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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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使建筑地面设计能满足建筑功能和使用要求，做到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保护环境、确保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建筑中的底层地面和楼层地面以及散水、明

沟、踏步、台阶和坡道等的设计。

1.0.3建筑地面设计中，应根据工程特征和使用条件充分利用地

方材料及再生资源，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1.0.4建筑地面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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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建筑地面 building ground

建筑物底层地面和楼层地面的总称。

2.0.2面层 surface course
建筑地面直接承受各种物理和化学作用的表面层。

2.0.3 结合层 combined course

面层与下面构造层之间的连接层

2.0.4找平层 troweling course
在垫层、楼板或填充层上起抹平作用的构造层。

2.0.5 隔离层 isolating course
防止建筑地面上各种液体或水、潮气透过地面的构造层。

2.0.6防潮层 damp course

防止地下潮气透过地面的构造层。

2.0.7 填充层 filler course

建筑地面中设置起隔声、保温、找坡或暗敷管线等作用的构

造层。

2.0.8 垫层 under layer
在建筑地基上设置承受并传递上部荷载的构造层。

2.0.9地基 foundation

承受底层地面荷载的土层。

2.0.10缩缝 shrinkage crack

防止混凝土垫层在气温降低时产生不规则裂缝而设置的收

缩缝。

2.0.11伸缝 stretching crack
防止混凝土垫层在气温升高时在缩缝边缘产生挤碎或拱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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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伸胀缝。

2.0.12 纵向缩缝lengthwise shrinkage crack

平行于施工方向的缩缝。

2.0.13 横向缩缝 crosswise stretching crack
垂直于施工方向的缩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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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 面 类 型

3.1基 本 规 定

3.1.1建筑地面类型的选择，应根据建筑功能、使用要求、工程特

征和技术经济条件，经过综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3.1.2建筑地面采用的大理石、花岗石等天然石材，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中有关材料有害物

质的限量规定。

3.1.3胶粘剂、沥青胶结料和涂料等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的有关规定。

3.1.4公共建筑中，人员活动场所的建筑地面，应方便残疾人安

全使用，其地面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3.1.5建筑物的底层地面标高，宜高出室外地面150mm。当有

生产、使用的特殊要求或建筑物预期有较大沉降量等其他原因时，

应增大室内外高差。

3.1.6 木板、竹板地面，应采取防火、防腐、防潮、防蛀等相应

措施。

3.1.7有水或非腐蚀性液体经常浸湿、流淌的地面，应设置隔离

层并采用不吸水、易冲洗、防滑的面层材料，隔离层应采用防水材

料。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板上除满足上述要求外，尚应设置配筋

混凝土整浇层。

3.1.8混凝土或细石混凝土地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混凝土地面采用的石子粗骨料，其最大颗粒粒径不应大于

面层厚度的 2/3,细石混凝土面层采用的石子粒径不应大

于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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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凝土面层或细石混凝土面层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20;

耐磨混凝土面层或耐磨细石混凝土面层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30;底层地面的混凝土垫层兼面层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0,其

厚度不应小于80mm;细石混凝土面层厚度不应小于40mm;

3垫层及面层，宜分仓浇筑或留缝；

4 当地面上静荷载或活荷载较大时，宜在混凝土垫层中按荷

载计算配置钢筋或垫层中加入钢纤维，钢纤维的抗拉强度不应小

于1000MPa,钢纤维混凝土的弯曲韧度比不应小于0.5。当垫层

中仅为构造配筋时，可配置直径为8mm～14mm,间距为150mm～

200mm的钢筋网；

5水泥类整体面层需严格控制裂缝时，应在混凝土面层顶面

下 20mm处配置钢筋直径为 4mm～8mm、间距为 100mm～

200mm的双向钢筋网；或面层中加入钢纤维，其弯曲韧度比不应

小于0.4,体积率不应小于0.15??

3.1.9 水泥砂浆地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水泥砂浆的体积比应为1:2,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M15,面

层厚度不应小于20mm;

2 水泥应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强度等级不

应小于42.5级；不同品种、不同强度等级的水泥不得混用，砂应采

用中粗砂。当采用石屑时，其粒径宜为3mm～5mm,且含泥量不

应大于3??

