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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砌体结构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在土木工程学科中占有重要位置。
　　本书按照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2001）及《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公路桥涵设计
通用规范》（J1、G D60-2004）编写而成。
　　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课教材，既要保证内容的系统性，又要保证内容的先进性。
本书简单阐述了砌体结构的发展历史和今后发展的趋势；对砌体结构所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进行了
较详细的分析讨论；对砌体结构的设计方法给予了简要介绍。
此外，本书重点讨论了无筋砌体受压构件及砌体房屋的受力性能和设计方法，并通过较多的例题、思
考题和练习题，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
本书按照《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3-2001）编写的简支墙梁、连续墙梁和框支墙梁的设计方法
、砖砌体墙和构造柱组合墙的设计方法，以及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的设计方法等，集中反映了我国在
砌体结构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针对砌体结构抗震性能差的缺点及我国为一个多地震国家这种客观状况，本书较详细地介绍了砌体房
屋结构抗震设计原理、方法和构造要求。
为了适应结构专业拓宽的需要，本书根据《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及《公路桥涵
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还编入了砌体拱桥、墩台、涵洞及挡土墙等设计内容。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全面、系统性强。
为了满足学生提高的要求，对部分章节做了　　砌体号标记，对这些章节学生可根据课时的安排进行
自学。
　　本书第一、四、五章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许淑芳、熊仲明执笔，第二、七、八章由
许淑芳执笔，第三、六章由熊仲明执笔，第九章由熊仲明和苏州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韦俊执笔。
全书由熊仲明统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混凝土教研室全体同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
；本书被陕西省教委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列为砌体结构精品课程重点建设内容之一，并给予资助，特
此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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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砌体结构》共分九章，内容包括绪论，砌体材料及其力学性能，砌体结构的设计原则，无筋砌
体构件的承载力计算，配筋砌体构件的承载力计算，混合结构房屋墙体设计，混合结构房屋其他结构
构件设计，砌体结构抗震设计和砌体拱桥、墩台、涵洞及挡土墙设计。
《砌体结构》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工程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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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3　砌体结构的主要应用范围　　砌体结构由于有其一系列独特的优点，因此
长期在土木工程中被广泛使用。
目前我国砌体结构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多层住宅、办公楼等民用建筑的基础、墙、柱和地沟
等构件大量采用砌体结构，在抗震设防烈度6度区，烧结普通砖砌体住宅可建到8层，在非抗震设防区
，可建高度更高。
例如，重庆市20世纪70年代就建成一批12层砌体结构住宅。
　　2）跨度小于24m，且高度较小的俱乐部、食堂，以及跨度在15m以下的中、小型工业厂房常采用
砌体结构作为承重墙、柱及基础。
　　3）60m以下的烟囱、料仓、地沟、管道支架和小型水池等结构也常采用砌体结构。
　　4）挡土墙、涵洞、桥梁、墩台、隧道和各种地下渠道，也常用砌体结构。
　　1.4　砌体结构的理论研究概况　　砌体结构虽然是应用了几千年的古老结构，但人们真正对其进
行科学的理论研究历史并不长。
直至20世纪30年代，砌体结构都是采用经验法设计，或采用允许应力法作粗略的估算，所设计的构件
大多粗大笨重。
前苏联从20世纪40年代，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砌体结构的受力性能进行较为广泛的试验
研究，从而提出了以试验结果和理论分析为依据的设计计算方法。
我国在建国初期引用前苏联的砖石结构规范作为我国砌体结构设计的依据。
显然许多方面与我国的国情是不适应的。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对砌体结构开展了系统的试验和理论研究，提出了符合我国情况的设计计
算理论和一系列的构造措施，1973年我国颁布了《砖石结构设计规范》（GBJ3—73），反映了我国自
己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此以后，研究工作在不断地深入进行，1988年颁布了修订的《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J3—88）
，2001年颁布又一次修订的《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以下简称《砌体规范》），不
断地将新的研究成果纳入设计规范。
当前我国砌体结构的理论研究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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