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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建筑工程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建筑安装工程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不断涌现和更新，加之近几年，国家先后对建筑设计、施工、监理、质量验收规范及建
筑标准等进行了大量修订，各省、市地方标准亦进行了修订，原有技术体系已不适合现代建筑事业发
展的要求。　　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形势，全面提高建筑安装业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与水平，建设
出更多、更好的优质工程，我们借修订辽宁省地方标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技术操作规程：DB 21
／900.1～25-2005）之机，从中选择部分相关工种专业，特组织辽宁省内既有理论又有现场施工经验的
专家共同编写了《建筑安装工程技术丛书》。　　在《丛书》编写时，以现行国家规范、标准、工艺
和新技术推广等内容为依据，从材料选择、施工（安装）工艺、质量要求为重点进行编写，同时，有
针对性地编入了安全施工方面的相关内容，使《丛书》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系统性和时代性。　　《
丛书》突出操作技能，注重实际应用。全套《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广
泛适用于建筑工程施工（安装）操作者的使用和职业岗位培训，也适用于技术和管理人员使用。　　
《建筑安装工程技术丛书》共12册：包括模板工程、混凝土工程、建筑钢筋工程、砌筑工程、脚手架
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建筑门窗工程、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锅炉安装工程、钢
结构吊装工程。　　《砌筑工程安全·操作·技术》系统、详细介绍了砌筑施工的操作过程，其内容
包括建筑识图、建筑材料、专业技术理论、安全知识、工艺标准知识、季节施工、施工通病及防止方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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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砌筑工程安全操作技术》内容包括建筑识图、建筑材料、专业技术理论，季节施工、技术规范操作
规程、质量通病及防治方法、安全技术及工艺标准等。根据国家新颁布的有关建筑施工规范、规程和
近年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发展，结合生产实践经验编写了《砌筑工程安全·操作·技术》一
书，以适应现代化建筑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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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料石墙
(一)料石墙砌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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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凝土空心砌块墙砌筑要点
(三)混凝土空心砌块砌体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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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气混凝土砌块墙砌筑形式
(二)加气混凝土砌块墙砌筑要点
(三)加气混凝土砌块砌体允许偏差
三、粉煤灰砌块砌体
(一)粉煤灰砌块墙砌筑形式
(二)粉煤灰砌块墙砌筑要点
(三)粉煤灰砌块砌体允许偏差
四、轻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砌体
(一)轻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墙砌筑形式
(二)轻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墙砌筑要点
第九章 配筋砌体工程
一、网状配筋砌体
(一)网状配筋砖柱构造
(二)网状配筋砖柱施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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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墙面渗水
四、砌体工程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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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砌体的弹性模量
(四)砌体的线膨胀系数和收缩率
(五)砌体的轴心抗拉强度、弯曲抗拉强度、抗剪强度设计值
(六)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七)房屋的静力计算方案
(八)外墙不考虑风荷载影响的最大高度
(九)受压构件的高厚比及修正系数
(十)墙、柱的允许高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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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准仪的构造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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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准仪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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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锤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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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如要使读数很快趋靠（向上靠）横丝，那么我们的手势正好应指挥持尺者把尺向下移动。反之
如要使这个读数向下趋靠横丝，则手势应指挥向上。最后当这两者吻合时，观测者也应做手势叫对方
停止移动，并再看一下镜内数字核对无误后，才可以让对方在尺的下端划痕记号。　　（四）水准仪
的维护和保养方法　　水准仪是比较贵重的仪器，是我们找平不可缺少的工具。在使用中应经常用软
毛刷刷去仪器上的灰尘，注意轻拿、轻放，不要受震动，并要求防雨、防潮、防晒，不要用手去触其
物镜、目镜。放入箱内后在盖箱前应将制动螺旋轻轻旋紧，使用一段时间后，要进行检查，如附件是
否安全，仪器有无损伤，转动是否灵活，有无杂音，操作螺旋是否有效，校正螺丝有无松动丢失，物
镜及目镜有无磨痕，物像十字丝是否清晰，水准器有无裂纹，三脚架、仪器和连接螺旋是否配套，仪
器箱的提手、背带、锁是否牢固等。此外还应注意擦洗和检修工作，以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精度不变
。　　二、经纬仪的安置和使用方法　　图13-13为我国生产的一种J：级光学经纬仪。　　经纬仪的
安置包括对中和定平两项内容，其具体过程分述如下。　　1.支架　　支三脚架的方法同水准仪操作
相同，但须注意三脚架中心应对准下面测点桩位的中心，以便对中时容易找正。　　2.安装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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