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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多孔砖 型

建筑抗震设计与施工规程 的通知

建标字第 号

根据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城科字第 号文通知 由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的 多孔砖 型 建筑抗震设计与施

工规程 业经我部审查批准为行业标准 编号 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和意见 请函告本标

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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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本规程是根据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城科字第 号

文的通知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陕西

省建筑科学研究所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 同济大学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 个单位共同编制的 在编

制过程中 经过试验研究 震害调查并以多种方式在全国征求意

见 经多次讨论和修改 后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

稿

本规程由总则 材料强度等级和砌体主要计算指标 抗震设

计的一般规定 地震作用和抗震承载力验算 抗震构造措施 施

工技术要求与质量检验等 章和 个附录组成

本规程虽经多次讨论和修改 但仍需从实践中不断地补充 修

订和完善 各单位在执行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

见及有关资料寄北京安外小黄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

究所 邮政编码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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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符 号

作用和作用效应

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地震时结构 构件 的等效总重力荷载代表值

剪力

墙体横截面平均压应力

地震时结构 构件 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结构构件配件的永久荷载标准值

可变荷载标准值

抗 力 和 材 料 指 标

多孔砖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

混凝土强度等级

多孔砖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

多孔砖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

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墙体 构件 的刚度

多孔砖砌体弹性模量

多孔砖砌体剪变模量

几 何 参 数

墙体横截面毛面积

结构 墙或窗间墙 宽度

结构 房屋 层间墙 门洞墙 窗洞墙 高度

计算墙肢的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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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系 数

承载力的抗震调整系数

砌体强度调整系数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

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系数

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其 它

数量 如楼层数 质点数 墙肢数等

序列 如第 层楼 第 质点 第 墙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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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贯彻执行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 使烧

结粘土多孔砖建筑设计和施工做到经济合理 确保质量 以避免

人员伤亡 减少地震损失 特制订本规程

第 条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度至 度地区

烧结粘土多孔砖 型 多层房屋的抗震设计和施工 对其它类

型多孔砖的房屋 当有可靠的试验数据时 也可参照本规程使

用

注 型烧结粘土多孔砖的处形尺寸为 孔径为

孔洞率一般不大于 以下简称多孔砖

本规程一般略去 设防烈度 字样 如设防烈度为 度 度 度

度 简称为 度 度 度 度

第 条 按本规程设计和施工的多孔砖房屋 当遭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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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一

定损坏 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当遭受高于本地

区设防烈度的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 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

的严重破坏

第 条 按本规程进行抗震设计和施工时 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的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和规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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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料强度等级和砌体主要计算指标

第 条 多孔砖和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应按下列规定

采用

一 多孔砖的强度等级

二 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注 强度等级 的砖 限用于 层及 层以下的多层房屋

第 条 龄期为 以毛截面计算的多孔砖砌体抗压

强度设计值和抗剪强度设计值 根据多孔砖和砂浆的强度等级 应

分别按表 和表 采用

多孔砖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表

砖 强 度 等 级

砂 浆 强 度 等 级 砂浆强度

注 施工阶段砂浆尚未硬化的新砌的多孔砖砌体 可按表 中砂浆强度为零

的情况确定抗压强度设计值

多孔砖砌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表

砂 浆 强 度 等

坑 剪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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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下列情况的多孔砖砌体 其抗压强度设计值和

抗剪强度设计值 应分别乘以下列强度调整系数

一 梁的跨度不小于 时 对梁下砌体 强度调整系数取

二 砌体毛截面面积小于 时 强度调整系数按下式确

定

式中 强度调整系数

砌体毛截面面积

三 当采用水泥砂浆砌筑时 对表 中的砌体抗压强度

设计值 强度调整系数取 对表 中的砌体抗剪强度

设计值 强度调整系数取

第 条 多孔砖砌体的弹性模量可按表 采用 砌

体的剪变模量可近似取 倍的弹性模量

多孔砖砌体的弹性模量 表

砂 浆 强 度 等 级

弹 性 模 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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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震设计的一般规定

第 条 多孔砖房屋的设计和布局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 建筑的平立面布置宜规则 对称 建筑的质量分布和刚

