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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汶川地震灾后农房恢复重建的技术指导，建设安全、经济、实用的农房，

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制定本导则。 

1.0.2  农房建筑结构质量应符合抗震要求。抗震设防烈度必须根据国家颁发的文件确

定。 

1.0.3  农房功能应实用，满足村民基本生活及健康条件，符合村民生产和生活习惯。 

1.0.4  农房设计应因地制宜，体现民族及地方的传统文化，节约用地，兼顾建筑节能。 

1.0.5  农房施工应安全可靠，切实可行，易于施工。以建筑工匠为骨干，村民参与，

政府督导，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 

1.0.6  农房材料应尽量使用当地资源，充分利用震损房屋可回收的建筑材料，厉行节

约。凡能通过维修加固处理的房屋，尽可能不予拆除，使群众和国家在经济上少受损

失，并减少建筑垃圾的处理量。 

1.0.7  农房建设应尊重村民意愿，自力更生，政府帮扶。 

1.0.8  农房恢复重建应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以原址恢复重建为主，地质条件、基础

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好、震后损失不大的村庄应优先并加快恢复重建。 

1.0.9  农房恢复建设应与村庄人居环境改善相结合，因地制宜，进行必要的村庄用地

布局调整和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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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庄用地布局 

2.1 农房恢复重建，其村庄用地布局分为下列三种情况 

2.1.1 可按原村庄用地布局进行农房恢复重建的村庄。 

2.1.2 需要适度调整原村庄用地布局后进行农房恢复重建的村庄。 

2.1.3 需要制定村庄规划后进行农房恢复重建的村庄。 

2.2  下列村庄可按原村庄用地布局进行农房恢复重建 

2.2.1  地震前已经制定村庄规划，并根据规划基本完成建设或整治的村庄。 

2.2.2  未制定村庄规划，但村庄用地布局基本合理、具备基本基础设施的村庄。 

2.2.3  国家及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上述 2.2.2 款中，村庄布局和基础设施的具体标准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2.3  下列村庄需要调整原村庄用地布局后，再进行农房恢复重建 

2.3.1  村内道路狭窄或道路不畅，没有对外疏散道路。 

2.3.2  原村内建筑物布局过密，不能满足消防安全要求。 

2.3.3  山区村庄内部分农房处于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灾害影响范围内。 

2.3.4  村内无排水沟渠，无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而可能造成卫生防疫安全隐患。 

2.3.5  村庄用地布局影响和有碍农业生产发展。 

2.3.6  其他村庄用地布局不合理的情况。 

2.4  村庄用地布局型式 

2.4.1  平原地区村庄用地布局宜成组成团集中布局。 

2.4.2  山地村庄用地布局宜结合地形成线状或点状布局。 

2.4.3  农房布置宜简洁大方、错落有致，农房类型宜采用多种形式，避免过于单调。 

2.4.4  村庄用地布局规划及村庄用地布局调整应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乡土特色。 

2.5  村庄用地布局调整的决策和实施 

2.5.1  村庄用地布局调整的决策和实施程序应符合灾后农村恢复重建的实际情况，简

便而高效。 

2.5.2  村庄用地布局调整应由村民自治组织经民主程序进行决定并组织实施。 

2.5.3  村庄用地布局需要进行宅基地调整时，应征求被调整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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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村庄需先制定村庄规划后，再进行农房恢复重建 

2.6.1  根据镇（乡）村庄布局规划，实施易地迁建的村庄或实施合并的村庄。 

2.6.2  村庄原址上重建，原布局不合理，且规模较大的村庄。 

上述 2.6.2 款中的村庄规模的具体标准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予以确定。 

2.7   村庄规划应根据《城乡规划法》进行编制、审批和实施。农房建设应遵守村庄

规划的布局和建设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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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房户型设计 

3.1  农房设计应遵循经济性原则，节约村民建房成本和生活支出 

3.1.1  根据生产、生活需求，科学确定农房建设用地和建筑面积标准。 

3.1.2  农房应户型平面方正，功能紧凑。优先保障厅堂、居室等主要房间。厨卫、储

藏、交通等次要空间可充分利用院落、厢房及侧房等安置解决。 

3.2  农房设计应遵循适用性原则，功能布局应符合当地村民需求 

3.2.1  主要居室宜形状方正，比例合宜，朝向良好。 

3.2.2  厨卫宜具备自然通风、采光条件，保障清洁卫生。 

3.2.3  要提供储藏空间，利于粮食及生产工具存放。 

3.3  农房设计应遵循利于生产原则 

3.3.1  重视生产功能，为发展庭院经济、恢复生产创造条件。 

3.3.2  可结合居室空间，直接供农家乐旅游接待等活动所用，或为其他类型家庭生产、

经营提供辅助空间。 

3.4  农房设计应遵循可持续发展性原则 

3.4.1  农房建设应留有余地，为将来住宅局部扩建，水电等配套设备更新改造等提供

便利。 

3.4.2  空间组织宜灵活可变，适合生产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的需求。 

3.5  农房设计应注重节能设计 

3.5.1  应选用当地热工性能好的建筑材料，提高建筑热工性能，降低能耗。 

3.5.2  充分利用太阳能、地热、沼气等当地便利和成熟的节能技术。 

3.5.3  农房设计要充分利用当地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条件，借景自然，尊重历史，

体现简单大方、朴素自然的地方乡村特色。 

3.6  农房设计应体现当地羌、藏族民居特色 

3.6.1  在建筑形式、细部设计及装饰装修上应延续传统建筑风格，建设具有地域、民

族特色的农村住宅。  

3.7  农房设计应优先选用当地建筑材料和做法 

3.7.1  农房设计应探索适合当地建筑材料的建筑艺术造型和表现手法，体现农房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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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抗震设防烈度和设防目标 

4.1  本导则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6、7、8 和 9 度地区村镇低造价农居的抗震设计、

修复加固与施工。 

注：本导则“6、7、8、9度”为“抗震设防烈度为 6、7、8、9度”的简称，下同。 

4.2  本导则农房系指农村与乡镇中层数为一、二层，采用木楼（屋）盖的一般民用

居住房屋。包括砖木结构房屋、木结构房屋、生土结构房屋和石木结构房屋。 

4.3  本导则以行业标准《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JCJ161 为主要依据，重建

和加固的抗震设防目标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

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主体结构不

致严重破坏，围护结构不发生大面积倒塌。 

4.4  一般情况下，抗震设防烈度可采用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地震基本烈度，当

震后其地震基本烈度进行调整时，应按调整后的烈度采用；已编制抗震防灾规划的村

镇，可按批准的抗震设防烈度进行抗震设防。 

4.5  轻微受损的农房需要继续使用时，应先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鉴定，并根据

鉴定结论进行处理。  

4.6  本导则与图集配合使用，各种结构类型有关构造措施详细做法见 SG618-1~ 4《农

村民宅抗震构造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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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震设计和加固基本要求 

5.1  建筑设计和结构体系 

5.1.1  房屋体型应简单、规整，平面不宜局部突出或凹进，立面不宜高度不一。 

5.1.2  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纵横墙布置宜均匀对称，在平面内应闭合； 

   2  抗震墙层高的 1/2 处门窗洞口所占的水平横截面面积与总水平截面面积的比

率，对承重横墙不应大于 25%，对承重纵墙不应大于 50%； 

3  烟道、风道不应削弱承重墙体； 

4  二层房屋的楼层不应错层，不宜设置悬挑楼梯； 

5  木屋架应采用有下弦的三角形屋架。 

5.1.3  新建房屋应注意结构体系的明确性，不应在同一房屋采用木柱与砖柱、木柱与

石柱混合承重的结构体系，也不应在同一层中采用砖墙、石墙、土坯墙、夯土墙等不

同材料墙体混合承重的结构体系。在加固过程中如遇此类混合承重的情况，应在加固

同时予以局部改建。 

5.2  整体性连接构造一般规定 

5.2.1  楼、屋盖构件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表 5.2.1 的规定，当不满足时应采取加固措

施。 

表 5.2.1  楼、屋盖构件的最小支承长度(mm) 
构件名称 木屋架、木梁 对接木龙骨、木檩条 搭接木龙骨、木檩条 
位置 墙上 屋架上 墙上 屋架上、墙上 
支承长度与 
连接方式 240（木垫板） 60（木夹板与螺栓）

120（砂浆垫层、 
木夹板与螺栓） 满搭 

5.2.2  突出屋面无锚固的烟囱、女儿墙等易倒塌构件的出屋面高度，8 度及 8 度以下

时不应大于 500mm；9 度时不应大于 400mm。当超出时，应采取拉接措施或拆矮。 

5.2.3  横墙和内纵墙上的洞口宽度不宜大于 1.5m；外纵墙上的洞口宽度不宜大于

1.8m 或开间尺寸的一半。 

5.2.4  门窗洞口过梁的支承长度，6~8 度时不应小于 240mm，9 度时不应小于 360mm。 

5.2.5  墙体门窗洞口的侧面应均匀分布预埋木砖，门洞每侧宜埋置 3 块，窗洞每侧宜

埋置 2 块，门、窗框应采用圆钉与预埋木砖钉牢。 

5.2.6  当采用冷摊瓦（小青瓦）屋面时，底瓦的弧边两角应设置钉孔，可采用铁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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椽条钉牢；盖瓦与底瓦宜采用石灰或水泥砂浆压垄等做法与底瓦粘结牢固。 

5.2.7  当采用硬山搁檩屋盖时，山尖墙墙顶处应采用砂浆顺坡塞实找平。 

5.2.8  屋檐外挑梁上不得砌筑砌体。 

5.3  结构材料和施工要求 

5.3.1  结构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实心砖的强度等级：烧结普通砖不应低于 MU7.5；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

不应低于 MU15； 

2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烧结普通砖、料石和平毛石砌体不应低于 M2.5。蒸压灰

砂砖、蒸压粉煤灰砖不应低于 M5。用于修复及抗震加固时，应不低于 M5，且应比

原砌筑砂浆强度等级提高一级； 

3  钢筋宜采用 HPB235（Ⅰ级）和 HRB335（Ⅱ级）热轧钢筋； 

4  铁件、扒钉等连接件宜采用 Q235 钢材； 

5  木构件应选用干燥、纹理直、节疤少、无腐朽的木材； 

6  生土墙体土料应选用杂质少的粘性土； 

7  石材应质地坚实，无风化、剥落和裂纹。 

5.3.2  拆除的震损房屋的建筑材料如砖、木材、石材等，基本完好并且满足上述要求

时，可清理干净后用于重建房屋，以降低成本；倒塌的生土墙体可将土料打碎后还田，

也可用于制做土坯或用做夯土墙土料。 

5.3.3  加固用材料的强度等级应满足 5.3.1 条的规定并不应低于原房屋的材料强度等

级。 

5.3.4  施工除各章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HPB235（光圆）钢筋端头应设置 180°弯钩； 

   2  外露铁件应做防锈处理； 

   3  嵌在墙内的木柱宜采取防腐措施；木柱伸入基础内部分必须采取防腐和防潮措

施； 

   4  配筋砖圈梁和配筋砂浆带中的钢筋应完全包裹在砂浆中，不得露筋；砂浆层应

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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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基和基础 

6.1  建筑场地和地基 

6.1.1  易地重建选择建筑场地时，宜根据规划要求选择对建筑抗震有利的地段，避开

不利地段，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不应在危险地段建造房屋。 

6.1.2  同一房屋的基础不宜设置在性质明显不同的地基土上。 

6.1.3  当地基有淤泥、可液化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时，应采取垫层换填方法进行处理，

换填材料和垫层厚度、处理宽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垫层换填可选用砂石、粘性土、灰土或质地坚硬的工业废渣等材料，并应分层

夯实； 

2  换填材料砂石级配应良好，粘性土中有机物含量不得超过 5%；灰土体积配合

比宜为 2:8 或 3:7，灰土宜用新鲜的消石灰，颗粒粒径不得大于 5mm； 

3  垫层的底面宜至老土层，垫层厚度不宜大于 3m； 

4  垫层在基础底面以外的处理宽度：垫层底面每边应超过垫层厚度的 1/2 且不小

于基础宽度的 1/5；垫层顶面宽度可从垫层底面两侧向上，按基坑开挖期间保持边坡

稳定的当地经验放坡确定，垫层顶面每边超出基础底边不宜小于 300mm。 

6.1.4  当地基土为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时，宜分别按《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GB50025 或《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J112 中的有关规定处理。 

6.2  基础 
6.2.1  基础材料可采用砖、石、灰土或三合土等；砖基础应采用实心砖砌筑，灰土或

三合土应夯实。 

6.2.2  基础的埋置深度应综合考虑下列条件确定： 

1  除岩石地基外，基础埋置深度不宜小于 500mm； 

2  当为季节性冻土时，宜埋置在冻土层以下或采取其它防冻措施； 

3  基础宜埋置在地下水位以上，当地下水位较高，基础不能埋置在地下水位以上

时，宜将基础底面设置在最低地下水位 200mm 以下，施工时还应考虑基坑排水。 

6.2.3  石砌基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础放脚及刚性角要求 

1) 石砌基础的高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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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 (b–b1) / 3                       (6.2.3-1) 

式中  H0 ——基础的高度； 

b  ——基础底面的宽度； 

b1 ——墙体的厚度。  

2) 阶梯形石基础的每阶放出宽度，平毛石不宜大于 100mm，每阶应不少于两层；

毛料石采用一阶两皮时，不宜大于 200mm，采用一阶一皮时，不宜大于 120mm。基

础阶梯应满足下式要求 

Hi / bi ≥ 1.5                          (6.2.3-2) 

