绑扎

其搭接长度宜为 倍钢筋直径 在搭接接头长度范围内的箍筋间

距不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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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交抗震墙交接处应增设构造柱 且构造柱有效截面面

积不小于 在斜交抗震墙段内设置的构造柱间距

不宜大于抗震墙层间高度

水 平 配 筋

水平配筋砖抗震墙应选择合适的配筋用量 配筋率宜为

墙段内的水平钢筋宜沿层高均匀布置

水平钢筋两端应制成直钩 墙段两端设置构造柱时 水平

钢筋应锚入构造柱内 无构造柱墙段的水平钢筋应伸入与其相交

的墙体内 伸入长度为 倍钢筋直径

水平钢筋直径不宜超过 当灰缝中的水平钢筋根数

为 根及 根以上时 宜采用与其垂直的横向钢筋连接 横向钢筋

直径不大于 间距为 对于 厚砖墙 一层灰缝

内配筋不应多于 根 厚砖墙的一层灰缝内配筋不宜多于

根

底层框架 抗震墙砖房

底层框架砖房的第二层以上部分构造柱和圈梁的设置原

则 应按本规程第三章的规定执行

底层框架砖房的构造柱纵向钢筋宜锚固在底层框架柱内

钢筋锚固长度不小于 倍钢筋直径 当构造柱的纵向钢筋锚固在

框架梁内时 除满足锚固长度外 还应对框架梁相应位置作适当加

强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楼盖采用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

板时 应在预制楼板上先现浇厚度不小于 的细石混凝土

内放双向直径不小于 间距不大于 的钢筋网片 然后

再砌墙体

底层框架砖房设置构造柱的截面不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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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柱 承重叶墙

高效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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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钢筋不宜少于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构造

柱应与每层圈梁连接

底层框架砖房上部承重砖墙及厚度不小于 的自

承重墙的中心线 宜同底层框架梁 抗震墙的中心线相重合 构造

柱宜同框架柱上下贯通

复合夹心墙

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夹心墙体的多层砖房 除按表 要

求设置构造柱外 还应对空腔两侧的叶墙之间采取可靠的连接措

施 墙面连接钢筋采用梅花形布置 沿高间距不大于 水平

间距不大于 连接钢筋端头制成直角 端头距墙面为

钢筋直径为 非承重叶墙与构造柱之间应沿高设置

水平拉结钢筋 间距不大于 图

图 复合夹心墙连接钢筋布置

复合夹心墙的钢筋混凝土圈梁布置应满足第 条的

要求 圈梁截面应跨过复合夹心墙的空腔 图

复合夹心墙的空腔宽度不宜大于 空腔两侧的承重

叶墙厚度不应小于 非承重叶墙厚度不应小于 叶

墙的砌筑砂浆不应小于

复合夹心墙宜从室内地面标高以下 开始砌筑 从

此至房屋楼板或其它水平支点间的距离为复合夹心墙的受压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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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圈梁

高效保温材料

非承重叶墙

承重叶墙连接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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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高度 非承重叶墙高厚比应满足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的允许高厚比值

图 复合夹心墙圈梁示意图

复合夹心墙的窗 门 洞口四边可采用丁砖或钢筋连接空

腔两侧的叶墙 沿窗 门 洞口边的连接钢筋采用 间距

连接丁砖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丁砖竖向间距为

皮砖的厚度 窗洞下边的丁砖应通长砌筑 且用高强度等级的砂浆

灌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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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

