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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说明

1•本图集是混凝土结构施工图采用建筑结构施工图平面 

整体表示方法（简称“平法”）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平法的表达形式，概括来讲，是把结构构件的尺寸和配筋 

等信息，按照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直接表达在各类 

构件的结构平面布置图上，再与标准构造详图相配合，构成 

一套完整的结构设计施工图纸。

2.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依据的主要标准规范：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年版）GB 50010-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GB 50011-2010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2010 

当依据加廳豪范进行修订或有新的标准规范出版实施 
时，本图集咅费彳了工程建设标准不符的内容、限制或淘汰的 

技术或妄|逊力无效。工程技术人员在参考使用时，应注 

意加以O, /牢盘绥f本图集相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选用。

- 豐础顶面以上的现浇混凝土柱、剪力墙、
強矗:* :廳警娄盖和无梁楼盖）等构件的平法制图规则

和标准两大部分内容。

梁

4. 本图集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9度地区的现浇混凝土 

框架、剪力墙、框架-剪力墙和部分框支剪力墙等主体结构施 

工图的设计。

5. 本图集的制图规则，既是设计者完成平法施工图的依 

据，也是施工、监理人员准确理解和实施平法施工图的依据。

6. 当具体工程设计中需要对本图集的标准构造详图做某些 

变更时，设计者应提供相应的变更内容。

7. 本图集中未包括的构造详图以及其他未尽事项，应在具 

体设计中由设计者另行设计。

8•本图集中，符号“0”代表钢筋直径，符号“e”代表 

HPB300钢筋，符号“鱼”代表HRB400钢筋。

9.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钢筋采用90°弯折锚固时，图 

示“平直段长度”及“弯折段长度”均指包括弯弧在内的投 

影长度，见图1。

锚固区 

边界线

*

平直段长度

图1钢筋90°弯折锚固示意

编制说明 图集号 22G10M

审核 郁银泉心归校对高志强|-龙•左旄 设计 曹俊1爲心、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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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的钢筋，部分采用红色线条表 

不。

11. 本图集的尺寸以毫米（mm）为单位，标高以米（m）为 

单位。

12. 本图集中涉及的部分图例见表1。

13. 对本图集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或者建议，请登录国家建 

筑标准设计网站（www. chinabuilding, com. cn）,再进入G101 

栏目，通过该栏目与主编单位和主编人联系。

表1图例

名称 图例 说明

钢筋端部截断

表示长、短钢筋投影重叠时， 

短钢筋的端部用45°斜划线表 

示

钢筋搭接连接 ✓ 、 —

钢筋焊接 —

钢筋机械连接 —

端部带锚固板的钢筋 1------------ 一

编制说明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 心认Sz一校对 高志强Hi左谑 设计 曹俊，鬲/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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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了规范使用建筑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保 

证按平法绘制的结构施工图实现全国统一，确保设计、施工 

质量，特制定本制图规则。

1.0.2本图集制图规则适用于基础顶面以上各种现浇混凝土 

结构的柱、剪力墙、梁、板（有梁楼盖和无梁楼盖）等构件的 

结构施工图设计。

1.0.3当采用本制图规则时，除应遵守本图集有关规定外, 

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按平法绘制的施工图，一般是由各类结构构件的平法 

施工图和标准构造详图两大部分构成，但对于复杂的工业与民 

用建筑，尚需增加模板、开洞和预埋件等平面图。必要时可 

增加剖面配筋图。

1.0.5按平法绘制结构施工图时，必须根据具体工程设计, 

按照各类构件的平法制图规则，在按结构（标准）层绘制的平 

面布置图上，真齊奏示各构件的尺寸、配筋。结构施工图的编 

排，宜按基'臥柱I剪力墙、梁、板、楼梯及其他构件的顺 

序排列.

1.0.0 耳上表示各构件尺寸和配筋的方式，分平

面注懿鬲；写方式和截面注写方式三种。

1.0.- - 者构施工图时，应将所有柱、剪力墙、梁
和板等嘉响帚罷号，编号中含有类型代号和序号等。其中, 

类型代号的主要作用是指明所选用的标准构造详图；在标准 

构造详图上，已经按其所属构件类型注明代号，以明确该详图 

与平法施工图中该类型构件的互补关系，使两者结合构成完 

整的结构设计施工图。

1.0.8按平法绘制结构施工图时，应采用表格或其他方式注 

明包括地下和地上各层的结构层楼面标高、结构层高及相应的 

结构层号。

结构层楼面标高和结构层高在单项工程中必须统一，以 

保证基础、柱与墙、梁、板、楼梯等用同一标准竖向定位。为 

施工方便，宜将统一的结构层楼面标高和结构层高分别放在 

柱、墙、梁等各类构件的平法施工图中。

注：结构层楼面标高系指将建筑图中的各层地面和楼面标高值扣除建 

筑面层及垫层做法厚度后的标高，结构层号应与建筑楼层号对应 

一致.

具体施工图的层高表中，竖向粗线表示该图所表达竖向构件 

（柱、墙）的起止标高及所在层范围，横向粗线表示该图所表 

达水平构件（梁、板）的楼面层标高。

1.0.9为了确保施工人员准确无误地按平法施工图进行施工, 

在具体工程施工图中必须写明以下与平法施工图密切相关 

的内容：

1） 注明所选用平法标准图的图集号（如本图集号为 

22G101-1）,以免图集修订后在施工中用错版本。

2） 写明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

总则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 滋如j—校对I高志强Hi左旄 设计 曹俊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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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明抗震设防烈度及抗震等级，以明确选用相应抗震 

等级的标准构造详图。

4） 写明结构不同部位所处的环境类别及各类构件的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

5） 写明各类构件在不同部位所选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和 

钢筋种类，以确定相应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锚固长度及最小 

搭接长度等。

当采用机械锚固形式时，设计者应指定机械锚固的具体形 

式。

6） 注明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位置；当框架柱嵌固部位不 

在地下室顶板，但仍需考虑地下室顶板对上部结构实际存在 

嵌固作用时，也应注明。

7） 写明柱（包括墙柱）纵向钢筋、墙身分布钢筋、梁上部 

贯通钢筋等在具体工程中需接长时所采用的连接形式及有关 

要求。必要时，尚应注明对接头的性能要求。

8） 设置后浇带时，注明后浇带的位置、封闭时间和后浇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以及其他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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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曲如?校对I高志强I违左旄 设计 曹俊 页 1-2

9）当具体工程中有特殊要求时，应在施工图中另加说明。 

1.0. 10当标准构造详图有多种可选择的构造做法时，施工图 

中应写明在何部位选用何种构造做法。

当未写明时，则按设计人员自动授权施工人员可以任选 

一种构造做法进行施工处理。例如：框架顶层端节点配筋构 

造（本图集第2-14页、第2-15页）、复合箍中拉筋弯钩做法 

（本图集第2-7页）、无支承板端部封边构造（本图集第2-54 
页）等。

某些节点要求设计必须写明在何部位选用何种构造做法。 

本图集中，要求设计必须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见本图集第 

2-78 页。

1.0. 11按平法绘制结构施工图时，当柱、墙或梁与填充墙需 

要拉结时，其构造详图应由设计者根据墙体材料和规范要求 

选用相关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或自行绘制。

1.0. 12对钢筋搭接和锚固长度等，除在结构施工图中另有注 

明者外，均须按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的有关构造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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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柱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 1柱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2. 1. 1柱平法施工图系在柱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列表注写方式 

或截面注写方式表达。

2. 1.2柱平面布置图可釆用适当比例单独绘制，也可与剪力 

墙平面布置图合并绘制（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见本图 

集第1-9页〜第1-17页）。

2. 1.3在柱平法施工图中，应按本规则第1. 0. 8条的规定注明 

各结构层的楼面标高、结构层高及相应的结构层号，尚应注 

明上部结构嵌固部位位置。

2. 1.4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注写：

1） 框架柱嵌固部位在基础顶面时，无须注明。

2） 框架柱嵌固部位不在基础顶面时，在层高表嵌固部位 

标高下使用双细线注明，并在层高表下注明上部结构嵌固部 

位标高。

3） 杆逻蛀驾R部位不在地下室顶板，但仍需考虑地下室 

顶板对上事结初我际存在嵌固作用时，可在层高表地下室顶 

板标高丁廊积线圧明，此时首层柱端箍筋加密区长度范围 

及纵向琢痂、、（他為乂纵筋”）连接位置均按嵌固部位要求设置。

2.2 ，、匚写「弋

2.2. 1列表注写方式，系在柱平面布置图上（一般只需采用 

适当比例绘制一张柱平面布置图，包括框架柱、转换柱、芯 

柱等），分别在同一编号的柱中选择一个（有时需要选择几 

个）截面标注几何参数代号；在柱表中注写柱编号、柱段起 

止标高、几何尺寸（含柱截面对轴线的定位情况）与配筋的 

具体数值，并配以柱截面形状及其箍筋类型的方式来表达柱 

平法施工图（如本图集第1-7页所示）。

2.2.2柱表注写内容规定如下：

1）注写柱编号，柱编号由类型代号和序号组成，应符合 

表2. 2. 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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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 2-1柱编号

柱类型 类型代号 序号

框架柱 KZ X X

转换柱 ZHZ X X

芯柱 XZ X X

注：编号时，当柱的总高、分段截面尺寸和配筋均对应相同，仅截面 

与轴线的关系不同时，仍可将其编为同一柱号，但应在图中注明 

截面与轴线的关系.

梁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2）注写各段柱的起止标高，自柱根部往上以变截面位置 

或截面未变但配筋改变处为界分段注写。

梁上起框架柱的根部标高系指梁顶面标高；剪力墙上起 

框架柱的根部标高为墙顶面标高。从基础起的柱，其根部标 

高系指基础顶面标高。

当屋面框架梁上翻时，框架柱顶标高应为梁顶面标高。

柱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冏如仏」校对|高志强Hi衣谨|设计|曹俊|鬲杯 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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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柱的根部标高系指根据结构实际需要而定的起始位置 

标高。

注：当框架柱生根在剪力墙上时，本图集提供了 “柱与墙重叠一层” “柱 

纵筋锚固在墙顶部时柱根构造”的构造做法（见本图集第2-12页）， 

设计应注明选用何种做法。

3） 对于矩形柱，注写柱截面尺寸b^h及与轴线关系的几

何参数代号乙、①和加、％的具体数值，需对应于各段柱分别 

注写。其中b = br+b2, h = 当截面的某一边收缩变化至

与轴线重合或偏到轴线的另一侧时，bi、力1、中的某项 

为零或为负值。

对于圆柱，表中bxh—栏改用在圆柱直径数字前加d表示。 

为表达简单，圆柱截面与轴线的关系也用冰％和局、鬲表示， 

并使〃=%+/?2 =局+力2。

设计人员也可在柱平面布置图中注明柱截面尺寸及与轴线 

的关系，此时柱表中无需重复注写。

对于芯柱，根据结构需要，可以在某些框架柱的一定高度 

范围内，在其内部的中心位置设置（分别引注其柱编号）。 

芯柱中心应与柱中心重合，并标注其截面尺寸，按本图集标 

准构造详图施工；当设计者采用与本图集不同的做法时，应另 

行注明。芯柱定位随框架柱，不需要注写其与轴线的几何关 

系。

4） 注写柱纵筋。当柱纵筋直径相同，各边根数也相同时 

（包括矩形柱、圆柱和芯柱），将纵筋注写在“全部纵筋” 

一栏中；除此之外，柱纵筋分角筋、截面b边中部筋和力边中 

部筋三项分别注写（对于采用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柱，可仅注 

写一侧中部筋，对称边省略不注；对于采用非对称配筋的矩 

形截面柱，必须每侧均注写中部筋）。

5） 注写箍筋类型编号及箍筋肢数，在箍筋类型栏内注写 

按表2. 2. 2-2规定的箍筋类型编号和箍筋肢数。箍筋肢数可有 

多种组合，应在表中注明具体的数值：m、"及Y等。

6） 注写柱箍筋，包括钢筋种类、直径与间距。

用斜线“/ ”区分柱端箍筋加密区与柱身非加密区长度范 

围内箍筋的不同间距。施工人员需根据标准构造详图的规定, 

在规定的几种长度值中取其最大者作为加密区长度。当框架 

节点核心区内箍筋与柱端箍筋设置不同时，应在括号中注明 

核心区箍筋直径及间距。

『例J <t>10@100/200,表示箍筋为HPB300钢筋，直径为10mm,加密区间 

距为100mm,非加密区间距为200mm。

4）10@ 100/200 （«12@100）,表示柱中箍筋为HPB300钢筋，直径为 

10mm,加密区间距为lOOrnm,非加密区间距为200mmo框架节点核心区箍筋为 

HPB300级钢筋，直径为12mm,间距为100mm。

当箍筋沿柱全高为一种间距时，则不使用“/ ”线。

『例］*10@100,表示沿柱全高范围内箍筋均为HPB300,钢筋直径为 

10mm,间距为 100mmo

当圆柱采用螺旋箍筋时，需在箍筋前加“L”。

K例］L<bl0@ 100/200,表示采用螺旋箍筋，HPB300,钢筋直径为10mm, 

加密区间距为100mm,非加密区间距为200mm。

总
则

柱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Pt如一校对1高志强违衣淹设计1曹俊 鬲A 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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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工程设计时，若采用超出本表所列举的箍筋类型或标准构造 

详图中的箍筋复合方式（见本图集第2-17页、第2-18页），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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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工葩电啰尹绘制，并村J王与施工图中对应的b和方。

2. 2. 3采閑列養英写方式表达的柱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图集 

AA- -< l
「 丁\

2. 3儼面注写方式

2. 3. 1 G,系在柱平面布置图的柱截面上，分别

在同一硼万谢仕中选择一个截面，以直接注写截面尺寸和配 

筋具体数值的方式来表达柱平法施工图。

2. 3. 2对除芯柱之外的所有柱截面按本规则第2. 2. 2条第1）款 

的规定进行编号，从相同编号的柱中选择一个截面，按另一 

种比例原位放大绘制柱截面配筋图，并在各配筋图上继其编 

号后再注写截面尺寸bxh.角筋或全部纵筋（当纵筋采用一 

种直径且能够图示清楚时）、箍筋的具体数值［箍筋的注写方 

式同本规则第2. 2. 2条第6）款］,以及在柱截面配筋图上标注 

柱截面与轴线关系％、％、加、力2的具体数值。

当纵筋采用两种直径时，需再注写截面各边中部筋的具 

体数值（对于采用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柱，可仅在一侧注写中 

部筋，对称边省略不注）。

当在某些框架柱的一定高度范围内，在其内部的中心位 

置设置芯柱时，先按照本规则第2.2.2条第1）款的规定进行编 

号，继其编号之后注写芯柱的起止标高、全部纵筋及箍筋的 

具体数值［箍筋的注写方式同本规则第2.2.2条第6）款］,芯柱 

截面尺寸按构造确定，并按标准构造详图施工（本图集第2-18 
页），设计不注；当采用与本构造详图不同的做法时，应另 

行注明。芯柱定位随框架柱，不需要注写其与轴线的几何关 

系。

2.3.3在截面注写方式中，如柱的分段截面尺寸和配筋均相 

同，仅截面与轴线的关系不同时，可将其编为同一柱号。但 

此时应在未画配筋的柱截面上注写该柱截面与轴线关系的具 

体尺寸。

柱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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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2.3.4采用截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柱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图集 

第1-8页。

2.4其他

2.4.1当按本规则第2.1.2条的规定绘制柱平面布置图时，如 

果局部区域发生重叠、过挤现象，可在该区域采用另外一种比

例绘制。

2. 4. 2对于轴心受拉或小偏心受拉柱，其纵向受力钢筋不得 

采用绑扎搭接，设计应在平法施工图中注明其平面位置及层 

数。

2.4.3当柱纵向受力钢筋采用并筋时，设计应釆用截面注写 

方式绘制柱平法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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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2 65.670

塔层2 62. 370 3. 30
屋面1

（举层1） 59. 070 3.30

16 55.470 3.60

15 51.870 3.60

14 48.270 3.60

13 44.670 3.60

12 41,070 3.60

11 37.470 3.60

10 33.870 3.60

9 30.270 3.60

8 26.670 3.60

7 23.070 3.60

6 19.470 3.60

5 15.870 3.60

4 12.270 3.60

3 8.670 3.60

2 4.470 4.20

1 -030 £5_0

-1 -4.530 4.50

-2 -9.030 4.50

层号 标高5）
丘立

结构层楼面存二 

结构层高' 

注：上部结；
部位：

7200
i900l 1800 ^900^150150h 900l 1800 l900i

弓―

书.00竿.00 ? .00 纟
7200 7200

bi %

b] I by b[ib2

KZ1

01102p / A

柱表

柱编号 标高（m） b^h （mmxmm） 
（圆柱直径力

b\ (mm) b2 (mm) k (mm) h2 (mm) 全部纵筋 角筋
0边一侧 

中部筋

边一侧 

中部筋
筋
号型 

箍
类

箍筋 备注

-4.530 --0.030 750 x 700 375 375 150 550 2血25 1 (6 x 6) <i)10@100/200

L0.030 - 19.470 750 x 700 375 375 150 550 24 鱼 25 1 (5 x 4) *10@100/200

19:470 〜37.470 650 x 600 325 325 150 450 4鱼22 5^22 4蛇0 1 (4 x 4) *10@100/200

A
37. 470 - 59.070 550 x 500 275 275 150 350 4#22 5蛇2 4蛇0 1 (4 x 4) <|>8@100/200

vr -4. 530 - 8 670 池25 按标准构造详图 4>10@100 ⑤X©轴KZ1中设置

—A

-4. 530〜59. 070柱平法施工图（局部） 
注：1.如采用星对蒙蠱谆在枉表中增加相应栏目分别表示各边的中部筋。

2. 箍筋对纵筋皇少隔一拉一.

3. 本页示例表示地下一层（-1层）、首层（1层）柱端箍筋加密区长度范围及纵筋连接

位置均按嵌固部位要求设置。

4. 层高表中，竖向粗线表示本页柱的起止标高为-4. 530m~59. 070m,所在层为-1〜16层.

总 
则

J: 

SI柱

梁

板

柱平法施工图列表注写方式不例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如校对高志强■拓僂
设计1曹俊1爲心' 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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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屋面2 65.670

塔层2 62.370 3.30
屋面1

（塔层1） 59.070 3-30

16 55.470 3.60

15 51.870 3.60

14 48.270 3.60

13 44.670 3.60 。

12 41.070 3.60 1

11 37.470 3.60

10 33.870 3.60

9 30,270 3.60

8 26.670 3.60 (D”

7 23. 070 3.60 1

6 19.470 3.60 fCp

5 15.870 3.60

4 12.270 3.60

3 8.670 3.60

2 4. 470 4.20 f

1

-1

-0. 030

-4.530

9
4.50

4.50

-2 -9. 030 4.50

层号 标咼（m）

900 1800 900 900 1800 ,900 150

32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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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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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层楼面标高 

结构层高 

注：上部结构嵌固
部位：・4.530m°

325 325 325 325

KZ1 1
650 x 600
4业22 
4>10@100/200

325 325

XZ]
19.470 - 30.270
8425
如0@100,3251,325 3251,325

KZ2
650 x 600
22 如 22
010@100/200

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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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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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o*

KZ3
650 x 600

-EX——

19. 470〜37. 470柱平法施工图（局部）

柱平法施工图截面注写方式示例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1郁银泉奶林校对高志强|-专衣淹1设计 曹俊易幽 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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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3. 1剪力墙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3. 1. 1剪力墙平法施工图系在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列表 

注写方式或截面注写方式表达。

3. 1.2剪力墙平面布置图可采用适当比例单独绘制，也可与 

柱或梁平面布置图合并绘制。当剪力墙较复杂或采用截面注 

写方式时，应按标准层分别绘制剪力墙平面布置图。

3. 1.3在剪力墙平法施工图中，应按本规则第1. 0.8条的规定 

注明各结构层的楼面标高、结构层高及相应的结构层号，尚 

应注明上部结构嵌固部位位置。

3.1.4对于轴线未居中的剪力墙（包括端柱），应注明其与定 

位轴线之间的关系。

3. 2列表注写方式

3.2.1为表达清楚、简便，剪力墙可视为由剪力墙柱、剪力 

墙身和剪力搆、勢爭构件构成。
列表播專賣器系分别在剪力墙柱表、剪力墙身表和剪 

力墙梁如于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上的编号，用绘制截 

面配筋仙'并澧韵1（可尺寸与配筋具体数值的方式,来表达剪 

力墙平法亟逓二（纠本图集第1-18页、第1-19页）。

3. 2. 2 ■■剪力墙按剪力墙柱、剪力墙身、剪力墙
梁（简藻另嗨柱 墙身、墙梁）三类构件分别编号。

总
则1）墙柱编号由墙柱类型代号和序号组成，表达形式应符 

合表3. 2. 2-1的规定。

表3. 2. 2-1墙柱编号

墙柱类型 代号 序号

约束边缘构件 YBZ X X

构造边缘构件 GBZ X X

非边缘暗柱 AZ X X

扶壁柱 FBZ X X

注：构造边缘构件包括构造边缘暗柱、构造边缘端柱、构造边缘翼墙、 

构造边缘转角墙四种（见图3. 2.2-1）。约束边缘构件包括约束边

柱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缘暗柱、约束边缘端柱、

图 3. 2.2-2）。

约束边缘翼墙、约束边缘转角墙四种（见

（a ）构造边缘暗柱

（c）构造边缘翼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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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 2T 构造边缘构件
（高层建筑尚需满足括号内数值）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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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2九 300

九区域 脸/2区域 ,几区域

（a ）约束边缘暗柱

几/2区域

（b）约束边缘端柱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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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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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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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区域

2v/2E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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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法
欷
，图
规
则

/

九/2区域
九区域

Q x x （ x x 排）

墙身序号T T钢筋排数

注：1.在编号中：如若干墙柱的截面尺寸与配筋均相同，仅截面与轴 

线的关系不同时，可将其编为同一墙柱号；又如若干墙身的厚 

度尺寸和配筋均相同，仅墙厚与轴线的关系不同或墙身长度不 

同时，也可将其编为同一墙身号.但应在图中注明与轴线的几 

何关系.

2. 当墙身所设置的水平与竖向分布钢筋的排数为2时可不注.

3. 对于分布钢筋网的排数规定：当剪力墙厚度不大于400mm时，应 

配置双排；当剪力墙厚度大于400mm,但不大于700mm时，宜配 

置三排；当剪力墙厚度大于700mm时，宜配置四排.

4. 当剪力墙配置的分布钢筋多于两排时，剪力墙拉结筋除两端应同 

时勾住外排水平纵筋和竖向纵筋外，尚应与剪力墙内排水平纵 

筋和竖向纵筋绑扎在一起.

表3. 2. 2-2墙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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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约束边缘翼墙

图3. 2. 2-2

LA

（d）约束边缘转角墙

约束边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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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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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墙身编号，由墙身代号（Q）、序号以及墙身所配置的 

水平与竖向分布钢筋的排数组成，其中排数注写在括号内。 

表达形式为：

墙梁类型 代号 序号

连梁 LL X X

连梁（跨高比不小于5） LLk X X

连梁（对角暗撑配筋） LL (JC) X X

连梁（对角斜筋配筋） LL (JX) X X

连梁（集中对角斜筋配筋） LL (DX) X X

暗梁 AL X X

边框梁 BKL X X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审核I郁银泉％如9」校对I高志强|一龙■左旄I设计I曹俊I 易胡'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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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墙梁编号，由墙梁类型代号和序号组成，表达形式应 

符合表3. 2. 2-2的规定。

注：在具体工程中，当某些墙身需设置暗梁或边框梁时，宜在剪力墙 

平法施工图或梁平法施工图中绘制暗梁或边框梁的平面布置图并 

编号，以明确其具体位置。

':
「
剪

力

墙

：

」
 

•
平

法

耕

賢

规

则

、

3. 2. 3在剪力墙柱表中表达的内容，规定如下：

1）注写墙柱编号（见表3. 2.2-1）,绘制该墙柱的截面配 

筋图，标注墙柱几何尺寸。

① 构造边缘构件（见图3. 2.2-1）需注明阴影部分尺寸。

② 约束边缘构件（见图3. 2.2-2）需注明阴影部分尺寸。

注：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中应注明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长度/c.