式中  Hi——基础阶梯的高度； 

bi——基础阶梯收进宽度。 

2  平毛石基础砌体的第一皮块石应座浆，并将大面朝下；阶梯形平毛石基础，上

阶平毛石压砌下阶平毛石长度不应小于下阶平毛石长度的 2/3；相邻阶梯的毛石应相

互错缝搭砌； 

3  料石基础砌体的第一皮应座浆丁砌；阶梯形料石基础，上阶石块与下阶石块搭

接长度不应小于下阶石块长度的 1/2； 

4  当采用卵石砌筑基础时，应凿开使用。 

6.2.4  实心砖或灰土（三合土）基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砌筑基础的材料应不低于上部墙体的砂浆和砖的强度等级。砂浆强度等级不应

低于 M2.5； 

2  灰土（三合土）基础厚度不宜小于 300mm，宽度不宜小于 700mm。 

6.2.5  当上部墙体为生土墙时，基础砖（石）墙砌筑高度应取室外地坪以上 500mm

和室内地面以上 200mm 中的较大者。 

6.2.6  基础的防潮层宜采用 1:2.5 的水泥砂浆内掺 5%的防水剂铺设，厚度不宜小于

20mm，并应设置在室内地面以下 60mm 标高处；当该标高处设置配筋砖圈梁或配筋

砂浆带时，防潮层可与配筋砖圈梁或配筋砂浆带合并设置。 

6.3  加固 

6.3.1  原址重建时，应将上部结构拆除清理至基础上皮，并检查地基土和基础震害情

况。当无明显震害、基础现状完好且上部结构基本按原状恢复时可直接进行上部结构

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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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地基基础完好但上部结构重建后荷载明显增加时，应对基础承载力进行核算，

根据核算结果，可做如下处理 

1  地基承载力满足要求时直接重建上部结构；  

2  基础底面压应力设计值超过地基承载力设计值并在 10%以内时，可采用提高上

部结构抵抗不均匀沉降能力的措施，如加强上部结构的整体性连接、提高承重结构承

载力和刚度等； 

3  基础底面压应力设计值超过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10%及以上时，可采取扩大基础

底面积加固或减少上部荷载的措施。农居基础形式简单，埋深浅，造价相对较低，当

加固难度较大或不易保证新旧基础共同工作时，也可拆除后重做。 

6.3.3  地基土出现砂土液化、震陷等，导致上部结构和基础有明显震害，或基础有腐

蚀、酥碱、松散和剥落现象时，应拆除原上部结构和基础后对地基土进行换填或夯实

处理，然后按 6.2 节的要求重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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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砖木结构房屋 

7.1  适用范围 

7.1.1  本章适用于 6~9 度地区的砖木结构房屋的新建和抗震加固，包括竖向承重构件

为烧结普通砖、蒸压灰砂砖和蒸压粉煤灰砖，楼面采用木梁承重，屋盖采用木梁或木

屋架承重的房屋。 

7.1.2  本章 7.2、7.3、7.4 节为新建砖木结构房屋的设计、构造与施工要求；7.5 节为

既有砖木结构房屋的震损修复与加固技术要求。 

7.2  一般规定 

7.2.1  砖木结构房屋的层数、高度和层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的层数和总高度不应超过表 7.2.1 的规定； 

2  房屋的层高：单层房屋不应超过 4.0m；两层房屋不应超过 3.6m。 
表 7.2.1 房屋层数和总高度限值(m) 

烈          度 

6 7 8 9 墙体类别 
最小墙厚

(mm)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实心砖墙 240 7.2 2 7.2 2 6.6 2 3.3 1 

蒸压砖墙 240 7.2 2 6.6 2 6.0 2 3.0 1 

注：房屋总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或檐口的高度。 

 

7.2.2 房屋抗震横墙间距，不应超过表 7.2.2 的要求。 
表 7.2.2  房屋抗震横墙最大间距(m) 

烈          度 
墙体类别 最小墙厚(mm) 房屋层数 楼层 

6、7 8 9 

一层 1 11.0 9.0 5.0 

2 11.0 9.0 — 实心砖墙 240 
二层 

1 9.0 7.0 — 

一层 1 9.0 7.0 5.0 

2 9.0 7.0 — 蒸压砖墙 240 
二层 

1 7.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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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砖木结构房屋的局部尺寸限值，宜符合表 7.2.3 的要求。 
表 7.2.3  房屋局部尺寸限值(m)  

部          位 6、7 度 8 度 9 度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 0.8 1.0 1.3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0.8 1.0 1.3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0.8 0.8 1.0 

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0.8 1.2 1.8 

7.2.4  砖木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2  屋盖结构宜采用双坡轻质材料屋面； 

3  8、9 度时不应采用硬山搁檩屋盖。 

7.2.5  砖木结构房屋应在下列部位设置配筋砖圈梁： 

1  所有纵横墙的基础顶部、每层楼、屋盖（墙顶）标高处； 

2  9 度时尚应在层高的中部设置一道。 

注：配筋砖圈梁是为加强结构整体性和提高墙体的抗倒塌能力，在承重墙体的底部或顶部，

在两皮砖之间砌筑砂浆中配置水平钢筋所构成的水平约束构件。 

7.2.6  木楼、屋盖砖木结构房屋应在下列部位采取拉接措施： 

1  两端开间和中间隔开间的屋架间或硬山搁檩屋盖的山尖墙之间应设置竖向剪

撑； 

2  山墙、山尖墙应采用墙揽与木屋架或檩条拉接； 

3  内隔墙墙顶应与梁或屋架下弦拉接。 

7.2.7  承重（抗震）墙厚度：实心砖墙、蒸压砖墙不应小于 240mm。 

7.2.8  当屋架或梁的跨度大于或等于 6m 时，支承处宜加设壁柱，或采取其他加强措

施。 

7.2.9  砖木结构房屋的抗震设计计算可按本导则附录 A 的方法进行，也可按本导则

附录 B 确定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 

7.3  抗震构造措施 

7.3.1  配筋砖圈梁的构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砂浆强度等级：6、7 度时不应低于 M5，8、9 度时不应低于 M7.5； 

2  砂浆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30mm； 

3  纵向钢筋配置不应少于 2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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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筋砖圈梁交接（转角）处的钢筋应搭接。 

7.3.2  开间或进深大于 7.2m 的大房间，及 8 度和 9 度时，外墙转角及纵横墙交接处，

应沿墙高每隔 750mm 设置 2φ6 拉接钢筋或 φ4@200 拉接钢丝网片，拉接钢筋或网

片每边伸入墙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750mm 或伸至门窗洞边。 

7.3.3  后砌非承重隔墙应沿墙高每隔 750mm 设置 2φ6 拉接钢筋或 φ4@200 钢丝网

片与承重墙拉接，拉接钢筋或钢丝网片每边伸入墙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500mm，在砌

筑承重墙时预留甩出；长度大于 5m 的后砌隔墙，墙顶应与木梁、或木檩条连接，连

接做法应符合本导则第 8 章的有关规定。 

7.3.4  门窗洞口可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过梁或钢筋砖过梁。当门窗洞口采用钢筋砖过

梁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砖过梁底面砂浆层中的纵向钢筋配筋量不应低于表 7.3.4 的要求，间距不

宜大于 100mm；钢筋伸入支座砌体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240mm； 
表 7.3.4  钢筋砖过梁底面砂浆层最小配筋 

门窗洞口宽度 b(m) 
过梁上墙体高度 hw(m) 

b≤1.5 1.5＜b≤1.8 

hw≥b/3 3φ6 3φ6 

0.3＜hw＜b/3 4φ6 3φ8 

2  钢筋砖过梁底面砂浆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30mm，砂浆层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5； 

3  钢筋砖过梁截面高度内的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5。 

7.3.5  木屋架、木梁在外墙上的支承部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搁置在砖墙上的木屋架或木梁下应设置木垫板，木垫板的长度和厚度分别不宜

小于 500mm、60mm，宽度不宜小于 240mm 或墙厚； 

2  木垫板下应铺设砂浆垫层；木垫板与木屋架、木梁之间应采用铁钉或扒钉连接。 

7.3.6  木楼盖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1  搁置在砖墙上的木龙骨下应铺设砂浆垫层； 

2  内墙上木龙骨应满搭、采用木夹板对接或采用燕尾榫、扒钉连接； 

3  木龙骨与搁栅、木板等木构件之间应采用圆钉、扒钉等相互连接。 

7.3.7  应在房屋中部屋檐高度处设置纵向水平系杆，系杆应采用墙揽与各道横墙连接

或与屋架下弦杆钉牢。 

7.3.8  当 6、7 度采用硬山搁檩屋盖时，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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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坡屋面时，应采用双坡屋面；    

2  檩条支承处应设垫木，垫木下应铺设砂浆垫层；垫木的长度和厚度分别不宜小

于 300mm、30mm，宽度同墙厚； 

3  端檩应出檐，内墙上檩条应满搭、采用夹板对接或采用燕尾榫、扒钉连接； 

4  木屋盖各构件应采用圆钉、扒钉或铅丝等相互连接； 

5  竖向剪 撑宜设置在中间檩条和中间系杆处；剪 撑与檩条、系杆之间及剪

撑中部宜采用螺栓连接；剪 撑两端与檩条、系杆应顶紧不留空隙； 

6  木檩条宜采用 8 号铅丝与配筋砖圈梁中的预埋件拉接。 

7.3.9  当采用木屋架屋盖时，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1  木屋架上檩条应满搭、采用夹板对接或燕尾榫、扒钉连接； 

2  屋架上弦檩条搁置处应设置檩托，檩托与屋架钉牢，檩条与屋架应采用扒钉或

铅丝等相互连接； 

3  檩条与其上面的椽子或木望板应采用圆钉、铅丝等相互连接； 

4  屋架间竖向剪 撑的构造做法应符合本导则 8.3.10 条的规定。 

7.4  施工要求 

7.4.1  砖砌体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砌筑前，砖应提前 1~2 天浇水润湿； 

2  砖砌体的灰缝应横平竖直，厚薄均匀；水平灰缝的厚度宜为 10mm，不应小于

8mm，也不应大于 12mm；水平灰缝砂浆应饱满，竖向灰缝不得出现透明缝、瞎缝和

假缝； 

3  砖砌体应上下错缝，内外搭砌；砖柱不得采用包心砌法； 

4  砖砌体在转角和内外墙交接处应同时砌筑。对不能同时砌筑而又必须留置的临

时间断处，应砌成斜槎，斜槎的水平长度不应小于高度的 2/3；严禁砌成直槎； 

5  砌筑钢筋砖过梁时，应设置砂浆层底模板和临时支撑；钢筋砖过梁的钢筋应埋

入砂浆层中，过梁端部钢筋伸入支座内的长度应符合本导则第 5.2.4 条的要求，并设

90°弯钩埋入墙体的竖缝中，竖缝应用砂浆填塞密实；  

   6  埋入砖砌体中的拉接筋，应位置准确、平直，其外露部分在施工中不得任意弯

折；设有拉接筋的水平灰缝应密实，不得露筋； 

7  砖砌体每日砌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 



 15

7.5  抗震加固 
7.5.1  砖墙体裂缝，可根据裂缝开裂程度和开展范围采用下列方法进行修补 

1  压力灌浆修复法 

适用于裂缝宽度在 1~2mm 之间的开裂墙体，且为满丁满条、满铺满挤法砌筑的

粘土砖、蒸压砖等砌体。对于 1mm 以下的裂缝，对裂缝进行清理后采用简单抹灰处

理即可； 

2  灌浆、沿裂缝区带状抹灰 

适用于缝宽为 3~4mm 之间的墙体裂缝，灌浆后可在墙体表面裂缝处（剔除装饰层）

铺一层钢丝网，抹高标号水泥砂浆（M10），宽度应超过裂缝两侧各 200~300mm； 

3  钢筋网水泥砂浆面层 

当原墙体砌筑砂浆强度低，或墙体开裂严重（最大裂缝宽度在 4mm 以上），当有

加固价值时，应采用钢丝网水泥砂浆面层（单面或双面）加固，面层砂浆强度等级应

采用 M10。 
7.5.2  墙体裂缝宽度较大（缝宽多数在 5mm 以上）并有错动或外闪，当有加固价值

时，可将裂缝严重的部位局部或大部分拆除，采用高强度砂浆重新补砌；拆除前要先

做好拆砌范围内上部结构的支托，设置支撑结构。  

7.5.3  纵横墙连接处出现裂缝的墙体，应在进行裂缝修补后，采用钢拉杆加强纵横向

墙体的连接。 
7.5.4  横墙间距超过附录 B 中限值时，应增设横墙，并与纵墙及屋盖构件可靠连接，

新增横墙应设基础；新增墙体的施工应满足第 7.4 节的有关要求。 

7.5.5  房屋整体性差导致墙体开裂严重，当有加固价值时，应在外墙的楼、屋盖（墙

顶）标高处墙体外部增设型钢（如角钢等）圈梁，内横墙增设钢拉杆。 

7.5.6  应采取措施加强墙体与楼（屋）盖系统的连接 

1  木屋架和硬山搁檩房屋，在山墙、山尖墙处增设墙揽与木屋架或檩条拉接，墙

揽可采用木块、木方、角铁等材料； 

2  内横墙墙顶可采用 8 号铅丝与屋架下弦或檩条拉接，或增设铁件、木夹板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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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木结构房屋 

8.1  适用范围 

8.1.1  本章适用于 6~9 度地区的木结构承重房屋的新建和抗震加固，包括穿斗木构

架、木柱木屋架、木柱木梁承重，实心砖（包括烧结普通砖、蒸压灰砂砖和蒸压粉煤

灰砖）围护墙、生土围护墙和石围护墙木楼（屋）盖房屋。 

8.1.2  本章 8.2、8.3、8.4 节为新建木结构房屋的设计、构造与施工要求；8.5 节为既

有木结构房屋的震损修复与加固技术要求。 

8.2  一般规定 

8.2.1  木结构房屋的层数、高度和层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的层数和总高度不应超过表 8.2.1 的规定； 

