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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颁行后 

反馈意见及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砌体结构委员会

2004 年 11 月换届大会和 2005 年 12 月全国砌体结构基本理论与工程应用学术会议期间组织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主要编制组成员及砌体结构委员会有关专家先后两次就《砌

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颁行以来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充分地讨论。这些反馈意见包

括因“强制性条文”要求在规范用语等引起的相应条文的局部变动，某些条文界定不够明确，

某些条文内容尚待完善，以及条文中用语和文字表述错漏等。同时就《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 中理论体系建设和进一步完善，未来规范修订的内容和原则，特别是针对近年来

新型墙材结构的应用进行了讨论和布署。下面仅就反馈意见中涉及到条文界定不够明确或不

够准确、或不够全面及错漏等给出讨论的一致意见。并作为统一处理意见公布。 
一、对反馈意见相关问题的意见 
（一）砌体强度调整的说明 
1、3.2.1 条 4 款 灌孔砌块砌体强度 fg 
1）仅对其中的 f调整。 
2）对表 3.2.1-3 注 2 和 3 当满足第 6.2.10 条的规定时可不予折减。 
3）对采用 Mbxx 型的水泥砂浆，取γa=1.0。 
2、5.2.1 条中的 f——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可不考虑 3.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3、5.5.1 条中对 fv 和 f均取调整后的值。 
4、8.2.1 条网状配筋砌体，仅对其中的 f调整。 
（二）关于自承重砌块的最低强度等级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3.1.1、6.2.1 和 6.2.2 条规定的砼砌块块材的最低强度等

级主要根据承重砌块砌体结构的承载力、耐久性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规定的。 
对自承重构件中采用的砌块的最低强度等级，应根据相关产品标准、砌块材料类别、砌

体所处的环境条件（地上或地下、室内或室外）、建筑墙体构造（保温、装饰、连接等）、墙

体外加荷载或吊掛重物、门窗反复开启引起的冲击或振动，以及在正常使用状态（墙体裂缝）

要求等因素确定。根据工程经验，过低的块体强度等级，很难满足上述要求，尤其是墙体裂

缝控制的要求。 
（三）关于在 4.1.6、7.4.1 条要否增加永久荷载效应组合表达式的说明 
4.1.6、7.4.1 条 均延用了原规范荷载效应组合的模式。即只考虑了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

合，而未考虑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这一问题有待研究确定。 
（四）关于 4.2.5 条、4.2.8 条及 5.1.3 条 
1、认为 4.2.5 条 4 款的表述不够明确。本款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按梁端铰支计算简图计算墙

体的承载力，二是再根据梁端上部条件，考虑一定的约束弯矩计算该墙体的承载力，最终按

二者中的最不利控制之。 
2、4.2.8 条 1 款，每侧翼墙宽度可取壁柱高度的 1/3（壁柱高度是指一层的高度），但不应大

于窗间墙宽度和相邻壁柱间的距离。 
3、5.1.3 条 1 款中“当埋置较深且有刚性地坪时，可…”，如何理解“埋置较深且有刚性地

坪”的内涵，设计应用时不易操作。 
    “埋置较深且有刚性地坪”用语表达了埋置较深和同时设有刚性地坪，而后者是必要条

件。其中的刚性地坪，按相关规范规定：基础以上墙体两侧的回填土应分层回填压实（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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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压实密度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的规定），在压实土层上铺设的砼面层厚度不小于

150mm。这样在基础埋深较深的情况下，设置该刚性地坪能对埋入地下的墙体，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侧向嵌固或约束作用。其中“可取室外地坪以下 500mm 处”就考虑了这种“刚性

地坪”的非刚性约束的影响。 
（五）关于高厚比验算 
1、6.1.4 条中 s 的定义不够准确。 
准确的表述为：s——相邻横墙（原为窗间墙）或……。 
2、6.1.1 条未包括配筋砌块砌体构件，是否意味对这类构件可不作高厚比验算，其允许高厚

比如何取值。 
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ISO9652-3 未规定该内容，仅在 8.2.3 条中规定了轴向