梁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板

平

法

雛

规

则

③扶壁柱及非边缘暗柱需标注几何尺寸 。

2） 注写各段墙柱的起止标高，自墙柱根部往上以变截面 

位置或截面未变但配筋改变处为界分段注写。墙柱根部标高 

一般指基础顶面标高（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则为框支梁顶面标 

高）。

3） 注费柱的纵向钢筋和箍筋，注写值应与在表中 

绘制的截 扌应一致。纵向钢筋注总配筋值；墙柱箍 

筋的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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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时应注意：

「淨壇蠢护布置图中需注写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 

内布f y直径，与阴影区箍筋直径相同时，可不

汪。 -

II. 当约束边缘构件体积配箍率计算中计入墙身水平分布 

钢筋时，设计者应注明。施工时，墙身水平分布钢筋应注意 

采用相应的构造做法。

III. 本图集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拉筋是沿剪力墙竖向分 

布钢筋逐根设置。施工时应注意，非阴影区外圈设置箍筋时, 

箍筋应包住阴影区内第二列竖向纵筋（见本图集第2-24页）。 

当设计采用与本构造详图不同的做法时，应另行注明。

IV. 当非底部加强部位构造边缘构件采用墙身水平分布钢 

筋替代部分边缘构件箍筋时，设计者应注明。施工时，墙身 

水平分布钢筋应注意采用相应的构造做法。

3. 2.4在剪力墙身表中表达的内容，规定如下：

1） 注写墙身编号（含水平与竖向分布钢筋的排数），见 

本规则第3. 2. 2条第2）款。

2） 注写各段墙身起止标高，自墙身根部往上以变截面位 

置或截面未变但配筋改变处为界分段注写。墙身根部标高一 

般指基础顶面标高（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则为框支梁的顶面标 

高）。

3） 注写水平分布钢筋、竖向分布钢筋和拉结筋的具体数 

值。注写数值为一排水平分布钢筋和竖向分布钢筋的规格与间 

距，具体设置几排已经在墙身编号后面表达。当内外排竖向 

分布钢筋配筋不一致时，应单独注写内、外排钢筋的具体数 

值。

拉结筋应注明布置方式“矩形”或“梅花”布置，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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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分布钢筋的拉结，见图3.2.4 （图中a为竖向分布钢筋间 

距，b为水平分布钢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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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在剪力墙梁表中表达的内容，规定如下：

1） 注写墙梁编号，见本规则表3.2.2-2。

2） 注写墙梁所在楼层号。

3） 注写墙梁顶面标高高差，系指相对于墙梁所在结构层 

楼面标高的高差值。高于者为正值，低于者为负值，当无高 

差时不注。

4） 注写墙梁截面尺寸b^h,上部纵筋、下部纵筋和箍筋 

的具体数值。

5） 当连梁设有对角暗撑时［代号为LL （ JC） xx］,注写 

暗撑的截面尺寸（箍筋外皮尺寸）；注写一根暗撑的全部纵 

筋，并标注“x2”表明有两根暗撑相互交叉；注写暗撑箍筋

总
则

的具体数值。连梁设有对角暗撑时列表注写示例见图3. 2. 5-1。

连梁设对角暗撑配筋表

编号
在
号
一层

」
 

所
楼
一

梁顶相对 

标高高差
梁截面 

b^h

下部 

纵筋

侧面 

纵筋 i 对角暗撐

截面尺寸 纵筋 箍筋

----- --------- --------------- ----- ---------------- --------- ----
图3. 2. 5-1连梁设对角暗撑配筋列表注写示例

6）当连梁设有交叉斜筋时［代号为LL （ JX ） x x］,注写 

连梁一侧对角斜筋的配筋值，并标注“x2”表明对称设置; 

注写对角斜筋在连梁端部设置的拉筋根数、强度级别及直径, 

并标注“x4”表示四个角都设置；注写连梁一侧折线筋配筋 

值，并标注“x2”表明对称设置。连梁设有交叉斜筋时列表 

注写示例见图3. 2. 5-2.
连梁设交叉斜筋配筋表

编号

E
梁顶相对 

标局同差

上部 

纵筋

下部 

纵筋
面
筋 

一
侧
绽 1 交叉斜筋

对角斜筋 拉筋 折线筋

图3. 2. 5-2连梁设交叉斜筋配筋列表注写示例

柱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剪
力
墙

¥■,
法

制

图

规

则

“

7）当连梁设有集中对角斜筋时［代号为LL （ DX ） xx］, 
注写一条对角线上的对角斜筋，并标注“x2”表明对称设置。 

连梁设有集中对角斜筋时列表注写示例见图3. 2. 5-3。

梁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连梁设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表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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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局同差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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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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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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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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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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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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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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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图3. 2. 5-3连梁设集中对角斜筋配筋列表注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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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跨高比不小于5的连梁，按框架梁设计时（代号为 

LLk x x ）,采用平面注写方式，注写规则同框架梁，可釆用 

适当比例单独绘制，也可与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合并绘制。

9） 当设置双连梁、多连梁时，应分别表达在剪力墙平法 

施工图上。

墙梁侧面纵筋的配置，当墙身水平分布钢筋满足连梁和暗 

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的要求时，该筋配置同墙身水平分布钢 

筋，表中不注，施工按标准构造详图的要求即可。

当墙身水平分布钢筋不满足连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的要求 

时，应在表中补充注明设置的梁侧面纵筋的具体数值，纵筋 

沿梁高方向均匀布置；当采用平面注写方式时，梁侧面纵筋以 

大写字母“N”打头。

梁侧面纵向钢筋在支座内锚固要求同连梁中受力钢筋。

K例』N6412,表示连梁两个侧面共配置6根直径为12mm的纵向构造钢 

筋，采用HRB400钢筋，每侧各配置3根.

3.2.6采用列表注写方式分别表达剪力墙墙梁、墙身和墙柱 

的平法施工图融例步本图集第1 -18页、第1-19页。

3.3截諾注覇2

3.3. 1 - 爲系在按标准层绘制的剪力墙平面布置

图上可以再昨畴、墙身、墙梁上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具 

体数值\岁为达剪力墙平法施工图（见本图集第1 - 20 

页）。

3.3.2选用适当比例原位放大绘制剪力墙平面布置图，其中 

对墙柱绘制配筋截面图；对所有墙柱、墙身、墙梁分别按本 

规则第3.2.2第1）款~第3）款的规定进行编号，并分别在相同 

编号的墙柱、墙身、墙梁中选择一根墙柱、一道墙身、一根 

墙梁进行注写，其注写方式按以下规定进行。

1） 从相同编号的墙柱中选择一个截面，原位绘制墙柱截 

面配筋图，注明几何尺寸，并在各配筋图上继其编号后标注 

全部纵筋及箍筋的具体数值［其箍筋的表达方式同本规则第

3.2. 3条第3）款］。

注：1.约束边缘构件（见图3.2.2-2）除需注明阴影部分具体尺寸外，尚 

需注明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长度h

2.配筋图中需注明约束边缘构件非阴影区内布置的拉筋或箍筋直径 ， 

与阴影区箍筋直径相同时，可不注.

2） 从相同编号的墙身中选择一道墙身，按顺序引注的内 

容为：墙身编号（应包括注写在括号内墙身所配置的水平与 

竖向分布钢筋的排数）、墙厚尺寸，水平分布钢筋、竖向分 

布钢筋和拉筋的具体数值。

3） 从相同编号的墙梁中选择一根墙梁，采用平面注写方 

式，按顺序引注的内容为：

① 注写墙梁编号、墙梁所在层及截面尺寸墙梁箍 

筋、上部纵筋、下部纵筋和墙梁顶面标高高差的具体数值。 

其中，墙梁顶面标高高差的注写规定同第3.2.5条第3）款。

② 当连梁设有对角暗撑时［代号为LL（JC） xx］,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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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同本规则第3.2.5条第5)款。

『例 I LL (JC) 1 5 层:500 x 1800 410@ 100(4) 4425; 4425 N18414 

JC300 X 300 6血22。2) 410@200 (3),表示1号设对角暗撑连梁，所在楼 

层为5层；连梁宽500mm,高1800mm;箍筋为410@100(4);上部纵筋饨25, 

下部纵筋4425;连梁两侧配置纵筋18血14;梁顶标高相对于5层楼面标高无 

高差；连梁设有两根相互交叉的暗撑，暗撑截面(箍筋外皮尺寸)宽300mm, 

高300mm;每根暗撑纵筋为6422,上下排各3根；箍筋为410@ 200 (3).

③ 当连梁设有交叉斜筋时[代号为LL ( JX ) xx],注写 

规定同本规则第3.2.5条第6)款。

II例』LL(JX)2 6层:300 X 800 410@ 100(4) 4418; 4418 N6414

(+0. 100) JX2血22(x2) 3410(x4)，表示2号设交叉斜筋连梁，所在

楼层为6层；连梁宽300mm,高800mm;箍筋为410@100(4);上部纵筋4血18, 

下部纵筋4血18;连梁两侧配置纵筋6414;梁顶高于6层楼面标高0. 100m; 

连梁对称设置交叉斜筋，每侧配筋2*22;交叉斜筋在连梁端部设置拉筋 

3410,四个角都设置.

④ 当连梁设有集中对角斜筋时[代号为LL ( DX ) XX], 
注写规定同本规则第3. 2. 5条第7)款。

1 例月 LL(DX)3 6 层:400 x 1000 ^10@ 100(4) 4420; 4&20 N8414 

DX8鱼2002),表示3号设对角斜筋连梁，所在楼层为6层；连梁宽400mm, 

高1000mm;箍筋为il0@100(4);上部纵筋4420,下部纵筋4*20;连梁两 

侧配置纵筋8414;连梁对称设置对角斜筋，每侧斜筋配筋8*20,上下排各 

4420.

⑤ 跨高比不小于5的连梁，按框架梁设计时(代号为 

LLk x x ),注写规则同本规则第3.2.5条第8)款。

 

 

 

 

 

 

1) 在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上绘制洞口示意，并标注洞口中 

心的平面定位尺寸

当墙身水平分布钢筋不能满足连梁的侧面纵向构造钢筋的

要求时，应补充注明梁侧面纵筋的具体数值；注写时，以大

写字母“N”打头，接续注写梁侧面纵筋的总根数与直径。其

在支座内的锚固要求同连梁中受力钢筋。

3.3.3采用截面注写方式表达的剪力墙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

图集第1-20页。

3.4剪力墙洞口的表示方法

3.4.1无论釆用列表注写方式还是截面注写方式，剪力墙上

的洞口均可在剪力墙平面布置图上原位表达(见本图集第

1T8页、第1-20页)。

3.4.2洞口的具体表示方法：

。

2) 在洞口中心位置引注：洞口编号、洞口几何尺寸、洞 

口所在层及洞口中心相对标高、洞口每边补强钢筋，共四项内 

容。具体规定如下：

① 洞口编号：矩形洞口为JDX X ( X X为序号)，圆形 

洞口为YDx X (XX为序号)。

② 洞口几何尺寸：矩形洞口为洞宽X洞高(亦力)，圆 

形洞口为洞口直径

③ 洞口所在层及洞口中心相对标高，相对标高指相对于 

本结构层楼(地)面标高的洞口中心高度，应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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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洞口每边补强钢筋 ，分以下几种不同情况：

(1) 当矩形洞口的洞宽、洞高均不大于800mm时，此项注 

写为洞口每边补强钢筋的具体数值。当洞宽、洞高方向补强 

钢筋不一致时，分别注写沿洞宽方向、沿洞高方向补强钢筋, 

以“/”分隔。

『例』JD2 400 x 300 2~5层：+1. 000 3414,表示2~5层设置2号矩形洞 

口，洞宽40Omni,洞高300mm,洞口中心距结构层楼面1000mm,洞口每边补强 

钢筋为3金14。

『例』JD4 800 x 300 6层：+2. 500 3血18/3鱼14,表示6层设置4号矩形 

洞口，洞宽800mm.洞高300mm,洞口中心距6层楼面2500mm,沿洞宽方向每 

边补强钢筋为3鱼18,沿洞高方向每边补强钢筋为3414.

(2) 当矩形或圆形洞口的洞宽或直径大于800mm时，在洞 

口的上、下需设置补强暗梁，此项注写为洞口上、下每边暗 

梁的纵筋与箍筋的具体数值(在标准构造详图中，补强暗梁 

梁高一律定为400mm,施工时按标准构造详图取值，设计不注。 

当设计者采用与该构造详图不同的做法时，应另行注明)，圆 

形洞口时尚還?主阴环向加强钢筋的具体数值；当洞口上、下 

边为剪力横崔、梁时：此项免注；洞口竖向两侧设置边缘构件 

时，亦-宀汕“童达(当洞口两侧不设置边缘构件时，设计 

者应纟》出寺体败法丿。

附列』900 3层・ +1. 400 6420 *8@150(2),表示3层设置5 

号如力缚吗/亦頁6端洞高；900mm,洞口中心距3层楼面1400mm;洞口 

上下 '筋为6120,上、下排对称布置；箍筋为梆@150,
双肢箍."

K例』YD5 1000 2~6层：+1. 800 6420 <f>8@150(2) 2416,表示2~6层 

设置5号圆形洞口，直径1000mm,洞口中心距结构层楼面1800mm;洞口上下 

设补强暗梁；暗梁纵筋为6420,上、下排对称布置；箍筋为4>8@150,双肢 

箍；环向加强钢筋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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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圆形洞口设置在连梁中部1/3范围(且圆洞直径不 

应大于1/3梁高)时，需注写在圆洞上下水平设置的每边补强 

纵筋与箍筋。

(4) 当圆形洞口设置在墙身位置，且洞口直径不大于 

300mm时，此项注写为洞口上下左右每边布置的补强纵筋的具 

体数值。

(5 )当圆形洞口直径大于300mm,但不大于800mm时，此 

项注写为洞口上下左右每边布置的补强纵筋的具体数值，以 

及环向加强钢筋的具体数值。

K例』YD5 600 5层：+1. 800 2420 2416,表示5层设置5号圆形洞口， 

直径600mm,洞口中心距5层楼面1800mm,洞口上下左右每边补强钢筋为 

2420,环向加强钢筋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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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下室外墙的表示方法

3.5. 1本节地下室外墙仅适用于起挡土作用的地下室外围护 g
墙。地下室外墙中墙柱、连梁及洞口等的表示方法同地上剪 诂板

力墙。 规
3.5.2地下室外墙编号，由墙身代号、序号组成。表达为DWQ 缨—

3.5.3地下室外墙平面注写方式，包括集中标注墙体编号、

X X。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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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贯通钢筋、拉结筋等和原位标注附加非贯通钢筋等两 

部分内容。当仅设置贯通钢筋，未设置附加非贯通钢筋时, 

则仅做集中标注。

3.5.4地下室外墙的集中标注，规定如下：

1） 注写地下室外墙编号，包括代号、序号、墙身长度 

（注为X X ~ X X轴）。

2） 注写地下室外墙厚度弘=XXX。

3） 注写地下室外墙的外侧、内侧贯通钢筋和拉结筋。

① 以OS代表外墙外侧贯通钢筋。其中，外侧水平贯通钢 

筋以H打头注写，外侧竖向贯通钢筋以V打头注写。

② 以is代表外墙内侧贯通钢筋。其中，内侧水平贯通钢 

筋以H打头注写，内侧竖向贯通钢筋以V打头注写。

③ 以tb打头注写拉结筋直径、钢筋种类及间距，并注 

明“矩形”或“梅花”［见本规则第3.2.4条第3）款］。

『例』DWQ2 6” =300

OS: H鱼 18@200, V鱼20@200

IS: H鱼 16@200, V#18@200

tb <t>6@400@400矩形

表示2号外墙，长度范围为①〜⑥轴之间，墙厚为300mm;外侧水平贯 

通钢筋为鱼18@200,竖向贯通钢筋为420@200;内侧水平贯通钢筋为血16@ 

200,竖向贯通钢筋为也18@ 200;拉结筋为4>6,矩形布置，水平间距为 

400mm,竖向间距为400mm。

3.5.5地下室外墙的原位标注，主要表示在外墙外侧配置的 

水平非贯通钢筋或竖向非贯通钢筋。

当配置水平非贯通钢筋时，在地下室墙体平面图上原位 

标注。在地下室外墙外侧绘制粗实线段代表水平非贯通钢筋, 

在其上注写钢筋编号并以H打头注写钢筋种类、直径、分布间 

距，以及自支座中线向两边跨内的伸出长度值「当自支座中 

线向两侧对称伸出时，可仅在单侧标注跨内伸出长度，另一 

侧不注，此种情况下非贯通钢筋总长度为标注长度的2倍。边 

支座处非贯通钢筋的伸出长度值从支座外边缘算起。

地下室外墙外侧非贯通钢筋通常采用“隔一布一”方式与 

集中标注的贯通钢筋间隔布置，其标注间距应与贯通钢筋相 

同，两者组合后的实际分布间距为各自标注间距的1/2。

当在地下室外墙外侧底部、顶部、中层楼板位置配置竖向 

非贯通钢筋时，应补充绘制地下室外墙竖向剖面图并在其上 

原位标注。表示方法为在地下室外墙竖向剖面图外侧绘制粗 

实线段代表竖向贯通钢筋，在其上注写钢筋编号并以V打头注 

写钢筋种类、直径、分布间距，以及向上（下）层的伸出长 

度值，并在外墙竖向剖面图名下注明分布范围（x X ~ X X 
轴）。

注：外墙外侧竖向非贯通钢筋向层内的伸出长度值注写方式：

1. 地下室外墙底部非贯通钢筋向层内的伸出长度值从基础底板顶 

面算起。

2. 地下室外墙顶部非贯通钢筋向层内的伸出长度值从顶板底面算 

起。

3. 中层楼板处非贯通钢筋向层内的伸出长度值从板中间算起，当 

上下两侧伸出长度值相同时可仅注写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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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外墙外侧水平、竖向非贯通钢筋配置相同者，可仅 

选择一处注写，其他可仅注写编号。

当在地下室外墙顶部设置水平通长加强钢筋时应注明。

设计时应注意：

I •设计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判定扶壁柱或与其相垂直的翼 

墙是否作为墙身水平方向的支座，以选择合理的配筋方式。

II. 本图集提供了 “顶板作为外墙的简支支承” “顶板与 

外墙连续传力”两种做法，设计者应在施工图中指定选用何 

种做法。

III. 本图集第2-31页所提供的标准构造详图适用于地下室 

外墙不设置边缘构件和暗柱的情况，墙体水平钢筋设置在竖向 

钢筋内侧。当具体工程在地下室外墙设置边缘构件或暗柱时, 

墙体水平钢筋可设置在外侧，此时设计应明确，并给出相应 

做法。

3.5.6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地下室外墙平法施工图注写 

示例见本图集第1-21页。

3.6其他

3.6. 1在剪力墙平法施工图中应注明底部加强部位高度范围, 

以便使施工人员明确在该范围内应按照加强部位的构造要求 

进行施工。

3.6.2当剪力墙中有偏心受拉墙肢时，无论釆用何种直径的 

竖向钢筋，均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接长，设计者应在剪力 

墙平法施工图中加以注明。

3.6.3抗震等级为一级的剪力墙，水平施工缝处需设置附加 

竖向插筋时，设计应在剪力墙平法施工图上注明构件位置, 

并注写附加竖向插筋规格、数量及间距。竖向插筋沿墙身均 

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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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3800

柱

梁

屋面2 65.670

塔层2 62. 370 3.30
屋面1

（塔层1） 59.070 3.30

16 55.470 3.60

15 51.870 3.60

14 48.270 3.60

13 44,670 3.60

12 41.070 3.60

11 37.470 3.60

10 33.870 3.60

9 30.270 3.60

8 26.670 3.60

7 23. 070 3.60

6 19,470 3.60

5 15.870 3.60

4 12.270 3.60

3 8.670 3.60

2 4.470 4.20

1 -0.030 4.50

-1 -4.530 4.50

-2 -9.030 4.50

层号 标高（m） 层髙
（m）

,900” 2000 ”900,
|LL2 1

150

YBZ1

1—,

\YBZ2 YBZ2

YD1 200
1 层:+2.800
2~3层:+3.100
2416

1800/

]YBZ1

二一

YBZ2 YBZ2

LLkl
2〜4层:30"4册 
4>10@100/200 ⑵ 
3虫 16; 3虫 16

YBZ2 YBZ2

板
(AB

结构层楼面标高 

结构层高 

汇上丽固

部位：-0.030肚

O

YBZ4

IQ2

YBZ4 YBZ5

E YBZ6

JBZ3IQ1 

2600

二 YBZ7

三 YBZ2

3800

”90% 2000

ILL2

YBZ1

已I

YBZ1 /

YBZ1

LL6

-0.030-12. 270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局部）
（剪力墙柱表见下页）

注：1.可在“结构层楼面标高、结构层高”表中增加混凝土强度等级等栏目.

2. 本示例中/c为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实际工程中应注明具体值）.

3. 层高表中，竖向粗线表示本页平面图所示剪力墙的起止标高为-0. 030m~12. 270m, 
所在层为1~3层；横向粗线表示本页平面图所示墙梁的楼面标高为2~4层楼面标 

高：4.470m、8.670m、12. 270m.

剪力墙梁表

注：当剪力墙厚度发生变化时，连梁LL宽度随墙厚变化。

编号
在
号层 

所
楼

梁顶相对 

标同局差
梁截面 

b^h

上部 

纵筋

下部 

纵筋

侧面 

纵筋
墙梁箍筋

LL1

2~9 0.800 300 x 2000 饨25 4也25 同墙体 

水平

分布筋

机0@100⑵

10-16 0.800 250 x 2000 饨22 4地22 *10@100(2)

屋面1 250 x 1200 4420 4业20 010@100 ⑵

LL2

3 -1,200 300 x 2520 4地25 4咆25 22 虫 12 如0@150(2)

4 -0.900 300 x 2070 4虫25 4425 18虫 12 <t>10@150 ⑵

5~9 -0,900 300 x 1770 4地25 4鱼25 16 鱼 12 机0@!50(2)

10~屋面1 -0.900 250 x 1770 4地22 4虫22 16412 4)10@150 ⑵

LL3

2 300 x 2070 4也25 4鱼25 18 地 12 *10@100(2)

3 300 x 1770 魁25 4虫25 16^12 *10@100(2)

4~9 300x1170 4鱼25 4鱼25 10 虫 12 <1>10@100 ⑵

10〜屋面1 250 x 1170 4血22 饨22 10 地 12 4>10@100(2)

LL4

2 250 x 2070 4地20 4地20 18 虫 12 010@125(2)

3 250 x 1770 4^20 4蛇0 16 如 12 *10@125(2)

4~屋面1 250 x 1170 4虫20 4*20 10^12 机0@125(2)

F

AL1
2~9 300 x 600 3^20 3虫20 同墙体 

水平

分布筋

帕@150⑵

10-16 250 x 500 3*18 3#18 08@150 ⑵

BKL1 屋面1 500 x 750 哋22 4也22 4416 <^10@150(2)

剪力墙身表

编号 标高 墙厚 水平分布筋 垂直分布筋 拉筋（矩形）

Q1
-0.030 - 30.270 300 ^12@200 地 12@200 4)6@600@600

30.270 - 59. 070 250 #10@200 ^10@200 ©6@600@600

Q2
-0.030 - 30.270 250 ^10@200 S10@200 ©6@600@600

30.270 - 59. 070 200 ^10@200 ^10@200 ©6@600@600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列表注写方式示例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郁银泉心一校对高志强违左旄设计曹俊 易衿' 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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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2 65.670

塔层2 62.370 3.30
屋面1

（塔层1） 59.070 3.30

16 55.470 3.60

15 51.870 3.60

14 48.270 3.60

13 44.670 3.60

12 41.070 3.60

11 37.470 3.60

10 33.870 3.60

9 30.270 3.60

8 26.670 3.60

7 23. 070 3.60

6 19.470 3.60

5 15.870 3.60

4 ,12.270 3.60

3 8.670 3.60

2 4.470 4.20

1 -0.030 4.50

-1 -4.530 4.50

-2 -9.030 4.50

层号 标高（血

编号

截面

箍筋

纵筋

霾潇」 <>10@100

编号

标高

琥,局

YBZ1 YBZ2 YBZ3 YBZ4

-0.030 - 12.270 -0.030 - 12.270 -0.030 - 12.270 -0.030 ~ 12.270

24鯉0 22420 18 鱼 22 20 血20

机0@100 eio@ioo 机0@100 eio@ioo

总 
则

柱

s

+

^■8-

] 1400

平.1

则，I
____________

梁

YBZ5 YBZ6 YBZ7

-0.030 - 12.270

20 咆 20

-0.030 - 12.270

28竝0

-0.030 - 12.270

16#20

如0@100 机0@100 板

-0. 030〜12. 270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倍B分剪力墙柱表）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列表注写方式示例 图集号 22G101-1 [

审核郁银泉闵认眾一1校对1高志强违爲僂设计1曹俊1晟心' 页 1-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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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50

柱

梁

屋面2 65.670

塔层2 62.370 3.30
屋面1
(塔层1) 59.070 3.30

16 55.470 3.60

15 51.870 3.60

14 48.270 3.60

13 44.670 3.60

12 41.070 3.60

11 37.470 3.60

10 33.870 3.60

9 30.270 3.60

8 26.670 3.60

7 23. 070 3.60

6 19.470 3.60

5 15.870 3.60

4 12.270 3.60

3 8.670 3.60

2 4.470 4.20

1 -0.030 4.50

-1 -4.530 4.50

-2 -9.030 4.50

层号 标咼(m) 层高
(m)

2

板 结构层楼面标高 

结构层高 

注：上部结构嵌固
部位：-0.03伽。

I 
m

GBZ1

£ O

O

O

GBZ5 20鱼18
4)10@150

GBZ1 24鱼18 JlL2

机0@150

GBZ4

3
300 300GBZ7 16鱼20 

机0@150
GBZ8 17鱼20 
机0@150

900 900 900

600

二十二

YD1 200
4 〜8层:+3.100
2帕6

3800
2W

3800
.150

\ GBZ1

GBZ2GBZ2

LLkl f
5-91:300 x 400 _3 
d)10@100/200(2) E

3地 16; 3虫 16

2475

GBZ4 8鱼22 
机 0@150

IQ2

GBZ6 26鱼18 
机 0@150

GBZ2 22业20 
町0@100/150

LL2
5-91:300 x 1770 
粗0@150⑵
4 业 25; 4 鱼 25 
N16 虫 12
(-0.900)

总 
则

1800

GBZ3 12鱼22 
机 0@100/150

o 
'—-04 
2令I咚訂嚼

. I -J S O v N

11

S瀬亲纠椁

LL3
5-9^:300 x 1170 
4)10@100 ⑵
4业25; 4蛇5
冊咙12

上

\GBZ1

\ GBZ1P\ GBZ2

|\GBZ2

1800 LL

II

m

m撫务咧早

柱

梁

I

LL6
5~9层:300 x 2070 
机0@100⑵
6也22 4/2; 6虫22 2/4 
(0.800)
N1 池 12 板

12. 270〜30. 270剪力墙平法施工图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截面注写方式示例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郁银泉妬曲乙■校对高志强1才左谨设计曹俊 页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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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1 （①~⑥），九=250

OS:H^18@200 V虫20@200
IS: H#16@200 V#18@200

tb 机@400@400矩形

①
2000

② H418@200
2000 

®HO@200
. " 2400 "

0

DWQ1（①〜⑥）｛

"T ■ -

"|7 8000 . 8000 . 8000 8000 , 8000

（1

上0 b3'山
貓

柱

谕剪］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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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相

关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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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法
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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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4.冊

-2 卜9.0y0 4'5G

层号

结构层楼面标高 

结构层高

-9. 030〜-0. 030地下室外墙平法施工图

DWQ1外侧竖向 

非贯通钢筋布置图
（①~⑥）轴

可在“结构层楼面标高、结构层高”表中增加混凝土强度等级等栏目。

宀2层高表中，竖向粗线表示本页平面图所示地下室外墙的起止标高为-9. 030m—0. 030m,所在层为地下2层〜地下1层。

地下室外墙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示例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郁银泉阴认$乙一|校对|髙志强违士旄|设计曹俊，爲心' 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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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4.1梁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4.1.1梁平法施工图系在梁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平面注写方式 

或截面注写方式表达。

4.1.2梁平面布置图，应分别按梁的不同结构层（标准层）, 

将全部梁和与其相关联的柱、墙、板一起采用适当比例绘制。

4.1.3在梁平法施工图中，尚应按本规则第1. 0. 8条的规定注 

明各结构层的顶面标高及相应的结构层号。

4.1.4对于轴线未居中的梁，应标注其与定位轴线的尺寸（贴 

柱边的梁可不注）。

4. 2 平面注写方式

4.2.1平面注写方式，系在梁平面布置图上，分别在不同编 

号的梁中各选一根梁，用在其上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 

值的方式来表达梁平法施工图。

平面注写包括集中标注与原位标注。集中标注表达梁的 

通用数值，原位标注表达梁的特殊数值。当集中标注中的某 

项数值不适用于梁的某部位时，则将该项数值原位标注，施 

工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如图4.2.1所示）。

4.2.2梁编号由梁类型代号、序号、跨数及有无悬挑代号几 

项组成，并应符合表4.2.2的规定。

原位标注

2 也 25+2 鱼 22

I 1 6血25 2/4

总 
则

KL2(2A) 300 x 650 
*8@100/200 ⑵ 2虫25 
G4<t)10

II
!! W25 4/2

•集中标注

II
丄___ 迟空_ _ 2|________44251!上
——环节 S25 节谊旷]

Z| 11 |[ <t>8@100(2) I

2虫25

||
*U-| r-4

4010 08@100

址25
-■i— 」4«5

4*10

pooj.