2  房屋的层高：单层房屋不应超过 4.0m；两层房屋不应超过 3.6m。 

表 8.2.1 房屋层数和总高度(m)限值 
烈          度 

6 7 8 9 结构类型 
围护墙种类 

（墙厚 mm）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实心砖(240) 7.2 2 7.2 2 6.6 2 3.3 1 砖

墙 蒸压砖(240) 7.2 2 6.6 2 6.0 2 3.0 1 

生土墙(≥250) 6.0 2 4.0 1 3.3 1 — — 
细料石(240) 7.0 2 7.0 2 6.0 2 — — 
粗料石(240) 7.0 2 6.6 2 3.6 1 — — 

穿斗木构架 
和木柱木屋架 

石

墙 
平毛石(400) 4.0 1 3.6 1 — — — — 
实心砖(240) 4.0 1 4.0 1 3.6 1 3.3 1 砖

墙 蒸压砖(240) 4.0 1 4.0 1 3.6 1 3.0 1 
生土墙(≥250) 4.0 1 4.0 1 3.3 1 — — 

细料石(240) 4.0 1 4.0 1 3.6 1 — — 
粗料石(240) 4.0 1 4.0 1 3.6 1 — — 

木柱 

木梁 
石

墙 
平毛石(400) 4.0 1 3.6 1 — — — — 

 

注：1. 房屋总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或檐口的高度； 

2. 坡屋面应算到山尖墙的 1/2 高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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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抗震横墙间距，不应超过表 8.2.2 要求。 

表 8.2.2  房屋抗震横墙最大间距(m) 
烈          度 结构  

类型 

围护墙种类 

(最小墙厚 mm) 
房屋

层数
楼层

6 7 8 9 

一层 1 11.0 9.0  7.0 5.0  
2 11.0 9.0 7.0 — 实心砖(240) 

二层
1 9.0 7.0 6.0  — 

一层 1 9.0 7.0 6.0 — 
2 9.0 7.0  6.0 — 

砖

墙 

蒸压砖(240) 
二层

1 7 .0 6.0 5.0  — 
一层 1 6.0 4.5 3.3 — 

2 6.0 — — — 生土墙(250) 
二层

1 4.5 — — — 
一层 1 11.0 9.0 6.0 — 

2 11.0 9.0 6.0  — 
细、半细料石 

(240) 二层
1 7.0 6.0  5.0  — 

一层 1 11.0 9.0 6.0 — 
2 11.0 9.0 — — 

粗料、毛料石 
(240) 二层

1 7.0 6.0 — — 

 

 

 

穿斗木构架 
和木柱木屋架 

石

墙 

平毛石(400) 一层 1 11.0 9.0 6.0  — 

实心砖(240) 一层 1 11.0 9.0 7.0 5.0  砖

墙 多孔砖(190) 一层 1 9.0 7.0 6.0  5.0 

生土墙(250) 一层 1 6.0 4.5 3.3 — 
木柱 

木梁 

石墙(240、400) 一层 1 11.0 9.0 6.0  — 

注：400mm 厚平毛石房屋仅限 6、7度。 

 

8.2.3  木结构房屋围护墙的局部尺寸限值，宜符合表 8.2.3 的要求。 

表 8.2.3  房屋围护墙局部尺寸限值(m)                 
部位  6 度   7 度   8 度   9 度 
窗间墙最小宽度 0.8 1.0 1.2 1.5 
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0.8 1.0 1.0 1.0 
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0.8 1.0 1.5 2.0 

8.2.4  木柱木屋架和穿斗木屋架房屋宜采用双坡屋盖，且坡度不宜大于 30 度；屋面

宜采用轻质材料（瓦屋面）。 

8.2.5  生土围护墙的勒脚部分，应采用砖、石砌筑，并采取有效的排水防潮措施。 

8.2.6  围护墙应砌筑在木柱外侧，不宜将木柱全部包入墙体中；木柱下应设置柱脚石，

不应将未做防腐、防潮处理的木柱直接埋入地基土中。 

8.2.7  木结构房屋的围护墙，沿高度应设置配筋砖圈梁、配筋砂浆带或木圈梁，设置

位置应符合本导则第 7章、第 9章和第 10 章“一般规定”中的有关要求。  

8.2.8  木结构房屋应在下列部位采取加强整体性连接的措施： 

1  三角形木屋架和木柱木梁房屋应在屋架（木梁）与柱的连接处设置斜撑； 



 18

2  两端开间屋架和中间隔开间屋架应设置竖向剪 撑； 

3  穿斗木构架应在屋盖中间柱列两端开间和中间隔开间设置竖向剪 撑，并应在

每一柱列两端开间和中间隔开间的柱与龙骨之间设置斜撑； 

4  山墙、山尖墙应采用墙揽与木构架（屋架）拉接； 

5  内隔墙墙顶应与梁或屋架下弦拉接。 

8.2.9  木结构房屋应设置端屋架（木梁），不得采用硬山搁檩。 

8.2.10  砖抗震墙厚度不应小于 180mm，生土抗震墙厚度不应小于 250mm，石抗震墙

厚度不应小于 240mm。 

8.2.11  承重木柱梢径不宜小于 150mm。 
8.2.12  各类围护墙木结构房屋的抗震设计计算可按本导则附录 A 的方法进行，也可

按本导则附录 C 确定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8.3  抗震构造措施 
8.3.1  柱脚与柱脚石之间宜采用石销键或石榫连接；柱脚石埋入地面以下的深度不应

小于 200mm。 

8.3.2  砖围护墙、生土围护墙和石围护墙的抗震构造措施和配筋砖圈梁、配筋砂浆带

的纵向钢筋配置和构造应分别符合本导则第 7 章、第 9 章和第 10 章“抗震构造措施”

中的有关规定。 

8.3.3  配筋砖圈梁、配筋砂浆带和木圈梁与木柱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筋砖圈梁、配筋砂浆带与木柱应采用不小于φ6 的钢筋拉接； 

2  木圈梁应加强接头处的连接，可采用平接、圆钉或扒钉连接，并应与木柱之间

采用铅丝或扒钉等可靠连接。 

8.3.4  内隔墙墙顶与梁或屋架下弦应每隔 1000mm 采用木夹板或铁件连接。 

8.3.5  山墙、山尖墙墙揽的设置与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6、7 度时，山墙设置的墙揽数不宜少于 3 个，8、9 度或山墙高度大于 3.6m 时

墙揽数不宜少于 5 个； 

2  墙揽可采用角铁、梭形铁件、木条或木板等制作；条形墙揽的长度应不小于

300mm，并应竖向放置；长方形（或梯形）木板墙揽应沿长向竖向布置； 

3  檩条不出山墙时宜采用铁件（如角铁、梭形铁件等）墙揽，铁件墙揽可根据设

置位置与檩条、屋架腹杆、下弦或柱固定； 

4  檩条出山墙时可采用木板墙揽，木板墙揽可用木销或铁钉固定在檩条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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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墙卡紧； 

5  墙揽应靠近山尖墙面布置，最高的一个应设置在脊檩正下方，纵向水平系杆

位置应设置一个，其余的可设置在其它檩条的正下方或屋架腹杆、下弦及柱的对应位

置处。 

8.3.6  穿斗木构架房屋的构件设置及节点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木柱横向应采用穿枋连接，穿枋应贯通木构架各柱，在木柱的上、下端及二层

房屋的楼板处均应设置； 

2  榫接节点宜采用燕尾榫、扒钉连接；采用平榫时应在对接处两侧加设厚度不小

于 2mm 的扁铁，扁铁两端用两根直径不小于 12mm 的螺栓夹紧； 

3  穿枋应采用透榫贯穿木柱，穿枋端部应设木销钉，梁柱节点处应采用燕尾榫； 

4  当穿枋的长度不足时，可采用两根穿枋在木柱中对接，并应在对接处柱两侧沿

水平方向加设扁铁；扁铁厚度不宜小于 2mm、宽度不宜小于 60mm，与木柱和穿枋贴

紧，两端用两根直径不小于 12mm 的螺栓夹紧； 

5  立柱开槽宽度和深度应符合表 8.3.6 的要求。 

表 8.3.6 穿斗木构架立柱开槽宽度和深度 
柱类型 

榫类型 圆 柱 方 柱 

最小值 D/4 B/4 
透榫宽度 

最大值 D’/3 3B/10 
最小值 D’/6 B/6 

半榫深度 
最大值 D’/3 3B/10 

注：D —圆柱直径；D’—圆柱开榫一端直径； B—方柱宽度。 

 

8.3.7  三角形木屋架的跨中处应设置纵向水平系杆，系杆应与屋架下弦杆钉牢；屋架

腹杆与弦杆除用暗榫连接外，还应采用双面扒钉钉牢。 

8.3.8  三角形木屋架或木梁与柱之间的斜撑宜采用木夹板，并采用螺栓连接木柱与屋

架上、下弦（木梁）；木柱柱顶应设置暗榫插入柱顶下弦（木梁）或附木中，木柱、

附木及屋架下弦（木梁）宜采用“U”形扁铁和螺栓连接。 

8.3.9  穿斗木构架纵向柱列间的剪 撑或柱与龙骨之间的斜撑，上端与柱顶或龙骨、

下端与柱身应采用螺栓连接。 

8.3.10  三角形木屋架的剪 撑宜设置在靠近上弦屋脊节点和下弦中间节点处；剪

撑与屋架上、下弦之间及剪 撑中部宜采用螺栓连接；剪 撑两端与屋架上、下弦应

顶紧不留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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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檩条与屋架（梁）的连接及檩条之间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接用的扒钉直径，6、7 度时宜采用 φ8，8 度时宜采用φ10，9 度时宜采用

φ12； 

2  搁置在梁、屋架上弦上的檩条宜采用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梁或屋架上弦的

宽度（直径），檩条与梁、屋架上弦以及檩条与檩条之间应采用扒钉钉牢或 8 号铅丝

缠绕连接； 

3  当檩条在梁、屋架、穿斗木构架柱头上采用对接时，应采用燕尾榫对接方式，

且檩条与梁、屋架上弦、穿斗木构架柱头应采用扒钉连接；檩条与檩条之间应采用木

夹板、扁铁或扒钉连接； 

4  三角形屋架在檩条斜下方一侧（脊檩两侧）应设置檩托支托檩条； 

5  双脊檩与屋架上弦的连接除应符合以上要求外，双脊檩之间尚应采用木条或螺

栓连接。 

8.3.12  椽子或木望板应采用圆钉与檩条钉牢。 

8.3.13  砖围护墙、生土围护墙和石围护墙的门窗洞口过梁形式、设置及构造要求应

分别符合本导则第 7 章、第 9 章和第 10 章的有关规定；过梁底面砂浆层中的配筋及

木过梁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墙厚为 180mm、240mm 的砖墙，钢筋砖过梁配筋应采用 2φ6；墙厚为 370mm、

490mm 时，应采用 3φ6； 

2  墙厚为 240mm 的石墙，钢筋石过梁配筋应采用 2φ6；墙厚为 400mm 时，应

采用 3φ6； 

3  木过梁截面尺寸不应小于表 8.3.7 的要求，其中矩形截面木过梁的宽度宜与墙

厚相同； 

表 8.3.7  木过梁截面尺寸(mm) 
门窗洞口宽度 b(m) 

b≤1.2 1.2＜b≤1.5 

矩形截面 圆形截面 矩形截面 圆形截面 
墙 厚 
(mm) 

高度 h 根数 直径 d 高度 h 根数 直径 d 
240 35 5 45 45 4 60 
370 35 8 45 45 6 60 
500 35 10 45 45 8 60 
700 35 12 45 45 10 60 

注： d 为每一根圆形截面木过梁的直径。 

 

4  当一个洞口采用多根木杆组成过梁时，木杆上表面宜采用木板、扒钉、铅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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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根木杆连接成整体。 

8.4  施工要求 
8.4.1  木柱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木柱不宜有接头；当接头不可避免时，接头处应采用拍巴掌榫搭接，并应采用

铁套或铁件将接头处连接牢固，接头处的强度和刚度不得低于柱的其他部位； 

2  应避免在木柱同一高度处纵横向同时开槽； 

3  在同一截面处开槽面积不应超过截面总面积的 1/2。 

8.4.2  砖围护墙、生土围护墙和石围护墙的施工要求应分别符合本导则第 7 章、第 9

章和第 10 章的有关规定。 

8.5  抗震加固 
8.5.1  对构造不合理的木构架，应采取增设杆件的方法加固；无下弦人字木屋架应增

设下弦。 

8.5.2  对于明显歪斜的木构架，应先打戗拨正，后用铁件加固，或增砌抗震墙并加强

节点连接。 

8.5.3  木构件的截面薄弱导致严重开裂时，应更换或增设构件，并与原构件可靠连接。 

8.5.4  对松动的木构架节点，可采用加设铁件连接的方法加固。 

8.5.5  未按抗震构造措施要求设置斜撑的三角形木屋架和木柱木梁屋架应增设斜撑。

8.5.6  未按抗震构造措施要求设置剪 撑的三角形木屋架和穿斗木构架应增设竖向

剪 撑。 

8.5.7  围护墙的修复加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开裂墙体可参照本导则第 7.5 节的方法采用灌浆填缝、拆砌或用砂浆面层等

方法修复加固； 

2  破坏严重的围护墙应拆除后重砌，或改用轻质隔墙；重砌时应按本导则第 7 章、

第 9 章和第 10 章的有关要求采取拉接措施； 

3  墙体外闪时，应增设扶墙垛，对于较高的山墙，应按抗震构造措施要求增设墙

揽； 

4  围护墙与木构架间松动、脱开时，可采用加设墙揽等方法加强两者的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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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土结构房屋 