度变化宜均匀 楼层不宜有错层

二 纵横墙的布置宜均匀对称 沿平面内宜对齐 沿竖向应

上下连续 同一轴线上的窗间墙宜均匀

三 楼梯间不宜设置在房屋的尽端和转角处

四 应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第 条 多孔砖房屋的层高不宜超过 多孔砖房屋总

高度及层数不宜超过表 的规定

多孔砖房屋总高度 及层数限值 表

小墙厚 度 度 度 度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注 房屋总高度指自室外地面到檐口的高度 当为半地下室时 总高度可从地下

室室内地面算起 全地下室时 总高度可从室外地面算起

第 条 医院 学校等横墙较少的多孔砖房屋 总高度

应比表 的规定降低 层数相应减少 层 各层横墙很少

的房屋 应根据具体情况再适当降低总高度和减少层数

第 条 抗震横墙除应满足抗震承载力验算外 其 大

间距应符合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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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 表

楼 屋 盖类别 度 度 度 度

现浇及装配整体钢筋混凝土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

木

第 条 多孔砖房屋的局部尺寸限值宜符合表 的

规定

多孔砖房屋局部尺寸限值 表

部 位 度 度 度 度

承重窗间墙 小宽度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 小距离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 小距离

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 小距离

无锚固女儿墙 非出入口处 大高度

第 条 多孔砖房屋总高度与总宽度的 大比值 应符

合表 的规定

多孔砖房屋总高度与总宽度的最大比值 表

度 和 度 度 度

注 单边走廊或挑廊的宽度不包括在房屋总宽度之内

第 条 度和 度时的多孔砖房屋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宜设置防震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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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屋立面高差在 以上

二 房屋有错层 且楼板高差较大

三 房屋各部分结构刚度 质量截然不同

防震缝两侧均应设置墙体 缝宽可采用

第 条 烟道 风道 垃圾道等不应削弱墙体 当墙体

截面被削弱时 应对墙体采取加强措施 不宜采用无竖向配筋的

附墙烟囱和出屋面的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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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震作用和抗震承载力验算

第 条 多孔砖房屋一般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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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向的水平

地震作用应全部由该方向抗侧力构件承担

第 条 多孔砖房屋可不进行天然地基和基础的抗震承

载力验算

第 条 度时的多孔砖房屋 可不进行截面抗震验算

但应符合有关的抗震措施要求

第 条 计算地震作用时 房屋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

结构和构配件自重标准值和各可变荷载组合值之和 计算公式如

下

式中 重力荷载代表值

结构构件 配件的永久荷载标准值

有关可变荷载标准值

有关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按表 采用

组 合 值 系 散 表

可变荷载种类 组合值系数

雪荷载

屋面活荷载 不 考 虑

按实际情况考虑的楼面活荷载

按等效均布荷载考虑的楼面活

荷载

藏书库 档案库

其它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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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多孔砖房屋的抗震计算可采用底部剪力法 地

震作用沿高度按倒三角形比例分配 采用底部剪力法时 各楼层

可仅考虑一个自由度 多孔砖房屋的水平地震作用 图 标

准值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图 结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简图

式中 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 当设防烈度为 度

度 度时 分别取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 单质点应取总重力荷载代

表值 多质点应取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质点 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应按

本章第 条确定

分别为质点 的计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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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采用底部剪力法时 计算突出屋面的屋顶间 女

儿墙 烟囱等的地震作用效应 宜乘以增大系数 此增大部分不

应往下传递

第 条 结构的楼层水平地震剪力应分别按下列原则分

配

一 现浇和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 屋盖等刚性楼 屋盖

的房屋 宜按抗侧力构件等效刚度的比例分配

二 木楼 屋盖等柔性楼 屋盖的房屋 宜按抗侧力构件从

属面积上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比例分配

三 普通预制板的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 屋盖的房屋 可取

上述两种分配结果的平均值

第 条 多孔砖房屋可只选择承载面积较大或竖向应力

较小的墙段进行截面抗剪验算

第 条 进行地震剪力分配和截面验算时 墙段的层间

抗侧力等效刚度应按墙高与墙宽 窗洞高与窗间墙宽的比值分别

按下列原则确定

一 墙高与墙宽之比小于 时 可只考虑剪切变形

二 墙高与墙宽之比不大于 且不小于 时 应同时考虑弯

曲和剪切变形

三 墙高与墙宽之比大于 时 可不考虑刚度

第 条 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

值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的设计值

非抗震设计的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 按表

采用

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按表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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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表

