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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

前言

　　本书按照“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基本教学要求，依据我国现行
国家规范、标准，为适应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编写而成。　　本书重点介绍了民用建筑设计原理与构
造，工业建筑仅作一般介绍。内容上精心组合，文字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论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便于学习和理解。全文注重理论内容的精练，以“实用”为主要宗旨，突出实践内容的重要性。　
　本教材由北京城市学院郝峻弘任主编，北京城市学院李文利、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董慧娟、东南
大学建筑研究所周凡、北京城建集团李楠华、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张凤红任副主编。编写成员及编写的
具体分工为：第1、3、6章由北京城市学院郝峻弘编写；第2、4、12章由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董慧娟
编写；第5、8、9章由北京城市学院李文利编写；第7、10、11章由北京城建集团李楠华和北京科技职
业学院张凤红编写；第13、14章由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王蕾编写；第15章、附录A、附录B由东南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所周凡编写。本书由郝峻弘、周凡最后统稿、定稿。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院校
领导和许多教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参考和借鉴了许多国内同类教材和相关的
文献资料，在此特向有关作者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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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

内容概要

《房屋建筑学》：北京城市学院专著、教材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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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

作者简介

郝峻弘，1975年1月，女，硕士，郑州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教育背景： 1993年9月—1997年7月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建筑系，建筑学，学士 1997年9月—1998年7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风景园林
系，城市规划/园林，进修 2002年9月—2004年7月，郑州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工学硕士工作经历
：自1998年 7月开始在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建筑系从事教学工作，工作和读研期间均在建筑设计院兼职
，从事建筑创作，2005年9月至今北京城市学院理工学部从事教学工作，曾在《新建筑》发表《“两甩
袖”院落的当代传承——冀南民居模式的发展探索》，《2005全国建筑学年会论文集》发表《建筑表
皮自由化视觉特征研究》以及其它中国核心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共6篇；完成河北工程大学校级科研1项
，参编书籍2项；完成邯郸市军分区规划扩建工程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建成）、郑州新郑市轩辕皇帝
纪念馆室内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等实际工程项目设计约20项；参加北京万通龙山新新家园住宅方案全国
设计等竞赛，均取得良好名次，指导学生完成全国大学生规划设计作业竞赛佳作奖、指导学生设计并
完成第五届理正杯北京市建筑结构设计联赛，获得优秀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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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

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论 　　1.1 建筑及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 　　1.1.1 建筑 　　1.1.2 建筑的基本要素 　　1.2 建筑物
的分类与等级划分 　　1.2.1 建筑的分类 　　1.2.2 建筑物的等级划分 　　1.3 房屋建筑学研究的主要内
容 　　1.4 建筑工程设计的内容、程序及要求 　　1.4.1 建筑工程设计的内容 　　1.4.2 建筑设计的程序 
　　1.4.3 建筑设计的要求 　　1.4.4 建筑设计的依据 　　◇思考题 　　第2章 建筑平面设计 　　2.1 概
述 　　2.1.1 平面设计的内容 　　2.1.2 平面设计解决的问题 　　2.2 建筑物平面功能划分 　　2.2.1 使用
部分的平面设计 　　2.2.2 交通联系部分的平面设计 　　2.3 建筑平面组合设计 　　2.3.1 建筑平面功能
分析 　　2.3.2 建筑平面组合形式 　　2.3.3 基地环境对平面组合的影响 　　◇思考题 　　第3章 建筑
剖面设计 　　3.1 建筑剖面形状及各部分高度确定 　　3.1.1 建筑高度及剖面形状的确定 　　3.1.2 各部
分高度的确定 　　3.2 建筑物层数的确定 　　3.2.1 城市规划的要求 　　3.2.2 建筑使用性质的要求 　
　3.2.3 建筑结构类型、材料和施工的要求 　　3.2.4 建筑防火及城市消防能力的要求 　　3.2.5 社会经
济条件的要求 　　3.3 剖面组合及空间的利用 　　3.3.1 建筑剖面的组合方式 　　3.3.2 建筑空间的有效
利用 　　◇思考题 　　第4章 建筑体型和立面设计 　　4.1 建筑体型和立面设计的要求 　　4.2 建筑体
型的组合 　　4.3 建筑立面设计 　　◇思考题 　　第5章 常用建筑结构概述 　　5.1 概述 　　5.1.1 建
筑与结构的关系 　　5.1.2 建筑结构的分类 　　5.2 墙体承重结构 　　5.2.1 砌体墙承重结构 　　5.2.2 钢
筋混凝土墙承重体系 　　5.3 骨架结构体系 　　5.3.1 框架结构体系 　　5.3.2 框一剪结构体系与框一筒
结构体系 　　5.3.3 板柱结构体系 　　5.3.4 单层刚架、拱及排架结构体系 　　5.4 空间结构体系 　
　5.4.1 薄壳结构 　　5.4.2 折板结构 　　5.4.3 空间网格结构 　　5.4.4 悬索结构 　　5.4.5 膜结构 　
　5.5 筒体结构 　　5.5.1 框筒结构 　　5.5.2 筒中筒结构 　　5.5.3 筒束结构 　　5.6 巨型结构体系 　
　5.7 世界著名超高层建筑结构体系选用举例 　　◇思考题 　　第6章 建筑防火与安全疏散 　　6.1 建
筑火灾概述 　　⋯⋯ 　　第7章 民用建筑构造概述 　　第8章 基础与地下室 　　第9章 墙体 　　第10
章 楼地层及阳台、雨蓬 　　第11章 屋顶 　　第12章 楼梯等垂直交通设施 　　第13章 门窗 　　第14章
变形缝 　　第15章 工业建筑设计概论 　　附录A 常用商业建筑施工图纸目录 　　附录B 常用住宅施
工图纸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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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

