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砌体结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砌体结构>>

13位ISBN编号：9787562928485

10位ISBN编号：756292848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建勋 编

页数：1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砌体结构>>

前言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房屋建筑工程专业
新编系列教材：砌体结构（第3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是为高职高
专院校土建专业所编写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新编
系列教材：砌体结构（第3版）》以砌体结构理论和我国现行的《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为依据，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内容的改动：增加第3章“砌体结构的设计方
法”；第5章“配筋砌体构件”中增加配筋砌块砌体构件的内容；第6章“砌体结构房屋的墙体体系及
静力计算方案”作重新编写并增加地下室墙的内力计算内容；增加第9章“砌体结构抗震设计”和第10
章“砌体特种结构”。
　　本教材结合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加强针对性，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理论部分概念
清晰、简明扼要，工程应用方面注重体现工程概念和结构构造要求，通过工程应用的实例加深对结构
设计原理和构造要求的理解。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房屋建筑工程专业
新编系列教材：砌体结构（第3版）》由张建勋主编，许利惟副主编，王黎怡、吴琛、洪芳参编修订
。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许利惟编写修订第1～4章及第7章，吴琛编写修订第6章，王黎怡编写修订第9章，
洪芳编写修订第5章、第8章、第10章。
全书由张建勋教授统一修订定稿。
　　本教材内容及深度适用性广泛，例题步骤完整，思考题和练习题内容全面，紧扣关键概念和关键
构造要求，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土建类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宜用作其他有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和土
建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参考用书。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及编者学识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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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砌体结构》（第二版）的基础上，根据《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2001）的要求
，参照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要求和目标作了全面修订。
以砌体结构设计与构造的要求为主要内容，突出工程应用，较系统地介绍了砌体材料及其力学性能、
砌体结构的设计方法、无筋及配筋砌体构件、砌体结构房屋的墙体体系及其承载力验算、砌体结构的
墙体设计及墙体中的构件设计、砌体结构抗震设计、部分砌体特种结构的设计等。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土建类专业与相近专业砌体结构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建筑结构设计、施
工、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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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为保证建筑结构的水平整体性，圈梁宜布置在靠近楼道、屋盖平面的标高处，内外纵墙、
横墙、山墙中的圈梁在水平面内相互拉结，形成牢靠的网络。
　　刚弹性和弹性方案房屋中，圈梁应与屋架、大梁等构件可靠连接，如在屋架或大梁端部伸出钢筋
，与圈梁内的钢筋搭接。
　　（3）钢筋混凝土圈梁的宽度宜与墙厚相同，当墙厚h≥240mm时其宽度不宜少于2h／3。
圈梁高度不应小于120mm。
纵向钢筋不宜小于4中10，绑扎接头的搭接长度按受拉钢筋考虑，箍筋间距不应大于300mm。
　　（4）圈梁兼作过梁时，过梁部分的钢筋应按计算用量另行增加配置。
　　（5）圈梁房屋转角、丁字接头处，应设置附加钢筋予以加强。
其连接构造如图7.21所示。
　　（6）为防止钢筋混凝土圈梁受温度影响而产生裂缝等现象，其最大长度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中有关伸缩缝最大间距考虑。
　　（1）常用的过梁类型有砖砌平拱过梁、钢筋砖过梁和钢筋混凝土过梁。
砖砌平拱、钢筋砖过梁仅适用于跨度较小、无振动、地基均匀及无抗震设防要求的建筑物，否则应采
用钢筋混凝土过粱。
　　（2）由于过粱上墙体的内拱作用，使梁上部分荷载直接传给支座，因此过梁上荷载并不像一般
梁那样全部由它承受。
根据试验结果分析，过梁上墙和梁板荷载应按表7.1有关规定确定。
　　（3）砖砌平拱、钢筋砖过梁承载力按一般简支梁进行计算。
对于砖砌平拱过梁，考虑支座水平推力作用，还应对墙体端部窗间墙水平灰缝进行受剪承载力计算，
钢筋混凝土过梁受弯、受剪承载力计算同一般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梁端支承处砌体局部受压承载力
计算，可不考虑上部荷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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