9.1  适用范围 
9.1.1  本章适用于 6~8 度地区的生土结构房屋的新建和抗震加固，包括土坯墙、夯土

墙承重的一、二层木楼（屋）盖房屋。 

9.1.2  本章 9.2、9.3、9.4 节为新建木结构房屋的设计、构造与施工要求；9.5 节为既

有木结构房屋的震损修复与加固技术要求。 

9.2  一般规定 
9.2.1  生土结构房屋的层数和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的层数和总高度不应超过表 9.2.1 的规定； 

2  房屋的层高：单层房屋不应超过 4.0m；两层房屋不应超过 3.0m。 

表 9.2.1 房屋层数和高度限值(m) 
  烈          度 

6 7 8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6.0 2 4.0 1 3.3 1 
注：房屋总高度指室外地面到平屋面屋面板板顶或坡屋面檐口的高度。 

 

9.2.2  房屋抗震横墙间距，不应超过表 9.2.2 的要求。 

表 9.2.2  房屋抗震横墙最大间距(m) 
烈          度 

房屋层数 楼层 
6  7  8  

一层 1 6.6 4.8 3.3 
2 6.6 — — 

二层 
1 4.8 — — 

注：抗震横墙指厚度不小于 250mm 的土坯墙或夯土墙。 

 

9.2.3  生土结构房屋的局部尺寸限值，宜符合表 9.2.3 的要求： 

表 9.2.3 房屋局部尺寸限值(m) 
部位 6 度  7 度  8 度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 1.0 1.2 1.4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2 1.4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0 1.0 
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2 1.5 

 

9.2.4  生土结构房屋门窗洞口的宽度，6、7 度时不应大于 1.5m，8 度时不应大于 1.2m。 

9.2.5  生土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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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度时不应采用硬山搁檩屋盖。 

9.2.6  生土结构房屋不宜采用单坡屋盖；坡屋顶的坡度不宜大于 30 度；屋面宜采用

轻质材料（瓦屋面）。 

9.2.7  生土墙应采用平毛石、毛料石、凿开的卵石、粘土实心砖或灰土（三合土）基

础，基础墙应采用混合砂浆或水泥砂浆砌筑。 

9.2.8  生土结构房屋的配筋砖圈梁、配筋砂浆带或木圈梁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纵横墙基础顶面处应设置配筋砖圈梁；各层墙顶标高处应分别设一道配筋

砖圈梁或木圈梁，夯土墙应采用木圈梁，土坯墙应采用配筋砖圈梁或木圈梁； 

2  8 度时，夯土墙房屋尚应在墙高中部设置一道木圈梁；土坯墙房屋尚应在墙高

中部设置一道配筋砂浆带或木圈梁。 
9.2.9  生土结构房屋应在下列部位采取拉接措施： 

1  每道横墙在屋檐高度处应设置不少于三道的纵向通长水平系杆；并应在横墙两

侧设置墙揽与纵向系杆连接牢固，墙揽可采用方木、角铁等材料； 

2  两端开间和中间隔开间山尖墙应设置竖向剪 撑； 

3  山墙、山尖墙应采用墙揽与木檩条和系杆等屋架构件拉接。 
9.2.10  生土承重墙体厚度：外墙不宜小于 400mm，内墙不宜小于 250mm。 

9.2.11  生土结构房屋的抗震设计计算可按本导则附录 A 的方法进行，也可按本导则

附录 D 确定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9.3  抗震构造措施 
9.3.1  8 度时生土结构房屋应按下列要求设置木构造柱： 

1  在外墙转角及内外墙交接处设置； 

2  木构造柱的梢径不应小于 120mm； 

3  木构造柱应伸入墙体基础内，并应采取防腐和防潮措施。 

9.3.2  生土结构房屋配筋砖圈梁、配筋砂浆带和木圈梁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筋砖圈梁和配筋砂浆带的砂浆强度等级 6、7 度时不应低于 M5，8 度时不应

低于 M7.5； 

2  配筋砖圈梁和配筋砂浆带的纵向钢筋配置不应低于表 9.3.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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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2  土坯墙、夯土墙房屋配筋砖圈梁与配筋砂浆带最小纵向配筋 
              设防烈度 
墙体厚度 t(mm) 6 度  7 度  8 度  

t ≤400 2φ6 2φ6 2φ6 
400＜ t ≤600 2φ6 2φ6 3φ6 

t ＞600 2φ6 3φ6 4φ6 
3  配筋砖圈梁的砂浆层厚度不宜小于 30mm； 

4  配筋砂浆带厚度不应小于 50mm； 

5  木圈梁的横截面尺寸不应小于（高×宽）40mm×120mm。 

9.3.3  生土墙应在纵横墙交接处沿高度每隔 500mm 左右设一层荆条、竹片、树条等

编制的拉接网片，每边伸入墙体应不小于 1000mm 或至门窗洞边，拉接网片在相交处

应绑扎，当墙中设有木构造柱时，拉接材料与木构造柱之间应采用 8 号铅丝连接。  
9.3.4  生土结构房屋门窗洞口宜采用木过梁，过梁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木过梁截面尺寸不应小于表 9.3.4 的要求，其中矩形截面木过梁的宽度与墙厚

相同；木过梁支承处应设置垫木； 

表 9.3.4 木过梁截面尺寸(mm) 
门窗洞口宽度 b(m) 

b≤1.2 1.2＜b≤1.5 
矩形截面 圆形截面 矩形截面 圆形截面 

墙 厚 
(mm) 

高度 h 根数 直径 d 高度 h 根数 直径 d 
250 90 2 120 110 — — 
370 75 3 105 95 3 120 
500 65 5 90 85 4 115 
700 60 8 80 75 6 100 

注： d 为每一根圆形截面木过梁（木杆）的直径。 

 

2  当一个洞口采用多根木杆组成过梁时，木杆上表面宜采用木板、扒钉、铅丝等

将各根木杆连接成整体。 

9.3.5  生土墙门窗洞口两侧宜设木柱（板）；夯土墙门窗洞口两侧宜沿墙体高度每隔

500mm 左右加入水平荆条、竹片、树枝等编制的拉接网片，每边伸入墙体应不小于

1000mm 或至门窗洞边。 

9.3.6  木屋架、木梁在外墙上的支承部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搁置在生土墙上的木屋架或木梁在外墙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370mm，且宜

满搭，支承处应设置木垫板，墙体厚度不足 370mm 时应在支承处设置壁柱。木垫板

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不宜小于 500mm、370mm 和 60mm； 

2  木垫板下应铺设砂浆垫层；木垫板与木屋架、木梁之间应采用铁钉或扒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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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硬山搁檩房屋檩条的设置与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檩条支承处应设置不小于 400mm×200mm×60mm 的木垫板或砖垫； 

2  内墙檩条应满搭并用扒钉钉牢，不能满搭时应采用木夹板对接或燕尾榫扒钉连

接； 

3  檐口处椽条应伸出墙外做挑檐，并应在纵墙墙顶两侧设置双檐檩夹紧墙顶，檐

檩宜嵌入墙内； 

4  硬山搁檩房屋的端檩应出檐，山墙两侧应采用方木墙揽与檩条连接； 

5  山尖墙顶宜沿斜面放置木卧梁支撑檩条； 

6  木檩条宜采用 8 号铅丝与山墙配筋砂浆带或配筋砖圈梁中的预埋件拉接。 

9.3.8  硬山山墙高厚比大于 10 时应设置扶壁墙垛。 

9.3.9  7 度及 7 度以上地区，夯土墙在上下层接缝处应设置木杆、竹杆（片）等竖向

销键，沿墙长度方向间距宜取 500mm 左右，长度可取 400mm 左右。 

9.3.10  竖向剪 撑的设置，当采用硬山搁檩屋盖时，应符合本导则第 7.3.8 条第 5 款

的规定；当采用木屋架屋盖时，应符合本导则第 8.3.10 条的规定。 

9.3.11  山墙与木屋架及檩条的连接、山墙（山尖墙）墙揽的设置与构造、自承重墙

与屋架下弦的连接、木屋架（盖）之间的连接等均应符合本导则第 8 章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 

9.4  施工要求 
9.4.1  夯土墙土料含水量宜按最优含水量控制。村镇地区条件限制，一般可按经验取

用，现场检验方法是“手握成团，落地开花”。 

9.4.2  生土墙土料中的掺料宜满足下列要求： 

1  宜在土料中掺入 0.5％（重量比）左右的碎麦秸、稻草等拉接材料； 

2  夯土墙土料中可掺入碎石、瓦砾等，其重量不宜超过 25％（重量比）； 

3  夯土墙土料中掺入熟石灰时，熟石灰含量宜在 5~10％（重量比）之间。 

9.4.3  土坯墙砌筑泥浆内宜掺入 0.5%（重量比）左右的碎草，泥浆不宜过稀，应随

拌随用。泥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泌水现象时，应重新拌合。 

9.4.4  土坯墙的砌筑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土坯墙墙体的转角处和交接处应同时咬槎砌筑，对不能同时砌筑而又必须留置

的临时间断处，应砌成斜槎，斜槎的水平长度不应小于高度的 2/3；严禁砌成直槎； 

2  土坯墙每天砌筑高度不宜超过 1.2m。临时间断处的高度差不得超过一步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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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高度； 

3  土坯的大小、厚薄应均匀，墙体转角和纵横墙交接处应采取拉接措施； 

4  土坯墙砌筑应采用错缝卧砌，泥浆应饱满；土坯墙接槎时，应将接槎处的表面

清理干净，并填实泥浆，保持泥缝平直； 

5  土坯墙在砌筑时应采用铺浆法，不得采用灌浆法。严禁使用碎砖石填充土坯墙

的缝隙； 

6  水平泥浆缝厚度应在 12~18mm 之间。 

9.4.5  夯土墙的夯筑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夯土墙应分层交错夯筑，夯筑应均匀密实，不应出现竖向通缝。纵横墙应同时

咬槎夯筑，不能同时夯筑时应留踏步槎； 

2  夯土墙每层夯筑虚铺厚度不应大于 300mm，每层夯击不得少于 3 遍。 

9.4.6  房屋室外应做散水，散水面层可采用砖、片石及碎石三合土等。 

9.5  抗震加固 
9.5.1  开裂墙体应采取灌浆填缝的方法修复加固，表面局部剥落的应补全截面。 

9.5.2  墙体外闪或内外墙无咬砌时，应增设扶墙垛，对于较高的山墙，应增设墙揽。 

9.5.3  横墙间距超过附录 D 中限值时，应增设横墙，并与纵墙及屋盖可靠连接，新

增横墙应设基础；新增墙体的施工应满足第 9.4 节的有关要求。 

9.5.4  房屋整体性差时，可用角钢圈梁、木圈梁及拉杆加固，拉杆可采用钢筋或木杆。 

9.5.5  硬山搁檩土墙承重房屋，应在檩条下增设木垫板。 

9.5.6  木构件支撑长度不满足要求时，应增设支托加大支撑长度，支托应与原构件之

间木夹板、扒钉等连接。 

9.5.7  应采取措施加强墙体与楼（屋）盖系统的连接 

1  木屋架和硬山搁檩房屋，在山墙、山尖墙处增设墙揽与木屋架或檩条拉接，墙

揽可采用木块、木方、角铁等材料； 

2  内横墙墙顶可采用 8 号铅丝与屋架下弦或檩条拉接，或增设铁件、木夹板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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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木结构房屋 

10.1  适用范围 
10.1.1  本章适用于 6~8 度地区的石木结构房屋的新建和抗震加固，包括料石、平毛

石砌体承重的一、二层木楼（屋）盖房屋。 

10.1.2  本章 10.2、10.3、10.4 节为新建石木结构房屋的设计、构造与施工要求；10.5

节为既有石木结构房屋的震损修复与加固技术要求。 

10.2  一般规定 
10.2.1  石木结构房屋的层数和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的层数和总高度不应超过表 10.2.1 的规定； 

2  房屋的层高：单层房屋 6 度不应超过 4.0m；两层房屋不应超过 3.5m。 

表 10.2.1  房屋层数和总高度限值(m) 
烈          度 

6 7 8 墙 体 类 别 
最小 

墙厚
(mm)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细、半细料石砌体（无垫片） 240 7.0 2 7.0 2 6.6 2 料 石

砌 体 粗料、毛料石砌体（有垫片） 240 7.0 2 6.6 2 3.6 1 
平 毛 石 砌 体 400 3.6 1 3.6 1 — — 

注：1屋总高度指室外地面到檐口的高度；对带阁楼的坡屋面应算到山尖墙的 1/2 高度处； 

2平毛石指形状不规则，但有两个平面大致平行、且该两平面的尺寸远大于另一个方向尺寸的块石。 

 

10.2.2  房屋抗震横墙间距不应超过表 10.2.2 的要求。 

表 10.2.2  房屋抗震横墙最大间距(m) 
烈          度 

房屋层数 楼层 
6 、 7  8  

一层 1 11.0 7.0 
2 11.0 7.0 

二层 
1 7.0 5.0 

注：抗震横墙指厚度不小于 240mm 的料石墙或厚度不小于 400mm 的毛石墙。 

 

10.2.3  石木结构房屋的局部尺寸限值，宜符合表 10.2.3 的要求。 

表 10.2.3  房屋局部尺寸限值(m)  
烈   度  

部位 
6、7 8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 1.0 1.0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2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0 

内墙阳角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2 

注：出入口处的女儿墙应有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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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石木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2  8 度时不应采用硬山搁檩屋盖； 

