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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建筑构造与结构》

前言

　　“风景建筑构造与结构”是介绍建筑物构配件组成及结构基本原理和设计的课程，是高等学校本
科风景园林专业、城市规划专业的必修课。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结构与建筑构造的基本概念、墙、门
窗、变形缝、楼地层、楼梯、屋顶、屋顶花园等构造知识，以及建筑结构基本计算原理、地基与基础
、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钢结构和木结构、建筑抗震等结构知识。　　本教材从风景
建筑实际出发，考虑到专业的需要和学时限制，将全国统编建筑、结构类型的教材有关建筑构造与结
构设计等课程的内容加以取舍，综合归纳为风景建筑构造与结构的混编教材。本教材内容旨在给予读
者风景建筑必要的建筑构造和建筑结构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建立风景建筑构造和结构
的整体概念，并且具有独立的解决风景建筑方案中关于构造与结构处理的相关思维与技能，为学习后
继课程“园林建筑设计”和“园林工程”及从事有关的建筑技术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本教材
第1版由黄金荷先生撰写，并一直作为风景园林专业的建筑构造与结构课程的教材使用，效果良好。
但随着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的不断进步，建筑的构造做法已有较大的改进和改变，另外随着对结构构
件性能的试验研究与经验总结的积累，结构的相关国家规范也已经更换新版本，计算方法和相关概念
己不同于旧版规范，因此在本教材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本教材根据现行工程中建筑构造常用处
理方法以及新版结构设计规范进行编写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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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景建筑构造与结构(第2版)》主要内容简介：“风景建筑构造与结构”是介绍建筑物构配件组成及
结构基本原理和设计的课程，是高等学校本科风景园林专业、城市规划专业的必修课。主要内容包括
：建筑结构与建筑构造的基本概念、墙、门窗、变形缝、楼地层、楼梯、屋顶、屋顶花园等构造知识
，以及建筑结构基本计算原理、地基与基础、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钢结构和木结构
、建筑抗震等结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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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与建筑设计密切配合、满足工艺要求无疑是结构方案选择的基本出发点。但反过来又必然
对建筑设计提出技术限制。因此，建筑设计者如能对结构设计有较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将可使建筑设
计和结构设计二者的技术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小。　　建筑构造是研究建筑物构造方案、构配件组成、
细部节点构造，研究建筑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组合原理和构造方法。一个精美的风景建筑物设计，除
了建筑设计的方案选择和平、立、剖面合理的设计和优良的结构设计外，还应处理好各种建筑物的做
法，才能全面地满足建筑物的使用要求，达到美的艺术造型及先进的技术经济指标。例如，建筑物的
立面色彩、装修，外檐墙身及檐口做法，室内墙面的粉饰，屋顶的防水，保温，地面和天花板、楼梯
、台阶及室外勒脚、散水等的做法，以及它们的细部大样和所采用的材料等，这些都是建筑构造要解
决的工程技术问题。　　1.2 建筑物的组成及作用　　任何一个建筑物，一般是由基础、墙或柱、楼板
层及地坪、楼梯、屋顶和门窗等六大部分所组成（图1-1）。这些构件处在不同的部位，发挥着各自的
作用。　　（1）基础　　基础是位于建筑物最下部的承重构件，它承受着建筑物的全部荷载，并将
这些荷载传给地基。因此，基础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并能抵御地下各种有害因素的侵蚀。　　（2
）墙　　墙是建筑物的承重构件和围护构件。作为承重构件，承受着建筑物由屋顶或楼板传来的荷载
，并将这些荷载再传给基础；作为围护构件，外墙起着抵御自然界各种因素对室内的侵袭；内墙起着
分隔空间、组成房间、隔声以及保证舒适环境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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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继续评价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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