__ L 柱

II
II

S

4425 2虫25

4>8@100

4425 
pooj.

2-2

4虫25

4*10 ^*800 4*10
*8@100

4蛇5 2416
pooj. poo]

3-3 4-4

图4. 2. 1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注：图4.2. 1中四个梁截面系采用传统表示方法绘制，用于对比按平面 

注写方式表达的同样内容.实际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时，不需 

绘制梁截面配筋图和相应截面号.

4.2.3梁集中标注的内容，有五项必注值及一项选注值（集 

中标注可以从梁的任意一跨引出），规定如下：

1）梁编号见表4.2.2,该项为必注值。其中，对井字梁

编号中关于跨数的规定见本规则第4. 2. 7条。

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1

审核1郁银泉心沐牡一校对高志强一i丈旄设计曹俊丨易幽 页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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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 2梁编号

梁类型 代号 序号 跨数及是否带有悬挑

楼层框架梁 KL X X （XX）、（xxA）或（X xB）

楼层框架扁梁 KBL X X （XX）、（ x xA）或（X xB）

屋面框架梁 WKL X X （XX）、（ x xA）或（X xB）

框支梁 KZL X X （XX）、（ x xA）或（X xB）

托柱转换梁 TZL X X （XX）、（ x xA）或（x xB）

非框架梁 L X X （XX）、（ x xA）或（X xB）

悬挑梁 XL X X （XX）、（xxA）或（xxB）

井字梁 JZL X X （XX）、（ X XA）或（x xB）

注：1. （ X X A）为一端有悬挑，（xxB）为两端有悬挑，悬挑不计入跨数。 

『例］KL7 （5A）表示第7号框架梁，5跨，一端有悬挑；L9 （7B）表示 

第9号非框架梁，7跨，两端有悬挑.

2. 楼层框架扁梁节点核心区代号为KBH.

3. 本图集中非框架梁L、井字梁JZL表示端支座为餃接；当非框架梁 

L、井字梁JZL端支座上部纵筋为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 

在梁代号后加“g” .

K Lg7 （5；表示第7号非框架梁，5跨，端支座上部纵筋为充分

勒角%.筋貝就拉强度.

按受扭设计时，在梁代号后加“N” ° 

0表示第5号受扭非框架梁，3跨.

2）梁住由尺寸，该项为必注值。

当为等，啟面梁町，用b^h表示；
当'为咚瞇戚梁时‘用处力Ye】"表示，其中ci为腋长，

C2为腋高画乔3-1）;

当为水平加腋梁时，一侧加腋时用b x h PYcj x c2表示, 

其中Ci为腋长，C2为腋宽，加腋部位应在平面图中绘制（图 

4. 2. 3-2）;
当有悬挑梁且根部和端部的高度不同时，用斜线分隔根 

部与端部的高度值，即为b x /zj/Zzj （图4. 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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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 3-2水平加腋截面注写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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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箍筋，包括钢筋种类、直径、加密区与非加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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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及肢数，该项为必注值。箍筋加密区与非加密区的不同间 

距及肢数需用斜线“/”分隔；当梁箍筋为同一种间距及肢数 

时，则不需用斜线；当加密区与非加密区的箍筋肢数相同时, 

则将肢数注写一次；箍筋肢数应写在括号内。加密区范围见 

相应抗震等级的标准构造详图。

K例』机0@ 100/200 (4),表示箍筋为HPB300钢筋，直径为10mm,加密 

区间距为100mm,非加密区间距为200mm,均为四肢箍。

『例』郴@ 100 (4)/150 (2),表示箍筋为HPB300钢筋，直径为8mm,加 

密区间距为100mm,四肢箍；非加密区间距为150mm,两肢箍。

非框架梁、悬挑梁、井字梁采用不同的箍筋间距及肢数 

时，也用斜线“/”将其分隔开来。注写时，先注写梁支座端 

部的箍筋(包括箍筋的箍数、钢筋种类、直径、间距与肢数), 

在斜线后注写梁跨中部分的箍筋间距及肢数。

II例』13<t>10@ 150/200 (4),表示箍筋为HPB300钢筋，直径为10mm;梁 

的两端各有13个四肢箍，间距为150mm;梁跨中部分间距为200mm,四肢箍.

［例 3 18012@ 150 (4)/200 (2),表示箍筋为HPB300钢筋，直径为 12mm; 

梁的两端各有18个四肢箍，间距为150mm;梁跨中部分，间距为200mm,两 

肢箍°

4)梁上部通长筋或架立筋配置(通长筋可为相同或不同 

直径采用搭接连接、机械连接或焊接的钢筋)，该项为必注 

值。所注规格与根数应根据结构受力要求及箍筋肢数等构造 

要求而定。当同排纵筋中既有通长筋又有架立筋时，应用加 

号“ + ”将通长筋和架立筋相联。注写时需将角部纵筋写在 

加号的前面，架立筋写在加号后面的括号内，以示不同直径 

及与通长筋的区别。当全部采用架立筋时，则将其写入括号 

内。

K例］2422用于双肢箍；2^22+(4*12)用于六肢箍，其中2金22为通长 

筋，4©12为架立筋。

当梁的上部纵向钢筋和下部纵向钢筋为全跨相同，且多数 

跨配筋相同时，此项可加注下部纵筋的配筋值，用分号“；” 

将上部与下部纵筋的配筋值分隔开来，少数跨不同者，按本 

规则第4.2.1条的规定处理。

『例J 3422; 3420,表示梁的上部配置3鱼22的通长筋，梁的下部配置 

3鱼20的通长筋..

5)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或受扭钢筋配置，该项为必注值。

当梁腹板高度450mm时，需配置纵向构造钢筋，所注 

规格与根数应符合规范规定。此项注写值以大写字母G打头, 

接续注写设置在梁两个侧面的总配筋值，且对称配置。

『例1 G4*12,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4机2的纵向构造钢筋，每侧各 

配置2*12.

当梁侧面需配置受扭纵向钢筋时，此项注写值以大写字母 

N打头，接续注写配置在梁两个侧面的总配筋值，且对称配置。 

受扭纵向钢筋应满足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的间距要求，且不 

再重复配置纵向构造钢筋。

I［例J N6&22,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6鱼22的受扭纵向钢筋，每侧各 

配置3422.

注：1.当为梁侧面构造钢筋时，其搭接与锚固长度可取为15Z

2.当为梁侧面受扭纵向钢筋时，其搭接长度为"或氐,锚固长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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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厶E；其锚固方式同框架梁下部纵筋.

6）梁顶面标高高差，该项为选注值。

梁顶面标高高差，系指相对于结构层楼面标高的高差值, 

对于位于结构夹层的梁，则指相对于结构夹层楼面标高的高 

差。有高差时，需将其写入括号内，无高差时不注。

注：当某梁的顶面高于所在结构层的楼面标高时，其标高高差为正值, 

反之为负值。

£例F某结构标准层的楼面标高分别为44. 950m和48. 250血当这两个标 

准层中某梁的梁顶面标高高差注写为（-0. 100）时，即表明该梁顶面标高分别 

相对于44. 950ni和48. 250ni低0. 100m。

4. 2. 4梁原位标注的内容规定如下：

1）梁支座上部纵筋，该部位含通长筋在内的所有纵筋：

① 当上部纵筋多于一排时，用斜线“/”将各排纵筋自上 

而下分开。

『例［梁支座上部纵筋注写为6壘25 4/2,则表示上一排纵筋为4虫25, 

下一排纵筋为2425.

② 当同排纵筋有两种直径时，用加号“ + ”将两种直径 

的纵筋粕联萍写貝将角部纵筋写在前面。
K例』 忌&舊有4根纵筋，2鱼25放在角部，2血22放在中部，在梁支

座上部应廿写为2仝2〈+2血22.

（ 曾两边的上部纵筋不同时，需在支座两边

分别 可支座两边的上部纵筋相同时，可仅在支

座的一辺翁7±警费1宜，另一边省去不注（图4. 2. 4-1 ）.
④只带层麻的梁 ，其上部纵筋注写在悬挑梁根部

KL7 (3) 300 x 700 
010@100/200 (2) 
2鱼25
屈也18
(-0.100)

4425
端支座截面示意：口戸戸

N4曲18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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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虫25

_l4|2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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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r
______ rt25_£/2±J _6^25J/2_j_l6S25_V2__________ 4i2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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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 4-1大小跨梁的注写示例

支座部位。当支座两边的上部纵筋相同时，可仅在支座的一 

边标注配筋值。

设计时应注意：

I •对于支座两边不同配筋值的上部纵筋，宜尽可能选用 

相同直径（不同根数），使尽量多的钢筋能够贯穿支座，避 

免支座两边不同直径的上部纵筋均在支座内锚固。

II.对于以边柱、角柱为端支座的屋面框架梁，当配筋截 

面面积能够满足结构计算要求时，其梁的上部钢筋应尽可能只 

配置一层，以避免梁柱纵筋在柱顶处因层数过多、钢筋过密 

导致不方便施工和影响混凝土浇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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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下部纵筋：

①当下部纵筋多于一排时，用斜线“/”将各排纵筋自上 

而下分开。

【例』梁下部纵筋注写为6血25 2/4,则表示上排纵筋为2425,下排纵 

筋为4425,全部伸入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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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同排纵筋有两种直径时，用加号“ + ”将两种直径 

的纵筋相联，注写时角筋写在前面。

③ 当梁下部纵筋不全部伸入支座时，将不伸入梁支座的 

下部纵筋数量写在括号内。

『例』梁下部纵筋注写为6鱼25 2 （-2）/4,则表示上排纵筋为2425,且 

不伸入支座；下排纵筋为4425,全部伸入支座.

『例1梁下部纵筋注写为2425 + 3也22 （-3）/5鱼25,表示上排纵筋为 

2鱼25和3422,其中3鱼22不伸入支座；下排纵筋为5425,全部伸入支座.

④ 当梁的集中标注中已按本规则第4. 2. 3条第4）款的规定 

分别注写了梁上部和下部均为通长的纵筋值时，则不需在梁 

下部重复做原位标注。

⑤ 当梁设置竖向加腋时，加腋部位下部斜向纵筋应在支 

座下部以Y打头注写在括号内（图4. 2.4-2）,本图集中框架 

梁竖向加腋构造适用于加腋部位参与框架梁计算，其他情况 

设计者应另行给出构造。当梁设置水平加腋时，水平加腋内 

上、下部斜纵筋应在加腋支座上部以Y打头注写在括号内，上、 

下部斜纵筋之间用“/”分隔（图4. 2. 4-3） „
3）当在梁上集中标注的内容（即梁截面尺寸、箍筋、上 

部通长筋或架立筋，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或受扭纵向钢筋及 

梁顶面标高高差中的某一项或几项数值）不适用于某跨或某 

悬挑部分时，则将其不同数值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悬挑部位, 

施工时应按原位标注数值取用。

当在多跨梁的集中标注中已注明加腋，而该梁某跨的根 

部却不需要加腋时，则应在该跨原位标注等截面的bxh,以

修正集中标注中的加腋信息（图4. 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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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7 (3) 300 x 700 Y500 x 250 
<bl0@100/200 ⑵ 2虫25 
N4418
(-0.100) ,

1
*辺 

市4範

1
1
1

II V II 1

________ 6^214/2JJ 6425J/2ji6|2^_4/2___________  

厂巫去一 一(帀$2肘—血杰—怖豆区)—7冈亍— 丽|2計

300 x 700
1； N4也10 || |
t t A II 1

图4. 2. 4-2梁竖向加腋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示例

KL2 (2A) 300 x 650 、
*8@100/200 ⑵ 2鱼25
G4<t>10
(-0.100) A

4鱼25 6虫25 4/2 v n r
(Y 伴 25/2 蛇 5) (Y2 逐/2 蛇 5* 止 5_4卫___________輕 5__________ [

土 6数5 2/4 怙 «25
| 300 x 700 PY500 x 250 ” 〔 ”啊@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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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 4-3梁水平加腋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示例

4）附加箍筋或吊筋，将其直接画在平面布置图中的主梁 

上，用线引注总配筋值。对于附加箍筋，设计尚应注明附加 

箍筋的肢数，箍筋肢数注在括号内（图4. 2.4-4）。当多数附 

加箍筋或吊筋相同时，可在梁平法施工图上统一注明，少数与 

统一注明值不同时，再原位引注。设计、施工时应注意：附 

加箍筋或吊筋的几何尺寸应按照标准构造详图，结合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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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主梁和次梁的截面尺寸而定。 

主梁（框架梁）

柱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I , .n II II
I 次梁一TI 2^18 II

V—----------- rr l-tt — 
I--------------------- 丨丨 丨丨

v n ~~~~n r
丨I 次梁一I 808⑵丨

二 r 二二二 二二二 斗

Il II I
,Ll U L

剪
力
墙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

.

梁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图4. 2. 4-4附加箍筋和吊筋的画法示例

5）代号为L的非框架梁，当某一端支座上部纵筋为充分 

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对于一端与框架柱相连、另一端与 

梁相连的梁（代号为KL）,当其与梁相连的支座上部纵筋为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在梁平面布置图上原位标注, 

以符号“g”表示（图4. 2. 4-5）。
L2⑵ 250 x 500
*§@200 ⑵
2416; 3418

卜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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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目；____

图4. 2. 4-5梁二端采用充分利用钢筋抗拉强度方式的注写示意 
a 唸”衣示兄瑞支座按照非框架梁Lg配筋构造.

6）対于啓取带屋面的楼层框架梁（代号为KL）,屋面部 

位梁跨愿W/£WKL,梁纵向钢筋构造做法见本图集第2-35页。

4. 2. 5框架膚梁遐冯规则同框架梁，对于上部纵筋和下部纵 
筋，尚需;细躺过柱截面的梁纵向受力钢筋的根数（见图

4. 2. 5 ） 。

KBL2 (3) 650 x 400 
<1>10@100/200 ⑹ 
4*25+(2412); 10*25 (4)

i原位标注： 

讪25⑷

□

i i " i i 原位标注:i

! '10425 ⑷ ! ]10S25 ⑷ 10曲25 ⑷!

□ □匚
厂 \ r 「厂 丨
1 II A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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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 5框架扁梁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1例』10425⑷表示框架扁梁有4根纵向受力钢筋未穿过柱截面，柱两 

侧各2根.施工时，应注意采用相应的构造做法.

4.2.6框架扁梁节点核心区代号为KBH,包括柱内核心区和柱 

外核心区两部分。框架扁梁节点核心区钢筋注写包括柱外核 

心区竖向拉筋及节点核心区附加抗剪纵向钢筋，端支座节点 

核心区尚需注写附加U形箍筋。

柱内核心区箍筋见框架柱箍筋。

柱外核心区竖向拉筋，注写其钢筋种类与直径；端支座 

柱外核心区尚需注写附加U形箍筋的钢筋种类、直径及根数。

框架扁梁节点核心区附加抗剪纵向钢筋，以大写字母“F” 
打头，大写字母“X”或“Y”注写其设置方向x向或y向，层 

数、每层钢筋根数、钢筋种类、直径及未穿过柱截面的纵向 

受力钢筋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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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则【例』KBH1 <t>10, F X&Y 2 x 7414（4）,表示框架扁梁中间支座节点核心 

区：柱外核心区竖向拉筋机0；沿梁x向O向）配置两层7血14附加抗剪纵向 

钢筋，每层有4根附加抗剪纵向钢筋未穿过柱截面，柱两侧各2根；附加抗 

剪纵向钢筋沿梁髙度范围均匀布置。见图4.2.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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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KBH2 4>10, 4*10, F X 2x7414（4）,表示框架扁梁端支座节点 

核心区：柱外核心区竖向拉筋©10;附加U形箍筋共4道，柱两侧各2道；沿 

框架扁梁x向配置两层7鱼14附加抗剪纵向钢筋，每层有4根附加抗剪纵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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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未穿过柱截面，柱两侧各2根；附加抗剪纵向钢筋沿梁高度范围均匀布置.

见图4. 2.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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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H2 *10

（b）端支座节点核心区

图4. 2. 6框架扁梁节点核心区附加钢筋注写示意

井字梁支座的梁用双细虚线表示（当梁顶面高出板面时可用 

细实线表示）。

本图集所规定的井字梁系指在同一矩形平面内相互正交 

所组成的结构构件，井字梁所分布范围称为“矩形平面网格 

区域”（简称“网格区域”）。当在结构平面布置中仅有由 

四根框架梁框起的一片网格区域时，所有在该区域相互正交的 

井字梁均为单跨；当有多片网格区域相连时，贯通多片网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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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柱外核心区竖向拉筋在梁纵向钢筋两向交叉位置均布 

置，当布置方式与图集要求不一致时，设计应另行绘制详图。

II. 框架扁梁端支座节点，柱外核心区设置U形箍筋及竖向 

拉筋时，在U形箍筋与位于柱外的梁纵向钢筋交叉位置均布置 

竖向拉筋。当布置方式与图集要求不一致时，设计应另行绘 

制详图。

III. 附加抗剪纵向钢筋应与竖向拉筋相互绑扎。

4.2.7井字梁通常由非框架梁构成，并以框架梁为支座（特 

殊情况下以专门设置的非框架大梁为支座）。在此情况下，为 

明确区分井字梁与作为井字梁支座的梁，井字梁用单粗虚线 

表示（当井字梁顶面高出板面时可用单粗实线表示），作为

域的井字梁为多跨，且相邻两片网格区域分界处即为该井字

3

3

图4. 2. 7井字梁矩形平面网格区域示意

图集号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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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中间支座。对某根井字梁编号时，其跨数为其总支座数 

减］;在该梁的任意两个支座之间，无论有几根同类梁与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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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均不作为支座（图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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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井字梁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 囈字梁的任写方法，未注明截面几何尺寸bxh,支座

上部纵筋伸出长度以及纵筋与箍筋的具体数值。

井字梁的注写规则见本节第4. 2. 1-4. 2. 4条规定。除此之 

外，设计者应注明纵横两个方向梁相交处同一层面钢筋的上 

下交错关系（指梁上部或下部的同层面交错钢筋何梁在上何 

梁在下），以及在该相交处两方向梁箍筋的布置要求。

4.2.8井字梁的端部支座和中间支座上部纵筋的伸出长度血 

值，应由设计者在原位加注具体数值予以注明。

当釆用平面注写方式时，则在原位标注的支座上部纵筋后 

面括号内加注具体伸出长度值（图4. 2. 8-1）。

I例』贯通两片网格区域采用平面注写方式的某井字梁，其申间支座上 

部纵筋注写为6鱼25 4/2 （ 3200/2400 ）,表示该位置上部纵筋设置两排，上 

一排纵筋为饨25,自支座边缘向跨内伸出长度3200mm;下一排纵筋为2虫25, 

自支座边缘向跨内伸出长度为2400mm.

当为截面注写方式时，则在梁端截面配筋图上注写的上 

部纵筋后面括号内加注具体伸出长度值（图4.2. 8-2）。

饨22⑵00)

6425 2/4

-表示自支座边缘向跨内的 

伸出长度为2700mm

1-1
250 x 650 

图4. 2. 8-2井字梁截面注写方式示例

设计时应注意：

I .当井字梁连续设置在两片或多片网格区域时，才具

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审核I郁银泉校对I高志强I-於淹I设计I曹俊I易幽 页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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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面提及的井字梁中间支座。

II.当某根井字梁端支座与其所在网格区域之外的非框架 

梁相连时，该位置上部钢筋的连续布置方式需由设计者注明。

4. 2.9在梁平法施工图中，当局部梁的布置过密时，可将过 

密区用虚线框出，适当放大比例后再用平面注写方式表示。

4.2. 10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梁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图集 

第1-32页。

4. 3截面注写方式

4.3. 1截面注写方式，系在分标准层绘制的梁平面布置图上, 

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各选择一根梁用剖面号引出配筋图, 

并在其上注写截面尺寸和配筋具体数值的方式来表达梁平法 

施工图（见本图集第1-33页）。

4.3.2对所有梁按本规则表4.2.2的规定进行编号，从相同编 

号的梁中选择一根梁，用剖面号引出截面位置，再将截面配 

筋详图画在本图或其他图上。当某梁的顶面标高与结构层的 

楼面标高不同时，尚应继其梁编号后注写梁顶面标高高差（注 

写规定与平面注写方式相同）。

4.3.3在截面配筋详图上注写截面尺寸bf 上部筋、下部 

筋、侧面构造筋或受扭筋以及箍筋的具体数值时，其表达形 

式与平面注写方式相同。

4.3.4对于框架扁梁尚需在截面详图上注写未穿过柱截面的 

纵向受力筋根数。对于框架扁梁节点核心区附加钢筋，需采 

用平、剖面图表达节点核心区附加抗剪纵向钢筋、柱外核心区 

全部竖向拉筋以及端支座附加U形箍筋，注写其具体数值。

4.3.5截面注写方式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与平面注写方式 

结合使用。

注：在梁平法施工图的平面图中，当局部区域的梁布置过密时，除了 

采用截面注写方式表达外，也可采用本规则第4. 2. 9条的措施来表 

达”当表达异形截面梁的尺寸与配筋时，用截面注写方式相对比 

较方便-

4.3.6采用截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梁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图集 

第1-33页。

4. 4梁支座上部纵向钢筋的长度规定

4. 4. 1为方便施工，凡框架梁的所有支座和非框架梁（不包 

括井字梁）的中间支座上部纵向钢筋的伸出长度呦值在标准 

构造详图中统一取值为：第一排非通长筋及与跨中直径不同的 

通长筋从柱（梁）边起伸出至/n/3位置；第二排非通长筋伸出至 

/n/4位置。/n的取值规定为：对于端支座，人为本跨的净跨值; 

对于中间支座，人为支座两边较大一跨的净跨值。

4. 4.2悬挑梁（包括其他类型梁的悬挑部分）上部第一排纵向 

钢筋伸出至梁端头并下弯，第二排伸出至3〃4位置，7为自柱 

（梁）边算起的悬挑净长。当具体工程需要将悬挑梁中的部 

分上部钢筋从悬挑梁根部开始斜向弯下时，应由设计者另加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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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3设计者在执行本规则第4.4. 1条、第4.4.2条关于梁支

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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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端上部纵向钢筋伸出长度的统一取值规定时，特别是在大 

小跨相邻和端跨外为长悬臂的情况下，尚应注意按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进行校核, 

若不满足时应根据规范规定进行变更。

4. 5不伸入支座的梁下部纵向钢筋长度规定

4.5.1当梁（不包括框支梁）下部纵向钢筋不全部伸入支座 

时，不伸入支座的梁下部纵向钢筋截断点距支座边的距离, 

在标准构造详图中统一取为0. l/nz （仏为本跨梁的净跨值）。

4. 5. 2当按本规则第4. 5. 1条规定确定不伸入支座的梁下部 

纵向钢筋的截断点位置及数量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

4.6 其他

4. 6.1非框架梁、井字梁的上部纵向钢筋在端支座的锚固要 

求，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规定：当设计按咬接时（代号 

L、JZL）, 护按伸至遗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直段长度》 
0.35弘，养醫甦度12d（d为纵向钢筋直径）；当充分利 

用钢筋矗拉震度（代号Lg、JZLg或原位标注“g”的支 

座） 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直段长度＞0. 6/ab,
弯后且殊昨希

4.6 2 F部纵向钢筋在中间支座和端支座的锚固 

长度：在本图集的标准构造详图中规定对于带肋钢筋为12d; 
对于光面钢筋为15d （d为纵向钢筋直径）；端支座直锚长度 

不足时，可采取弯钩锚固形式。当计算中需要充分利用下部 

纵向钢筋的抗压强度或抗拉强度，或具体工程有特殊要求时, 

其锚固长度应由设计者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进行变更。

4. 6.3受扭非框架梁（代号LN）纵向钢筋锚入支座的长度为 

k,在端支座直锚长度不足时可伸至端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 

直段长度＞ 0. 6/ab,弯后直段长度12乩
4. 6.4当梁纵向钢筋兼做温度应力钢筋时，其锚入支座的长 

度由设计确定。

4. 6.5当两楼层之间设有层间梁时（如结构夹层位置处的 

梁），应将设置该部分梁的区域划出，男行绘制梁结构布置 

图，然后在其上表达梁平法施工图。

4. 6.6当梁两端支座不一致时，支承于框架柱的梁端纵向钢 

筋锚固方式和构造做法同框架梁；支承于梁的梁端纵向钢筋 

锚固方式和构造做法同非框架梁；与剪力墙平面内、平面外 

相连时，梁端纵向钢筋的锚固方式和构造做法见本图第2-38 
页，框架梁与剪力墙平面外连接构造（一）、（二）的选用 

应由设计指定。

4. 6.7当梁纵向受力钢筋采用并筋时，设计应采用截面注写 

方式绘制梁平法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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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可在“结构层楼面标高、结构层高”表中增加混凝土强度 