受压构件的高厚比不应大于 30。《砌体规范》经分析并参照有关规范分别给出了相应控制内

容： 
1）在 9.2.2 条注 2 规定了这种构件的计算高度 H0 取值。 
2）在 9.4.14 条规定了配筋砌块柱的高厚比限值。 
3）在 10.4.10 条规定了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在不同抗震等级下的高度或高厚比，而抗震等级

四级时的高厚比适用于非抗震设防。 
配筋砌块砌体构件的整体工作性能比无筋砌体好得多，而根据试验和国外相应标准的

规定，将其划分为类同钢筋砼结构或构件，故只按上述控制高厚比即可。 
对本规范中关于高厚比的验算和控制（指允许高厚比），曾有不少读者提出意见或建议，

认为这些大多基于低强砌体材料的规定，在随着墙体材料强度的提高（砂浆等级）应适当放

宽和简化该项内容，而属施工阶段砌体构件的稳定性应通过相应的措施加以保证，这有待以

后修订时考虑。 
（六）其它（以下基本按章节顺序标示） 
1、P35 表 6.2.2 除蒸压灰砂砖外尚应包括蒸压粉煤灰砖。表中蒸压粉煤灰砖的最低强度等级

系按《粉煤灰砖》JC239-2001 以前的版本确定的，而按 JC239-2001 新版本，其最低强度等

级应由 MU10 改为 MU15，相应在本规范 3.1 节条文说明中作如下补充：MU15 和 MU15 以

上的蒸压粉煤灰砖可用于基础及其他建筑部位。 
2、关于 6.2.15-16 条的夹心墙 
1）本条文仅给出了砌块夹心墙的构造，是否也适用于砖砌体？ 

我国砖砌体夹心墙的试验和应用比砼砌块要早。试验表明两种块体材料夹心墙在规定的

空腔和拉接件布置条件下的工作性能，包括抗震性能很接近，因此本条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砖

砌体。 
2）夹心墙外叶墙的厚度有否限制？ 
本条文夹心墙的构造要求未对外叶墙的厚度作出规定，主要源于最普遍使用的两种块材：厚

度为 115mm 的砖（含多孔砖）和 90mm 厚砼空心砌块。作为夹心墙组成部分的外叶墙，主

要对内叶墙起装饰和保护作用，并承受自重、传递水平荷载或作用，以及自身的稳定性，但

均取决于与内叶墙的连接件或网片。外叶墙的厚度首先要保证连接件或网片在灰缝砂浆中有

一定的埋长，其次要满足在设置连接件或网片间距范围内的高厚比要求。按本条文规定的连

接件或网片设置要求，如以 90mm 厚空心砌块外叶墙为例，当连接件、连接网片的间距为

600mm 和 400mm，其高厚比分别为 6.67 和 4.44；当采用厚度为 60mm 的实心装饰砌块外叶

墙，连接件或网片间距取 400mm，其高厚比为 6.67。比较 90mm 厚空心砌块和 60mm 厚实

心砌块外叶墙，二者除在高厚比稍有所差异（在允许范围）外，连接件或网片在灰缝砂浆中

的有效埋长（扣除空心砌块孔洞的净尺寸）、折算墙面荷载均几乎相同。说明二者是等价或

等效的。故夹心墙的外叶墙厚可取 60mm 厚实心砌块（规范 6.2.16 条 4 款规定的拉结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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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墙上的搁制长度 60mm 为带孔洞的毛长，扣除孔洞后约为 40~45）。但不宜小于 60mm，

否则需要增加连接件或网片的数量，这将对夹心墙的热性能、施工效率和用材指标等产生不

利影响。 
3、按《砌体规范》进行局压计算时，过梁、墙梁的梁端有效支承长度 a0 如何取值？ 

过梁和墙梁一般情况下属深受弯构件或深梁，其与普通浅梁不同在于，在设计荷载下的

挠度很小，在支座产生的转动极小，因此过梁、墙梁与其下支座不会脱开，局部压力分布为

均布或基本均布。即类似于《砌体规范》中的均匀局压的情况。因此凡符合深梁条件的过梁

和墙梁的支座压应力分布可按均布考虑，即可取η=1.0 或 a0=a。 
4、关于 8.1.2、8.1.3 和表 8.2.3 配筋率ρ的表述。 
1）这是原规范 GBJ3-73 和 GBJ3-88 就存在或沿用了的表述方式，细纠确实存在不一致之处。