3  严禁采用石板、石梁及独立料石柱作为承重构件； 

4  严禁采用悬挑踏步板式楼梯。 

10.2.5  石木结构房屋应在下列部位设置配筋砂浆带： 

1  所有纵横墙的基础顶部、每层楼、屋盖（墙顶）标高处； 

2  8 度时尚应在墙高中部增设一道。 

10.2.6  石木结构房屋应在下列部位采取拉接措施： 

1  两端开间屋架和中间隔开间屋架应设置竖向剪 撑； 

2  山墙、山尖墙应采用墙揽与木屋架或檩条拉接；  

3  内隔墙墙顶应与梁或屋架下弦拉接。 

10.2.7  石材规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料石的宽度、高度分别不宜小于 240mm 和 220mm；长度宜为高度的 2~3 倍且

不宜大于高度的 4 倍。料石加工面的平整度应符合表 10.2.7 的要求； 

表 10.2.7   料石加工平整度(mm) 
尺寸允许偏差 

料石种类 外露面及相接周边的 
表面凹入深度 

上、下叠砌面及左右接砌面的 
表面凹入深度 宽度及 

高度 长度 

细料石 不大于 2 不大于 10 ±3 ±5 

半细料石 不大于 10 不大于 15 ±3 ±5 

粗料石 不大于 20 不大于 20 ±5 ±7 

毛料石 稍加修整 不大于 25 ±10 ±15 

2  平毛石应呈扁平块状，其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10.2.8  承重石墙厚度，料石墙不宜小于 240mm，平毛石墙不宜小于 400mm。 

10.2.9  当屋架或梁的跨度大于 4.8m 时，支承处宜加设壁柱或采取其它加强措施，壁

柱宽度不宜小于 400mm，厚度不宜小于 200mm，壁柱应采用料石砌筑。 

10.2.10  石木结构的抗震设计计算可按本导则附录 A 的方法进行，也可按本导则附

录 E 确定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10.3  抗震构造措施 
10.3.1  配筋砂浆带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砂浆强度等级 6、7 度时不应低于 M5，8 度时不应低于 M7.5； 

2  配筋砂浆带的厚度不宜小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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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筋砂浆带的纵向钢筋配置不应低于表 10.3.1 的要求 

表 10.3.1 配筋砂浆带最小纵向配筋 
墙体厚度 t (mm) 6、 7 度  8 度  

≤300 2φ8 2φ10 
＞300 3φ8 3φ10 

4  配筋砂浆带交接（转角）处钢筋应搭接。 

10.3.2  纵横墙交接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料石砌体应采用无垫片砌筑，平毛石砌体应每皮设置拉接石； 

2  7、8 度时应沿墙高每隔 500~700mm 设置 2φ6 拉接钢筋,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

于 1000mm 或伸至门窗洞边。 

10.3.3  门窗洞口可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过梁或钢筋石过梁。当门窗洞口采用钢筋石

过梁时，钢筋石过梁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石过梁底面砂浆层中的钢筋配筋量应不低于表 10.3.3 的规定，间距不宜大

于 100mm； 

2  钢筋石过梁底面砂浆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40mm，砂浆层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5，钢筋伸入支座长度不宜小于 300mm； 

3  钢筋石过梁截面高度内的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M5。 

表 10.3.3 钢筋石过梁底面砂浆层中的钢筋配筋量 
门窗洞口宽度 b(m) 

过梁上墙体高度 hw(m) 
b≤1.5 1.5＜b≤1.8 

hw≥b/2 4φ6 4φ6 
0.3≤hw＜b/2 4φ6 4φ8 

10.3.4  木屋架、木梁在外墙上的支承部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搁置在石墙上的木屋架或木梁下应设置木垫板，木垫板的长度和厚度分别不宜

小于 500mm、60mm，宽度不宜小于 240mm 或墙厚； 

2  木垫板下应铺设砂浆垫层；木垫板与木屋架、木梁之间应采用铁钉或扒钉连接。 

10.3.5  应在跨中屋檐高度处设置纵向水平系杆，系杆应采用墙揽与各道横墙连接或

与屋架下弦杆钉牢。 

10.3.6  当采用硬山搁檩木屋盖时，屋盖木构件拉接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檩条应在内墙满搭并用扒钉钉牢，不能满搭时应采用木夹板对接或燕尾榫扒钉

连接； 

2  木檩条应用 8 号铅丝与山墙配筋砂浆带中的预埋件拉接；  
3  木屋盖各构件应采用圆钉、扒钉或铅丝等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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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当采用木屋架屋盖时，屋架的构造措施、山墙与木屋架及檩条的连接、山墙

（山尖墙）墙揽的设置与构造、以及屋架构件之间的连接措施等均应符合本导则第 8

章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10.3.8  内隔墙墙顶与梁或屋架下弦应每隔 1000mm 采用木夹板或铁件连接。 

10.4  施工要求 

10.4.1  石木结构的砌筑砂浆稠度、灰缝厚度、每日砌筑高度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石砌体砌筑前应清除石材表面的泥垢、水锈等杂质； 
2  砌筑砂浆稠度（塌落度）：无垫片为 10~30mm，有垫片为 40~50mm，并可根

据气候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3  石砌体的灰缝厚度：细料石砌体不宜大于 5mm；半细料石砌体不宜大于 10mm；

无垫片粗料石砌体不宜大于 20mm；有垫片粗料石、毛料石、平毛石砌体不宜大于

30mm； 

4  无垫片料石和平毛石砌体每日砌筑高度不宜超过 1.2m；有垫片料石砌体每日砌

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 

5  已砌好的石块不应移位、顶高；当必须移动时，应将石块移开，将已铺砂浆清

理干净，重新铺浆。 
10.4.2  料石砌体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料石砌筑时，应放置平稳；砂浆铺设厚度应略高于规定灰缝厚度，其高出厚度：

细料石、半细料石宜为 3~5mm，粗料石、毛料石宜为 6~8mm； 

2  料石墙体上下皮应错缝搭砌，错缝长度不宜小于料石长度的 1/3； 

3  有垫片料石砌体砌筑时，应先满铺砂浆，并在其四角安置主垫，砂浆应高出主

垫 10mm，待上皮料石安装调平后，再沿灰缝两侧均匀塞入副垫。主垫不得采用双垫，

副垫不得用锤击入； 

4  料石砌体的竖缝应在料石安装调平后，用同样强度等级的砂浆灌注密实，竖缝

不得透空； 

5  石砌墙体在转角和内外墙交接处应同时砌筑。对不能同时砌筑而又必须留置的

临时间断处，应砌成斜槎，斜槎的水平长度不应小于高度的 2/3；严禁砌成直槎。 

10.4.3  平毛石砌体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毛石砌体宜分皮卧砌，各皮石块间应利用自然形状敲打修整，使之与先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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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基本吻合、搭砌紧密；应上下错缝，内外搭砌，不得采用外面侧立石块中间填心的

砌筑方法；中间不得夹砌过桥石（仅在两端搭砌的石块）、铲口石（尖角倾斜向外的

石块）和斧刃石； 
2  平毛石砌体的灰缝厚度宜为 20~30mm，石块间不得直接接触；石块间空隙较

大时应先填塞砂浆后用碎石块嵌实，不得采用先摆碎石后塞砂浆或干填碎石块的砌

法； 

3  平毛石砌体的第一皮和最后一皮，墙体转角和洞口处，应采用较大的平毛石砌

筑； 

4  平毛石砌体必须设置拉接石，拉接石应均匀分布，互相错开；拉接石宜每 0.7m2

墙面设置一块，且同皮内拉接石的中距不应大于 2m；  

拉接石的长度，当墙厚等于或小于 400mm 时，应与墙厚相等；当墙厚大于 400mm

时，可用两块拉接石内外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50mm，且其中一块的长度不应

小于墙厚的 2/3。 

10.5  抗震加固 

10.5.1  对料石砌体房屋墙体的裂缝，可参照本导则第 7.5 节的方法加固处理。 
10.5.2  墙体裂缝宽度较大（缝宽多数在 5mm 以上）并有错动或外闪时，可将裂缝严

重的部位局部或大部分拆除，采用高强度砂浆重新补砌。拆除前要先做好拆砌范围内

上部结构荷载的支托，设置支撑结构。 

10.5.3  纵横墙连接较差的墙体，应采用钢拉杆加强纵横向墙体的连接。 
10.5.4  木屋架或梁的跨度较大时，支承处宜加设料石砌筑的壁柱。 

10.5.5  横墙间距超过附录 E 中限值时，应增设横墙，并与纵墙及屋盖构件可靠连接，

新增横墙应设基础；新增墙体的施工应满足第 10.4 节的有关要求。 

10.5.6  整体性差的房屋，应在外墙的楼、屋盖（墙顶）标高处墙体外部增设型钢（如

角钢等）圈梁，内横墙增设钢拉杆。 

10.5.7  应采取措施加强墙体与楼（屋）盖系统的连接 

1  木屋架和硬山搁檩房屋，在山墙、山尖墙处增设墙揽与木屋架或檩条拉接，墙

揽可采用木块、木方、角铁等材料； 

2  内横墙墙顶可采用 8 号铅丝与屋架下弦或檩条拉接，或增设铁件、木夹板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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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11.1  道路 
11.1.1  恢复重建应合理保留原有路网形态和结构，改善道路的功能；打通断头路，

设置消防通道和对外疏散通道。 

11.1.2  道路应通畅，保证有效联系，可按三级设置：主要道路路面宽度不得小于 4m，

宜有照明设施；次要道路路面宽度不得小于 2.5m；宅间道路路面宽度不宜大于 2.5m；

尽端式道路应设置回车场地。 

11.1.3  主要道路应与对外路网连通。道路两侧与建筑物之间应有满足消防要求的安

全间距。 

11.1.4  村内道路标高应低于两侧建筑场地标高，并考虑各类工程管线埋设和改造的

要求；路边应设置排水沟渠，并根据当地降雨量大小确定排水沟渠宽度及深度。 

11.1.5  村庄道路纵坡应大于 0.3%，山丘、重丘区一般不大于 5%，当纵坡坡度大于

4%时，连续坡长不宜大于 500m，且应采取相应的防滑措施；村庄道路横坡坡度大小

在 1%—3%之间，干旱地区取低值，多雨地区取高值。 

11.1.6  道路路面铺装材料应因地制宜，可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

块石路面、预制混凝土方砖、砂石路面等形式；道路施工宜就地取材，包括路基施工、

路面施工及排水沟渠施工等阶段。 

11.1.7  村庄道路路堤边坡坡面应采取适当形式进行防护。宜采用干砌片石护坡、浆

砌片石护坡、植草护坡等多种形式。 

11.2  供水 
11.2.1  供水设施应实现水质达标、水量满足用水需求。生活饮用水水量不宜低于

40~60 升/（人·天）。 

11.2.2  供水方式分为集中式、分散式两类。村庄邻近城市或镇区时，应优先选择城

镇配水管网延伸供水；人口居住集中的村庄，有条件时，应建设适度规模的联片集中

式供水工程；无条件时，可建造单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无好水源，需经特殊净化处理

的村庄，可采用分质供水；分散的山区村庄，可建井、池、窖等单户或联户供水。 

11.2.3  应选择水量充足，水质符合使用要求的水源地。 

11.2.4  应建立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严禁一切有碍水源水质的行为和建设任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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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源水质的设施。 

11.2.5  结合供水方式设置消火栓或消防水池，满足村庄消防用水需求。 

11.3  供电、电信 
11.3.1  供电工程应包括预测用电负荷，确定供电电源、电压等级、供电线路、供电

设施。结合地区特点，可充分利用小型水力、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架空电力

线路应根据地形、地貌特点和网络规划，沿道路、河渠架设。 

11.3.2  通信线路敷设宜设在电力线走向道路的另一侧。 

11.4  垃圾、粪便、污水处理 
11.4.1  村庄垃圾应及时收集、清运，保持村庄整洁。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 70m。 

11.4.2  在有条件的地方，村庄垃圾宜推行“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 

11.4.3  垃圾收集点应规范卫生保护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应定时喷洒消毒、灭蚊蝇

药物。 

11.4.4  应实现户厕粪便无害化处理，预防疾病，保障村民身体健康，防止粪便污染

环境。应按实际需要选择厕所类型，其改造和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疾病防控的规定。 
11.4.5  人、畜粪便应在无害化处理后用于农田施肥或发生沼气，避免对水体与环境

的污染。 

11.4.6  污水排放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村庄应根据自身条件，采用雨污分流或雨污

合流方式排水。 

11.4.7  污水可先采用化粪池、沼气池等方法进行预处理，之后通过管道或暗渠排放；

地理环境适合且技术条件允许时可考虑采用坑塘、洼地等稳定塘处理系统。 

11.5  集体活动用房 
11.5.1  村庄应有集体活动用房。集体活动用房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必须安全、

可靠。平时可结合村委会、卫生室、文体活动等设施联合使用，灾时为临时避难用房，

指挥救灾。 

11.5.2  集体活动用房应选在交通和通讯方便的地段、独立选址，同时与易燃易爆物

品场所和产生噪声、尘烟、散发有害气体等污染源的距离，并应符合安全、卫生和环

境保护有关标准的规定。 

11.5.3  集体活动用房应提倡多用途综合利用，节约用地和建设资金。 
11.5.4  重建的公共场所应兼顾村民生产生活与避灾疏散的需求。可根据村民使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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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打谷场、晒场、小型运动场地及避灾疏散场地等合并设置。 

11.5.5  公共场所宜靠近村委会、卫生室等公共活动集中的地段，场地平整、雨天无

积水、淤泥，宜有照明设施；禁止以侵占农田、毁林填塘等方式大面积新建公共活动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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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墙体截面抗震受剪极限承载力验算方法 