等级等栏目。

2.横向粗线表示本页梁平法施工图中的楼面标高为5〜8层楼面 

标高：15.870m、19.470m、23.070m、26.6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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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0-26. 670梁平法施工图（局部）

肚：丄.引仕“结构层楼面标高、结构层高”表中增加混凝土强度 

等级等栏目。

2.横向粗线表示本页梁平法施工图中的楼面标高为5〜8层楼面 

标高：15. 870m, 19.470m、23.070m、26. 670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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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5. 1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5. 1. 1有梁楼盖的制图规则适用于以梁（墙）为支座的楼面 

与屋面板平法施工图设计。

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系在楼面板和屋面板布置图上, 

采用平面注写的表达方式。板平面注写主要包括板块集中标 

注和板支座原位标注。

5.1.2为方便设计表达和施工识图，规定结构平面的坐标方向 

为：

1） 当两向轴网正交布置时，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 

至上为》向。

2） 当轴网转折时，局部坐标方向顺轴网转折角度做相应 

转折。

3） 当轴网向心布置时，切向为x向，径向为y向。

此外，对于平面布置比较复杂的区域，如轴网转折交界 

区域、向心布置的核心区域等，其平面坐标方向应由设计者另 

行规定并在图上明确表示。

5. 2板块集中标注

5.2.1板块集中标注的内容：板块编号，板厚，上部贯通纵 

筋，下部纵筋以及当板面标高不同时的标高高差。

对于普通楼面，两向均以一跨为一板块；对于密肋楼盖, 

两向主梁（框架梁）均以一跨为一板块（非主梁密肋不计）。 

所有板块应逐一编号，相同编号的板块可择其一做集中标注, 

其他仅注写置于圆圈内的板编号，以及当板面标高不同时的 

标高高差。

板块编号按表5. 2. 1的规定。 柱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表5. 2. 1板块编号

板类型 代号 序号

楼面板 LB XX

屋面板 WB XX

悬挑板 XB XX

板厚注写为h=xxx （为垂直于板面的厚度）；当悬挑板 

的端部改变截面厚度时，用斜线分隔根部与端部的高度值, 

注写为/z=xxx/xxx；当设计已在图注中统一注明板厚时，此 

项可不注。

板类型 代号 序号

楼面板 LB XX

屋面板 WB XX

悬挑板 XB XX

剪
力
墙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纵筋按板块的下部纵筋和上部贯通纵筋分别注写（当板 

块上部不设贯通纵筋时则不注），并以B代表下部纵筋，以T 
代表上部贯通纵筋，B&T代表下部与上部；x向纵筋以X打头, 

少向纵筋以Y打头，两向纵筋配置相同时则以X&Y打头。

当为单向板时，分布筋可不必注写，而在图中统一注明。

•当在某些板内（例如在悬挑板XB的下部）配置有构造钢 

筋时，则X向以Xc, y向以Yc打头注写。

当丁向采用放射配筋时（切向为x向，径向为丁向），设计 

者应注明配筋间距的定位尺寸。

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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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纵筋采用两种规格钢筋“隔一布一”方式时，表达为, 

xxlyy@y-xx,表示直径为xx的钢筋和直径为妙的钢筋间距相同, 

两者组合后的实际间距为ex。直径XX的钢筋的间距为xxx的 

2倍，直径刘的钢筋的间距为xxx的2倍。

板面标高高差，系指相对于结构层楼面标高的高差，应 

将其注写在括号内，且有高差则注，无高差不注。

『例II有一楼面板块注写为：LB5 h =110

B:X血 12@125; Y410@110

表示5号楼面板，板厚110mm,板下部配置的纵筋x向为4120125, y向为

4100110;板上部未配置贯通纵筋。

K例』有一楼面板块注写为：LB5 h =110

B:Xftl0/12@100; Y4100110

表示5号楼面板，板厚110mm,板下部配置的纵筋x向为壁10、血12隔一 

布一，鱼10与金12之间间距为100mm; y向为410@110;板上部未配置贯通纵 

筋.

『例』有一悬挑板注写为：XB2 h =150/100

B: Xc&Yc金8@200

表示2号悬理很：更根部厚150mm,端部厚100mm,板下部配置构造钢筋 

双向均为力钢筋见板支座原位标注）.

5.2.2丨 板块的类型、板厚和贯通纵筋均应相同，但
板面标翕｝ 験、平面形状以及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可以 

不同才如朕爲分块的平面形状可为矩形、多边形及其他 

形状 h应根据其实际平面形状，分别计算各
块板的澈凝d烏绻材用量。

设计与施工应注意：

I .单向或双向连续板的中间支座上部同向贯通纵筋，不 

应在支座位置连接或分别锚固。当相邻两跨的板上部贯通纵 

筋配置相同，且跨中部位有足够空间连接时，可在两跨任意 

一跨的跨中连接部位连接；当相邻两跨的上部贯通纵筋配置 

不同时，应将配置较大者越过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 

相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

设计应注意板中间支座两侧上部纵筋的协调配置，施工 

及预算应按具体设计和相应标准构造详图实施。等跨与不等 

跨板上部纵筋的连接有特殊要求时，其连接部位及方式应由 

设计者注明。

II •对于梁板式转换层楼板，板下部纵筋在支座内的锚固 

长度不应小于仏。

in.当悬挑板需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下部纵筋伸入支 

座内长度不应小于厶E。

5. 3 板支座原位标注

5.3.1板支座原位标注的内容：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和悬 

挑板上部受力钢筋。

板支座原位标注的钢筋，应在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表达 

（当在梁悬挑部位单独配置时则在原位表达）。在配置相同 

跨的第一跨（或梁悬挑部位），垂直于板支座（梁或墙）绘 

制一段适宜长度的中粗实线（当该筋通长设置在悬挑板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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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板上部时，买线段应画至对边或贯通短跨），以该线段代 

表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并在线段上方注写钢筋编号（如①、 

②等）、配筋值、横向连续布置的跨数（注写在括号内，当为 

一跨时可不注），以及是否横向布置到梁的悬挑端。

【例』（XX）为连续布置的跨数，（XXA）为连续布置的跨数及一端 

的悬挑梁部位，（xxB）为连续布置的跨数及两端的悬挑梁部位.

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自支座边线向跨内的伸出长度, 

注写在线段的下方位置。

当中间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向支座两侧对称伸出时，可 

仅在支座一侧线段下方标注伸出长度，另一侧不注，见图

5. 3. 1-1.
当向支座两侧非对称伸出时，应分别在支座两侧线段下 

方注写伸出长度，见图5. 3. 1-2.

1800 I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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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3. 1-1板支座上部 

非贯通纵筋对称伸出

图5. 3. 1-2板支座上部 

非贯通纵筋非对称伸出

对线段画至对边贯通全跨或贯通全悬挑长度的上部通长 

纵筋，贯通全跨或伸出至全悬挑一侧的长度值不注，只注明 

非贯通纵筋另一侧的伸出长度值，见图5. 3.1-3。

覆盖短跨一侧的伸出长度不注 覆盖悬挑板一侧的伸出长度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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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 1-3板支座非贯通纵筋贯通全跨或伸出至悬挑端

当板支座为弧形，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呈放射状分布时, 

设计者应注明配筋间距的度量位置并加注“放射分布”四字, 

必要时应补绘平面配筋图，见图5. 3. 1-4。

关于悬挑板的注写方式见图5. 3.1-5。当悬挑板端部厚度 

不小于150mm时，本图集第2-54页提供了 “无支承板端部封边 

构造”，施工应按标准构造详图执行。当设计采用与本标准 

构造详图不同的做法时，应另行注明。

此外，悬挑板的悬挑阳角、阴角上部放射钢筋的表示方 

法，详见本规则第7.2.9条、第7.2.10条。

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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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配筋间距的定位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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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 1-4弧形支座处放射配筋

XB1 A=120 1

B: Xc<b8@150;Yc4)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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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锚固在支座内

W. 3. 1-5悬挑板支座非贯通纵筋

在板平面布置图中，不同部位的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 

及悬挑板上部受力钢筋，可仅在一个部位注写，对其他相同 

者则仅需在代表钢筋的线段上注写编号及按本条规则注写横向 

连续布置的跨数即可。

I例』在板平面布置图某部位，横跨支承梁绘制的钢筋实线段上注有 

⑦112@100(5A)和1500,表示支座上部⑦号非贯通纵筋为4120100,从该跨 

起沿支承梁连续布置5跨加梁一端的悬挑端，该筋自支座边线向两侧跨内的 

伸出长度均为1500mm.在同一板平面布置图的另一部位横跨梁支座绘制的 

钢筋实线段上注有⑦(2)者，系表示该筋同⑦号纵筋，沿支承梁连续布置 

2跨，且无梁悬挑端布置。

此外，与板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垂直且绑扎在一起的构 

造钢筋或分布钢筋，应由设计者在图中注明。

5.3.2当板的上部已配置有贯通纵筋，但需增配板支座上部 

非贯通纵筋时，应结合已配置的同向贯通纵筋的直径与间距 

采取"隔一布一"方式配置。

“隔一布一”方式，为非贯通纵筋的标注间距与贯通纵 

筋相同，两者组合后的实际间距为各自标注间距的1 / 2。

［例』板上部已配置贯通纵筋鱼12@250，该跨同向配置的上部支座非贯 

通纵筋为⑤鱼12@250,表示在该支座上部设置的实际纵筋为蛍12@125,其中 

1/2为贯通纵筋，1/2为⑤号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值略)°

『例』板上部已配置贯通纵筋4100250，该跨配置的上部同向支座非贯 

通纵筋为③鱼12@250,表示该跨实际设置的上部纵筋为壁10和金12间隔布置, 

二者之间间距为125mm.

有梁楼盖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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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应注意：当支座一侧设置了上部贯通纵筋 

（在板集中标注中以T打头），而在支座男一侧仅设置了上部 

非贯通纵筋时，支座两侧设置的纵筋直径、间距宜相同，施 

工时应将二者连通，避免各自在支座上部分别锚固。

5.4 其他

5.4.1当悬挑板需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设计应注明该悬 

挑板纵向钢筋抗震锚固长度按何种抗震等级。

5.4.2板上部纵向钢筋在端支座（梁、剪力墙顶）的锚固要 

求，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规定：当设计按钱接时，平直段 

伸至端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直段长度＞ 0. 35/ab,弯后直段 

长度Ud（6?为纵向钢筋直径）；当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 

时，平直段伸至端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直段长度＞ 0. 6/ab,弯 

后直段长度12Z设计者应在平法施工图中注明采用何种构 

造，当多数采用同种构造时可在图注中写明，并将少数不

同之处在图中注明。

5.4.3板支承在剪力墙顶的端节点，当设计考虑墙外侧竖向 

钢筋与板上部纵向受力钢筋搭接传力时，应满足搭接长度要 

求，设计者应在平法施工图中注明。本图集第2-51页提供了 

板端部支座为剪力墙顶时的构造做法，施工应按标准构造详 

图执行。

5. 4. 4板纵向钢筋的连接可采用绑扎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 

其连接位置详见本图集中相应的标准构造详图。当板纵向钢 

筋采用非接触方式的搭接连接时，其搭接部位的钢筋净距不 

宜小于30mm,且钢筋中心距不应大于0. 2石及150mm的较小者。

注：非接触搭接使混凝土能够与搭接范围内所有钢筋的全表面充分粘 

接，可以提高搭接钢筋之间通过混凝土传力的可靠度.

5.4.5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楼面板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 

图集第1 -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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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梁楼盖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6. 1 无梁楼盖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6.1.1无梁楼盖平法施工图，系在楼面板和屋面板布置图上, 

采用平面注写的表达方式。

6.1.2板平面注写主要有板带集中标注、板带支座原位标注 

两部分内容。

6. 2板带集中标注

6.2. 1集中标注应在板带贯通纵筋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向 

为左端跨，y向为下端跨）注写。相同编号的板带可择其一做 

集中标注，其他仅注写板带编号。

板带集中标注的具体内容为：板带编号、板带厚、板带 

宽和贯通纵筋。

板带编号按表6. 2. 1的规定。

表6. 2. 1板带编号

板 

- 

平
法
制
图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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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跨数按柱网轴线计算（两相邻柱轴线之间为一跨）O

2. （xxA）为一端有悬挑，（xxB）为两端有悬挑，悬挑不计入跨数. 

板带厚注写为A=xxx,板带宽注写为b=xxx。当无梁楼 

盖整体厚度和板带宽度已在图中注明时，此项可不注。

板带类型 代号 序号 跨数及有无悬挑

柱上板带 ZSB XX (XX )、(XXA)或(xxB)

跨中板带 KZB XX (xx )、(xxA)或(xxB)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贯通纵筋按板带下部和板带上部分别注写，并以B代表下 

部，T代表上部，B&T代表下部和上部。

当采用放射配筋时，设计者应注明配筋间距的度量位置, 

必要时补绘配筋平面图。

II例』有一板带注写为：ZSB2 （5A） 7z=300 &=3000

B416@100; T鱼 18@200

系表示2号柱上板带，有5跨且一端有悬挑；板带厚300mm,宽3000mm; 

板带配置贯通纵筋下部为416@100,上部为血18@200。

设计与施工应注意：

相邻等跨板带上部贯通纵筋应在跨中1/3净跨长范围内连 

接；当同向连续板带的上部贯通纵筋配置不同时，应将配置 

较大者越过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相邻跨的跨中连 

接区域连接。

设计应注意板带中间支座两侧上部贯通纵筋的协调配置, 

施工及预算应按具体设计和相应标准构造要求实施。等跨与 

不等跨板上部贯通纵筋的连接构造要求见相关标准构造详图 

（本图集第2-55页）；当具体工程对板带上部纵向钢筋的连 

接有特殊要求时，其连接部位及方式应由设计注明。

6.2.2当局部区域的板面标高与整体不同时，应在无梁楼盖 

的板平法施工图上注明板面标咼咼差及分布范围。

6. 3 板带支座原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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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板带支座原位标注的具体内容为：板带支座上部非贯

无梁楼盖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I郁银泉 心临$乙」校对高志强Lh；谑设计|曹爽 嗜炎 页 1-40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44



总
则

柱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剪
力
墙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梁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板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通纵筋。

以一段与板带同向的中粗实线段代表板带支座上部非贯 

通纵筋；对柱上板带，实线段贯穿柱上区域绘制；对跨中板 

带，实线段横贯柱网轴线绘制。在线段上注写钢筋编号（如 

①、②等）、配筋值及在线段的下方注写自支座中线向两侧 

跨内的伸出长度。

当板带支座非贯通纵筋自支座中线向两侧对称伸出时, 

其伸出长度可仅在一侧标注；当配置在有悬挑端的边柱上时, 

该筋伸出到悬挑尽端，设计不注。当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呈 

放射分布时，设计者应注明配筋间距的定位位置。

不同部位的板带支座上部非贯通纵筋相同者，可仅在一 

个部位注写，其余则在代表非贯通纵筋的线段上注写编号。

【例』设有平面布置图的某部位，在横跨板带支座绘制的对称线段上 

注有⑦鱼18@250,在线段一侧的下方注有1500,系表示支座上部⑦号非贯通 

纵筋为虫18@250,自支座中线向两侧跨内的伸出长度均为1500mm.

6.3.2当板常占憩已经配有贯通纵筋，但需增加配置板带支 
座上部非贯•碱如飾，应结合已配同向贯通纵筋的直径与间 

距，采取一”的方式配置。

K例部已配置贯通纵筋虫18@250,板带支座上部非贯通 
纵筋为讒山蠡叡带在该位置实际配置的上部纵筋为4180125,其中 

1/2为1/2黔号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略）.

U 1 '殳右」板樺上部已配置贯通纵筋鱼18@25 0,板带支座上部非贯通 

纵筋为③12O@27ot则板带在该位置实际配置的上部纵筋为血18和血20间隔

布置，二者之间间距为125mm （伸出长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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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暗梁的表示方法

6. 4.1暗梁平面注写包括暗梁集中标注、暗梁支座原位标注 

两部分内容。施工图中在柱轴线处画中粗虚线表示暗梁。

6. 4.2暗梁集中标注包括暗梁编号、暗梁截面尺寸（箍筋外 

皮宽度X板厚）、暗梁箍筋、暗梁上部通长筋或架立筋四部 

分内容。暗梁编号按表6.4.2,其他注写方式同本规则第 

4. 2. 3条。

表6. 4. 2暗梁编号

构件类型 代号 序号 跨数及有无悬挑

暗梁 AL XX (XX )、(XXA)或(xxB)

注：1-跨数按柱网轴线计算（两相邻柱轴线之间为一跨）；

2. （xxA）为一端有悬挑，（xxB）为两端有悬挑，悬挑不计入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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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3暗梁支座原位标注包括梁支座上部纵筋、梁下部纵筋。 

当在暗梁上集中标注的内容不适用于某跨或某悬挑端时，则 

将其不同数值标注在该跨或该悬挑端，施工时按原位注写取 

值。注写方式同本规则第4. 2. 4条。

6. 4.4当设置暗梁时，柱上板带及跨中板带标注方式与本规 

则第6. 2节、第6. 3节一致。柱上板带标注的配筋仅设置在暗 

梁之外的柱上板带范围内。

6. 4.5暗梁中纵向钢筋连接、锚固及支座上部纵筋的伸出长 

度等要求同轴线处柱上板带中纵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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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其他

6.5.1当悬挑板需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设计应注明该悬 

挑板纵向钢筋抗震锚固长度按何种抗震等级。

6.5.2无梁楼盖板纵向钢筋的锚固和搭接需满足受拉钢筋的 

要求。

6.5.3无梁楼盖跨中板带上部纵向钢筋在梁端支座的锚固要 

求，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规定：当设计按钱接时，平直段伸 

至端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直段长度＞ 0. 35/ab,弯后直段长度 

nd （d为纵向钢筋直径）；当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 

直段伸至端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直段长度＞ 0. 6Zab,弯后直 

段长度12乩设计应在平法施工图中注明采用何种构造，当 

多数采用同种构造时可在图注中写明，并将少数不同之处 

在图中注明。

6.5.4无梁楼盖跨中板带支承在剪力墙顶的端节点，当板上 

部纵向钢筋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锚固在支座中），直

段伸至端支座对边后弯折，且平直段长度＞ 0. 6/ab,弯后直段 

长度12Q;当设计考虑墙外侧竖向钢筋与板上部纵向受力钢筋 

搭接传力时，应满足搭接长度要求。设计应在平法施工图中 

注明采用何种构造，当多数采用同种构造时可在图注中写 

明，并将少数不同之处在图中注明。

6. 5. 5板纵向钢筋的连接可采用绑扎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 

其连接位置详见本图集中相应的标准构造详图。当板纵向钢 

筋采用非接触方式的搭接连接时，其搭接部位的钢筋净距不 

宜小于30mm,且钢筋中心距不应大于0. 20及150mm的较小者。

注：非接触搭接使混凝土能够与搭接范围内所有钢筋的全表面充分粘 

接，可以提高搭接钢筋之间通过混凝土传力的可靠度.

6.5.6本章关于无梁楼盖的板平法制图规则，同样适用于地 

下室无梁楼盖的平法施工图设计。

6.5.7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无梁楼盖柱上板带、跨中板 

带及暗梁标注图示见本图集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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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相关构造制图规则

7. 1其他相关构造类型与表示方法

7. 1.1其他相关构造的平法施工图设计，系在平法施工图上 

采用直接引注方式表达。

7. 1.2其他相关构造编号按表7. 1. 2的规定。

7.2 其他相关构造直接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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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其他相关构造类型与编号

构造类型 代号 序号 说明

纵筋加强带 JQD XX 以单向加强纵筋取代原位置配筋

后浇带 HJD XX 有不同的留筋方式

柱 帽 ZMx XX 适用于无梁楼盖

局部升降板 SJB XX
板厚及配筋与所在板相同；构造升 

降高度＜ 300mm
板加腋 JY XX 腋高与腋宽可选注

板开洞 BD XX
最大边长或直径＜ 1000mm;加强筋 

长度有全跨贯通和自洞边锚固两种

板翻边 FB XX 翻边高度＜ 300mm

角部加强筋 Crs XX
以上部双向非贯通加强钢筋取代原 

位置的非贯通配筋

悬挑板阴角附加筋 Cis XX 板悬挑阴角上部斜向附加钢筋

悬挑板阳角放射筋 Ces XX 板悬挑阳角上部放射筋

抗冲切箍筋 Rh XX 通常用于无柱帽无梁楼盖的柱顶

抗冲切弯起筋 Rb XX 通常用于无柱帽无梁楼盖的柱顶

7.2. 1纵筋加强带JQD的引注。纵筋加强带的平面形状及定 

位由平面布置图表达，加强带内配置的加强贯通纵筋等由引 

注内容表达。

纵筋加强带设单向加强贯通纵筋，取代其所在位置板中原 

配置的同向贯通纵筋。根据受力需要，加强贯通纵筋可在板 

下部配置，也可在板下部和上部均设置。纵筋加强带的引注 

见图7.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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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XXX

II
II

|'|

I —片纵筋加强带编号及跨数\ \ 
JQDxx(x) *当为一跨时可不注跨数N 

B虫xx @ xxx — 下部加强贯通纵筋
II

宦1
代1

丰7 =
II

T4XX@XXX-JJ-上部加强贯通纵筋
II
I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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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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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
•+卜
II

.LL.
x i N II II
昌i 1(当双歆某部位有较大集中荷出时应双向设置纵筋加强带)11 
f 1玉一吕

X II

I I
---丰一—I-------

I I
11 11 11

图7. 2. 1-1纵筋加强带JQD引注图加

当板下部和上部均设置加强贯通纵筋，而板带上部横向

无配筋时，加强带上部横向配筋应由设计者注明。

楼板相关构造制图规则 图集号

审核郁银泉松如9一校对高志强淹 设计 页

22G101-1

1-44

板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48



总
则 当将纵筋加强带设置为暗梁形式时应注写箍筋，其引注

见图7.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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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1-2纵筋加强带JQD引注图示(暗梁形式)

纵筋加强带设置的贯通纵筋，其在支座内的锚固做法同 

楼板通长钢筋。

7.2.2后浇带HJD的引注。后浇带的平面形状及定位由平面布 

置图表达，底浇覽留筋方式等由引注内容表达，包括：
1) 籐鏑養及留筋方式代号。本图集提供了两种留筋 

方式，麴岬厚和100%搭接。

2) '焉速施锭生的强度等级Cx x。宜采用补偿收缩混凝 

土，1殳日应停盟厢吴施工要求。

3) \▽ 当:后滾营矗域留筋方式或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一致 

时，设计魏愛图中注明与图示不一致的部位及做法。

后浇带引注见图7.2.2。

贯通钢筋的后浇带宽度通常取大于或等于800mm; 100%搭 

接钢筋的后浇带宽度通常取800mm与(//+60mm或%E+60mm)的较 

大值(厶尿分别为受拉钢筋搭接长度、受拉钢筋抗震搭接长

7. 2.3柱帽ZMX的引注见图7. 2. 3-1~图7.2.3-4。柱帽的平面 

形状有矩形、圆形或多边形等，其平面形状由平面布置图表 

达。

柱帽的立面形状有单倾角柱帽ZMa (图7. 2. 3-1)、托板柱 

帽ZMb (图7. 2. 3-2 )、变倾角柱帽ZMc (图7. 2. 3-3)和倾角 

托板柱帽ZMab (图7. 2. 3-4)等，其立面几何尺寸和配筋由具 

体的引注内容表达。图中Ci、C2当x、y方向不一致时，应标注

楼板相关构造制图规则
审核|郁银泉网们紅」校对|高志强|一才左淹|设计|曹顏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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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图7. 2. 3-3变倾角柱帽ZMc引注图示图7. 2. 3-1单倾角柱帽ZMa引注图示

倾角托板柱帽编号 

几何尺寸（见右下图示） 

周围嘉竖向纵筋

平箍筋
托板下希双向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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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托板柱帽的立面形状

图7. 2. 3-2托板柱帽ZMb引注图示 图7. 2. 3-4倾角托板柱帽ZMab引注图示

楼板相关构造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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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局部升降板SJB的引注见图7.2.4。局部升降板的平面 

形状及定位由平面布置图表达，其他内容由引注内容表达。

局部升降板的板厚、壁厚和配筋，在标准构造详图中取与 

所在板块的板厚和配筋相同，设计不用注明；当采用不同板 

厚、壁厚和配筋时，设计应补充绘制截面配筋图。

局部升降板升高与降低的高度，在标准构造详图中限定为 

小于或等于300mmo当高度大于300mm时，设计应补充绘制截 

面配筋图。

设计应注意：

局部升降板的下部与上部配筋均应设计为双向贯通纵筋。

7.2.5板加腋JY的引注见图7.2.5。板加腋的位置与范围由平 

面布置图表达，腋宽、腋高等由引注内容表达。

当为板底加腋时腋线应为虚线，当为板面加腋时腋线应为 

实线；当腋宽与腋高同板厚时，设计不用注明。加腋配筋按 

标准构造详图，设计不用注明；当加腋配筋与标准构造不同 

时，设计应补充绘制截面配筋图。

TT TT

II
II
II
II
II

JYxx（x）-板加腋编号只修数

CM ——腋宽X腋高板厚等值可不注）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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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 5板加腋JY引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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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二溺厶以局部升降板SJB引注图示
11

7.2.6板开洞BD的引注见图7.2.6.板开洞的平面形状及定位 

由平面布置图表达，洞的几何尺寸等由引注内容表达。

当矩形洞口边长或圆形洞口直径小于或等于1000mm,且当 

洞边无集中荷载作用时，洞边补强钢筋可按标准构造详图的规 

定设置，设计不用注明；当洞口周边补强钢筋不伸至支座时,

应在图中画出所有补强钢筋，并标注不伸至支座的钢筋长度。

楼板相关构造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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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具体工程所需要的补强钢筋与标准构造详图不同时，设计应 

加以注明。

当矩形洞口边长或圆形洞口直径大于1000mm,或虽小于或 

等于1000mm但洞边有集中荷载作用时，设计应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于板块角区的上部，根据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选择配置。 