设置构造柱的多层砖房应分层按下列顺序进行施工 绑扎

钢筋 砌砖墙 支模 浇灌混凝土柱 钢筋混凝土圈梁应现浇

马牙槎尺寸应符合第 条要求 在墙体施工中 从每

层柱脚开始 先退后进

构造柱和圈梁的模板可用木模或钢模 在每层砖墙砌好

后 立即支模 模板必须与所在墙的两侧严密贴紧 支撑牢靠 防止

板缝漏浆

在浇灌构造柱混凝土前 必须将砖砌体和模板浇水润湿

并将模板内的落地灰 砖渣和其它杂物清除干净 在砌墙时 应在

各层柱底部 圈梁面上 以及该层二次浇灌段的下端位置 留出

皮砖的洞眼 以便清除模板内的落地灰 砖渣和其它杂物 清除完

毕应立即封闭洞眼

构造柱的混凝土坍落度宜为 以保证浇捣密

实 亦可根据施工条件 季节不同 在保证浇捣密实的情况下加以

调整 混凝土随拌随用 拌合好的混凝土应在 内浇灌完 超过

的混凝土不得使用 并不得再次拌合后使用

构造柱的混凝土浇灌可以分段进行 每段高度不宜大于

在施工条件较好并能确保浇灌密实时 亦可每层一次浇灌

预制大梁 圈梁和柱的接头处 则必须在同一层内一次浇灌

浇捣构造柱混凝土时 宜用插入式振捣棒 分层捣实 振捣

棒随振随拔 每次振捣层的厚度不应超过振捣棒长度的 倍

振捣时 振捣棒应避免直接碰触砖墙 并严禁通过砖墙传振

钢筋应除锈 调直 对预留的伸出钢筋 不应在施工中任意

弯折 如有歪斜 应在浇灌混凝土前校正到准确位置 箍筋应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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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位置与竖筋用金属丝绑扎牢固

复合夹心墙的连接钢筋应采取有效防锈措施

在冬期施工时 要注意清除模板内和砖上的冰碴 混凝土

外加剂的选择和掺量须按有关规定确定 对已浇好的混凝土 要采

用保温措施 避免受冻

施工时应有防雨措施 下雨时不宜露天浇灌混凝土 未下

雨而露天浇灌的混凝土也要及时覆盖 以防雨水冲刷 要特别注意

根据露天料场砂石含水量的变化 调整水灰比 确保混凝土的强

度

在砌完一层墙后和浇灌该层柱混凝土前 应及时对已砌

好的独立墙片加稳定支撑 必须在该层柱混凝土浇完之后 才能进

行上一层的施工

施工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柱与墙连接的马牙槎内的混凝土 砖墙灰缝的砂浆

都必须密实饱满 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不得低于

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或砂浆的强度平均值不得低于强度设计

值 任意一组试件的最小值 对于混凝土 不得低于强度标准值的

对于砂浆 不得低于强度标准值的 混凝土试件强度的

平均值不得低于强度标准值的

有关砖砌体的砌筑方法 灰缝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 均按照现

行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的有关规定执行

构造柱从基础到顶层必须垂直 对准轴线 其尺寸的

允许偏差见表 在逐层安装模板前 必须根据柱轴线随时

校正竖筋的位置和垂直度

构造柱混凝土保护层宜为 且不小于

预制进深梁的梁垫可与构造柱的混凝土同时浇灌 现浇

混凝土进深梁与梁垫应分开浇灌 大跨度预制进深梁在楼 屋 盖

板安装后 宜浇灌与其连接的混凝土圈梁

房屋两端外横墙 山墙 不宜开施工洞口 在单元分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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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开设的施工洞口应预留水平拉结钢筋

构造柱尺寸允许偏差 表

项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 查 方 法

柱中心线位置 用经纬仪检查

柱层间错位 用经纬仪检查

柱
垂
直
度

每层 用吊线法检查

全高
以下 用经纬仪或吊线法检查

以上 用经纬仪或吊线法检查

当采用预制楼梯时 楼梯梁 平台 不应在墙中预留洞口

严禁在抗震墙上剔凿洞口

复合夹心墙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复合夹心墙的施工顺序为 在沿夹心墙高度设置的

连接钢筋间距范围内 宜先砌筑承重叶墙 清除墙面多余砂浆后

安装高效保温材料 再砌筑非承重叶墙 然后铺置连接钢筋

非承重叶墙采用清水墙作为外饰面时 其勾缝砂浆

的水泥与砂浆之比不应低于

安装高效保温材料时 相邻保温材料之间应排放紧

密 局部空隙最大宽度不应大于 空隙长度之和不应大于保

温材料边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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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墙段开孔影响系数

墙段开孔影响系数 按表 采用

墙段开孔影响系数 表

注 为孔洞系数

表 中 开孔影响系数的适用范围如下

门洞高度不超过墙段层间计算高度的

内墙门 窗洞边离墙段端部净距离不小于

当窗洞高度大于墙段高的 时 与开门洞同样处理 当

小于墙段高 时 值可乘 当 大于 时 值取

在同一墙段内开有两个洞口 且洞间距离小于

时 洞间墙亦作为开孔处理 图

图 开孔计算示意图
注 当 时 孔洞面积

当 时 孔洞面积

当 时 不作偏孔洞处理

当 时 应作偏孔洞处理 值应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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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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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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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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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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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加 说 明

本规程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和

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 加 单 位 大连理工大学

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空军工程设计研究局

辽宁省建筑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 龚思礼 刘立泉 刘 雯 吴明舜 张前国

邬瑞锋 周炳章 郑 伟 奚肖凤 夏敬谦

黄泉生 曹骏一 解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