注 为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砌体截面平均压应力

第 条 墙体的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 应采用以下表达

式

式中 墙体剪力设计值

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取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系数 按本章第 条 第

条和第 条的规定确定 突出屋面的屋

顶间 女儿墙 烟囱等的地震效应 尚应按本章第

条的规定 乘以增大系数或调整系数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同公式

墙体横截面毛面积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对两侧均设钢筋混凝土构造

柱的承重墙和自承重墙 分别取 和 对不

设或仅一侧设钢筋混凝土构造柱的承重墙和自承

重地 分别取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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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抗震构造措施

第 条 一般情况下 多孔砖房屋应按表 的要求

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 以下简称构造柱

构造柱设置要求 表

房 屋 层 数

度 度 度 度

各种层数和烈度

均设置的部位

随层数或烈度变化而增设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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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楼 电梯间的横墙与外

墙交接处

楼 电梯间的横墙与外墙交接处

山墙与内纵墙交接处 隔开间横墙

轴线 与外墙交接处

楼电梯间的横墙与外墙交接处 内

墙 轴线 与外墙交接处 内墙局部

较小墙垛处 度时的内纵墙与横墙

轴线 交接处

第 条 外廊式和单面走廊式的多层房屋 应根据房屋

增加一层后的层数 按表 要求设置构造柱 单面走廊两侧

的纵墙也应按外墙处理

教学楼 医院等横墙较少的房屋 应根据增加一层后的层

数 按本条上述要求或第 条的要求设置构造柱

第 条 构造柱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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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构造柱 小截面为 纵向钢筋宜采可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且在与圈梁相交的节点处宜适

当加密 加密范围在圈梁上下均不应小于 层高或 箍

筋间距不宜大于 房屋四角的构造柱可适当加大截面及配

筋

二 度时超过 层 度时超过 层和 度区的构造柱纵向

钢筋宜采用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三 构造柱与墙体的连接处宜砌成马牙槎 并沿墙高每

设 拉结钢筋 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于 图

图 拉结钢筋布置及马牙槎示意图

四 构造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五 构造柱可不单独设置基础 但应伸入室外地面下

图 或锚入浅于 的基础圈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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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构造柱根部示意图

第 条 度时层高超过 或墙长大于 的大

房间 度和 度时的房屋外墙转角及内外墙交接处 当未设置

构造柱时 应沿墙高每隔 配置 拉结钢筋 每边伸入

墙内不宜小于

第 条 后砌的非承重砌体隔墙 应沿墙高每隔

配置 拉结钢筋与承重墙或柱拉结 每边伸入墙内不应小于

度和 度时 长度大于 的后砌非承重隔墙的墙顶

尚应与楼板或梁拉结

第 条 多孔砖房屋的现绕钢筋混凝土圈梁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一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 屋盖或木楼 屋盖房屋 应每层

设置圈梁 横墙承重时 各类墙的圈梁设置要求应按表 的

规定执行 纵墙承重时 抗震横墙上的圈梁间距应比表 内

要求适当加密

二 现浇或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 屋盖与墙体有可靠连

接的房屋可不另设圈梁 但楼板应与相应构造柱用钢筋可靠连

接

第 条 现浇钢筋混凝土圈梁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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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钢筋混凝土圈梁设置要求 表