角部加强筋将在其分布范围内取代原配置的板支座上部非贯 

通纵筋，当其分布范围内配有板上部贯通纵筋时则间隔布置。

『例』注写Crsl 48@200 1500,系表示板块配置1号角部加强筋，配筋 

为鱼8@200,加强筋从支座边向跨内伸出长度为1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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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洞边补强钢筋按标准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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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6板开洞BD引注图示

II

II
11

7.2.7板翻边FB的引注见图7.2.7。板翻边可为上翻也可为下 

翻，翻边尺寸等在引注内容中表达，翻边高度在标准构造详图 

中为小于或等于300mm.当翻边高度大于300mm时，由设计者自 

行处理。

7.2.8角部加强筋Crs的引注见图7.2.8。角部加强筋通常用

H
二二牡二二

II
二二廿二二

/虚线表示下翻边

(a)上翻边

FBxx(x)

b*h

(b)下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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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7板翻边FB引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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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_L 1_1
孑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3V1 二二二二二

I II

I Crsxx dxx@xxx—板命部上部加强筋 

|》xxx ------------------酬伸出长度 v

门彳T—双向分布范围打 

厂—I II
J_j J_L

隔号及配筋

了两种悬挑板阴角构造做法。当设计未标注悬挑板阴角附加 

筋时，施工应按悬挑板阴角构造（一）执行。

7.2.10悬挑板阳角放射筋Ces的引注见图7.2.10-1-图
7.2.10-3。构造筋Ces的根数按图7.2.10-3的原则确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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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 8角部加强筋Crs引注图示

7.2.9悬挑板阴角附加筋Cis的引注见图7.2.9。悬挑板阴角 

附加筋系指在悬挑板的阴角部位斜放的附加钢筋，该附加钢 

筋设置在板上部悬挑受力钢筋的下面，自阴角位置向内分布。

II
二二二沖 悬挑板阴角附加筋编号

U 〔钢筋根数、直径及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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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应注意：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第2-65页提供

图集号楼板相关构造制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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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7.2. 12抗冲切弯起筋Rb的引注见图7.2.12。抗冲切弯起筋 

通常在无柱帽无梁楼盖的柱顶部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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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F注写Cesl 7鱼8,系表示悬挑板1号阳角放射筋，为7根HRB400钢 

筋，直径为8mm。

图7. 2. 11抗冲切箍筋Rh引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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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1抗冲切箍筋Rh的引注见图7.2.11。抗冲切箍筋通常在 

无柱帽无梁楼盖的柱顶部位设置。 图7. 2.12抗冲切弯起筋Rb引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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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标准构造详图



I狗般
!造构:
｝详造,

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mm）

柱

梁

板

注：1.室内潮构件表面经常处于结露或湿润状态的环境。

环境类别 条件

一
室内干燥环境；

无侵蚀性静水浸没环境

二 a

室内潮湿环境；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 ；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冰冻线以下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

二 b

干湿交替环境；

水位频繁变动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冰冻线以上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

三a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水位变动区环境； 

受除冰盐影响环境；

海风环境

三b

盐渍土环境； 

受除冰盐作用环境； 

海岸环境

四 海水环境

五 受妙30笛然的侵蚀性物质影响的环境

2.严実，和寰冷逊隆的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有关

环境类别 板、墙 梁、柱

一 15 20

二 a 20 25

二 b 25 35

三a 30 40

三b 40 50

标二: 

准•=— 
:构般 

造胸: 
氓造, 

图、：

柱

注：1.表中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指最外层钢筋外边缘至混凝土 為剪

表面的距离，适用于设计工作年限为50年的混凝土结 造g

构. 详回

2. 构件中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公称直 图

径。 轻

3. —类环境中，设计工作年限为100年的结构最外层钢 霁

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表中数值的1.4倍；二、三 曙梁

类环境中，设计工作年限为100年的结构应采取专门 详

的有效措施.四类和五类环境类别的混凝土结构，其 图

耐久性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莎

4.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5时，表中保护层厚度数值应增 准

加5mm。 理板

5. 基础底面钢筋的保护层厚度，有混凝土垫层时应从垫 J|

层顶面算起，且不应小于4Omni. 图

附 

录

3. 州厅"「忧"“汪公"侶宜根据当地情况，考虑主导风向及结构所处迎风、背风部位等因素阙密和工程经验确定”

4. 受瞬策巒响击境是指受到除冰盐盐雾影响的环境；受除冰盐作用环境是指被除冰盐溶 

液溅射矗环境以及使用除冰盐地区的洗车房、停车楼等建筑。

5.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是指混凝土暴露表面所处的环境条件. 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如如f—校对高志强违衣淹设计 李増银 页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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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Zab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HPB300 34d 3(W 28〃 25d 24〃 23d lid lid

HRB400. HRBF400
RRB400 4(W 35d 32d 29N 2%d lid 26d 25d

HRB500、 HRBF500 4% 43〃 39d 36d Ud 32d 3" 3(W

抗震设计时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ZabE

梁
 

标

准

札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24〃
HPB300

一、二级 39d 35d 32d 29d 23d 26d 25d

三级 36d 32d 29d 26d 25d Ud 23d lid

HRB400
HRBF400

一、二级 46〃 4(W 37〃 33d 32d 3W 30N 29d

三级 42〃 37N 34〃 3(W 29〃 nd 27〃 26d

HRB500
HRBF500

一、二级 55d 49d 45〃 41〃 39d 37〃 36(7 35d

三级 50〃 45〃 41〃 38rf 36d 34〃 33d 32d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注：1.四级抗震时，4bE=4b"

2.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取锚固区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3. 当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大于5d时，锚固钢筋长度范围内应设置横向构造钢筋 ， 

其直径不应小于d/4（d为锚固钢筋的最大直径）；对梁、柱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5d,对板、墙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10d,且均不应大于100mm （d为锚固钢筋的最 

小直径）.

附

录

（b）末端90。弯折

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D

注：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Q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圆钢筋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2. 5倍.

2. 400MPa级带肋钢筋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4倍.

3. 500MPa级带肋钢筋，当直径d<25mm时，不应小于钢 

筋直径的6倍；当直径d>25mm时，不应小于钢筋直径 

的7倍”

4. 位于框架结构顶层端节点处的梁上部纵向钢筋和柱外 

侧纵向钢筋，在节点角部弯折处，当钢筋直径 

25mm时，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12倍；当直径d > 25mni 

时，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16倍。

5. 箍筋弯折处尚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直径；箍筋弯折 

处纵向受力钢筋为搭接或并筋时，应按钢筋实际排布 

情况确定箍筋弯弧内直径。

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厶抗震 
基本锚固长度AbE钢筋弯折的

设计时受扌 
弯弧内直;

立钢筋 
径D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 宓■乙」校对髙志强|-左£旄 设计1李曙银 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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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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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图

4：?? ■ 4+t-1-+-1.1/.. liz 7
乂:JMT紳月刀 mtllSJ 4 辰(a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d<25 />25 d<25 / >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6/<25 d>25 d<25 d>25

HPB300 34〃 — 3(W 一 23d — 25d — 24〃 一 23d — 22d — 21d —

HRB400、 HRBF400
RRB400 4(W 44/ 35d 3W 32d 35d 29d 32d 28d 316? lid 26d 29/ 25d 23d

HRB500. HRBF500 48d 53d 43〃 Md 39d 43〃 36d 4(W 34^/ 37〃 32d 35d 31/ 34〃 3 Orf 33d

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ZaE

钢筋种类及抗震等级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d<25 d>25 d<25 d>25 X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水25 d>25 d<25 d>25

HPB300
一、二级 3W — 35d — 32d — 29〃 — 23d — 26〃 — 25〃 — 24〃 一

三级 36d — 32d — 29d — 26d 一 25d — 24d — 23d — 22d —

HRB400
HRBF400

一、二级 46d 516? 4 ON 45〃 37〃 40d 33d 37〃 32d 36d 3W 35d 3(W 33d 29 d 32d

三级 42〃 46〃 31d 41d 34d Zld 3 06/ 34〃 29d 33d 23d 32d 27〃 30/ 26d 29d

HRB500
HRBF500

二 55d 61R 49〃 54〃 45〃 49/ 41〃 46〃 3W 43〃 37〃 40/ 36〃 39d 35d 38t/

5(W 56d 45〃 4W 41〃 45〃 3沁 42N 36〃 39d 34〃 37〃 33d 36d 32d 35d

附

录

注：1.当为矗层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

2. 士纵蔽灵舞血皈尹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1.

3. '纵向受「力钢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4（4为锚固钢

； "数据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d时，表中

畝答辫武0 间时按内插值.

4. _______ '筋锚固长度修正系数（注1~注3）多于一项时,
可按连乘计显。

5.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人、佥计算值不应小于200mmo

6. 四级抗震时，/aE=/a。

7. 当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大于5d时，锚固钢筋长度范围内应设置横向构 

造钢筋，其直径不应小于d/4 （d为锚固钢筋的最大直径）；对梁、柱等构 

件间距不应大于5d,对板、墙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1（W,且均不应大于 

100mm （d为锚固钢筋的最小直径）.

& HPB300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

9.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取锚固区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受拉钢筋锚固长度Za 
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 & 亦 S 校对 高志强|违左旄设计李增银1龙核 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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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末端带90。弯钩 （b）末端带135。弯钩

<连接区段长度 

连接区段长度L “连接区段长度I

丨|厶或//E

J__
W

'

一

般

构

造

-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d）末端带螺栓锚头（c）末端与锚板穿孔塞焊

纵向钢筋弯钩与机械锚固形式

连接区段长度： 1/ *

绑扎搭接为1.3阈他弹学即
（同一连接区段）.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杯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注：1.当纵向受拉普通钢筋末端采用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时，包括弯钩或锚固端头在内的 

锚固长度（投影长度）可取为基本锚固长度的60%.

2. 焊缝和螺纹长度应满足承载力的要求；钢筋锚固板的规格和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的有关规定.

3. 钢筋锚固板（螺栓锚头或焊端锚板）的承压净面积不应小于锚固钢筋截面积的4倍; 

钢筋净间距不宜小于44,否则应考虑群锚效应的不利影响。

4. 受压钢筋不应采用末端弯钩的锚固形式.

5. 500MPa级带肋钢筋末端采用弯钩锚固措施时，当直径6?< 25mm时，钢筋弯折的弯弧内 

直径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6倍；当直径d>25mm时，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7倍.

6. 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标注的钢筋端部弯折段长度154均为400MPa级钢筋的弯折段 

长度。当采用500MPa级带肋钢筋时，应保证钢筋锚固弯后直段长度和弯弧内直径的 

要求.

<连接区段长度

》1连接区段长度I |》连接区段长厦

连接区段长度：机械连接为35d; I
焊接为35d且》500七咅接区段誓

I

（同一连接区段）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机械连接、焊接接头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柱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搭接接头区箍筋构造

附

录

注：1.纵向受力钢筋搭接区内箍筋直径不小于d/4（d为搭接钢筋最大直径），且不小 

于构件所配箍筋直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00mm及5d （d为搭接钢筋最小直径）.

2.当受压钢筋直径大于25mm时，尚应在搭接接头两个端面外100mm的范围内各设 

置两道箍筋。

注：l.d为相互连接两根钢筋中较小直径；当同一构件内不同连接钢筋计 

算连接区段长度不同时取大值.

2. 凡接头中点位于连接区段长度内，连接接头均属同一连接区段.

3.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该区段内有连接 

接头的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当 

直径相同时，图示钢筋连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50%） °
4. 当受拉钢筋直径大于25mm及受压钢筋直径大于28mm时，不宜采用绑 

扎搭接.

5. 轴心受拉及小偏心受拉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不应采用绑扎搭接.

6. 纵向受力钢筋连接位置宜避开梁端、柱端箍筋加密区。如必须在此 

连接时，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

7. 机械连接和焊接接头的类型及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纵向钢筋弯钩与机械锚固形式
纵向受力钢筋搭接区箍筋构造纵向钢筋的连接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郁银泉 滋如9 校对高志强卜才衣谨设计李曙银|龙敕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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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h

钢筋种类及同一区段内 

搭接钢筋面积百分率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6/<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X25 d>25 d<25 d>25

HPB300

<25% 41〃 一 36d 一 34〃 — 3(W — 29d — nd — 26d — 25〃 —

50% 48〃 一 42/ 一 39〃 — 35d — 34〃 一 32〃 一 31d — 29d —

100% 54〃 — 43d 一 45〃 — 40/ — 38〃 一 37rf — 35d — 34/ 一

HRB400
HRBF400
RRB400

<25% 48〃 53d 42d 41d 38/ 42〃 35d 38/ 346/ 376/ 32〃 36d 31d 35d 30/ 34/

50% 56〃 62〃 49d 55〃 45〃 49〃 41rf 45d 39d 43d 386/ Md 36/ 41d 35d 39〃

100% 64〃 70〃 56d 62d 51d 56d 46〃 51d 45/ 5 ON 43〃 48〃 42〃 46/ 4(W 45d

HRB500
HRBF500

<25% 58〃 64d 52d 56d Md 52d 43〃 4% 41〃 44/ 38〃 42〃 37/ 41〃 36d 40〃

50% 67〃 14d 60/ 66d 55d 60d 50/ 56d 48〃 52d 45〃 49/ 43〃 4% 42d 46〃

100% lid 35d 69d 75〃 62d 69d 53d 64N 54/ 59d 51〃 56〃 50d 54d 48d 5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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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数值为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

2. 两根不声住邂曹搭接肘，「表中d取钢筋较小直径.
3. 当为轉參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

4. 当纵4■受掳瀛在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 1.

5 興内纵向受力钢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d（d为锚固钢筋的

舌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d时，表中数据可 
扁务加内插值.

6. 当上述修正系数（注3~注5）多于一项时，可按连乘计算.

7. 当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表中数据中间值时, 

搭接长度可按内插取值。

&任何情况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300mm.

9.HPB300级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附

录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厶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郁银泉心林S—校对冯海悅 抄t设计李増银I井敕 页 2-5

附

录

61



一

般

构

造

- 

标

准

构

遐

详

凰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枫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纵向受拉钢筋抗震搭接长度Z/E
52 O3C 53C O4 54 C o5 c 55 O6C

52< 52< 52< 52< 52 > 52<

一、
二
级
抗
震
等

级

%52< 4 24 - 8 _
3 - - 3 d

 T—
I

3 - 3 92 -
%
 
O 5 55 94 - 54 1X - 93 _

- 3 - N
 

一

53 - 3 
一

-
%52< 55 6 84 5 4 84 4 4

力
83 34 w3 d24 63 w4 53 83

%
 
O 5 6 ―̂

<

7 65 36 25 d65 64 25 54 5 34 94 24 64 4 d54
%52 66 37 d95 56 w5 94 5 

一

5 --
4 N

 

一

25 Ju .
4 
一

4 
N

 

一

84 34 4 64
%

50
7 58 96 67 36 96 5 w6 d55 w6 25 65 5 55 94 35

三
级
抗
震
等

级

%52< Ju34 - 83 53 - 1±3 w3 - 92 82 - 62 -
5

处

一
 

O -
5 _

- 54 - 63 53 - 3 - 23 3 -
%52 5 4 /

 

一

94 4 4 63 53 4 3 83 23 63 1X3 -
53 -5 95 6 25 5 d84 25 24 84 w 64 54 83 24 63 w4

%52< 6 6 5 95 7a94 5 64 5 d34 4 w4 44 4 34 83 24
5 7 87 36 96 5 36 35 95 w5 55 84 25 64 5 54 d94

注：1.表中数值为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

2. 两根不同直径钢筋搭接时，表中d取钢筋较小直径。

3. 当为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

4. 当纵向受拉钢筋在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 1°

5. 当搭接长度范围内纵向受力钢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d（d为锚固钢筋的 

直径）时，表中数据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d时，表中数据可 

乘以0.7;中间时按内插值.

6. 当上述修正系数（注3~注5）多于一项时，可按连乘计算。

7. 当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100%时，//E=1. 6/aE.

&当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表中数据中间值时, 

搭接长度可按内插取值。

9. 任何情况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300111,11.

10. 四级抗震等级时，尿=/”详见本图集第2-5页.

11. HPB300级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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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对焊设置

在受力较小位置

焊接封闭箍筋（工厂加工）

拉结筋构造

（用于剪力墙分布钢筋的拉结， 

宜同时勾住外侧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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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并筋

柱角部三根纵筋并筋的封闭箍筋

「拉筋-

d

拉筋紧靠箍筋并勾住纵筋拉 ’拉筋紧靠纵向钢筋并勾住箍筋

' //V 封闭箍筋及拉筋弯钩构造

箍筋及拉筋 

弯钩平直段长度可为5d;当其受扭时，应为10d° 
2.本图中拉筋弯钩构造做法采用何种形式由设计指定.

梁以及不考虑地震作用的悬挑梁,

开始与结束位置应有水平
弯后长度:10^,75中较大值

螺旋箍筋端部构造

弯后长度：10d,75中较大值 

内环定位筋 

焊接圆环 

间距1500 

直径》12

弯后长度

搭接》人或诡且》300勾住纵筋 

曝旋箍筋搭接构造

螺旋箍筋构造

（圆柱环状箍筋搭接构造同螺旋箍筋）

封闭箍筋及拉筋弯钩构造拉结筋构造 
噱旋箍筋扁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 眾沉禰 校对1罗斌罩贰1设计 徐莉 页 2-7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

£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針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附

录

63



:准二 
'构般:

c”下面两层钢筋 

中距的2倍

8 8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梁

梁上部纵筋间距要求

（〃为钢筋最大直径）

4 J4
梁下部钢筋采用并筋 梁下部钢筋采用并筋

梁下部纵筋间距要求

（〃为钢筋最大直径）

C

3
& OP co

》50口

m

梁

》50y °

板 柱纵筋间距要求 板

梁并筋等效直径、净距、保护层厚度表（mm）

单筋直径d 25 28 32

并筋根数 2 2 2

等效直径么。 35 39 45

层净距& 35 39 45
上部钢筋净距& 53 59 68

下部钢筋净距S, 35 39 45

注：1.当采用本图未涉及的并筋形式时，由设计确定，并筋等效直径的概念 

可用于本图集中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等的计算中.

2. 并筋连接接头宜按每根单筋错开，接头面积百分率应按同一连接区段 

内所有的单根钢筋计算.钢筋的搭接长度应按单筋分别计算。

3. 机械连接套筒的横向净间距不宜小于25mm°
4. c为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为纵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纵筋 

直径d或并筋的等效直径必“

附 

录 图集号 22G101-1
附 

录

审核吴汉福1慕坎畅 校对罗斌和1设计1徐莉 褐案1 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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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面 楼面 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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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面 楼面

嵌固部位

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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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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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扌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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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搭接

-UJ- 
• '-m-

A €
八2

地
.111 ,

上柱

楼面

上柱

楼面

9 \-- - 
适€

9

T地
上柱

下柱下柱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标' ]

准「 j下柱

楼面

机械连接

图1

上柱

注:

下柱

O
2

轉 
坤
TH- 图4

焊接连接

当某层连接区的高度小于纵筋分两批搭接所需要的高度时，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

楼面

图2 图3
1. 柱相邻纵向钢筋连接接头相互错开.在同一连 

接区段内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

2. 图中屁为柱截面长边尺寸（圆柱为截面直径）， 

日“为所在楼层的柱净高.

3. 柱纵筋绑扎搭接长度及绑扎搭接、机械连接、 

焊接连接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第2-6页.

4. 轴心受拉及小偏心受拉柱内的纵向钢筋不得采 

用绑扎搭接接头，设计者应在柱平法结构施工 

图中注明其平面位置及层数.

5. 上柱钢筋比下柱多时见图1,上柱钢筋直径比下 

柱钢筋直径大时见图2,下柱钢筋比上柱多时见 

图3,下柱钢筋直径比上柱钢筋直径大时见图4° 

图中为绑扎搭接，也可采用机械连接和焊接. 

图1~图4不适用于柱纵向钢筋在嵌固部位的构 

造°

6. 当嵌固部位位于基础顶面以上时，嵌固部位以 

下地下室部分柱纵向钢筋连接构造见本图集第 

2-10 页.

梁

板

KZ纵向钢筋连接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渓决禰|校对|罗斌|写贰|设计|徐莉 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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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楼面

基础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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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扎搭接 机械连接
当某层连接区的高度小于纵筋分两批 

搭接所需要的高度时，应改用机械 

连接或焊接连接.

焊接连接

地下一层增加钢筋在 

嵌固部位的锚固构造

仅用于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 

GB 50011-2010第6. 1.14条在地下一层增加的 

钢筋，由设计指定。未指定时表示地下一层 

比上层柱多出的钢筋。

注：1.本页图中钢筋连接构造用于嵌固部位不在基础顶面情况 

时地下室部分（基础顶面至嵌固部位）的柱.

2. 钢筋连接构造说明见本图集第2-9页.

3. 图中屁为柱截面长边尺寸（圆柱为截面直径），Hn为所在 

楼层的柱净高。

地下室KZ纵向钢筋连接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丨吴冷看|校对|罗斌| TX |设计|徐莉|矚醐 页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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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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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X*

賊
酹 00 
二 9/0

地下室KZ箍筋加密区范围 KZ箍筋加密区范围

:1.除具体工程设计标注有箍筋全高加密的柱外，柱箍筋加密区按本图所示.

2. 当柱纵筋采用搭接连接时，搭接区范围内箍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4页.

3. 为便于施工时确定柱箍筋加密区的高度，可按本图集第2-13页的图表查用.

4. //”为所在楼层的柱净高，日“为穿层时的柱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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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地下室KZ箍筋加密区范围 
KZ箍筋加密区范围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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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顶面

钢筋连接做法见本图集 

第2-9页、第2-10页

钢筋连接做法见本图集

第2T页、第2T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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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剪力墙

墙顶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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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

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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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柱与墙重叠一层
(b)柱纵筋锚固在 

墙顶部时柱根构造

男力墙上起柱KZ纵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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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上起柱KZ纵筋构造

注：1.除具体工程设计标注有箍筋全高加密的柱外，柱箍筋加密区 

按本图所示。

2. 当柱纵筋采用搭接连接时，搭接区范围内箍筋构造见本图集 

第 2-4 Mo
3. 为便于施工时确定柱箍筋加密区的高度，可按本图集第2-13 
页的图表查用。

4. 墙上起框架柱，在墙顶面标高以下锚固范围内的柱箍筋按上 

柱非加密区箍筋要求配置；梁上起框架柱时，在梁内设置间 

距不大于500mm,且至少两道柱箍筋。

5. 墙上起框架柱(柱纵筋锚固在墙顶部时)和梁上起框架柱时, 

墙体和梁的平面外方向应设梁，以平衡柱脚在该方向的弯矩; 

当柱宽度大于梁宽时，梁应设水平加腋。

6. 当梁为拉弯构件时，梁上起柱应根据实际受力情况采取加强 

措施，柱纵筋构造做法应由设计指定。

底层刚性地面上下各加密500 剪力墙上起柱KZ纵筋构造梁上起柱KZ 
纵筋构造底层刚性地面上下各加密500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吴对旨|校对罗斌| 设计徐莉 矚臨 页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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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柱和小墙肢箍筋加密区高度选用表

梁

板

注：1.表内数潮 固部位柱根部箍筋加密区范围.

2. 柱净高（包括因嵌砌填充墙等形成的柱净高）与柱截面长边尺寸（圆柱为截面 

直径）的比itHJhc < 4时，箍筋沿柱全高加密。

3. 小墙肢即墙肢长度不大于墙厚4倍的剪力墙。矩形小墙肢的厚度不大于300mm时, 

箍筋全高加密.

柱净高 

Hn (mm)
柱截面长边尺寸处或圆柱直径D（mm）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500

1800 500

2100 500 500 500

2400 500 500 500 550

2700 500 500 500 550 600 650 箍筋全高加密

3000 500 500 500 550 600 650 700

3300 550 550 55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3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390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42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4500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4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510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54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5700 晟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600( f'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6 3 2 ~ ■—

6他\ 4 FOO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心900 L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150 1200 1250 1300

7x2J0//\；\ 12恥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50 1300

梁

板

附 

录 框架柱和小墙肢箍筋加密区高度选用表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幌冷鬲|校对|罗M| W I设计1徐莉1掘瀏 页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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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角部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

筍

说 梁底

柱外侧纵向钢筋配筋率

>1.2%时分两批截断

附加钢筋\

P

梁上部纵向钢筋

a

柱顶第一层钢筋伸至柱内边 

向下弯折8d

柱顶第二层钢筋伸至柱内边

附加钢筋

柱外侧纵向钢筋」

(fife内边

一

投

沟

苣

 

标

准

构

造

常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 柱内侧纵向钢筋同中柱柱顶纵向 

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16页 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16页

S
a

An

—
(a)梁宽范围内钢筋

[伸入梁内柱纵向钢筋做法(从梁底算起1.5/佃超过柱内侧边缘)]

(c)梁宽范围外钢•筋在节点内锚固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料

造

详

图

角部

板

标

准

針

详

图

1—1

\

:----

梁底,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15^

附加钿筋\》UabE

梁上部纵筋

柱内侧纵向钢筋同中柱柱顶纵向 

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16页

>20rf柱外侧纵向钢筋配筋率

>1.2%时分两批截断
>1.

附

录

梁上部纵向钢筋

严彳

S

角部__ 

附加钢筋 

梁底. 

伸入板内

伸入现浇板内

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16页

塡
幕
楚
亦
至
-E
宾

聲

專

5
墓

梁
 

标

准

札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板

(b)梁宽范围内钢筋

[伸入梁内柱纵向钢筋做法(从梁底算起1. 5ZabE未超过柱内侧边缘)]

(d)梁宽范围外钢筋伸入现浇板内锚固 

(现浇板厚度不小于100mm时)

柱外侧纵向钢筋和梁上部纵向钢筋在节点外侧弯折搭接构造

注：1.KZ边柱和角柱梁宽范围外节点外侧柱纵向钢筋构造应与梁宽范围内节点 

外侧和梁端顶部弯折搭接构造配合使用。

2. 梁宽范围内KZ边柱和角柱柱顶纵向钢筋伸入梁内的柱外侧纵筋不宜少于 

柱外侧全部纵筋面积的65%.

3. 节点纵向钢筋弯折要求和角部附加钢筋要求见本图集第2-15页.