A.1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计算 
A.1.1  基本烈度地震作用下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确定（图 A.1.1）： 

eqbEkb GF maxα=              （A.1.1-1） 

1  对于单层房屋：  

     EkbFF =11                      （A.1.1-2） 

2  对于两层房屋： 

EkbF
HGHG

HG
F

2211

11
21 +
=           （A.1.1-3） 

EkbF
HGHG

HG
F

2211

22
22 +
=         （A.1.1-4） 

图 A.1.1  结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简

图 

式中  FEkb ——基本烈度地震作用下的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kN）； 

αmaxb ——基本烈度地震作用下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可按表 A.1.1 采用。

 
表 A.1.1  基本烈度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αmaxb 

烈度 6 7 7 (0.15g) 8 8 (0.30g) 9 

αmaxb 0.12 0.23 0.36 0.45 0.68 0.90 

注：7度（0.15g）指《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附录 A中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

度为 0.15g 的地区；8度（0.30g）指《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附录 A中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30g 的地区。 

 

F11 ——单层房屋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kN）； 

F21 ——两层房屋质点 1 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kN）； 

F22 ——两层房屋质点 2 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kN）； 

Geq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kN），单层房屋应取总重力荷载代表值，两层房

屋可取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95%； 

G1、G2 ——为集中于质点 1 和质点 2 的重力荷载代表值（kN），应分别取结构和构

件自重标准值与 0.5 倍的楼面活荷载、0.5 倍的屋面雪荷载之和； 

H1、H2 ——分别为质点 1 和质点 2 的计算高度（m）。 

A.1.2  木楼盖、木屋盖等柔性楼、屋盖房屋，其水平地震剪力 V 可按抗侧力构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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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墙）从属面积上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比例分配，从属面积按左右两侧相邻抗震墙间

距的一半计算。 

A.2  墙体截面抗震受剪极限承载力验算 
A.2.1  墙体的截面抗震受剪极限承载力，可按下列方法进行验算： 

AfV mVNbEb ,ζγ≤                                     （A.2.1-1） 

VN f/45.01
2.1

1
0σζ +=                                  

（A.2.1-2） 

⎩
⎨
⎧

>−+
≤+

=
)5/(          )5/(17.025.2
)5/(                        /25.01

00

00

vv

vv
N ff

ff
σσ
σσ

ζ               

（A.2.1-3） 

式中 Vb ——基本烈度地震作用下墙体剪力标准值（kN），可按本附录第 A.1.2 条确

定； 

bEγ  ——极限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承重墙可取 0.85，非承重墙（围护墙）可

取 0.95； 

fv,m ——非抗震设计的砌体抗剪强度平均值（N/mm2）； 

A ——抗震墙墙体横截面面积（mm2）； 

ζN ——砌体抗震抗剪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除混凝土小砌块砌体以外的砌

体可按式 A.2.1-2 计算，混凝土小砌块砌体可按式 A.2.1-3 计算； 

σ0 ——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砌体截面平均压应力（N/mm2）。 

A.2.2  砌体抗剪强度平均值 fv,m，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1  对于砖砌体 

vmv ff 38.2, =                          （A.2.2-1） 

2  对于毛石砌体 

vmv ff 70.2, =                          （A.2.2-2） 

3  对于生土墙体 

2, 125.0 ff mv =                         （A.2.2-3） 

式中： fv ——非抗震设计的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砖和石砌体可按表 A.2.2

采用，土坯墙体可按表 A.2.3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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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砌筑泥浆的抗压强度平均值（N/mm2）。 

 

表 A.2.2-1 非抗震设计的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 fv (N/mm2) 
砌体砂浆强度等级 

砌体种类 
M10 M7.5 M5 M2.5 M1 M0.4 

普通砖、多孔砖 0.17 0.14 0.11 0.08 0.05 0.03 

小砌块 0.09 0.08 0.06 — — — 

蒸压砖 0.12 0.10 0.08 0.06 — — 

料石、平毛石 0.21 0.19 0.16 0.11 0.07 0.04 

 

 

表 A.2.2-2 非抗震设计的土坯墙抗剪强度设计值 fv (N/mm2) 
砌筑泥浆抗压强度 

平均值 f2 
3.0 2.5 2.0 1.5 1.0(M1) 0.7(M0.7) 0.5 

抗剪强度设计值 fv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4 

注：土坯的抗压强度平均值不应低于对应的砌筑泥浆的抗压强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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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砖木结构房屋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限值 

B.0.1  当砖墙厚度满足本导则第 7.2.7 条规定、墙体洞口水平截面面积满足第 5.1.2

条规定、层高不大于本附录下列表中对应值时，各类墙体房屋的抗震横墙间距 L 和对

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分别按表 B.0.1-1 至 B.0.1-2 采用。抗震横墙间距和对应的房

屋宽度满足表中对应限值要求时，房屋墙体的抗震承载力满足对应的设防烈度地震作

用的要求。 

1  对横墙间距不同的木楼、屋盖房屋，最大横墙间距应小于表中的抗震横墙间

距限值。表中分别给出房屋宽度的下限值和上限值，对确定的抗震横墙间距，房屋宽

度应在下限值和上限值之间选取确定；抗震横墙间距取其他值时，可内插求得对应的

房屋宽度限值； 

2  表中为“—”者，表示采用该强度等级砂浆砌筑墙体的房屋，其墙体抗震承载

力不能满足对应的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要求，应提高砌筑砂浆强度等级； 

3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相同强度等级的砂浆砌筑时，实际房屋宽度应按

第 1 层限值采用； 

4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不同强度等级的砂浆砌筑时，实际房屋宽度应同

时满足表中 1、2 层限值要求； 
5  墙厚为 240mm 的实心粘土砖墙木楼（屋）盖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

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按表 B.0.1-1 采用； 

表 B.0.1-1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240mm 实心粘土砖墙)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6 一 1 4.0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一 1 4.0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0.15g) 一 1 4.0 3 
3.6~11 

4 
4 

9.9 
11 

4 
4 

11 
11 

4 
4 

11 
11 

4 
4 

11 
11 

8 一 1 3.6 
3 

3.6~8.4 
9 

4 
4 

4.3 

8.1 
9 
9 

4 
4 
4 

9 
9 
9 

4 
4 
4 

9 
9 
9 

4 
4 
4 

9 
9 
9 

8 
(0.30g) 一 1 3.6 

3 
3.6 
4.2 
4.8 
5.4 
6 

6.6 
7.2 
7.8 
8.4 
9 

4 
4 
4 

4.8 
5.4 
7 
— 
— 
— 
— 
— 

4.7 
5.3 
5.8 
6.2 
6.6 
7 
— 
— 
— 
— 
— 

4 
4 
4 
4 
4 
4 

4.1 
4.7 
5.3 
6 

6.8 

6.9 
7.7 
8.4 
9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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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1-1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3.3 

3 
3.6 
4.2 
4.8 
5 

— 
— 
— 
— 
— 

— 
— 
— 
— 
— 

4 
4 
4 

4.4 
4.7 

5.1 
5.7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9 一 1 

3.0 3 
3.6~5 

— 
— 

— 
— 

4 
4 

5.6 
6 

4 
4 

6 
6 

4 
4 

6 
6 

2 3.6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6 二 
1 3.6 3~9 4 11 4 11 4 11 4 11 
2 3.6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二 1 3.6 

3 
3.6 
4.2 

4.8~8.4 
9 

4 
4 
4 
4 

4.2 

8 
9.2 

10.3 
11 
11 

4 
4 
4 
4 
4 

10.8 
11 
11 
11 
11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2 3.6 

3 
3.6 
4.2 
4.8 
5.4 
6 

6.6~7.2 
7.8 
8.4 
9 

9.6 
10.2 
11 

4 
4 
4 
4 
4 
4 
4 

4.3 
4.7 
5.1 
5.6 
6.1 
6.8 

7.2 
8.2 
9 

9.7 
10.3 
10.9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0.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7 
(0.15g) 二 

1 3.6 

3 
3.6 
4.2 
4.8 
5.4 
6 

6.6 
7.2 
7.8 
8.4 
9 

4 
4 

4.5 
5.3 
— 
— 
— 
— 
— 
— 
— 

4.3 
4.9 
5.5 
6 
— 
— 
— 
— 
— 
— 
— 

4 
4 
4 
4 
4 

4.2 
4.6 
5.1 
5.6 
6.1 
6.7 

6.1 
7 

7.8 
8.6 
9.3 
9.9 

10.5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4 
4 
4 

7.9 
9 

10.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4 
4 
4 

9.6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2 3.3 

3 
3.6 
4.2 
4.8 
5.4 
6 

6.6 
7.2 
7.8 
8.4 
9 

4 
4 
4 
4 
4 

4.4 
5 

5.7 
6.4 
7.3 
8.2 

5.8 
6.5 
7.2 
7.7 
8.2 
8.6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4 
4 
4 

8.4 
9 
9 
9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9 
9 
9 
9 

8 二 

1 3.3 

3 
3.6 
4.2 
4.8 
5.4 
6 

6.6 
7 

— 
— 
— 
— 
— 
— 
— 
— 

— 
— 
— 
— 
— 
— 
— 
— 

4 
4 
4 

4.5 
5.2 
6 

6.8 
7.3 

4.8 
5.5 
6.1 
6.7 
7.2 
7.7 
8.1 
8.4 

4 
4 
4 
4 
4 
4 
4 
4 

6.3 
7.2 
8.1 
8.8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7.8 
9 
9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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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B.0.1-1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2 3.3 

3 
3.6 
4.2 
4.8 
5.4 
6 

6.6 
7.2 
7.8 
8.4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 
4 

4.7 
5.7 
6.8 
— 
— 
— 
— 
— 

4.9 
5.5 
6 

6.5 
6.9 
7.2 
— 
— 
— 
— 
— 

4 
4 
4 
4 
4 
4 

4.6 
5.3 
6.1 
6.9 
7.9 

6.6 
7.4 
8.1 
8.7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4 
4 
4 

8.3 
9 
9 
9 
9 
9 
9 
9 
9 
9 
9 

8 
(0.30g) 二 

1 3.3 

3 
3.6 
4.2 
4.8 
5.4 
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 

4.6 
5.5 
6.4 
— 

4.4 
5.1 
5.7 
6.2 
6.7 
— 

 

6  墙厚为 240mm 的蒸压砖墙木楼（屋）盖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

宽度 B 的限值宜按表 B.0.1-2 采用。 

 
表 B.0.1-2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240mm 蒸压砖墙)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6 一 1 4.0 3~9 4 9 4 9 4 9 
7 一 1 4.0 3~9 4 9 4 9 4 9 
7 

(0.15g) 一 1 4.0 3~9 4 9 4 9 4 9 

8 一 1 3.6 3~7 4 7 4 7 4 7 

8 
(0.30g) 一 1 3.6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 
4 

4.6 
5.5 
6.7 
— 
— 

5 
5.5 
6 

6.5 
6.8 
7 

— 
— 

4 
4 
4 
4 
4 

4.1 
4.8 
5.2 

6.4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9 一 1 3.0 

3 
3.6 
4.2 
4.8 
5 

— 
— 
— 
— 
— 

— 
— 
— 
— 
— 

4 
4 
4 

4.4 
4.7 

5.2 
5.7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2 3.6 3~9 4 9 4 9 4 9 6 二 1 3.6 3~7 4 9 4 9 4 9 
2 3.3 3~9 4 9 4 9 4 9 7 二 1 3.3 3~7 4 9 4 9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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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1-2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2 3.3 3 
3.6~8.4 

4 
4.2 

8.1 
9 

4 
4 

9 
9 

4 
4 

9 
9 

7 
(0.15g) 二 

1 3.3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 
4 

4.2 
4.9 
5.5 
6.2 
6.7 

4.9 
5.6 
6.2 
6.7 
7.3 
7.7 
8.2 
8.4 

4 
4 
4 
4 
4 
4 

4.4 
4.7 

6.2 
7.1 
7.9 
8.6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7.5 
8.6 
9 
9 
9 
9 
9 
9 

2 3.0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 
4 
4 
4 
4 
4 

4.3 

6.6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8 二 

1 3.0 

3 
3.6 
4.2 
4.8 
5 

— 
— 
— 
— 
— 

— 
— 
— 
— 
— 

4 
4 
4 

4.2 
4.4 

4.9 
5.6 
6.2 
6.8 
6.9 

4 
4 
4 
4 
4 

6.1 
6.9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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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木结构房屋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限值 

C.0.1  当围护墙厚度满足本导则第 8.2.10条规定、墙体洞口水平截面面积满足第 5.1.2

条规定、层高不大于本附录下列表中对应值时，各类围护墙木结构房屋的抗震横墙间

距 L 和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分别按表 C.0.1-1 至 C.0.1-4 采用。抗震横墙间距和

对应的房屋宽度满足表中对应限值要求时，房屋墙体的抗震承载力满足对应的设防烈

度地震作用的要求。 

1  对横墙间距不同的木楼、屋盖房屋，最大横墙间距应小于表中的抗震横墙间

距限值。表中分别给出房屋宽度的下限值和上限值，对确定的抗震横墙间距，房屋宽

度应在下限值和上限值之间选取确定；抗震横墙间距取其他值时，可内插求得对应的

房屋宽度限值。 

2  表中为“—”者，表示采用该强度等级砂浆（泥浆）砌筑墙体的房屋，其纵、

横向墙体抗震承载力不能满足对应的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要求，应提高砌筑砂浆（泥

浆）强度等级。 

3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相同强度等级的砂浆（泥浆）砌筑时，实际房屋

宽度应按第 1 层限值采用。 

4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不同强度等级的砂浆（泥浆）砌筑时，实际房屋

宽度应同时满足表中 1、2 层限值要求。 

5  表中一层房屋适用于穿斗木构架、木柱木屋架和木柱木梁房屋，两层房屋适

用于穿斗木构架和木柱木屋架房屋。 
6  墙厚为 240mm 的实心粘土砖围护墙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按表 C.0.1-1 采用。 

