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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满足广大建筑结构设计人员的工作需要，提高建筑结构设计质量与速度，使广大建筑结构设计
人员手中有本完整的常用设计资料，应用方便，我们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并结合工程实践和多方著述等编写了《建筑结构设计常用资料手册》一书，奉献给广大建筑工程设计
工作者。
　　本书内容包括：工程地质，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定，地基岩土的工程特性指标，高层民用建
筑设计防火，建筑结构荷载，混凝土结构设计材料标准及一般规定，常用求面积、体积计算公式，常
用符号和代号，我国环境保护标准规定，气象，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定等。
　　本书由国振喜任主编，孙谌、国伟任副主编。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李玉芝、杨占荣、季喆、高名游、高振山、国刚、陈金霞、司浩然、李树彬、
李树凡、国英等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还得到了其他许多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以利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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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结构设计常用资料手册》是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0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06）、《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2005）、《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004J366-2004）、《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2002J186-2002），并结合工程实践和多方著述等编写的实用工具书。
《建筑结构设计常用资料手册》内容包括：工程地质，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定，地基岩土的工程
特性指标，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建筑结构荷载，混凝土结构设计材料标准及一般规定，常用求面
积、体积计算公式，常用符号和代号，我国环境保护标准规定，气象，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
定等。
　　《建筑结构设计常用资料手册》技术标准新，内容丰富，简明实用，可供建筑结构设计人员、施
工人员及监理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土建专业师生及科学研究人员使用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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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长江三峡区段，由于川东山地地壳上升，长江垂直侵蚀强烈，河谷深切，岸坡陡峭。
在湖北西部西陵峡江段有一处著名的急流险滩叫新滩，该处在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发生了一
次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数亿立方米的土石体落人江中，堵塞江道近15km，严重影响通航达25年之久。
公元1523年（明嘉靖二年）该处又一次发生山体大崩塌，巨量土石方再次落入江中。
1985年6月，新滩再度发生崩塌和滑坡，滑动和崩落的岩土体总量约为3×107rri3，船只被迫停航。
1933年8月25日，地震引起四川选溪境内岷江岸坡山体大崩塌，崩落体使岷江堵塞，形成三个堰塞湖，
致使6800余人死亡；一个多月后，堵塞体被江流冲垮溃决成灾，泛滥的江水淹没了下游的大片农田和
村庄，又造成2500余人死亡，残留的崩塌岩堆至今仍保留在选溪的岷江河谷中　　崩塌现象一般是急
剧、短促、猛烈和突发性的，因而常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规模小的崩塌或崩落（落石）的土石方仅有数立方米到数十立方米，大者可达数百、数千甚至数万立
方米，崩落土石体达到数十万、上千万甚至更多的山体大崩塌多和地震相关联，发生的次数也极为有
限。
大型山崩如果发生在江河岸坡，有时会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一旦堵塞体溃决便会造成重大灾难　
　崩塌对山区铁路和公路及道路的安全营运危害很大，也是交通线路上常见的病害之一。
在施工中由于崩塌的发生，可造成严重的人身安全事故。
在运营线上产生的崩塌、落石，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大型的崩塌还会中断交通运输，给国民经济造成
巨大损失，我国西南、西北和华东地区，如宝成、宝天、成昆、黔昆、鹰厦等铁路线历年均有崩塌、
落石的发生，沿着这些铁路线常形成崩塌岩堆群。
据不完全统计，崩塌和坠石几乎占到全部铁路路基病害的50qo以上（2）崩塌的分类崩塌可按其发生
的性质进行分类，分为断层破碎带崩塌、节理裂隙崩塌、风化破碎体崩塌和软硬岩层接触带崩塌等　
　（3）崩塌的防治崩塌的防治应尽量以根治作为基本原则，对一些重要区域或重要交通线路路段，
要确保边坡体不发生崩塌现象。
当不能根治时，可采取以下措施来防治崩塌和崩塌造成的危害：1）清除斜坡体上的危石。
对于道路或山地建设工程周边总体稳定、但存在数量有限的有坠落危险的危石的边坡，应尽量将危石
予以清除，这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支补。
当斜坡上凸出的岩石块体基本稳定但安全性又不高、或者岩石块体不太稳定但又难以清除时，可采用
支补的方法加以固定。
支朴是在上部探头下方悬空的危岩下设置浆砌片石支墩或混凝土支顶墙等支撑体。
其基本条件是支墩或支顶墙基础稳固，无滑动崩落危险。
当坡面陡峻，危岩分散而坚硬，既无支撑条件又不宜清除时，可采用插别的方法予以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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