KZ边柱和角柱柱顶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吴欢禰|校对|罗M| 设计徐莉 轆臨 页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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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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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角部附加钢筋
梁上部纵向钢筋

§

CM
梁上部纵向钢筋配筋 

\ 率＞1.2%时，应分两 

Z批截断.当梁上部纵

向钢筋为两排时，先 

断第二排钢筋

\柱内侧纵向钢筋同中柱柱顶纵向 

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16页

梁上部纵向钢筋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标 
准

'铐 
图

(a)梁宽范围内钢筋

梁

(b)梁宽范围外钢筋

柱外侧纵向钢筋和梁上部钢筋在柱顶外侧直线搭接构造

板

角部

*25
d>25

厂=6d
r=M

在柱宽范围的柱箍筋 

内侧设置间距＜150, 

且不少于3根直径不小 

于10的伤部附加钢筋

板

附 

录

梁宽范围内柱外侧纵向钢筋弯入梁内作梁筋构造 节点纵向钢筋弯折要求

(用于柱外侧纵向钢筋及梁上部纵向钢筋)

角部附加钢筋

注：当柱外侧纵向钢筋直径不小于梁上部钢筋时，梁宽范BJ内柱外侧纵向 

钢筋可弯入梁内作梁上部纵向钢筋，与本图集第2-14页的柱外侧纵向 

钢筋和梁上部纵向钢筋在节点外侧弯折搭接构造(梁宽范围内钢筋) 

组合使用。 KZ边柱和角柱柱顶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慕对鬲|校对|罗斌|澤汛|设计|徐莉|遍瀏 页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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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虚线用于梁宽范围外Ud
H /柱顶有不小于100厚的现浇板时可向外弯

④
（当直锚长度》ZaE时）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②
（当柱顶有不小于100厚的现浇板）

③
柱纵向钢筋端头加锚头（锚板）

①

K Z中柱柱顶纵向钢筋构造
（中柱柱顶纵向钢筋构造分四种构造做法，施工人员应根据各种做法所要求的条件正确选用）

② ④ ⑤

梁

板

KZ柱变截面位置纵向钢筋构造

（楼层以上柱纵筋连接构造见本图集第2-9页、第2-10页）

附 

录
KZ中柱柱顶纵向钢筋构造

KZ柱变截面位置慎由朝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校对|罗M| 1设计1徐莉 矚臨 页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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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b

b

附

录

(b) 4 x 3 (j) 8x7

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沿竖向相邻两道箍筋 

的平面位置交错放置

(e) 5x5

f\ t—1
7

1
7

:向相邻两道箍筋

b 耳位置交错放置

沿竖向相邻两道箍筋 

的平面位置交错放置

(d) 5 x 4

b

(f ) 6 x 6

b

X 5 (h) 7x6

b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j * I ] ] j"

(k) 8 x 8

注：矩形复合箍筋的基本复合方式为：

1. 沿复合箍周边，箍筋局部重叠不宜多于两层。以复合箍筋最 

外围的封闭箍筋为基准，柱内的X向箍筋紧贴其设置在下 

（或在上），柱内y向箍筋紧贴其设置在上（或在下）.

2. 若在同一组内复合箍筋各肢位置不能满足对称性要求时，沿 

柱竖向相邻两组箍筋应交错放置.

3. 矩形箍筋复合方式同样适用于芯柱.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札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非焊接矩形箍筋复合方式

（箍筋类型1） 矩形箍筋复合方式（箍筋类型1） 图集号 22G101-1
附 

录

审核I吴汉福幌決禰校对罗斌 TX 设计徐莉|矚芻 页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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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_ 

构般 

造构 

详造

箍筋规格及数量由设计指定，肢距不大于400,

（当伸出长度自梁顶算起满足直锚长度心时）

箍筋规格及数量由设计指定，肢距不大于400,

②
梁 （当伸出长度自梁顶算起不能满足直锚长度心时）

KZ边柱、角柱柱顶等截面伸出时纵向钢筋构造

板

注：1.本图所示为顶层边柱、角柱伸出屋面时的柱纵筋做法，设计时应根据具体 

伸出长度采取相应节点做法。

2. 当柱顶伸出屋面的截面发生变化时应另行设计.

3. 图中梁下部纵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34页.

附 

录

(a ) Y+l x 1

非焊接圆形箍筋复合方式

（箍筋类型4）

准_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梁

板

芯柱配置的 

纵筋与箍筋 

详见设计标注

Db
0/3,250取大值

3 _C
one

——

c

芯柱XZ配筋构造
注：纵筋的连接及根部锚固同框架柱，往上直通至芯柱柱顶标高。

注：1.矩形复合箍筋的基本复合方式同本图集第2-17页。

2. 圆形复合箍筋的基本复合方式为：沿复合箍周边，箍筋局部重叠不宜多 

于两层.以复合箍筋最外围的封闭箍筋为基准，柱内的横向箍筋紧贴其 

设置在下（或在上），柱内纵向箍筋紧贴其设置在上（或在下）.

3. 圆形箍筋复合方式同样适用于芯柱.

KZ：
圆

边柱、角柱柱顶等截面伸出时纵
形箍筋复合方式（箍筋类型4）芯为

、向钢筋构造
EXZ範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校对|罗斌|孚琳|设计 徐莉| 页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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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标「

水平分布钢筋紧

贴角筋内侧弯折「

IK
暗柱

水平分布钢筋紧

贴角筋内侧弯折‘

轡蜜gar
|羈躊:
• *

75

-、!

。1

0 a 猫柱

端部有暗柱时剪力墙 

水平分布钢筋端部做法

端部有L形暗柱时剪力墙 

水平分布钢筋端部做法

ZT7
>1.2/ >500 相邻上、下层

水平分布钢筋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交错搭接

准_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墙柱范围n

梁
上、下相邻两层水平分布钢筋在 

转角配筋量较小一侧交错搭接

连接区域在墙柱范围外

》》1. 2/aE L >500 ,> 1. 2/aE L

墙体配筋量Asl
1 tt

连接区域在墙柱范围外

,》1. 2/aE ”，

墙体配筋量Asl

板

附 

录

转角墙（-）

（外侧水平分布钢筋连续通过转弯, 

其中Asl <As2）

£
上、下相邻两层水平分布 

钢筋在转角两侧交错搭接

转角墙（二）

（其中 Asl=As2）

。 刁 °

0. 8/aE

,15〃

\墙枉氾围

一

转角墙（三）

梁

拉结筋规格、间距谍见设计墙柱范围

拉结筋规格、间距详见设计

剪力墙三排配筋剪力墙双排配筋

（外侧水平分布钢筋在转角处搭接）
板

斜交转角墙

拉结筋规格、间距详见设计

剪力墙四排配筋

注：1.剪力墙分布钢筋配置若多于两排，中间排 

水平分布钢筋端部构造同内侧钢筋.水平 

分布筋宜均匀放置，竖向分布钢筋在保持 

相同配筋率条件下外排筋直径宜大于内排 

筋直径。

2.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计入约束边缘构件体 

积配箍率的构造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5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打珂1校对1朱可义1孤1设计1程曦丨鞫 页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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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丫》氐6氐彳 支座边缘线

1> A £7
端柱角筋 L - ' 6 abE

柱

15〃

9

A

£
4lS 纭L 疔

梁

板

附 

录

支座边
端柱转角墙（一）

端柱角筋

柱

端柱转角墙（二）

准_ 
构般 

造构 

详造

A5d,
端柱角筋=

端柱角筋

板

端柱翼墙（三） 斜交翼墙 墙

£

V - <—1

翼墙（三）
仇1 >九2）

注：1.端柱节点中图示红色墙体水平分布钢筋应伸至端柱对边紧贴角筋弯折。

2.位于端柱纵向钢筋内侧的墙水平分布钢筋（端柱节点中图示黑色墙体水平分 

布钢筋）伸入端柱的长度》心时，可直锚；弯锚时应伸至端柱对边后弯折.

必;'；J；諺邈 -----1
A 。 I

\? o 1
—~—1

15d

支座边缘线

15d

端柱

支座边缘线

贯通或分别锚固于端柱内 

（直锚长度》仏）-

15d

—-
匸二—
一4

--------- ------------ 1 

15d
-—

翼墙（一）

墙柱范围壮

⑸端柱翼墙（一）

支座述缘线

P

1—（

贯通或分别锚固于端柱内 

（直锚长度》仏）

端柱翼墙（二）

钢筋相同时贯通

P

< E

端柱角筋£1麵
£

端柱端部墙（一） 端柱端部墙（二）

人I支座边缘线

'端柱转角墙（三）

贯通或分别锚固于端柱内

（直锚长度》仏）~

墙柱范围

2仏

翼墙（二）
（九〉几2）

「 J5d| J5d| 
墙柱范围f| j"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丨讥吗1校对1朱可义 為久设计程曦 輛 页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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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准一 

I构般 
!造构 

S详造

一、二级抗農等 

级剪力墙底部加 

强部位竖向分布 

钢筋搭接构造

楼板顶面 

基础顶面

梁

楼板顶面 

基础顶面

相邻钢筋交 

错机械连接

楼板顶面 

基础顶面

板 （a）绑扎搭接 （b ）机械连接

附 

录

一、二级抗震等级剪 

力墙非底部加强部位 

或三、四级抗震等级 

剪力墻竖向分布钢筋 

可在同一部位捋接

楼板顶面 
塞初顶面

相邻钢筋 

交错机械 

连接

P

c^~>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连接构造（一）

*
相邻钢筋

楼板顶面 

基础顶面

（C）焊接

剪九埴边缘构件纵向钢筋连接构造（一）

)

注：1.端柱1 造与框架柱相同.矩形截面独立墙肢，当截面高度不犬
于截莎丿鼾殳悴異学向钢筋和箍筋的构造要求与框架柱相同或按设计要求 

设置。 '

2. 约束 i造边缘构件、扶璧柱及非边缘暗柱的纵筋搭接长度范

围内，N 从向搭接钢筋最大直径的25%,箍筋间距不大于100mm.
3. 对于/层钢筋直径的情况，图中为绑扎搭接，也可采用机械连

接或焊接连接，并满足相应连接区段长度的要求。对于一、二级抗震等级剪力墙 

非底部加强部位或三、四级抗震等级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可在同一部位搭接。

各级抗震等级 

剪力墙竖向分 

布钢筋机械连 

接构造

相邻钢筋

交错焊接

楼板顶面
墓础顶面

楼板顶面

一、二级抗震 

等级剪力墙底 

部加强部位竖 

向分布钢筋搭 

接构造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 

连接构造（二）

（适用于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 

上层钢筋直径大于下层钢筋 

直径时）

各级抗震等 

级剪力墙竖 

向分布钢筋 

焊接构造

楼板顶面 

基础顶面

楼板顶面

绑扎搭接

剪力墙边缘构件 

纵向钢筋连接构造（二）

（适用于约束边缘构件阴影部分和 

构造边缘构件的纵向钢筋，当上 

层钢筋直径大于下层钢筋直径时）

剪力墙竖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 41彳1校对1朱可义1和1设计 程曦 页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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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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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

墙身或

边缘构件

拉结筋规格、 

间距详见设计

墙身或边缘构 

件（不含端柱）

墙水平分布 

钢筋

（梁高度满足直锚要求时）

剪力墙竖向钢筋顶部构造

\墙水平分布 

钢筋-

剪力墙变截面处竖向钢筋构造

剪力墙双排配筋 剪力墙三排配筋 剪力墙四排配筋

审核

（梁高度不满足直锚要求时）

杨

剪力墙上起边缘 

构件纵筋构造

（错洞剪力墙洞边边缘构件 

做法需由设计人员指定）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 
锚入连梁构造

注：1.剪力墙分布钢筋配置若多于两排，水平分布筋宜均匀放 

置，竖向分布钢筋在保持相同配筋率条件下外排筋直径 

宜大于内排筋直径.

2.考虑屋面板上部钢筋与剪力墙外侧竖向钢筋搭接传力时, 

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51、2-57页.

剪力墙竖向钢筋构造

华I風彳I校对I朱可义I 和 I设计I程曦I啣
图集号 22G101-1

页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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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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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附加竖向插筋由设计人员根据需要设置

柱

施工缝处抗剪用钢筋连接构造
（一级剪力墙）

(a)拉结筋@4a@4b梅花
150. b<150)

柱

(b)拉结筋@3a@3b矩形 
(q< 200、Zj< 200 )

剪力墙拉结筋排布构造详图

防震缝处墙局部构造

注:1.拉结筋应与剪力墙每排的竖向分布钢筋和水 

平分布钢筋绑扎。拉结筋做法见本图集第 

2-7 页。

2. 剪力墙水平钢筋拉结筋起始位置为墙柱范围 

外第一列竖向分布筋处。

3. 剪力墙层高范围竖向钢筋拉结筋起始位置为 

底部板顶以上第二排水平分布钢筋位置处, 

终止位置为层顶部板底（梁底）以下第一排 

水平分布钢筋位置处。

剪力墙施工缝\防震缝\拉结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I杨华I 4切|校对|朱可义|為乂 |设计|程曦丨刑 页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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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纵筋、箍筋

详见设计标注 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纵筋、箍筋 纵筋、箍筋 非阴駆封闭箍筋

详见设计标注及拉筋详见设计标注详见设计标注 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bwy Id 2
且》400

,bw, a；/2
，_1L>400 be》2Z?w

耀 1 / 1

■潘鶴 J 1

纵筋、箍筋 
谍见设计标注

非阴影区封闭 

箍筋及拉筋详 

见设计标注

,be》2b

1 / ,
0 :

° . 1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约束边缘暗柱（一） 约束边缘暗柱（二） 约束边缘端柱（一） g 2约束边缘端柱（二）
（非阴影区设置拉筋） （非阴影区外圈设置封闭箍筋） （非阴影区设置拉筋） （非阴影区外圈设置封闭箍筋）

梁

板

£

Z纵筋、 
详见设

箍筋

/拉筋详见

> C
/ /设计标注

W逊汐形用Xs Z1

,——°

.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方f ] bw

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J 
q 
CM

非阴影区封闭箍筋 

及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且》300

约束边缘翼墙（一）
（非阴影区设置拉筋）

非阴影区封闭箍筋及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bf I bw

拉筋详见设计标注纵筋、箍筋谍见设计标注

纵筋、箍筋详见设计标注

拉筋详见

设计标注

纵筋、箍筋 
详见设计淙注

非阴影区封闭箍筋 

及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非阴影区封闭箍筋 

及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非阴影区封闭箍筋 

十— 及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q

01 bw

0
约束边缘翼墙（二）

（非阴影区外圈设置封闭箍筋）

梁

板

§
■ bs

i>30'0
.bf

''1>30'0 a
亠匚为二3

约束边缘转角墙（一） 约束边缘转角墙（二）
（非阴影区设置拉筋） （非阴影区外圈设置封闭箍筋）

附 

录

注：1.图上所示的拉筋、箍筋由设计人员标注。

2. 几何尺寸见具体工程设计，非阴影区箍筋、拉筋竖向间距同阴影区.

3. 当约束边缘构件内箍筋、拉筋位置（标高）与墙体水平分布筋相同时可 

采用详图（一）或（二），不同时应采用详图（二）.

约束边缘构件YBZ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丨4】彳|校对|朱可义 為.1设计1程曦邀航 页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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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见黯 计入体积配箍率的墙体水平分布钢筋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且》400

:。\J..、』J 、 \rj C

,bw, k/2 1 拉结筋

-<5 -*»> j

非阴影区封闭箍筋

当墙水平分布钢筋与约束边缘 

构件箍筋位置（标高）不同时

5

.#
淮
构
造
铢-
图

-

.

卜
，卜

r.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1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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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构

造

m

4

约束边缘暗电（一）

纵筋、箍筋或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且》400

g鬥 Xs坷°°^
、c

4
Xc

—
”，计曲””, :幷

,bw, Zc/2 1 拉结筋

约束边缘暗柱（二）

拉结筋

纵筋、箍筋或拉 
畲活见设存箱注

纵筋、箍筋或拉 

筋详见设计标注

縛M
方W

附

录

!a>3o'o

约束边缘转角墙

计入体积配箍率的墙体水平分布钢筋

端部90°弯折后勾住对边竖向钢筋

1Zlzl<i7iZ

N

厂|当墙水平分布钢筋与约束边缘 

构件箍筋位置（标高）不同时 
•7

拉结筋

拉结筋

箍筋或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纵筋、箍筋或拉筋详见设计标注

04

-Q

CM

=—

O

拉结筋 ■7 •?

非阴影区 

封闭箍筋

箍筋或拉筋 

详见设计标注 

拉结筋

当墙水平分布钢筋与约束边缘 

构件箍筋位置（标高）不同时

ZZZ乙非碗封闭箍筋

注：1.计入的墙水平分布钢筋的体积配箍率不应 

大于总体积配箍率的30%。

2. 约束边缘端柱水平分布钢筋的构造做法参 

照约束边缘暗柱.

3. 墙体水平分布钢筋应在/c范围外搭接.一、 
二级抗震等级剪力墙非底部加强部位或三 

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当施工条件受限时， 

详图（一）中墙体水平分布钢筋可在同一 

截面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曲

4. 本页构造做法应由设计指定后使用.

三计入体积配箍率的墙体水平分布钢筋 
右~|端部90°弯折后勾住对边竖向钢筋

/
才

匸孑 计入体积配箍率的 

瞬永平分布钢筋

严 才疗一■=”…护一-了

当墙水平分布钢筋与约束边缘 

构件箍筋位置（标高）不同时

约束边缘翼墙（一）
bt ], bw [ 
~ 0

/c

.拉结筋

拉结筋

箍筋或拉筋

详见设计标注

拉结筋

箍筋或拉筋

/详见设计标注 

纵筋、箍筋或拉

计入体积配箍率的墙体水平分布钢筋 

端部9『弯折后勾住对边竖向钢筋

,bs I bw I 
a >500

；Is.

■7 ■?

‘ / 「_r
非阴影区 
富闭给筋‘ \

当墙水平分布卡R筋与约束边缘

构件箍筋位置（标高）不同时

约束边缘翼墙（二）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计入约束边缘构件 
体积配箍率的构造做法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41^ |校对朱可义 孤|设计程曦 页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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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图

縛见霹麓
纵筋、箍筋 

详见设计标注

纵筋、箍筋 

详见设计标注

"9

纵筋、箍筋 

详见设计标注

U-IL
1—— <5

卜人且》400
|.. h~匚

构造边缘暗柱（一）构造边缘端柱

be
be h

£

扶壁柱FBZ 非边缘暗柱AZ

<=>

-$---$—

bf I > 20010 300)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梁

a丿N

》bw, >bf

9 
墙;

"7^
綁见麟蠶

D1n
》九且》400| 拉结筋1

板

墙体水平分布钢筋
且》400

构造边缘翼墙（二）

（括号内数字用于高层建筑）

黠见谿

\ *

啦结筋

附 

录

拉结筋

,bf J>300),

>b
且》400

縛见諌籃

卜仏且》43

注: 1.

墙体水平分布钢筋端部90。 

弯折后勾住对边竖向钢筋

构造边缘翼墙（三）
（括号内数字用于高层建筑）

0 屮 300”

》bw,》bf ]
豆＞40严

构造边缘翼墙（一）

（括号内数字用于高层建筑）

墙体水平分布钢筋

刁 0

构造边缘暗柱（二）

w Sg- j Xi

拉结筋

构造边缘暗柱（三）

构造边缘构件（二）、（三）用于非底部加强部位, 

当构造边缘构件内箍筋、拉筋位置（标高）与墙体水 

平分布筋相同时采用，此构造做法应由设计者指定后 

使用。计入的墙水平分布钢筋不应大于边缘构件箍筋 

总体积（含箍筋、拉筋以及符合构造要求的水平分布 

钢筋）的50%。

>400
柱

构造边缘转角墙（一）

（括号内数字用于高层建筑）

拉结筋

墙体水平分布钢筋端部90。

弯折后勾住对边竖向钢筋

bf [> 200 [(> 300)

拉结7

/墙体水平分布钢筋 

端部90。弯折后勾 

住对边竖向钢筋

>400

构造边缘转角墙（二）

（括号内数字用于高层建筑）

2.墙体水平分布筋宜错开搭接，连接做法见本图集 

第2-19页.当施工条件受限时，构造边缘暗柱 

（二）、构造边缘翼墙（二）中墙体水平分布筋 

可在同一截面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如°

构造边缘构件GBZ、扶壁柱FBZ、 
非边缘暗柱AZ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如彳|校对|朱可义|孤|设计程曦丨鞫 页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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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墙

直径同跨中,

直径同跨中, 

间距150

（a）小墙垛处洞口连梁

直径同跨中， 直径同跨中,

（b）单洞口连梁（单跨）

柱

梁

（端部墙肢较短）不少于2根直径》12的钢筋连梁LL配筋构造

LL （二） LL （三） LL （四）LL （一） AL
连梁、暗梁和边框梁侧面纵筋和拉筋构造

直径同跨中， 直径同跨中,

间距150 墙顶LL 间距150

4e — , /aE

K> 600 t 且》600

梁

（c）双洞口连梁（双跨）

注：1.当端部洞口连梁的纵向钢筋在端支座的直锚长度》心且＞ 600mm 

时，可不必往上（下）弯折.

2. 洞口范围内的连梁箍筋详见具体工程设计.

3. 连梁设有交叉斜筋、对角暗撑及集中对角斜筋的做法见本图集 

第2-30页.

4. 连梁、暗梁及边框梁拉筋直径：当梁宽＜ 350mm时为6mm,梁宽〉 

350mm时为8mm,拉筋间距为2倍箍筋间距。当设有多排拉筋时, 

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

5. 剪力墙的竖向钢筋连续贯穿边框梁和暗梁。

6. 连梁的侧面纵向钢筋单独设置时，侧面纵向钢筋沿梁高度方向 

均匀布置.

板

连梁LL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I校对I朱可义 為M 1设计1程曦 页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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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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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上部纵筋

附加纵筋,
需要时设置F J

AL下部纵筋
p

LL箍筋
一

（兼作肚箍筋） ?

LL下部纵筋X

1 ~1
（AL与LL重叠）

柱

梁

板

附

录
剪力墙BKL或AL与LL重叠时配筋构造

注：l.AL、LL, BKL侧面纵向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27页.

2.暗梁和边框梁端部构造同框架梁。

剪力墙BKL或AL与LL重叠时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杨华I風彳|校对|朱可义|孤 设计|程曦 页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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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长筋（小直径）

（用于梁上部贯通钢筋由不同直径钢筋搭接时）

架立筋

（用于梁上有架立筋时，架立筋与非贯通钢筋的搭接）

直径同跨中， 直径同跨中, 一

投

冏

直

 

标

准

杯

造

沽

图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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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墙

， 

梁
 

标

准

枷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连梁LLk纵向配筋构造

连梁LLk箍筋加密区范围

注：1.梁上部通长钢筋与非贯通钢筋直径相同时，连接位置宜位于跨中”/3范围内; 

梁下部钢筋连接位置宜位于支座/"/3范围内；且在同一连接区段内钢筋接头 

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

2. 钢筋连接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

3. 当梁纵筋（不包括架立筋）采用绑扎搭接接长时，搭接区内箍筋直径及间距 

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

4. 梁侧面构造钢筋做法同连梁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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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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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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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详

图

连梁LLk纵向钢筋、箍筋加密区构造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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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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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连梁交叉斜筋配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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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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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注:

连梁对角暗撑配筋构造

(用于筒中筒结构时，心均取为1. 15/a)

e 0
.V

>b/l
b

1. 当洞口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250nun时，可采用交叉斜筋配筋；当连梁截 

面宽度不小于400mm时，可采用集中对角斜筋配筋或对角暗撑配筋。

2. 交叉斜筋配筋连梁的对角斜筋在梁端部位应设置拉筋，具体值见设计 

标注。

3. 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应在梁截面内沿水平方向及竖直方向设置双向 

拉筋，拉筋应勾住外侧纵向钢筋，间距不应大于200mm,直径不应小于 

8mm。

4•对角暗撑配筋连梁中暗撑箍筋的外缘沿梁截面宽度方向不宜小于梁宽 

的1/2,另一方向不宜小于梁宽的1/5;对角暗撑约束箍筋肢距不应大 

于350mm。

5•交叉斜筋配筋连梁、对角暗撑配筋连梁的水平钢筋及箍筋形成的钢筋 

.网之间应采用拉筋拉结，拉筋直径不宜小于6mm,间距不宜大于400mm。

附

录
连梁交叉斜筋LL(JX)配筋构造 连梁集中对 

LL(DX)配筋构造 连梁对角暗撑LL(JC)配g
角斜筋 
廉造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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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水平贯通筋

外侧水平非贯通筋

5/3、Hn/3
，.中较小值》

人1

外侧水平非贯通筋 

扶璧柱或内墙宽

M3. HJ3'
.冲较小值.

非连駆〔外侧雷通护咧

加4、乩/4
'扶壁柱或内墙 

巴博小值］ ］ ,

；内侧水*贯通筋连接区!

地下室外墙水平钢筋构造

kl

H/3、Hr,/3 
冲较小值I.

W3. Hn/3
冲较小值，

扶璧柱 

或内墙宽

非连接区 1外侧水平贯通筋〔非连接区'
连接区

仙4、Hn/4 
朮中较小值

（东/3为相邻水平跨的较大净跨值,廿”为本层净高）

Zn3

M3, Hn/3 
.中较小值I.

非连接区

I』4、Hn/4 
巒小值］ ］审较卯直

［内侧水*贯通筋连接区.

汕/4、乩/4

厶仏）

当转角两边墙 

体外侧钢筋直 

径及间距相同 

斗丄时可连通设置

且伸至板底

顶板作为外墙的简支支承

7—

少5狙至少到墙中线

括号内数值适 

用于柱上板带 

与外墙顶连接 

顶板与外墙连续传力

地下室顶板顶面

■^r

5■率

墙顶通长加强筋 

（按具体设计）

二】
<70 \出 ,1

凶

頰

€ 1

€

•
出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I

图卞］

梁

板

地下室外墙转角配筋构造 地下室外墙与顶板连接配筋构造

注：1.当具体工程的钢筋排布与本图集不同时（如将水平筋设置在外层），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2. 扶壁柱、内墙是否作为地下室外墙的平面外支承应由设计人员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并在设计文件中明确.