 

表 C.0.1-1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240mm 实心粘土砖墙)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6 一 1 4.0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一 1 4.0 3~8.4 
9 

4 
4 

9 
9 

4 
4 

9 
9 

4 
4 

9 
9 

4 
4 

9 
9 

7 
(0.15g) 一 1 4.0 3~8.4 

9 
4 

4.5 
9 
9 

4 
4 

9 
9 

4 
4 

9 
9 

4 
4 

9 
9 

8 一 1 3.6 3~6.6 
7 

4 
4.1 

7 
7 

4 
4 

7 
7 

4 
4 

7 
7 

4 
4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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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1-1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8 
(0.30g) 一 1 3.6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 

4.4 
5.8 
— 
— 
— 
— 

5.5 
6.1 
6.6 
7  

— 
— 
— 
— 

4 
4 
4 
4 
4 

4.1 
4.9 
5.6 

7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9 一 1 3.3 
3~4.2 

4.8 
5 

— 
— 
— 

— 
— 
— 

4 
4.8 
5.2 

6 
6 
6 

4 
4 
4 

6 
6 
6 

4 
4 
4 

6 
6 
6 

2 3.6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6 二 1 3.6 3~9 4 11 4 11 4 11 4 11 
2 3.6 3~9 4 9 4 9 4 9 4 9 

7 二 1 3.6 3~6.6 4 
4.2 

9 
9 

4 
4 

9 
9 

4 
4 

9 
9 

4 
4 

9 
9 

2 3.6 

3 
3.6~6 

6.6 
7.2 
7.8 
8.4 
9 

4 
4 

4.4 
5.2 
6 
7 

8.2 

8.6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7 

(0.15g) 二 

1 3.6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2 
5.2 
6.5 
— 
— 
— 
— 

5.2 
5.9 
6.6 
7.2 
— 
— 
— 
— 

4 
4 
4 
4 

4.3 
5  

5.8 
6.3 

7.4 
8.4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2 

9 
9 
9 
9 
9 
9 
9 
9 

4 
4 
4 
4 
4 
4 
4 
4 

9 
9 
9 
9 
9 
9 
9 
9 

2 3.3 

3 
3.6~4.8 

5.4 
6 

6.6 
7 

4 
4 

4.6 
5.7 
7  

— 

6.8 
7 
7 
7 
7 

—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8 二 

1 3.3 

3 
3.6 
4.2 
4.8 
5.4 
6 

— 
— 
— 
— 
— 
— 

— 
— 
— 
— 
— 
— 

4 
4 

4.2 
5.2 
6.3 
— 

5.8 
6.6 
7 
7 
7 

— 

4 
4 
4 
4 
4 

4.6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2 3.3 

3 
3.6 
4.2 
4.8 
5.4 
6 

6.6 
7 

— 
— 
— 
— 
— 
— 
— 
— 

— 
— 
— 
— 
— 
— 
— 
— 

4 
4 
4 

5.1 
6.5 
— 
— 
— 

5.8 
6.4 
6.9 
7 
7 

— 
— 
— 

4 
4 
4 
4 
4 

4.3  
5.2  
5.8  

7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8 
(0.30g) 二 

1 3.3 

3 
3.6 
4.2 
4.8 
5.4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 
— 
— 
— 
— 

4.2  
— 
— 
— 
— 
— 

4 
4 

4.6 
5.7 
7 

— 

5.4 
6.1 
6.7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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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墙厚为 240mm 的蒸压砖围护墙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

限值宜按表 C.0.1-2 采用。 

 

表 C.0.1-2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240mm 蒸压砖墙)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6 一 1 4.0 3~9 4 9 4 9 4 9 
7 一 1 4.0 3~7 4 7 4 7 4 7 
7 

(0.15g) 一 1 4.0 3~7 4 7 4 7 4 7 

8 一 1 3.6 3~6 4 6 4 6 4 6 

8 
(0.30g) 一 1 3.6 

3 
3.6~4.2 

4.8 
5.4 
6 

4 
4 

5.3 
— 
— 

5.8 
6 
6 
— 
— 

4 
4 
4 
4 

4.7 

6 
6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9 一 1 3.0 

3 
3.6 
4.2 
4.8 
5 

4 
4.9 
— 
— 
— 

4.5 
4.9 
— 
— 
— 

4 
4 
4 

4.8 
5.3 

6 
6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2 3.6 3~9 4 9 4 9 4 9 6 二 1 3.6 3~7 4 9 4 9 4 9 
2 3.3 3~7 4 7 4 7 4 7 7 二 1 3.3 3~6 4 7 4 7 4 7 

2 3.3 3~6.6 
7 

4 
4.1 

7 
7 

4 
4 

7 
7 

4 
4 

7 
7 

7 
(0.15g) 二 

1 3.3 

3 
3.6 
4.2 
4.8 
5.4 
6 

4 
4 

4.3 
5.3 
6.4 
— 

5.9 
6.6 
7 
7 
7 
— 

4 
4 
4 
4 

4.2 
4.9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2 3.0 

3 
3.6 
4.2 
4.8 
5.4 
6 

4 
4 
4 
4 
4 

4.5 

6 
6 
6 
6 
6 
6 

4 
4 
4 
4 
4 
4 

6 
6 
6 
6 
6 
6 

4 
4 
4 
4 
4 
4 

6 
6 
6 
6 
6 
6 8 二 

1 3.0 

3 
3.6 
4.2 
4.8 
5 

4 
5.1 
— 
— 
— 

4.5 
5.1 
— 
— 
— 

4 
4 

4.1 
5 

5.4 

5.9 
6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8  墙厚不小于表中对应值的生土围护墙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按表 C.0.1-3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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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1-3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生土墙) (m) 
与砌筑泥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0.7 M1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墙体 
厚度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一 1 4.0 ①②③④ 3~6 4 6 4 6 

2 3.0 3~6 4 6 4 6 6 二 
1 3.0 

①②③④ 
3~4.5 4 6 4 6 

7 一 1 4.0 ①②③④ 3~4.5 4 6 4 6 

① 

3 
3.3 
3.6 
3.9 
4.2 
4.5 

4.1 
4.7 
5.4 
— 
— 
— 

6 
6 
6 
— 
— 
— 

4 
4 
4 

4.3 
4.8 
5.3 

6 
6 
6 
6 
6 
6 

② 

3 
3.3 
3.6 
3.9 
4.2 
4.5 

4.1 
4.6 
5.3 
5.9 
— 
— 

6 
6 
6 
6 
— 
— 

4 
4 
4 

4.2 
4.6 
5.1 

6 
6 
6 
6 
6 
6 

③ 3~4.2 
4.5 

4 
4.4 

6 
6 

4 
4 

6 
6 

7 
(0.15g) 一 1 4.0 

④ 3~4.5 4 6 4 6 

① 3 
3.3 

5.3 
— 

6 
— 

4 
4.1 

6 
6 

② 3 
3.3 

5.1 
5.9 

6 
6 

4 
4 

6 
6 

8 一 1 3.3 

③④ 3~3.3 4 6 4 6 
①② 3~3.3 — — — — 

③ 3 
3.3 

— 
— 

— 
— 

4.6 
5.3 

6 
6 8 

(0.30g) 一 1 3.0 

④ 3 
3.3 

— 
— 

— 
— 

4 
4 

5.1 
5.5 

注： 1 墙体厚度分别指：①外墙 400mm，内横墙 250mm；②外墙 500mm，内横墙 300mm；③外

墙 700mm，内横墙 500mm；④内外墙均为 400mm。 

 

9  对料石围护墙房屋和毛石围护墙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按表 C.0.1-4 采用。  

 

表 C.0.1-4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石墙)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 
墙体 
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6 一 1 4.0 ①②③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一 1 4.0 ①②③ 3~9 4 9 4 9 4 9 4 9 

4.0 ①② 3~9 4 9 4 9 4 9 4 9 7 
(0.15g) 一 1 3.6 ③ 3~9 4 9 4 9 4 9 4 9 

8 一 1 3.6 ①② 3~6 4 6 4 6 4 6 4 6 
8 

(0.30g) 一 1 3.6 ①② 3~6 4 6 4 6 4 6 4 6 

2 3.5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6 二 1 3.5 ①② 3~7 4 11 4 11 4 11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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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1-4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石墙)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 
墙体 
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2 3.5 3~9 4 9 4 9 4 9 4 9 
二 1 3.5 ① 3~6 4 9 4 9 4 9 4 9 

2 3.3 3~9 4 9 4 9 4 9 4 9 7 
二 1 3.3 ② 3~6 4 9 4 9 4 9 4 9 

2 3.5 3~9 4 9 4 9 4 9 4 9 

二 1 3.5 ① 
3 

3.6 
4.2~5.4 

6 

4 
4 
4 

4.6 

7.8 
8.9 
9 
9 

4 
4 
4 
4 

9 
9 
9 
9 

4 
4 
4 
4 

9 
9 
9 
9 

4 
4 
4 
4 

9 
9 
9 
9 

2 3.3 3~9 4 9 4 9 4 9 4 9 

7 
(0.15g) 

二 1 3.3 ② 3 
3.6~5.4 

6 

4 
4 

4.3 

8.2 
9 
9 

4 
4 
4 

9 
9 
9 

4 
4 
4 

9 
9 
9 

4 
4 
4 

9 
9 
9 

2 3.3 3~6 4 6 4 6 4 6 4 6 

8 二 1 3.3 ① 
3~3.6 

4.2 
4.8 
5 

4 
4.1 
5 

5.3 

6 
6 
6 
6 

4 
4 
4 
4 

6 
6 
6 
6 

4 
4 
4 
4 

6 
6 
6 
6 

4 
4 
4 
4 

6 
6 
6 
6 

2 3.3 

3 
3.6~4.2 

4.8 
5.4 
6 

4 
4 

4.9 
6 
— 

5.9 
6 
6 
6 

— 

4 
4 
4 
4 
4 

6 
6 
6 
6 
5 

4 
4 
4 
4 
4 

6 
6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8 

(0.30g) 二 

1 3.3 

① 3 
3.6 
4.2 
4.8 
5 

— 
— 
— 
— 
— 

— 
— 
— 
— 
— 

4.1 
5.2 
— 
— 
— 

5.7 
6 

— 
— 
— 

4 
4 
4 

4.5 
4.7 

6 
6 
6 
6 
6 

4 
4 
4 
4 
4 

6 
6 
6 
6 
6 

注：表中墙体类别指：①240mm 厚细、半细料石砌体；②240mm 厚粗料、毛料石砌体；③400mm

厚平毛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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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生土结构房屋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限值 

D.0.1  当生土墙厚度满足本导则第 9.2.10条规定、墙体洞口水平截面面积满足第 5.1.2

条规定、层高不大于本附录下列表中对应值时，生土结构房屋的抗震横墙间距 L 和对

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分别按表 D.0.1-1 至 D.0.1-2 采用。抗震横墙间距和对应的

房屋宽度满足表中对应限值要求时，房屋墙体的抗震承载力满足对应的设防烈度地震

作用的要求。 

1  对横墙间距不同的木楼、屋盖房屋，最大横墙间距应小于表中的抗震横墙间

距限值。表中分别给出房屋宽度的下限值和上限值，对确定的抗震横墙间距，房屋宽

度应在下限值和上限值之间选取确定；抗震横墙间距取其他值时，可内插求得对应的

房屋宽度限值。 

2  表中为“—”者，表示采用该强度等级泥浆砌筑墙体的房屋，其墙体抗震承载

力不能满足对应的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要求，应提高砌筑泥浆强度等级。 

3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相同强度等级的泥浆砌筑时，实际房屋宽度应按

第 1 层限值采用。 

4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不同强度等级的泥浆砌筑时，实际房屋宽度应同

时满足表中 1、2 层限值要求。 
5  多开间生土结构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按表

D.0.1-1 采用。 

 
表 D.0.1-1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多开间生土结构房屋) (m) 

与砌筑泥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0.7 M1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墙体 
厚度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一 1 4.0 ①②③④ 3~6.6 4 6.6 4 6.6 
2 3.0 3~6.6 4 6.6 4 6.6 6 

二 1 3.0 ①②③④ 3~4.8 4 6.6 4 6.6 
7 一 1 4.0 ①②③④ 3~4.8 4 6.6 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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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0.1-1 
与砌筑泥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0.7 M0.7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墙体 
厚度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① 

3 
3.3 
3.6 
3.9 
4.2 
4.5 
4.8 

4 
4 

4.4 
4.9 
5.3 
5.8 
6.2 

6.6 
6.6 
6.6 
6.6 
6.6 
6.6 
6.6 

4 
4 
4 
4 
4 

4.3 
4.6 

6.6 
6.6 
6.6 
6.6 
6.6 
6.6 
6.6 

② 

3 
3.3 
3.6 
3.9 
4.2 
4.5 
4.8 

4 
4.2 
4.6 
5.1 
5.5 
6 

6.4 

6.6 
6.6 
6.6 
6.6 
6.6 
6.6 
6.6 

4 
4 
4 
4 

4.1 
4.4 
4.8 

6.6 
6.6 
6.6 
6.6 
6.6 
6.6 
6.6 

③ 
3~4.2 

4.5 
4.8 

4 
4.3 
4.6 

6.6 
6.6 
6.6 

4 
4 
4 

6.6 
6.6 
6.6 

7 
(0.15g) 一 1 4.0 

④ 3~4.8 4 6.6 4 6.6 

① 3 
3.3 

4.4 
5 

6 
6 

4 
4 

6 
6 

② 3~3.3 4 6 4 6 
③ 3~3.3 4 6 4 6 

8 一 1 3.3 

④ 3~3.3 4 6 4 6 
①② 3~3.3 — — — — 

③ 3 
3.3 

— 
— 

— 
— 

4.9 
5.6 

6 
6 8 

(0.30g) 一 1 3.0 

④ 3 
3.3 

— 
— 

— 
— 

4 
4 

5.1 
5.5 

注：墙体厚度分别指：①外墙 400mm，内横墙 250mm；②外墙 500mm，内横墙 300mm；③外墙 700mm， 

内横墙 500mm；④内外墙均为 400mm。 

 