章节摘录

　　2.建筑技术　　建筑技术是实现建筑设计的条件和手段，是指房屋用什么建造和怎样建造的问题
，如建筑材料技术、结构技术、施工技术和建筑设备等。结构和材料构成建筑的骨架，设备是保证建
筑物达到某种要求的技术条件，施工是保证建筑物实施的重要手段。　　建筑技术具体包括建筑材料
与制品的生产、建筑设备、施工机具，也包括了建筑设计理论、工程计算理论、施工方法与管理理论
等等。新的建筑技术出现，又为新型的、现代化的建筑设计提供了构思创造的营养和奠定了基础。如
果没有建筑技术，建筑设计只能是纸上谈兵。　　1）建筑结构　　结构为建筑提供合乎实用的空间
，并承受建筑物的全部荷载，是建筑物中不可变动的部分，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结构的坚固
程度直接影响着建筑物的安全和寿命。　　2）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对于结构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例如砖的出现，使古典建筑中拱券结构得以发展；钢和水泥的出现又促进了高层框架结构和大
跨空间结构的发展；而塑胶材料则使得充气建筑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建筑材料同样对建筑装修和
构造也十分重要。如玻璃的出现给建筑带来了更多的方便和光明，油毡的使用解决了平屋顶的防水问
题。目前越来越多的复合材料出现了，在混凝土中加入钢筋，大大增强了混凝土的抗弯能力；在铝材
、混凝土材料等内设置泡沫塑料、矿棉等夹心层可以提高其隔声和隔热效果等。　　3）建筑施工　
　建筑施工一般包括两个方面：施工技术和施工组织。前者主要指人的操作熟练程度、施工工具和机
械、施工方法等；后者则指材料的运输、进度的安排和人力的调配等。　　20世纪初，建筑施工开始
了机械化、工厂化和装配化的进程，大大提高了建筑施工的速度。机械化是指建筑材料的运输、搅拌
、吊装等均采用机械操作，门窗等配件采用机械加工；工厂化则强调各种构配件都在工厂预制，简化
施工现场作业量；装配化是用吊车等设备吊装预制好的主体结构，例如某住宅楼用塔式起重机吊装主
体结构，每天就可以完成一个单元三户的工作量。　　近年来我国一些大中城市中的民用建筑，以设
计定型化为前提，正逐步形成了设计与施工配套的全装配大板式、框架挂板、现浇大模板等工业化体
系。　　3.建筑形象　　建筑物既是物质产品，又有其艺术形象。建筑形象不仅包括建筑外部的形体
和内部空间的组合，还包括表面的色彩和质感，以及建筑各部分的装修处理等艺术效果，是建筑功能
与技术的综合反映。　　建筑形象和其他造型艺术一样，涉及文化传统、民族风格、社会思想意识等
方面的因素，并不单纯是美观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审美标准和对美的价值取向也在缓
慢地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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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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