3. 是否设置水平非贯通筋由设计人员根据计算确定，非贯通筋的直径、间距及长度由设计人员在设计图纸中标注.

4. 当扶壁柱、内墙不作为地下室外墙的平面外支承时，水平贯通筋的连接区域不受限制.

5 .外墙和顶板的连接节点做法①、②的选用由设计人员在图纸中注明。

6.地下室外墙与基础的连接见22G101-3《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 

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形基础、桩基础）》.

地下室外墙竖向钢筋构造
（H*为和〃-2的较大值）

地下室外墙DWQ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杨华I 4珂|校对朱可义 和 设计|程曦|鞫 页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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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洞宽方向补强钢筋

洞口每侧补强钢筋 

按设计注写值 

沿洞髙方向补强钢筋

洞口上下补强暗梁配筋按设 

计标注。当洞口上边或下边 

为剪力墙连梁时，不再重复 

设置补强暗梁。洞口竖向两 

侧设置剪力墙边缘构件，详 

见剪力墙墙柱设计

洞口每侧补强钢筋 

按设计注写值

厶E .<800 laE e_ 1 Ae >800 Ae

—
/aE P<300 /aE

洞宽 1 「 卡―二網

矩形洞宽和洞高均不大于

800mm时洞口补强钢筋构造

矩形洞宽和洞高均大于

800mm时洞口补强暗梁构造

墙体分布钢筋 

延伸至洞口边弯折

TI

剪力墙圆形洞口直径不大于

300mm时补强钢筋构造

洞口每侧补强纵 
筋与补强箍筋按 

设计注写值

麟鳖钢筋

i™
/aE 4e

DC 300,且

标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图

柱

梁

环形加强钢筋

/
©

/aE ,300<D< 800|,

壬"丁―上下补强暗梁配筋按设 

计标注.当洞口上边或下边 

为剪力墙连梁时，不再重复 

设置补强暗梁.洞口竖向两 

侧设置剪力墙边缘构件，详 

见剪力墙墙柱设计

环形加强钢筋

墙体分布钢筋

1-1

环形加强钢筋

板

laE

连梁中部圆形洞口补强钢筋构造

（圆形洞口预埋钢套管）

剪力墙圆形洞口直径大于
800mm时补强钢筋构造

剪力墙圆形洞口直径大于300mm 
但不大于800mm时补强钢筋构造

剪力墙洞口补强构造 图集号 22G10M

审核 杨华-iH 1校对朱可义 孤 设计 程曦 页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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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长筋（小直径）

---- \—厂 hi/ 3

外侧纵角

0. 4/ahf
伸至柱 内侧，

加4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通长筋（小直径）

/n/3 Zn/3

通长筋 通长筋/n/4 /n/4 /„/4

4 2
楼层框架梁KL纵向钢筋构造

（用于梁上部贯通钢筋由不同直径钢筋搭接时）

架立筋 架立筋

> 0.5加+5d

?仏且》0.5//c+5d

（用于梁上有架立筋时，架立筋与非贯通钢筋的搭接）

/n/3

》仏且》0.5/fc+5d

一伸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或》島且＞ 0.5Ac+5rf
且》o. 5hc+5d

柱外侧纵筋内侧，且》0.4/丽 = ,》/aE且5力c+5d r

41

LV— 

伸至

I

柱外侧纵筋内侧,

且》0. 4/abE

-------------- 11
I—
1---- -
伸至柱外侧纵筋内侧，

一一

,^/abE

端支座加锚头（锚板）锚固

he

端支座直锚

1

,幼E ”》1.5加

中间层中间节点 
梁下部筋在节点外搭接

（梁下部钢筋也可在节点外搭接.相邻跨钢筋 

直径不同时，搭接位置应位于较小直径一跨）

注：1.跨度值为左跨仏和右 

跨心+1之较大值，其中 

z=l, 2, 3…
2. 图中沧为柱截面沿框架 

方向的高度.

3. 梁上部通长钢筋与非贯 

通钢筋直径相同时，连接 

位置宜位于跨中仏/3范围 

内；梁下部钢筋连接位置 

宜位于支座尿/3范围内； 

且在同一连接区段内钢筋 

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 

50%.
4. 钢筋连接要求见本图集 

第2-4页。

5. 当梁纵筋（不包括侧面G 

打头的构造筋及架立筋） 

采用绑扎搭接接长时，搭 

接区内箍筋直径及间距要 

求见本图集第2-4页.

6. 梁侧面构造钢筋要求见 

本图集第2-41页.

7. 当上柱截面尺寸小于下 

柱截面尺寸时，梁上部钢 

筋的锚固长度起算位置应 

为上柱内边缘，梁下纵筋 

的锚固长度起算位置为下 

柱内边缘。

柱

梁

板

楼层框架梁KL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I吴汉福|眾欢禰|校对|罗斌 设计|徐莉|珞嘲 页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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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长筋（小直径） 通长筋（小直径）

（用于梁上部贯通钢筋由不同直径钢筋捋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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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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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墙
 

-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一：

梁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一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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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架立筋架立筋

角部附加钢筋
（用于梁上有架立筋时，架立筋与非贯通钢筋的搭接）

, A11/3 通长筋 ./n/3 /n/3 通长筋 /n/3

” hi/4 彳
J -

，_葩_

----------------------- 1
I.—............曾-.：二；............. "，“上 ——1

伸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 》/aE且》⑴5hc+5d 》，aE且》0. 5方c+5d
J且》0.4廳 〜仏且》0.5%c+5d >/aEl>0.5hc+5d

.he ” /nl hc /n2 hc

—丄一

屋面框架梁WKL纵向钢筋构造

注：1.跨度值为左跨仏和右跨 

/叽之较大值，其中 

z=l, 2, 3...
2. 图中屁为柱截面沿框架方向 

的高度.

3. 梁上部通长钢筋与非贯通 

钢筋直径相同时，连接位 

置宜位于跨中屁/3范围内; 

梁下部钢筋连接位置宜位 

于支座心/3范围内；且在同 

一连接区段内连接钢筋接 

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 

50%.
4. 钢筋连接要求见本图集第 

2-4 页。

5. 当梁纵筋（不包括侧面G打

附

录

顶层端节点梁下部钢筋 

端头加锚头（锚板）锚固

.>1.5A0

顶层中间节点梁下部筋在节点外搭接 
（梁下部钢筋也可在节点外搭接。相邻跨钢筋 

直径不同时，搭接位置应位于较小直径一跨）

头的构造筋及架立筋）采用 

绑扎搭接接长时，搭接区 

内箍筋直径及间距要求见 

本图集第2-4页.

6. 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要求 

见本图集第2-41页.

7. 顶层端节点处梁上部钢筋 

与角部附加钢筋构造见本 

图集第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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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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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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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端支座梁下部钢筋直锚 屋面框架梁WKL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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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

构般 

!造构 
1详造 屋面框架梁WKL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楼层框架梁KL

4i/3

通长筋

M3
Ai/4

—\―r /n/3

/n/4 通长筋

WKL
阳4

柱

板

?仏且》5lk+5dU
.he

伸军梁上部纵紡弯钩段内侧 且》5/k+5d

心且》5hc+5d

> Ae且》0.5/?c+5d 1.
且》0, 4/abE

/nl
T

he . 4 2 hc

-aJ 1 板

局部带屋面框架梁KL纵向钢筋构造

W匡架梁，局部为屋面时的纵向钢筋构造. 

f本图集第2-33页、第2-34页。

附

录 局部带屋面框架梁KL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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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当梁结构平法施工图中，水平加腋部位的配筋设计未给出时，其梁腋上下 

部斜纵筋（仅设置第一排）直径分别同梁内上下纵筋，水平间距不宜大于 

200mm;水平加腋部位侧面纵向构造筋的设置及构造要求同梁内侧面纵向 

构造筋，见本图集第2-41页。

2•本图中框架梁竖向加腋构造适用于加腋部分参与框架梁计算，配筋由设计 

标注；其他情况设计应另行给出做法。

3. 加腋部位箍筋规格及肢距与梁端部的箍筋相同。

4. 附加筋在中柱内锚固也可按端支座形式分别锚固。

框架梁水平' 竖向加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癸叮可|校对|罗裁| T贰 设计徐莉|福爛 页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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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且》0- 5hc+5d

当支座两边梁宽不同或错开布置时，将无法 

直通的纵筋弯锚入柱内；当支座两边纵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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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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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当 Ah/（fe-50） <1/6时, 

可采用节点⑤做法

数不同时，可将多出的纵筋弯锚入柱内

梁
 

' 

标

准

杯

造

详

图

WKL中间支座纵向钢筋构造

（节点①〜③）

板
 

标

准

針

详

图

仏且凡5砒5d

当支座两边梁宽不同或错开布置时，将无法 

直通的纵筋弯锚入柱内；当支座两边纵筋根 

数不同时，可将多岀的纵筋弯锚入柱内

（可直锚）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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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注：图中标注可直锚的钢筋，当支座宽度满足直锚要求时 

可直锚，具体构造要求见本图集第2-33页、第2-34页.

.....—— < %
50

©
当 Ah/（/!c-5O） <1/6时, 

纵筋可连续布置

KL中间支座纵向钢筋构造

（节点④〜⑥）

L

H. 4/abE

（可直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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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WKL中间支座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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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框架梁（KL、WKL）与剪力墙平面外构造（一）
（用于墙厚较小时）

顶层节点构造同本图集

第M4页、第2-15页

顶层节点构造同本图集/ 

第M4页、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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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箍筋加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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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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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

造

详

图

梁纵向钢筋构造同本图集/ 

第2-33页、第2-34页
梁纵向钢筋构造同本图集/

第2-33页、第2-34页

剪力墙

「「

框架梁（KL、WKL）与剪力墙平面内相交构造 

加密区：抗震等级为一级：》2.0加,且》500mm 

抗震等级为二~四级：》1.5屁且》500mm

-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力墙
50

箍筋加密区
存箍筋加密区 注：1.框架梁与剪力墙平面外连接构造（一）、（二）的选用，由设计指定.

2.箍筋加密区范围：抗震等级为一级：＞2. OAb,且》500mm;
抗震等级为二~四级：＞1. 5Ab,且》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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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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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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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

造

详

图

扶壁柱扶壁柱

附

录 框架梁（KL、WKL）与剪力墙平面外构造（二）框架梁（KL、WKL）与剪力墙平面外构造（二）
（用于墙厚较大或设有扶壁柱时）

框架梁与剪力墙平面内' 平面外连接构造图集号

审核I吴汉福幌欢摘|校对|罗斌| T贰|设计|徐莉|镐爛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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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留区

梁端纵筋构造同非框架梁 此端箍筋构造可不设加密区 

见本图第2-40页 梁端箍筋规格及数量由设计确定

加密区 加密区 加密区加笛区
主梁

框架柱 框架柱垂建加密区：抗農等级为一级：》2.呱,且》500mm 

抗震等级为二~㈣级：》1.5加,且》500mm

框架梁（KL、WKL）箍筋加密区范围（一）

加密区：抗震等级为一级：》2.0九,且》500mm

抗震等级为二~四级：》1.5九,且》500nm

框架梁（KL、WKL）箍筋加密区范围（二）

（弧形梁沿梁中心线展开，箍筋间距 

沿凸面线量度.加为梁截面高度）

（弧形梁沿梁中心线展开，箍筋间距 

沿凸面线量度.加为梁截面高度）

主梁附加箍筋

>100

次梁

次梁附加箍筋范围内主梁正常

50ja梓0/箍筋照设

/?1 bib
附加箍筋范围，

附加箍筋范围

附加箍筋配筋值 

由设计标注

主梁上部筋弯下点

主梁

吊筋直径、根数 

由设计标注

叫冲卍 Ab< 800 a=45。 

尿>800 ct=60° 

附加吊筋构造

次梁（边梁） 

主梁悬挑端

次梁

20rf/

,---- -----------

梁与方柱斜交，或与圆柱相交时箍筋起始位置

（为便于施工，梁在柱内的箍筋在现场可用两个半套箍搭接或焊接）

注: 当梁纵筋（不包括侧面G打头的构造筋及架立筋）采用绑扎搭接接长时, 

搭接区内箍筋直径及间距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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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次梁斜交箍筋构造
-（s为次梁中箍筋间距）- 梁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 校对 罗斌 TX设计 徐莉 页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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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伸至支座对边弯折且

设计按镂接时：＞o. 35/ab;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0.6加 

伸入端支座直段长度满足人时，

柱

r

充分利

设计按镂接时:人/5
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几/3

（通长筋） 

架立筋50

帶肋钢筋12d

/nl

L

你'迦: 
造产;

“伸至支座对边弯折劭

」带肋钢筋》7.5d

板

附 

录

/n/3 /n/3

带肋钢筋12d

Zn/3

，n2

（通长筋） 

架立筋

f肋钢筋12d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p

“伸至支座对边弯折1匚

」带肋钢筋》7.5d 2

端支座非框架梁下部纵筋弯锚构造

（用于下部纵筋伸入边支座长度不满足直锚12d要求时）

伸至支座对边弯折 梁侧面抗扭纵筋锚国 

j 0. 6气. 要求同梁下部钢筋

T—<

P

1—I -》0. 6仏
伸至支座对边弯折

（a）端支座

非框架梁配筋构造

（梁上部通长筋连接要求见注2）

>/a

（b）中间支座

受扭非框架梁LN纵筋构造

（纵筋伸入端支座直段长度满足/a时可直锚）

注：1.跨度值为左跨和右跨/叭之较大值，其中Al,2,3…

2. 当梁上部有通长钢筋时，连接位置宜位于跨中人/3范围内；梁下部钢筋 

连接位置宜位于支座人/4范18内；且在同一连接区段内钢筋接头面积百 

分率不宜大于50%.

3. 钢筋连接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

4. 当梁纵筋（不包括侧面G打头的构造筋及架立筋）采用绑扎搭接接长时, 

搭接区内箍筋直径及间距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

5. 当梁纵筋兼做温度应力筋时，梁下部钢筋锚入支座长度由设计确定。

6. 梁侧面构造钢筋要求见本图集第2-41页.

7. 图中“设计按餃接时”用于代号为L的非框架梁，“充分利用钢筋的抗 

拉强度时”用于代号为Lg的非框架梁或原位标注“g”的梁端.

&弧形非框架梁的箍筋间距沿梁凸面线度量.

9.当端支座为中间层剪力墙时，图中0. 35Zab, 0.6/ab调整为0. 4/abo

非框架梁L\ Lg、LN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癸欢祈|校对|罗斌| W 1设计1徐莉|裕嘲 页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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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纵向钢筋锚固构造见本图集第2-33页、第2-34页）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板
0

梁侧面纵向构造筋和拉筋 

注：1.当施》450mm时，在梁的两个侧面应沿高度配置纵向构造钢筋； 

纵向构造钢筋间距a＜ 200mm°

2. 当梁侧面配有直径不小于构造纵筋的受扭纵筋时，受扭钢筋可以 

代替构造钢筋-

3. 梁侧面构造纵筋的搭接与锚固长度可取15乩梁侧面受扭纵筋的 

搭接长度：框架梁为尿，非框架梁为厶；锚固方式：框架梁同框架 

梁下部纵筋，非框架梁见本图集第2-40页.

4. 当梁宽＜ 350mm时，拉筋直径为6mm;梁宽＞ 350mm时，拉筋直径 

为8mm.拉筋间距为非加密区箍筋间距的2倍。当设有多排拉筋时， 

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

板

附 

录
不伸入支座的梁下部纵向钢筋断点位置 

蟲侧宙頓向构造筋和*立筋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 冷校对1罗斌1网 设计徐莉 爲環1 页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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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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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①
支座两边纵筋互锚，

梁下部纵向筋锚固要求见本图集第2-39页。

②
当支座两边梁宽不同或错开布置时，将无法直通的 

纵筋弯锚入梁内.当支座两边纵筋根数不同时，可 

将多出的纵筋弯锚入梁内.

梁下部纵向筋锚固要求见本图集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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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详

图

水平折梁钢筋构造
（箍筋具体值由设计指定）

竖向折梁钢筋构造（一）

（S的范围及箍筋具体值由设计指定）

竖向折梁钢筋构造（二）

（S的范围、附加纵筋和箍筋具体值由设计指定）

I 注：括号内数字用于非框架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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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详

图

非框架梁L中间支座纵向钢筋构造 
水平折梁、竖向折梁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 5 校对|罗斌| W 1设计 徐莉1确瀏 页 2-42

98



柱

板

附

录

伸至支座外侧纵筋内侧, 
注L》0. .4/ab

且》0・5力c+5d

>0.44b(>0.[4/abE)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
当 Ah/（Ac-50） <1/6 时， 

上部纵筋连续布置 

用于中间层，当支座为梁

柱、墙或梁
柱、墙

0.75/
时也可用于屋面柱或墙 / <2000

》厶且2 0.5/zc+5d

纯悬挑梁XL

柱、墙或梁 >/a （诅支座为柱时伸至柱对边）

柱、墙或梁

当上部钢筋为一排，且/<4他时，至少2根角筋，并不少于第一 

上部钢筋可不在端部弯下，伸至排纵筋的1/2,其余纵筋弯下 

悬挑梁外端，向下弯折12d

0）可用于中间层或屋面

@
Ah/(Ac-50) >1/6 

仅用于中间层 柱

柱、墙或梁 当 A h/ （方c~5 0） < 1 / 6 时， 
@上部纵筋连续布置

用于中间层，当支座为

梁时也可用于屋面

伸至支摩对边纵筋内侧，且>0.4/ab

柱、墙或梁

第二排J

15d

.第-排 \

支座边缘线

当上部钢筋为两排，且/〈5九时，可不将钢筋 

在端部弯下，伸至悬挑梁外端向下弯折12d

幼且 >10.5hc+5d
柱、墙|（》仏且|皿5加+5刃

附加箍筋

当悬挑梁根部与框架梁梁底齐平时, 

底部相同直径的纵筋可拉通设置

®
Ah/(fe-50) >1/6 

仅用于中间层

悬挑梁端附加箍筋范围

hc

Ah <Ab/3
用于屋面，当支座为 

梁时也可用于中间层

U形插筋，规格间距满足本图集第2-3页注人

「乜丿用于屋面，当支座为 

梁时也可用于中间层

注：1.括号内数值为框架梁纵筋锚固长度.当悬挑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由设计明 

确），图中悬挑梁中钢筋锚固长度爪厶应改为矗、石皿，悬挑梁下部钢筋伸入 

支座长度需要时15d改为心（由设计明确）.

2. ①、⑥、①节点，当屋面框架梁与悬挑端根部底平，且下部纵筋通长设置时, 

框架柱中纵向钢筋锚固要求可按中柱柱顶节点（见本图集第2-16页）.

3. 当梁上部设有第三排钢筋时，其伸出长度应由设计者注明.

-abE,

附 

录纯悬挑梁XL及各类梁的悬挑端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孰〈禰|校对|罗M | W 1设计1徐莉1緬嘲 页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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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扁梁中柱节点附加抗剪纵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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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框架扁梁上部通长钢筋连接位置、非贯通钢筋伸出长度要求 

同框架梁，见本图集第2-33页。

2. 穿过柱截面的框架扁梁下部纵筋，可在柱内锚固，做法同本 

图集第2-33页；未穿过柱截面下部纵筋应贯通节点区.

3. 框架扁梁下部纵筋在节点外连接时，连接位置宜避开箍筋加 

密区，并宜位于支座仏/3范围之内，仏见本图集第2-33页.

4. 箍筋加密区要求详见本图集2-45页。

5. 竖向拉筋同时勾住扁梁上下双向纵筋，拉筋末端采用135。 

弯钩，平直段长度为10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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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框架扁梁中柱节点 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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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穿过柱截面的扁梁纵向受力钢筋锚固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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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区 加密区 50

扁梁宽度+加核心区附加抗剪纵向钢筋心取大值,

1. 穿过柱截面框架扁梁纵向受力钢筋锚固做法同 

框架梁，见本图集第2-33页。

2. 框架扁梁上部通长钢筋连接位置、非贯通钢筋伸 

出长度要求同框架梁，见本图集第2-33页.

3. 框架扁梁下部钢筋在节点外连接时，连接位置宜 

避开箍筋加密区，并宜位于支座/”/3范围之内, 

尿见本图集第2-33页.

4. 节点核心区附加抗剪纵向钢筋在柱及边梁中锚 

固同框架扁梁纵向受力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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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应满足框架梁箍筋加密区长度范围的要求

框架扁梁箍筋构造
框架扁梁边柱节点（一） 
框架扁梁箍筋构造

审核|吴汉福民如和校对|罗斌| 和 |设计|徐莉|得瀏

图集号

"T"
22G101-1

2-45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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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梁箍筋

框架扁梁边柱节点（二）

核心区附加抗剪纵向钢筋

A O
q

；-

q

厂
、

核心区附加抗剪纵向钢筋 

在端支座处的锚固构造做法 

同框架扁梁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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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纵向受力钢筋

he ” ？aE

2-2

注：1.框架扁梁纵向钢筋在支座区的锚固、搭接做法及箍筋加密区要求详见本图 

集第2-45页.

2. 当Ac-&> 100mm时，需设置U形箍筋及竖向拉筋。

3. 竖向拉筋同时勾住扁梁上下双向纵筋，拉筋末端采用135。弯钩，平直段 

长度为10乩

框架扁梁边柱节点（二）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丨美冷鬲校对1罗斌1孚於1设计徐莉褊瀏 页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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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准一 

i构般 
!造构 

i详造

柱

（也可用于托柱转换梁TZL）

墙体竖向钢筋锚固长度》仏

边缘构件纵向钢筋锚固

长度》1.2心
—拉筋直径不宜小于箍 

―I筋两个规格，水平间 

距为非加密区箍筋间 

距的2倍，竖向沿梁高

间距＜ 200,上下相邻

两排拉筋错开设置

梁:

板

2

3

1-1

附 

录

转换柱部分纵筋延伸到上层剪 

力墙楼板顶，原则是能通则通

（柱底纵筋的连接构造同抗震框架柱; 

柱纵筋的连接宜采用机械连接接头）

2-2

3-3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柱

5-5

梁

注：1.跨度值为左跨怡和右跨仏+i之较大值, 

其中41,2,3…

2. 图中加为梁截面的高度，沧为转换柱截 

面沿转换框架方向的高度.

3. 梁纵向钢筋宜采用机械连接接头，同一 

截面内接头钢筋截面面积不应超过全 

部纵筋截面面积的50%,接头位置应避 

开上部墙体开洞部位、梁上托柱部位 

及受力较大部位。

4. 转换柱纵筋中心距不应小于80mm,且 

净距不应小于50mm.

板

框支梁KZL、转换柱ZHZ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眾决禰|校对|罗斌| T琳设计徐莉橋瀏 页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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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框支梁KZL上部墙体开洞部位加强做法
图集号 22G101-1

托花E转换梁TZL托柱位置箍筋加密构造
审核吴汉福 3福|校对 罗斌孚戲设计|徐莉|镐爛 页 2-48

框支梁KZL上部墙体边开洞加强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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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按钱接时：》0.35心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0.6心

设计按较接时：》0.35仏

伽
Qoi

架立筋
伽 °02

a‘02 必2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0.6/ab

架立筋
。03 1.

150： 1. L 必 3r 7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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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井字梁JZL2(2)配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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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设计按姣接时：》0.35心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0.6/ab

fab伽 设计!按镂接时:》0.35( 
筋剂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0.6仏

KL3(2)

板
 

标

准

針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12d|, 気_______________ ]12d]
c， ] c ] c ] c | c ] c， ] 

井字梁〕ZL5h)配毎构造 O
注：1.在本页表示的两片矩形平面网格区域井字梁平面布置图中，仅标注了井字梁编号以及其

中两根井字梁支座上部钢筋的伸出长度值代号，略去了集中注写与原位注写的其他内容.

2. 设计无具体说茨时，井字梁上、下部纵筋均短跨在下，长跨在上；短跨梁箍筋在相交范 
围内通长设譬籍爾羯侧各附加3道箍筋，间距50mm,箍筋直径及肢数同梁内箍筋。

3. JZL3(2)在枉逍砌潇锚固及箍筋加密要求同框架梁.

「

应

；

目

-

如
- 

- 

」I
—Ĵ
r__________

叫

--

附

录

4. 纵筋在端家耀 ：梁外侧纵筋内侧后弯折，当直段长度不小于/a时可不弯折.

5. 当梁’ 连接位置宜位于跨中仏/3范围内；梁下部钢筋连接位置宜位于 
支座厲一连接区段内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

6. 钢筋 Z4页.
7. 当梁纵常解G打头的构造筋及架立筋)采用绑扎搭接接长时，搭接区内箍筋 

直径及间距'窶縈缽图集第2-4页。

&当梁中纵筋采用光面钢筋时，图中124应改为15么

9.梁侧面构造钢筋要求见本图集第2-41页。

10.图中“设计按较接时”用于代号为JZL的井字梁，“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 

用于代号为JZLg的井字梁.

土 

一

二
--二

ZX----------------丄—廿-------------F
司 : ； II ! ； ： I
1UZLK2)；:」「 ； I ；」

S|JZL3(2)is

K； 
i：JZL2 ⑵；〜

-
;
L
;
(

」JZL1(2)[

13
心
厂
厂

4 3
.
.
.
.

 

一
 

三

.
—
门
对
「

--

11
11
11 ; ; ; I
二土二亠二丄二士

|KL3 ⑵ v

井字梁配筋平面布置图示例

井字梁JZL\ JZLg配筋构造 | 图集号 | 22G101-1

吴汉福校对罗斌 网设计徐莉祢嘲 页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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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跨中/*/2
是否设置板上部贯通纵筋根据具体设计V上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跨中M2 

上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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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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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支座上部纵筋向跨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J4》3i＞支座上部纵筋向跨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4＞0- 3//支座上部纵筋向瑞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距梁边b/2 a 距梁边皿/2 a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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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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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详

图

丿|、

屮诊5d且至少到梁中线
I （4e）

斗两侧下部纵筋相同时宜拉通

15

”4》5d且至少到梁中线

］（4e）

丨两侧下部纵筋相同时宜拉通

L!4》5d且至少到梁中线 
中仏E）

I I I
丄两侧下部纵筋相同时宜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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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有梁楼盖楼面板LB和屋面板帕钢筋构造
（括号内的锚固长度心用于梁板式转换层的板）

设计按镂接时:＞0.35/ab
外侧梁角筋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0.6厶!ab 外侧梁角筋＞ 0. b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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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且至少到梁中线

在梁角筋内侧弯钩
在梁角筋内侧弯钩

7

（a）普通楼屋面板 （b）梁板式转换层的楼面板

板在端部支座的锚固构造（一）

注：1.当相邻等跨或不等跨的上部贯通纵筋配置不同时，应将配置较大者越过 

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起点伸出至相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

2. 除本图所示搭接连接外，板纵筋可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接头位置: 

上部钢筋见本图所示连接区，下部钢筋宜在距支座1/4净跨内.