墙 类 度 和 度 度 度

外墙及内纵墙 外墙屋盖处及每层

楼盖处

肉纵墙屋盖处及隔

层楼盖处

屋盖处及每层楼盖

处

屋盖处及每层楼

盖处

内 横 墙 屋盖及每层楼盖处

屋盖处间距不应大于

楼盖处间距

不应大于 构

造柱对应部位

同上 屋盖处沿所

有横墙 且间距不

应大于 楼盖处

间距不应大于

构造柱对应部位

同上 各层所有

横墙

一 圈梁应闭合 遇有洞口应上下搭接 圈梁宜与预制板设

在同一标高处或紧靠板底

二 圈梁在本章第 条一款要求的间距内无横墙时 应

利用梁或板缝中配筋替代圈梁

三 圈梁钢筋应伸入构造柱内 并有可靠锚固 伸入顶层圈

梁的构造柱钢筋长度不应小于

四 圈梁的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配筋应符合表

的规定 地基有软弱粘性土 液化土 新近填土或严重不均匀土

层时 宜增设基础圈梁 其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配筋不应

少于

圈 梁 配 筋 要 求 表

配 筋 度 和 度 度 度

小 纵 筋

大箍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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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浇圈梁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第 条 多孔砖房屋的楼屋盖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 屋面板伸进纵横墙内的长度均不宜

小于

二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 屋面板 当圈梁未设在板的同一

标高时 板伸进外墙的长度不应小于 伸进内墙的长度不

宜小于 且不应小于 板在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

于

三 当板的跨度大于 并与外墙平行时 靠外墙的预制板

侧边应与墙或圈梁拉结

四 房屋端部大房间的楼盖 度时房屋的屋盖和 度时房屋

的楼屋盖 当圈梁设在板底时 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应相互拉结 并

应与梁 墙或圈梁拉结

第 条 多孔砖房屋楼 屋盖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一 楼 屋盖的钢筋混凝土梁或屋架 应与墙 柱 包括构

造柱 或圈梁可靠连接 梁与砖柱的连接不应削弱砖柱截面 各

层独立砖柱顶部应在两个方向均有可靠连接

二 坡屋顶房屋的屋架应与顶层圈梁可靠连接 檩条或屋面

板应与墙及屋架可靠连接 房屋出入口处的檐口瓦应与屋面构件

锚固

三 不宜采用无锚固措施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挑檐

第 条 度和 度时 多孔砖坡屋顶房屋的顶层内纵

墙顶 宜增砌支撑端山墙的踏步式墙垛

第 条 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度和 度时 顶层楼梯间横墙和外墙宜沿墙高每隔

设 通长钢筋

二 度时 除顶层外 其它各层楼梯间可在休息平台或楼

层半高处设置 厚的钢筋混浇土带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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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钢筋不宜少于

三 度和 度时 楼梯间及门厅内墙阳角处的大梁支承长度

不应小于 并应与圈梁连接

四 装配式楼梯段应与平台板的梁可靠连接 不应采用墙中

悬挑式踏步或踏步竖肋插入墙体的楼梯 不应采用无筋砖砌栏

板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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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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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施工技术要求与质量检验

第一节 施工准备

第 条 砖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并应按 承

重粘土空心砖 进行检验和验收

第 条 砌筑清水塘 柱的多孔砖 应边角整齐 色泽

均匀

第 条 多孔砖在运输装卸过程中 严禁倾倒和抛掷 经

验收的砖 应按强度等级堆放整齐 堆置高度不宜超过

第 条 常温条件下 砖应提前 浇水湿润 砌筑

时砖的含水率宜控制在

注 含水率以水重占干砖重的百分数计

第 条 控制砂浆及混凝土的水泥 如标号不明或出厂

期超过 个月 应经试验鉴定后方可使用

第 条 砂浆用砂宜采用中砂 并应过筛 不得含有草

根等杂物 砂中含泥量 对于水泥砂浆和强度等级不小于 的水

泥混合砂浆 不应超过 对于强度等级小于 的水泥混合砂

浆 不应超过

第 条 拌制砂浆应采用石灰膏 粘土膏 电石膏 粉

煤灰和磨细生石灰粉等无机掺合料 严禁使用干石灰或干粘

土

第 条 拌制砂浆及混凝土的水应符合 混凝土拌合用

水 的要求

第 条 构造柱混凝土所用石子的粒径不宜大于

第 条 砂浆的配合比应采用重量比 配合比应事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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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确定 如砂浆的组成材料有变更 其配合比应重新确定