如 8.1.2 条中的ρ和表 8.2.3 中的ρ的体积配筋率，应定义为体积配筋百分率，而 8.1.3 条 1

款则为体积配筋率（0.1%~1%）。这种表示是按照规范的本意，而不是刻意的。手册中的例题

也是这样表达的。 

2）在砼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中也一直采用了配筋百分率和配筋率两个表述。如受压构件

全部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为 0.6（见表 9.5.1），是指最小配筋率为 0.6%，决非指最小

配筋率为 0.6。 
3）网状配筋砖砌体抗压强度 fn 及影响系数Φn 一直沿用原苏联规范的模式，是基于采用配筋

百分率统计而得。就是否去掉 100 的问题，以往也有人提出，但均考虑此原因未作改动。 
4）如果要取ρ=vs/v，势必影响到要修改 fn 和Φn，改动太大，因此这有待以后修订时考虑。 
5、关于 9.4 节配筋砌块砌体灰缝钢筋的说明 
1）9.4.1~9.4.6 条中关于灰缝钢筋的规定，主要根据我国试验（见 9.4.1~9.4.6 的条文说明）

并参照国际标准《配筋砌体设计规范》ISO9652-3 制订的。试验表明在上述条文规定的条件

下，灰缝钢筋能与砌块砌体共同工作，灰缝钢筋在砌体灰缝砂浆和灌孔砼中的锚固、搭接条

件下完全能达到流限而不会被拔出，满足结构承受水平力和变形的要求。 
2）本规范中的配筋砌块砌体房屋介于中高层或以下，而且在某一配筋砌块结构中，各墙片

的受力也不相同，如较短的墙片，包括外墙开洞的墙片，其所受剪力较小，此时配筋钢筋网

片更合适。另外对多层砌块砌体房屋，配钢筋网片不仅能提高其抗剪能力，也能显著提高结

构的整体性和抗裂能力。 
3）为指导配筋砌块砌体结构中的配筋方式及选择，已在《配筋砼砌块砌体建筑结构构造》

03SG615 第 36~48 页作了详细的规定和图示。因此在配筋砌块砌体结构配筋方式中不能去

掉这种配筋方式。 
4）本条规定的灰缝配筋适用于式（9.3.1-2） 
6、关于 9.1.1 条 

在本条中提到的偏心受拉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但在 9.2 节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表达式中

却未给出相应的计算方法。 
1）在本规范规定的范围内，配筋砌块剪力墙结构，墙片出现偏心受拉的机率很小。但从体

系的完整或严密性考虑应对此有所说明。 
2）根据配筋砌体与钢筋砼结构在受力性能的相似性原则，对配筋砌块砌体偏心受拉正截面

承载力，可按《砼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第 7.4.2~7.4.3 条的有关规定计算。 
7、关于多层砌块房屋局部尺寸的加强措施 
在多层砌体房屋抗震设计中，砌体墙段的局部尺寸，特别是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距离

往往不能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要求。按《抗震规范》第 7.1.6 条的规定，

当房屋的局部尺寸不能满足时应采用加强措施弥补，对多层砌块房屋可采用配筋砌块砌体剪

力墙边缘构件的设计概念或原则进行加强，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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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以《抗震规范》第 7.4.1、7.4.2 条规定的芯柱设置部位及配筋要求作为根据《砌体规范》

GB50003 第 9.4.11 条和第 10.4.12 条设置边缘构件的条件。 
2）按该处正应力的大小，确定约束区的配筋： 
①当轴压比或正应力<0.5fg 时约束区的尺寸限值按《砌体规范》第 9.4.11 条的规定确定，竖

向芯柱钢筋应按《抗震规范》第 7.4.1 及 7.4.2 条的规定设置，约束筋按构造设置φ4@200
拉结网片。 
②当轴压比或正应力≥0.5fg 时，该约束区应按砌体规范第 10.4.12 条的规定设计纵向钢筋和