3. 板贯通纵筋的连接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且同一连接区段内钢筋接头百 

分率不宜大于50%.不等跨板上部贯通纵筋连接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52页.

4. 当采用非接触方式的绑扎搭接连接时，要求见本图集第2-53页.

5. 板位于同一层面的两向交叉纵筋何向在下何向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

6. 图中板的中间支座均按梁绘制，当支座为混凝土剪力墙时，其构造相同.7. 图（a）、（b）中纵筋在端支座应伸至梁支座外侧纵筋内侧后弯折15d，当 

平直段长度分别＞Za,时可不弯折.

8. 图中“设计按餃接时”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由设计指定。

9. 梁板式转换层的板中/“E、忌按抗震等级四级取值，设计也可根据实际工 
程情况另行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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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有梁楼盖楼（屋）面板钢筋构造 
板在端部支座的锚固构造（一）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1期坏 校对1罗斌1孚贰1设计1宋昭1纟兄 页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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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墙外侧水平 

分布筋内侧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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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墙外侧竖向 

分布筋
.>0.4/ab(>0.4W

?5d且至少到墙中线I
（kt）

墙外侧水平——e
分布筋 」A厂一

（括号内的数值用于梁板式转换层的板.当板 

下部纵筋直锚长度不足时，可弯锚，见图1）
（a）端部支座为剪力墙中间层

板上部钢筋

（仅上部配筋）

下翻边尺寸 

详见具体设计

同板上部钢筋------

板上部钢筋

（仅上部配筋）

附

录

板在端部支座的锚固构造（二）

板上部钢筋i
同板上部矗I pl'   1

1下翻

板下部钢筋

（上、下部均配筋）

隔筋

上翻边尺寸

详见具体设计…

板上部钢筋

剪力墙边线

板下部纵筋

图1板下部纵筋弯锚

（用于梁板式转换层的板下部纵筋）

板上咅

同板上部钢筋

板下部钢筋

注:

板翻边FB构造

板下部钢筋

（上、下部均配筋）

1. 板端部支座为剪力墙墙顶时，图（1）、（2）、（3） 
做法由设计指定.

2. 板在端部支座的锚固构造（二）中，纵筋在端支座应伸 

至墙外侧水平分布钢筋内侧后弯折15d，当平直段长 

度分别》人或》心时可不弯折.

3. 梁板式转换层的板中心已、心按抗震等级四级取值， 

设计也可根据实际工程情况另行指定。

（翻边长度大于300mm时应由设计另行确定）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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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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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梁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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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B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板在端部支座的锚固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板翻边FB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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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柱

闵座
心的相邻跨 愛度 ” 长弘 洌度 . 短跨b 期度 . 亦的相邻跨

A）不等跨板上部贯通纵筋连接构造（一）（B C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柱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当钢筋足够长时能通则通）

I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杯

造

详

图

厶的相邻跨 长跨张

支悭

宽度 短热

支嵯

宽嗖 亦的相邻跨

A） （B
」不等跨板上部贯通纵筋连接构造（二）J

C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当钢筋足够长时能通则通）

跨 短 通 贯

支悭

仏的相邻跨 筛度 ” 长热 洌度 短跨石 禽度,併的相邻跨

注：1.心是轴线④左右两跨的较大 

净跨度值；h是轴线©左右 

两跨的较大净跨度值。

2.其余要求见本图集第2-50页.

梁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
构

造

详

图

一

附

录

A） （B

不等跨板上部贯通纵筋连接构造（三）

（当钢筋足够长时能通则通）

G

有梁楼盖不等跨板上部贯通纵筋连接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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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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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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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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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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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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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柱

剪

力

墙

梁

• ■

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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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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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受力钢筋

二部抗裂、抗温度钢肋

J\
设计者确定是否设置

1 1
1 1

/ 1

1

上部受力钢筋

1 1 1

1

1

- 1

上部受力纟

1
分布钢筋 1 ° 1 1° **

\a/ 2I a|.-

分布钢筋

（下部受力钢筋）

（a）分离式配筋

纵向钢筋非接触搭接构造

（30+d<a<0. 2"及 150的较小值）

上部受力钢筋！ ！

分布钢筋

（另一方向贯通钢筋）

上部受力

上部贯通钢筋

钢筋

分布钢筋

（下部受力专

分布钢筋 I
（另一方向贯通钢筋）I

||下部受力钢筋 
Li-J____________ A.

（b）部分贯通式配筋

单（双）向板配筋示意

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注：1.在搭接范围内，相互搭接的纵筋与横向钢筋的每个交叉点均应进 

行绑扎.

2. 抗裂构造钢筋、抗温度筋自身及其与受力主筋搭接长度为厶

3. 板上下贯通筋可兼作抗裂构造筋和抗温度筋.当下部贯通筋兼作 

抗温度钢筋时，其在支座的锚固由设计者确定.

4. 分布筋自身及与受力主筋、构造钢筋的搭接长度为150 mm;当分布 

筋兼作抗温度筋时，其自身及与受力主筋、构造钢筋的搭接长度 

为“；其在支座的锚固按受拉要求考虑.

5. 其余要求见本图集第2-50页.

梁
 

标

准

枫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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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

造

详
.

图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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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单（双）向板配筋示意 
纵向钢筋非接触搭接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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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受力钢筋

柱

梁

附 

录

力钢筋

跨内板上部另向受力 a
如筋、构造朮丛布儲

I
构造或分布筋

p¥姐至少到梁中线构造或分布筋

构造筋（受力钢筋）

上、 下部均配筋

1
0.6/ab （》0.6厶吃）

a/2^a L 帶造或分布筋

■^3^ |。「。：0 I c c o O H
在梁;加阿阪

内弯钩

2
构造或分布筋

构造筋（受力钢筋）

上、下部均配筋

1
受力钢筋

7

2”"” 构造或分布筋1 ， O 6

空弹至少到梁中线构造或分布筋 

一血 构造筋（受力钢筋）

上、下部均配筋

跨内板上部另向受力 
如筋、构造或分布苗 构造或分布筋

在梁角筋 

内弯钩

>0-6/ab（>0-6U构造或分布筋

构造或分布筋

仅上部配筋 仅上部配筋

悬挑板XB钢筋构造

仅上部配筋

注：括号中数值用于需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由设计明确）.

直径d取与之搭接的 
—厂1板上下筋的较小值

》15d 且 >200

L >1> /
(b)（a ）

适用于板上下钢筋间距相同

无支承板端部封边构造

折板配筋构造

（当板厚》150时）
悬挑板XB钢筋构造无支承板端部封边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折板配筋构造

审核 吴汉福 校对|罗斌I T於设计 宋昭 页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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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

造

详

图

丄部非贯通池伸畦度 上部精通獭伸畦氐（上部贯通獭戦区）上部犠通纵制申畦度上部非贯通癇伸畦氐（上部贯通瀛逹趣）上部非贯通纵删畦度上紳贯通墉伸畦度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

断 

筋
纵 

纵
通 

通
曲
贝 

曲
贝
非 

部
部. 

上
上

另向跨中板带: 

筋③上部贯通纵 

纵筋④上部非贯通蠢 ② a ④

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料

造

详

图

柱上板带ZSB纵向钢筋构造 应将配置较大者越过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起点伸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板

 

-

.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

（板带上部非贯通纵筋向跨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上部非麺曲伸击艇 .上部非贯通獭伸畦度 .（上部贯通纵黠接区） .上部非贯通纵筋伸畦度 .上部非贯通熾伸畦度

@±|

©±1
贯通獺 

非贯通纵筋

另向柱上板带：

①上部贯通纵筋

另向斛板带：

③上部贯通纵筋 TJ
①

p a | '> 。 ，.. ■
O 1 01 0 V•总 :1 : : oo v ° ] *> ° °

—^2®_2——2_+_^_2_2_H——
| ° Z ° °

另向柱上板带: 5 6另向斛板帶：（g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正交方向跨中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柱上板带宽度

（下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附

录

跨中板带KZB纵向钢筋构造
（板带上部非贯通纵筋向跨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出至相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

2. 板贯通纵筋的连接要求详见本图集第2-4页纵向钢 

筋连接构造，且同一连接区段内钢筋接头百分率不 

宜大于50%.不等跨板上部贯通纵筋连接构造详见 

本图集第2-52页.当采用非接触方式的绑扎搭接 

连接时，具体构造要求详见本图集第2-53页.

3. 板贯通纵筋在连接区域内也可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 

连接。

4•板各部位同一层面的两向交叉纵筋何向在下何向在 

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

5•本图构造同样适用于无柱帽的无梁楼盖。

6.板带端支座与悬挑端的纵向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

2 - 56 页。

7•无梁楼盖柱上板带内贯通纵筋搭接长度为加。无 

柱帽柱上板带的下部贯通纵筋，宜在距柱面2倍板 

厚以外连接，采用搭接时钢筋端部宜设置垂直于板 

面的弯钩（弯钩末端距离板面一倍保护层厚度）。

梁
 

械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无梁楼盖柱上板带ZSB与跨中板带KZB 
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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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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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图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顶层柱宽度范围内 

构造做法同第2-14页' 

(a)、(b)节点

7
w~>
1--- < ,

un.

在梁角筋内侧弯钩

>0.

上部非贯通黠机长肉

6/abE 上部贯通与 

非贯通纵筋

设计按镂接时：》0.35心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片
上部贯通与

>0.6/ab非贯通纵筋

下部贯通纵筋

0. (iIm

在梁鮪肉侧弯钩

y』》i2d且至少到梁中线| | 

*^lTT 下部贯通纵筋

梁
 

标

准

轧

造

详

图

(a)柱上板带与柱、梁 

中间层连接

(b)柱上板带与柱、梁 

顶层连接

(C)跨中板带与梁连接

板带端支座纵向钢筋构造(一)
(板带上部非贯通纵筋向跨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板

"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注：1.本图板带端支座纵向钢筋构造、板带悬挑端纵向钢筋构造同样适用于 

无柱帽的无梁楼盖。

2.其余要求见本图集第2 - 55页。

3•图中“设计按较接时”’‘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由设计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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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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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墙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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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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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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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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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带悬挑端纵向钢筋构造

(板带上部非贯通纵筋向跨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板带端支座纵向钢筋构造(―) 
板带悬挑端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癸汶禰校对罗斌 网设计宋昭|第城 页 2-56

附

录

112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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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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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详

图

其

他

相

关

构

造

附

录

墙外侧竖向 

分布筋

7

0

上部非贯通纵筋伸畦度

V
上部贯通与 

>0.仏”非贯通纵筋

在墙外侧水平

分布筋内侧弯钩 

墙外侧水平—fl ；
分布筋 叫4

墙外侧竖向 

分布筋

T-- (

I °
和2d且至少到墙中线

c 下部贯通纵筋

(a)跨中板带与剪力墙 

中间层连接

上部非贯通纵筋伸畦度

V

C

在墙外侧水皋7 

分布筋内侧弯钩

墙外侧水平/ 

分布筋

I 上部贯通与
1兀.4瓜非贯通纵筋 

-I  J I

0^0

》⑴4/abE I
L 下部贯通纵筋

(c )柱上板带与剪力墙 

中间层连接

在分布筋 

内侧弯钩

墙外侧水平/ 

分布筋

.上部非贯通纵筋伸畦度

0.6仏 上部贯通与 
H 非贯通纵筋

?12d且至少到墙中线—I

下部贯通纵筋

(2)板端上部纵筋按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

(b )跨中板带与剪力墙

顶层连接

［上部非贯通纵筋伸蛀度I

且伸至板底.

£

》0. 4/abE

花厚足够时可下部贯通纵筋 

向上弯锚15d

(d)

板带端支座纵向钢筋构造(二)
(板带上部非贯通纵筋向跨内伸出长度按设计标注)

上部贯通与 

f『贯通纵筋

柱上板带与剪力墙 

顶层连接

注: 1•跨中板带与剪力墙顶层连接时，(1)、 

做法由设计指定。

2.纵向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55页。

(2)

板带端支座纵向钢筋构造(二)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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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柱帽柱上板带暗梁钢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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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有柱帽柱上板带暗梁钢筋构造

柱上板帀暗梁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眾決禰校对罗斌 TX |设计|宋昭 页 2-58

注：暗梁配筋详见设计，纵向钢筋构造同柱上板带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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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后浇带HJD钢筋贯通构造

》”60且》800

>30 , 幼 "30

板后浇带HJD100%搭接钢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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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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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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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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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仔".

用于地下室外墙时

外墙外侧防水做法 ----------------- -------------------- 匚
由设计明确

墙后浇带HJD钢筋贯通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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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針

详

图

甩于地下室外境时」墙后浇带HJD1OO%搭接钢筋构造
外墙外侧防水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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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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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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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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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注：1.条件许可时，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宜为50%,后浇带宽度 

由设计指定且不小于800mmo
2•当构件抗震等级为一级~四级时，图中〃应改为〃 E。

板、墙\梁后浇带HJD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2-59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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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加腋JY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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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详

图

注：1.局部升降板升高与降低的高度限定为＜ 300mm,当高度＞300mm时, 

设计应补充配筋构造图.

2. 局部升降板的下部与上部配筋宜为双向贯通筋-

3. 本图构造同样适用于狭长沟状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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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板加腋JY构造

局部升降板SJB构造（一）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耘矗 校对 罗M 孚贰设计 宋昭 页 2-60

局部升降板SJB构造（一）

（板中升降）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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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板上部同向配筋

0

同板下部同向配筋
>/z,|JL>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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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注：1.本图构造适用于局部升降板升高与降低的高度小于板厚的情 

况，高度大于板厚见本图集第2-60页.

2. 局部升降板的下部与上部配筋宜为双向贯通筋。

3. 本图构造同样适用于狭长沟状降板.

附

录

局部升降板SJB构造（二）

（板中升降）
局部升降板SJB构造（二）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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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吴汉福|昊决禰|校对|罗斌 罩汛|设计|宋昭|象话 页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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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或墙

梁

（b）板中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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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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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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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梁交角或墙角开洞

遇洞口被切断的上部钢筋

遇洞口被切断的下部钢筋

矩形洞边长和圆形洞直径不大于300时钢筋构造

附

录

（受力钢筋绕过孔洞，不另设补强钢筋）

补加一根分布筋

伸出洞边150

5d

板下部钢筋（洞口位置未设置上部钢筋）

洞边被切断钢筋端部构造

板开洞BD与洞边加强钢筋构造 
（洞边无集审荷議） 图集号 22G101-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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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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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梁

板

附 

录

@）板中开洞

向补强纵筋

丿向补强纵筋

工向补强纵筋

jj I 
I

按补强钢筋曙设一根（矩形洞口） 

环向补强钢筋（圆形洞口）

5d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环向补强钢筋

搭接1.2人
补强钢筋

板下部钢筋（洞口位置未设置上部钢筋） 

洞边补强钢筋由遇洞口被切断的板下部 

钢筋的弯钩固定

遇洞口被切断的上部钢筋. 

其弯钩固定洞边补强钢筋］补强钢筋

柱

y向补强纵筋

遇洞口被切断的下部钢筋|补强钢筋 

其弯钩固定洞边补强钢筋

洞边被切断钢筋端部构造
梁

⑹梁边或墙边开洞

矩形洞边长和圆形洞直径 
大于300但不大于1000时和强钢筋构造

1. 当设计注写补强钢筋时，应按注写的规 

格、数量与长度值补强.当设计未注写 

时，x向、y向分别按每边配置两根直径 

不小于12mm且不小于同向被切断纵向钢 

筋总面积的50%补强，补强钢筋与被切断 

钢筋布置在同一层面，两根补强钢筋之间 

的净距为30mm;环向上下各配置一根直 

径不小于10mm的钢筋补强。

2. 补强钢筋的强度等级与被切断钢筋相同.

3. x向、y向补强纵筋伸入支座的锚固方式 

同板中钢筋，当不伸入支座时，设计应 

标注.

板

板开洞BD与洞边加强钢筋构造 
（洞边无集中荷载）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 昊冷习校对|罗斌 设计宋昭 紐 页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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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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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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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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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
 

标

准

构

進

详

图

一

注：1.悬挑板内，①〜③筋应位于同一层面。

2. ①号筋在支座和跨内，向内斜弯到①号 

与②号筋下侧，并向跨内平伸.

3. 需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另行设计.

1

悬挑板阳角放射筋Ces构造

附

录悬挑板阳角放射筋Ces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吴汉福校对罗M | 1设计1宋昭粢城 页 2-64

④悬挑板阳角上部放豺受力筋

梁、混凝土墙外侧

支座外边缘线

（本图未表示构造筋或分布筋）

梁、

-----悬挑板

混凝土墙外侧

丨 ④ 

伸至反座对边
县
心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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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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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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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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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板内纵筋加强带JQD构造
（加强贯通纵筋的连接要求与板纵筋相同）

准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梁

板

（a）无暗梁时

悬挑板阴角构造（一）
（本图未表示构造筋及分布筋）

柱

（b）有暗梁时

梁

板

悬挑板阴角构造（二）

附 

录 注：当设计未标注悬挑板阴角附加筋时，施工应按悬挑板阴角构造（一）执行。
板內纵筋加强带JQD构造 

悬挑板阴角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 癸曲|校对
罗斌| T贰 设计 宋昭 页 2-65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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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纵向钢筋及箍筋构造
-（用于支承无梁楼盖的柱）

单倾角柱帽ZMa构造 变倾角柱帽ZMc构造

标 
准_ 

构般 

造构 

详造 

图

梁

板

柱

梁

板

谁，他 
胸相

详构
:图造'

附 

录
附 

录
无梁楼盖KZ纵向钢筋及箍筋构造 
柱帽Zito、ZMbx ZMcx ZMab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民欢禰|校对 罗斌 澤狐设计 宋昭 页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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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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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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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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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r
............................. ! 1 1

t

抗冲切弯起钢筋Rb构造

抗冲t 
抗冲切

号箍筋Rh构造
弯起筋Rb构造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 沒决禰校对 罗斌网|设计宋昭 页 2-67

抗冲切箍筋Rh构造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
 

标

准

料

造

详

图

板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其

他

壘

构
<
 

一
标
霍
狗
造
菁

附

录

123



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沽

图

柱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剪

力

墙
 

标

准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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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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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料

造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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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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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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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构

造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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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节

点

位

置

三

维

视

图

触

詡

制

节

点

位

置

三

维

视

图

触

翩

中间层框架边柱节点 中间层框架角柱节点 中间层框架中柱节点

附

录

KZ纵向钢筋连接构造：第2-9页、第2-10页;

KZ箍筋加密区范围：第2-11页
KZ纵向钢筋连接构造：第2-9页、第2-10页;

KZ箍筋加密区范围：第2-11页
KZ纵向钢筋连接构造：第2-9页、第2T0页;

KZ箍筋加密区范围：第2-11页

剪力墙上起柱KZ纵筋构造：第2-12页

梁上起柱节点 顶层框架角柱节点

梁上起柱KZ纵筋构造：第2-12页 KZ边柱和角柱柱顶纵向钢筋构造：第2-14页、 

第2-15页

附录A框架三维节点索引表 图集号 22G101-1

审核 吴汉福|癸欢禰|校对|罗M 设计宋昭家兄 页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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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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悩

駅

制

节

点

位

置

三

维

视

图K

局部无上部结构楼层框架梁 框架梁水平加腋节点 框架梁竖向加腋节点

局部屋面框架梁WKL纵向钢筋构造：第2-35页 框架梁水平加腋构造：第2-36页 框架梁竖向加腋构造：第2-36页

框架梁一端为柱、一端为剪力墙（平面内）框架梁一端为柱、一端为剪力墙（平面外） 框架梁一端为柱、一端为梁

框架梁（KL、WKL）与剪力墙平面内相交构造: 

第2-38页
框架梁（KL、WKL）与剪力墙平面外相交构造: 

第2-38页
框架梁（KL、WKL）箍筋加密区范围: 

第2-39页

附录A框架三维节点索引表

审核I吴汉福|耘禰|校对［罗刻 孚贰|设计|宋昭丨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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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索引

主次梁节点 中间层纯悬挑梁 中间层悬挑梁

非框架梁配筋构造：第2-40页

屋面悬挑梁

屋面梁的悬挑端配筋构造：第2-43页

纯悬挑梁XL配筋构造：第2-43页 中间层梁的悬挑端配筋构造：第2-43页

带悬挑端的梁（悬挑端顶面低于梁顶面）带悬挑端的梁（悬挑端顶面高于梁顶面）

梁的悬挑端配筋构造：第2-43页 梁的悬挑端配筋构造：第2-43页

附录A框架三维节点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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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折梁 竖向折梁 框架扁梁中柱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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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水平折梁钢筋构造：第2-42页

框架扁梁边柱节点

框架扁梁边柱节点构造：第2-45页、第2-46页

竖向折梁钢筋构造：第2-42页

框支梁+转换柱（上部墙体开洞）

框支梁KZL、转换柱ZHZ配筋构造：第2-47页;

框支梁KZL上部墙体开洞部位加强做法：第 

2-48 页

框架扁梁中柱节点构造：第2-44页

有梁楼盖

有梁楼盖楼（屋）面板配筋构造：第2-50页

附录A框架三维节点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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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挑板XB钢筋构造：第2-54页 单倾角柱帽ZMa构造：第2-66页

变倾角柱帽 倾角托板柱帽

托板柱帽ZMb构造：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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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19页; 

构造边缘暗柱构造：第2-26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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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

附录B剪力墙二维节点索引表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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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柱转角墙（二） 端柱转角墙（三） 端柱翼墙（一） 端柱翼墙（二）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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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 

构造边缘端柱构造：第2-26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

剪力墙竖向钢筋构造：第2-21页; 

剪力墙上起边缘构件纵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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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剪力墙二维节点索引表 图集号 22G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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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防震缝的剪力墙 约束边缘暗柱 约束边缘端柱 约束边缘翼墙

防震缝处墙局部构造：第2-23页
约束边缘暗柱构造：第2-24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计入约束边缘 

暗柱体积配箍率构造：第2-25页

约束边缘端柱构造：第2-24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构造：第2-20页

约束边缘翼墙构造：第2-24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计入约束边缘 

翼墙体积配箍率构造：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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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边缘转角墙

约束边缘转角墙构造：第2-24页； 

剪力墙水平分布钢筋计入约束边缘 

转角墙体积配箍率构造：第2-25页

构造边缘翼墙 非边缘暗柱 扶壁柱

构造边缘翼墙构造：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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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边缘暗柱构造：第2-26页 扶壁柱构造：第2-26页

附录B剪力墙三维节点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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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竖向钢筋构造：第2-22页； 

边框梁侧面纵筋和拉筋构造：第2-27页

飓剪力»^同口腳挪夸）

進了第2-27页， 
连淞谕汾喻侖、箍筋加密区构造: 

第2-29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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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第2-27页

剪力墙边框梁与连梁重叠

剪力墙BKL与LL重叠时配筋构造: 

第2-28页

地下室外墙钢筋构造：第2-31页
连梁LL配筋构造：第2-27页；

连梁LLk纵向钢筋、箍筋加密区构造: 

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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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一
构般 
造构 

详造 

设计必须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 图

编号 项目 对应图集页码

1 柱
框架柱在剪力墙上起柱时的构造做法，采用叫主与墙重叠一层"或“柱纵筋锚固在墙顶部时柱 

报构造秤
2-12

,2

剪 

力 

墙

翦力墙水平分布钢筋是否计入釣束边缘构件体积配筋率计算 2-25

3 非底部力P强部位剪力墙构造边缘构件，当构造边缘构件内箍筋、拉筋位置（标高）与墙体水平 

分布钢筋相同时，是否采用墙体水平分布钢筋替代外围封闭箍筋构世做法
2-26

4 扶壁柱，内墙是否作为地下室外墙的平面外支承 2-31
5 地下室外墙与顶槻的连接节点做法选用 2-31

6
梁

框架梁与翦力墙平面外连接构造（一）、（二）的选用 2-38
7 非框架梁纵向钢筋兼作温度应力筋时，梁下部钢筋锚入支座的长度 2-40
8 悬挑梁上部设有第三排钢筋时，第三排钢筋的伸出长度 2-43
9

板
板的上部纵向钢筋在端支座的构造按较接设计，还是按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 2-50. 2-51. 2-56. 2-57

10 板端部支座为剪力墻墙顶时的构造做法选用 2-51

板 豐板

附录C设计必须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 图集号 22G101-1
附，」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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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电子书库以电子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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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院）作为国内唯一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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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土册工图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谊详图
(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培秦板)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网
www.chinabuilding.com.cn

集正版验证

为鼓励国标图集用户购买正版图集，2009年7月以后出版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 
集均贴有防伪验证标签。刮开标签上的涂层,即可看到16位防伪验证码和对应条码, 
可在指定官方平台通过扫描条码或手工输入16位防伪验证码后,进行正版验证、注册 
积分获得增值服务、年终积分换礼等。以下为官方平台登录途径：

I而丽丽in--—1 1.关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微信公众号(扫描右侧二维码)；
09243619 | 2.登录国家建筑标淮设计网站(www.chinabuilding.com.cn )。

正版验证 丨

热线电话:( 010) 68790100
联系电话:( 010 ) 88426737
盗版举报:( 010 ) 68799455
网Jt书店:http://jzbzsj.tmall.com 扫描二维码图集正版验证

注册积分

，进入官方微穆「 

刮涂痰查真伪-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硏究院(标准院)

(标准院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组织编制、管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编制和归口管理建筑、电气和人防工程标准规范及规程)

主要内容为建设行业提供标准化设计信息及资源服务:

1.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相关信息权威发布;

探讨、父流平台； 

换礼、享受增值服务。



图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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