试配砂浆 应按设计强度等级提高

第 条 砂浆稠度宜控制在

第 条 混凝土的配合比应通过计算和试配确定 并以

重量计 混凝土施工配制强度按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

标准 确定

第二节 施工要求

第 条 砌体应上下错缝 内外搭砌 宜采用一顺一丁

或梅花丁的砌筑形式

砖柱不得采用包心砌法

第 条 砌体灰缝应横平竖直 水平灰缝和竖向灰缝宽

度可为 但不应小于 也不应大于

第 条 砌筑用砂浆应随拌随用 水泥砂浆和水泥混合

砂浆必须分别在拌后 和 内使用完毕 如施工期间 高气温

超过 必须分别在拌成后 和 内使用完毕

第 条 砂浆拌合后和使用时 均应盛入贮灰器内 如

砂浆出现泌水现象 应在砌筑前在贮灰器内再次拌合

第 条 砌体灰缝应填满砂浆 水平灰缝的砂浆饱满度

不得低于 竖向灰缝宜采用加浆填灌的方法 使其砂浆饱满

但严禁用水冲浆灌缝

砌体宜采用 三一 砌砖法砌筑 采用铺浆法砌筑时 铺浆

长度不得超过

第 条 砌筑砌体时 多孔砖的孔洞应垂直于受压面 砌

筑前应试摆

第 条 除设置构造柱的部位外 砌体的转角处和交接

处应同时砌筑 对不能同时砌筑而又必须留置的临时间断处 应

砌成斜槎

临时间断处的高度差 不得超过一步脚手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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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砌体接槎时 必须将接槎处的表面清理干净 浇

水湿润 并应填实砂浆 保持灰缝平直

第 条 设置构造柱的墙体应先砌墙后浇灌混凝土 构

造柱应有外露面 以便检查混凝土浇灌质量

第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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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砖渣等清除干净

第 条 构造柱混凝土分段浇灌时 在新老混凝土接槎

处 须先用水冲洗 润湿 再铺 厚的水泥砂浆 用原

混凝土配合比去掉石子 方可继续浇灌混凝土

第 条 浇捣构造柱混凝土时 宜采用插入式振捣棒

振捣时 振捣棒应避免直接触碰砖墙 严禁通过砖墙传振

第 条 雨天施工时 砂浆的稠度应适当减小 每日砌

筑高度不宜超过 收工时 砌体顶面应予覆盖

第 条 冬期施工时 尚应符合现行规范冬期施工的有

关规定

第三节 质量检验

第 条 砂浆强度等级应以标准养护 龄期为 的试

块抗压试验结果为准

每一楼层或 砌体中的各种强度等级的砂浆 每台搅拌

机应至少检查一次 每次至少应制作一组试块 每组 块

第 条 砂浆试块强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 同品种 同强度等级的砂浆各组试块的平均强度不得小

于设计要求的强度等级

二 任意一组试块的强度不得小于设计要求的强度等级的

三 当单位工程中仅有一组试块时 其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

度等级

第 条 在砌筑过程中 每步架至少应抽查 处 每处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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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 砌体的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 其平均值不得低于

砌筑的砌体 不得出现透明缝

第 条 混凝土试块强度的检验和评定 应按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执行

第 条 构造柱混凝土应振捣密实 不应露筋或有较多

的蜂窝 麻面

第 条 砌体的尺寸和位置的允许偏差 不得超过表

的规定

砌体的尺寸和位置的允许偏差 表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墙 柱

检 验 方 法

轴线位移 用经纬仪复查或检查施工记录

楼面标高 用水平仪复查或检查施工记录

墙
面
垂
直
度

每 层 用 托线板检查

全

高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尺检查

表 面

平整度

清水墙 柱

混水墙 柱
用 直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水 平 灰 缝

平 直 度

清水墙

混水墙
拉 线和尺检查

水平灰缝厚度
皮砖累计数

与皮数杆比较 用尺检查

清水墙游丁走缝 吊线和尺检查 以每层第一皮砖
为准

外墙上下窗口偏移 用经纬仪或吊线检查 以底层窗
口为准

门窗洞口宽度 后塞口 用尺检查

第 条 构造柱尺寸和位置的允许偏差 不得超过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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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柱尺寸和位置的允许偏差 表