约束钢筋（箍筋）。纵向芯柱钢筋的直径按抗震规范和砌体规范中的大者采用。 
3）多层砌块结构（非框支）应按抗震等级四级设计。 
8、关于 10.2.1 和 10.2.3 条 

在 10.2.1 条中包括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砌体，但在表 10.2.3 中却未包括这两种块

材，如何计算ζN？ 
1）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属新型墙材，我国早在 90 年代初期就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编

制了这类砌体的设计应用标准。如《括蒸压灰砂砖砌体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CECS20：90。
为填补这种砌体材料在 GB50003 中的空白，在 GBJ3-88 修编时将其纳入到 GB50003 第

10.1.8、10.2.1 中，而未在 10.2.3 中反映属于遗漏。 
2）在蒸压灰砂砖和蒸压粉煤灰砖砌体结构抗震设计时，仍可按 CECS20：90 执行。其中的

ζN取值列在该标准的表 4.2.8 中。 
二、因强制性条文的需要引起规范有关条文的变动 
1、根据“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要求，将“砌体规范”GB50003 原定的强制性条文

作了调整，条文数量由原 29 条压缩到 18 条，同时按强制性条文用语统一规定，对其中用语

不符者作了改动，以及因此引起的相关条文表述上的局部变动。但该条文的实质内容未变。 
2、强制性条文见《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建部分）实施导则》建工出版社，2004 第

384~401 页及 485 页，也可在砌体网站（www.masonry.cn）中找到。 
三、勘误表 

按本规范第一次印刷版本。凡因按强制性条文要求对相应条文作出的改动，应以强制性

条文为准。 

P2 2.1.2 条第 3 行第 4 个字后加“墙和”，即“配筋砌体墙和柱…” 

P5 第 2 行 hight 应为 height 

P6 倒数第 2 行中的李岡，改为李岗 

P17 表 3.2.5-2 砌体类别第一栏中的烧结粘土砖砌体，应为烧结砖砌体 

P19 倒数第 5 行第 3 个字后加“质量”二字，即为施工质量控制等级… 

P20 第 1 行“当楼面活…”应改为“当工业建筑楼面活…” 

P24 倒数第 7 行 γβ——不同砌体材料后加“构件”二字 

P25 5.1.2 注中砌块后加"砌体"，即对灌孔混凝土砌块砌体 

P25 s——相邻横墙…… 

P27 5.2.3-3 中的 hl应为 h1 



5 

P29 式（5.2.5-4）中的 h 应为 hc 

P32 第 8 行中 fVG应为 fvg（g 为小写） 

P40 删除图 6.3.2 中“梁下一皮砖灰缝” 

P41 第 13 行对…或其他非烧结砖墙体 

P46 表 7.3.2 中洞宽中 hh应为 bh 

P47 图 7.3.3 中顶梁 h1 应为 ht 

P49 式（7.3.6-6） Nψ 为 Mψ  

P50 倒数 7 行βv——考虑墙梁组合作用…… 

P58 图 8.1.2 c)左图中补网距 Sn 

P62 对 HRB335 级钢筋ξb=0.437 

P68、P69 图 9.2.4、9.2.5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T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加了构件二字） 

P71 式（9.3.2-1）中 h 应为 h0 

P82 式（10.3.1）有误，应以抗震规范式（7.2.9）为正。 

P83 表 10.3.1 中 ξs 为 ζs。 

P83 式（10.3.2）最外边的小括号应为中括号。 

P83 第 10.3.4.2 款第 2 行中应为：水平钢筋的竖向间距不应大于 400 

P84 式 10.4.3-1~2 中的 h 应为 h0 

P87 表 10.4.11-1~2 最小配筋率加强部位对应的三级均改为 0.11 

P88 表 10.4.12 最后边栏倒数第 2 格的Φ8@200 改为Φ6@200 

P95 表 B.1.2 中蒸压灰砂砖 

P98 图 C(b)中右侧铰支杆应取消 

P109 第 8 行中的建材指标，应为建材标准 

P131 第 17 行…可能稍先剪坏 

P140 9.4.9 第 1 行倒数第 3 个字"它"改为"他"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 
苑振芳、刘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