6  单开间生土结构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按表

D.0.1-2 采用。 

 
表 D.0.1-2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单开间生土结构房屋) (m) 

与砌筑泥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0.7 M1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墙体

厚度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一 1 4.0 ①②③④ 3~6.6 4 6.6 4 6.6 
2 3.0 3~6.6 4 6.6 4 6.6 6 

二 1 3.0 ①②③④ 3~4.8 4 6.6 4 6.6 
7 一 1 4.0 ①②③④ 3~4.8 4 6.6 4 6.6 

7(0.15g) 一 1 4.0 ①②③④ 3~4.8 4 6.6 4 6.6 

① 3 
3.3 

4 
4 

5.2 
5.6 

4 
4 

6 
6 

② 3 
3.3 

4 
4 

6 
5.8 

4 
4 

6 
6 

③ 3~3.3 4 6 4 6 

8 一 1 3.3 

④ 3~3.3 4 6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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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0.1-2 
与砌筑泥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0.7 M1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墙体

厚度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① 3 
3.3 

— 
— 

— 
— 

— 
4 

— 
4.2 

② 3 
3.3 

— 
— 

— 
— 

4 
4 

4.3 
4.6 

③ 3 
3.3 

— 
4 

— 
4 

4 
4 

4.7 
5 

8 
(0.30g) 一 1 3.0 

④ 3 
3.3 

— 
4 

— 
4.2 

4 
4 

4.9 
5.2 

注：墙体厚度分别指：①墙厚为 300mm；②墙厚为 400mm；③墙厚为 500mm；④墙厚为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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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石结构房屋抗震横墙间距 L 和房屋宽度 B 限值 

E.0.1  当石墙厚度满足本导则第 10.2.8 条规定、墙体洞口水平截面面积满足第 5.1.2

条规定、层高不大于本附录下列表中对应值时，石结构房屋的抗震横墙间距 L 和对应

的房屋宽度 B 的限值宜分别按表 E.0.1-1 至 E.0.1-4 采用。抗震横墙间距和对应的房屋

宽度满足表中对应限值要求时，房屋墙体的抗震承载力满足对应的设防烈度地震作用

的要求。 

1  对横墙间距不同的木楼、屋盖房屋，最大横墙间距应小于表中的抗震横墙间

距限值。表中分别给出房屋宽度的下限值和上限值，对确定的抗震横墙间距，房屋宽

度应在下限值和上限值之间选取确定；抗震横墙间距取其他值时，可内插求得对应的

房屋宽度限值。 

2  表中为“—”者，表示采用该强度等级泥浆砌筑墙体的房屋，其墙体抗震承载

力不能满足对应的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要求，应提高砌筑泥浆强度等级。 

3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相同强度等级的砂浆砌筑时，实际房屋宽度应按

第 1 层限值采用。 

4  当两层房屋 1、2 层墙体采用不同强度等级的砂浆砌筑或 1、2 层采用不同形

式的楼（屋）盖时，实际房屋宽度应同时满足表中 1、2 层限值要求。 

5  表中墙体类别指：①240mm 厚细、半细料石砌体；②240mm 厚粗料、毛料石

砌体；③400mm 厚平毛石墙。 
6  多开间石结构木楼（屋盖）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

值宜按表 E.0.1-1 采用。 

 
表 E.0.1-1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多开间石结构木楼屋盖)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 
墙体 
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4.0 ①②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6 一 1 
3.6 ③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0 ①②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一 1 
3.6 ③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0 ①②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0.15g) 一 1 
3.6 ③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8 一 1 3.6 ①② 3~7 4 7 4 7 4 7 4 7 
8 

(0.30g) 一 1 3.6 ①② 3~6.6 
7 

4 
4.3 

7 
7 

4 
4 

7 
7 

4 
4 

7 
7 

4 
4 

7 
7 

2 3.5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6 二 1 3.5 ①② 3~7 4 11 4 11 4 11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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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0.1-1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 
墙体 
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2 3.5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二 1 3.5 ① 3~7 4 11 4 11 4 11 4 11 

2 3.3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二 1 3.3 ② 3~7 4 11 4 11 4 11 4 11 

2 3.5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二 1 3.5 ①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 
4 
4 
4 
4 

4.4 
4.7 

7.8 
8.9 
9.9 
10.8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2 3.3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0.15g) 

二 1 3.3 ② 

3 
3.6 
4.2 

4.8~6 
6.6 
7 

4 
4 
4 
4 

4.1 
4.3 

8.2 
9.3 
10.3 
11 
11 
11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2 3.3 3~7 4 7 4 7 4 7 4 7 

8 二 1 3.3 ① 

3 
3.6 
4.2 
4.8 
5 

4 
4 
4 

4.5 
4.7 

6 
6.8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2 3.3 

3 
3.6 
4.2 
4.8 
5.4 
6 

6.6~7 

4 
4 
4 

4.6 
5.4 
6.3 
— 

5.9 
6.6 
7 
7 
7 
7 

—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8 
(0.30g) 二 

1 3.3 

① 

3 
3.6 
4.2 
4.8 
5 

— 
— 
— 
— 
— 

— 
— 
— 
— 
— 

4 
4.3 
5.1 
6.1 
6.4 

5 
5.7 
6.4 
7 
7 

4 
4 
4 

4.4 
4.7 

6.2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7  单开间石结构木楼（屋盖）房屋，与抗震横墙间距 L 对应的房屋宽度 B 的限

值宜按表 E.0.1-2 采用。 

 

表 E.0.1-2  抗震横墙间距和房屋宽度限值(单开间石结构木楼屋盖) (m)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1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 
墙体 
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4.0 ①②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6 一 1 3.6 ③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
4.0 ①②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7 一 1 3.6 ③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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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0.1-2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1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 
墙体 
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4.0 ①② 
3 

3.6 
4.2~11

4 
4 
4 

8.8
10
11

4 
4 
4 

11
11
11

4 
4 
4 

11 
11 
11 

4 
4 
4 

11 
11 
11 

4 
4 
4 

11
11
11

7 
(0.15g) 一 1 

3.6 ③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
8 一 1 3.6 ①② 3~7 4 7 4 7 4 7 4 7 4 7 

8 
(0.30g) 一 1 3.6 ①②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 
4 
4 
4 
4 
4 
4 

4.1 
4.6 
5.1 
5.5 
5.6 
6.2 
6.5 
6.7 

4 
4 
4 
4 
4 
4 
4 

4.3 

7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7 
7 
7 
7 
7 
7 
7 
7 

2 3.5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6 二 1 3.5 ①② 3~7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
2 3.5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

二 1 3.5 ① 

3 
3.6 
4.2 
4.8 

5.4~7 

4 
4 
4 
4 
4 

7.5 
8.6 
9.6 
10.6 
11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2 3.3 3~11 4 11 4 11 4 11 4 11 4 11
7 

二 1 3.3 ② 
3 

3.6 
4.2 

4.8~7 

4 
4 
4 
4 

7.8 
8.9 
10 
11

4 
4 
4 
4 

11
11
11
11

4 
4 
4 
4 

11 
11 
11 
11 

4 
4 
4 
4 

11 
11 
11 
11 

4 
4 
4 
4 

11
11
11
11

2 3.5

3 
3.6 
4.2 
4.8 
5.4 
6 

6.6 
7.2~11

4 
4 
4 
4 
4 
4 
4 
4 

6.5 
7.4 
8.2 
8.9 
9.5 
10 

10.6 
11

4 
4 
4 
4 
4 
4 
4 
4 

10.6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二 

1 3.5

① 3 
3.6 
4.2 
4.8 
5.4 
6 

6.6 
7 

—
4 
4 
4 
4 
4 
4 
4 

—
4.5 
5.1 
5.6 
6.1 
6.5 
6.9 
7.2 

4 
4 
4 
4 
4 
4 
4 
4 

6.4 
7.4 
8.3 
9.1 
9.9 
10.6 
11
11

4 
4 
4 
4 
4 
4 
4 
4 

9.4  
10.8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2 3.3

3 
3.6 
4.2 
4.8 
5.4 
6 

6.6~11

4 
4 
4 
4 
4 
4 
4 

6.9 
7.7 
8.5 
9.2 
9.9 
10.4 
11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7 
(0.15g) 

二 

1 3.3

② 3 
3.6 
4.2 
4.8 
5.4 
6 

6.6 
7 

4 
4 
4 
4 
4 
4 
4 
4 

4.1
4.8
5.3
5.9
6.3
6.8
7.2
7.5

4 
4 
4 
4 
4 
4 
4 
4 

6.7
7.7
8.6
9.5
10.3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9.8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4 
4 
4 
4 
4 
4 
4 
4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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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E.0.1-2 
与砂浆强度等级对应的房屋宽度限值 

M1 M2.5 M5 M7.5 M10 
烈度 层

数 
层

号 
层

高

房屋 
墙体 
类别 

抗震 
横墙 
间距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2 3.3

3 

3.6 

4.2 

4.8 

5.4~7 

4 

4 

4 

4 

4 

5.1 

5.7 

6.3 

6.8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8 二 

1 3.3

① 
3 

3.6 

4.2 

4.8 

5 

—

—

—

4 

4 

—

—

—

4 

4.2 

4 

4 

4 

4 

4 

4.9 

5.7 

6.3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2 3.3

3 

3.6 

4.2 

4.8 

5.4~7 

—

—

—

—

—

—

—

—

—

—

4 

4 

4 

4 

4 

4.9 

5.6 

6.2 

6.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4 

4 

4 

4 

4 

7 

7 

7 

7 

7 8 

(0.30g) 
二 

1 3.3

① 
3 

3.6 

4.2 

4.8 

5 

—

—

—

—

—

—

—

—

—

—

—

—

—

—

—

—

—

—

—

—

4 

4 

4 

4 

4 

4.1  

4.8  

5.3  

5.9  

6  

4 

4 

4  

4 

4  

5.1  

5.9  

6.6  

7 

7  

4 

4 

4 

4 

4 

5.8 

6.6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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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砂浆配合比参考表 
 

表 F1  水泥砂浆配合比参考表（32.5 级水泥） 

配     比 

粗砂 中砂 细砂 
砂浆强

度等级 

用量

（kg/m3）

与比例 水泥 砂子 水 水泥 砂子 水 水泥 砂子 水 

用量 195  1500 270 200 1450 300 205 1400 330 
M1 

比例 1  7.69 1.38 1 7.25 1.50 1  6.83  1.61 

用量 207 1500 270 213 1450 300 220 1400 330 
M2.5 

比例 1 7.25 1.30 1 6.81 1.41 1 6.36 1.50 

用量 253 1500 270 260 1450 300 268 1400 330 
M5 

比例 1 5.93 1.07 1 5.58 1.15 1 5.22 1.23 

用量 276 1500 270 285 1450 300 294 1400 330 
M7.5 

比例 1 5.43 0.98 1 5.09 1.05 1 4.76 1.12 

用量 305 1500 270 315 1450 300 325 1400 330 
M10 

比例 1 4.92 0.89 1 4.60 0.95 1 4.31 1.02 

用量 359 1500 270 370 1450 300 381 1400 330 
M15 

比例 1 4.18 0.75 1 3.92 0.81 1 3.67 0.87 

 
 

表 F2   混合砂浆配合比参考表（32.5 级水泥） 

配     比 

粗砂 中砂 细砂 砂浆等级 

用量

（kg/m3）

与比例 水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用量 157  173 1500 163 167 1450 169  161 1400 
M1 

比例 1 1.10 9.53 1 1.02 8.87  1 0.95 8.26 

用量 176 154 1500 183 147 1450 190 140 1400 
M2.5 

比例 1 0.88 8.52 1 0.80 7.92 1 0.74 7.40 

用量 204 126 1500 212 118 1450 220 110 1400 
M5 

比例 1 0.62 7.35 1 0.56 6.84 1 0.50 6.36 

用量 233 97 1500 242 88 1450 251 79 1400 
M7.5 

比例 1 0.42 6.44 1 0.36 5.99 1 0.31 5.58 

用量 261 69 1500 271 59 1450 281 49 1400 
M10 

比例 1 0.26 5.75 1 0.22 5.35 1 0.17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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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   混合砂浆配合比参考表（42.5 级水泥） 
配     比 

粗砂 中砂 细砂 砂浆等级 

用量

（kg/m3）

与比例 水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用量 121  209 1500 125 205 1450 129  201 1400 
M1 

比例 1 1.73 12.40 1 1.64 11.60  1 1.56 10.86 

用量 135 195 1500 140 190 1450 145 185 1400 
M2.5 

比例 1 1.44 11.11 1 1.36 10.36 1 1.28 9.66 

用量 156 174 1500 162 168 1450 168 162 1400 
M5 

比例 1 1.12 9.62 1 1.04 8.95 1 0.96 8.33 

用量 178 152 1500 185 145 1450 192 138 1400 
M7.5 

比例 1 0.85 8.43 1 0.78 7.84 1 0.72 7.29 

用量 199 131 1500 207 123 1450 215 115 1400 
M10 

比例 1 0.66 7.54 1 0.59 7.00 1 0.53 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