项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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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经纬仪或吊线法检查

用经纬仪或吊线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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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名词解释

名 词 说 明

抗震设防烈度 按国家批准权限审定作为一个地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烈度

地震影响系数 单质点弹性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 大加速度反应与重力加速

度比值的统计平均值

地震作用效应

系数

作用效应组合是建立在弹性分析迭加原理基础上的 地震作

用效应系数是结构或构件的内力 变形 值与产生该内力 变

形 的地震作用值的比值 由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确定

地震作用效应

的调整系数

考虑抗震分析中结构计算模型的筒化和弹塑性内力重分布或

其它因素的影响 在结构或构件设计时对地震作用效应 弯矩

剪力 轴力和变形 进行调整的系数

抗震设计的重

力荷载代表值

抗震设计时 在地震作用标准值的计算和结构构件作用效应

的基本组合中 用以表示结构或构件永久荷载标准值与有关可

变荷载的组合值之和 组合值系数根据地震时的遇合概率确定

三一 砌砖法 一铲灰 一块砖 一揉压的砌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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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墙片侧移刚度计算

一 矩形截面无孔洞墙层间刚度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墙的高度与宽度之比小于 时

附

或 附

式中 墙高

墙的水平截面积

砌体剪变模量 按第 条的规定采用

砌体弹性模量 按表 采用

当墙的高度与墙宽之比不小于 而不大于 时

附

式中 墙高与墙宽之比

二 当墙片仅开有门洞或窗洞时 墙片的层间刚度按下式计

算

附

式中 墙片的墙肢 的刚度 按公式附 或公式附

计算 且 取洞高计算 当开窗洞的墙片较短时 可

取 倍窗洞高计算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bu bu bu

bl bl bl bl

h
l

h
u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计算墙片墙肢的数量

三 当墙片上同时开有门洞和窗洞时 附图 墙片的刚

度按下式计算

附

式中 门洞间或门洞边等宽墙肢的刚度 按公式附 或

公式附 计算

门洞间和门洞边等宽墙肢的数量

窗间墙或窗与门间墙肢的刚度 按公式附 计

算

窗间墙和窗与门间墙肢的数量

附图 开孔墙刚度计算简图

注 图中 为墙段上部墙肢的 大宽度

四 复杂开洞墙片的窗间墙或窗与门间墙的刚度按下式计

算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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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计算墙肢 的水平截面积

计算墙肢 的宽度

计算墙肢 的等效高度 按本附录第五款规定计

算

五 复杂开洞墙片 附图 的窗间墙或窗与门间墙肢的等

效计算高度 按下列规定确定

当墙段下部墙肢的宽度与上部墙肢的 大宽度比值不小

于 且上墙肢与下墙肢高度之比不小于 时

附

式中 墙段上部墙肢的高度 附图

当墙段下部墙肢宽度与上部墙肢的 大宽度之比不大于

或上部墙肢高度与下部墙肢高度之比不大于 时

附

式中 墙段下部墙肢的高度

与上下墙段的墙肢高度有关的修正系数 当墙段上

部墙肢的高度与墙段下部墙肢高度之比不小于

时 取 不大于 时 取 大于 而小于

时 按插值计算

当墙段下部墙肢的宽度与上部墙肢的 大宽度之比大于

小于 且上部墙肢高度与下部墙肢高度之比大于 小于

时 按公式附 与公式附 插值计算

当墙段上部 大墙肢的宽度小于下部墙肢的高度 且上部

墙肢的高度小于下部墙肢的高度时 按公式附 与公式附

的平均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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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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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的 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

准和规范执行的 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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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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所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同济大学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主要起草人 王有为 董竟成 周炳章 周九仪

巴荣光 侯汝欣 蔡国均 王增培

顾蕙若 易文宗 冯建国 宋西战

崔建友 陈蜀贤 文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