3.1.10水磨石地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水磨石面层应采用水泥与石粒的拌和料铺设，面层的厚度

宜为12mm～18mm,结合层的水泥砂浆体积比宜为1:3,强度等

级不应小于 M10;

2水磨石面层的石粒，应采用坚硬可磨白云石、大理石等岩

石加工而成，石子应洁净无杂质，其粒径宜为6mm～15mm;

3水磨石面层分格尺寸不宜大于1m×1m,分格条宜采用铜

条、铝合金条等平直、坚挺材料。当金属嵌条对某些生产工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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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采用玻璃条分格；

4白色或浅色的水磨石面层，应采用白水泥；深色的水磨石

面层，宜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42.5级的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

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同颜色的面层应使用同一批号水泥。

5彩色水磨石面层使用的颜料，应采用耐光、耐碱的无机矿

物质颜料，宜同厂同批。其掺入量宜为水泥重量的3??6??由

试验确定。

3.1.11需设备安装和地面沟槽、管线的预留、预埋时，其地面混

凝土工程可分为毛地面和面层两个阶段施工，但毛地面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小于C15。

3.1.12建筑地面面层类别及其材料选择，应符合表3.1.12 的有

关规定。

表3.1.12 面层类别及其材料选择

面层类别 材 料 选 择

水泥类整体面层
水泥砂浆、水泥钢(铁)屑、现制水磨石、混凝土、细石混凝土、耐

磨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或混凝土密封固化剂

树脂类整体面层
丙烯酸涂料、聚氨酯涂层、聚氨酯自流平涂料、聚酯砂浆、环氧

树脂自流平涂料、环氧树脂自流平砂浆或干式环氧树脂砂浆

板块面层

陶瓷锦砖、耐酸瓷板(砖)、陶瓷地砖、水泥花砖、大理石、花岗

石、水磨石板块、条石、块石、玻璃板、聚氯乙烯板、石英塑料板、

塑胶板、橡胶板、铸铁板、网纹钢板、网络地板

木、竹面层
实木地板、实木集成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强化复合木地

板)、竹地板

不发火花面层
不发火花水泥砂浆、不发火花细石混凝土、不发火花沥青砂浆、

不发火花沥青混凝土

防静电面层
导静电水磨石、导静电水泥砂浆、导静电活动地板、导静电聚氯

乙烯地板

防油渗面层 防油渗混凝土或防油渗涂料的水泥类整体面层

防腐蚀面层 耐酸板块(砖、石材)或耐酸整体面层

矿渣、碎石面层 矿渣、碎石

织物面层 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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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面层材料强度等级及厚度，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中表

A.0.1的规定。

3.1.14 建筑地面结合层材料及厚度，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中表

A.0.2的规定。以水泥为胶结料的结合层材料，拌合时可掺入适

量化学胶(浆)材料。当铸铁板面层其灼热物件温度超过800℃

时，宜采用含泥量小于 3??砂或炉渣作结合层，其厚度为

45mm～60mm。

3.1.15建筑地面填充层材料的密度宜小于900kg/m3,填充层材

料强度等级或配合比及其厚度，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中表 A.0.3

的规定。

3.1.16建筑地面找平层材料的强度等级或配合比及其厚度，应

符合本规范附录中表 A.0.4的规定；当找平层铺设在混凝土垫层

时，其强度等级不应小于混凝土垫层的强度等级。混凝土找平层

兼面层时，其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20。

3.1.17找平层或找平层兼面层与下一层构造应结合牢固，铺设

前应涂刷界面剂

3.1.18 建筑地面隔离层的层数，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中表

A.0.5的规定。

3.1,19 公共建筑的地面和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

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有关

规定进行设计。

3.2常用建筑地面

3.2.1公共建筑中，经常有大量人员走动或残疾人、老年人、儿童

活动及轮椅、小型推车行驶的地面，其地面面层应采用防滑、耐磨、

不易起尘的块材面层或水泥类整体面层。

3.2.2 公共场所的门厅、走道、室外坡道及经常用水冲洗或潮湿、

结露等容易受影响的地面，应采用防滑面层。

3.2.3室内环境具有安静要求的地面，其面层宜采用地毯、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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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橡胶等柔性材料。

3.2.4 供儿童及老年人公共活动的场所地面，其面层宜采用木地

板、强化复合木地板、塑胶地板等暖性材料。

3.2.5地毯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有防霉、防蛀、防火和防静电等要求的地面，应按相关的技

术规定选用地毯；

2经常有人员走动或小型推车行驶的地面，宜采用耐磨、耐

压、绒毛密度较高的高分子类地毯。

3.2.6舞厅、娱乐场所地面宜采用表面光滑、耐磨的水磨石、花岗

石、玻璃板、混凝土密封固化剂等面层材料，或表面光滑、耐磨和略

有弹性的木地板。

3.2.7 要求不起尘、易清洗和抗油腻沾污的餐厅、酒吧、咖啡厅等

地面，其面层宜采用水磨石、防滑地砖、陶瓷锦砖、木地板或耐沾污

地毯。
3.2.8室内体育运动场地、排练厅和表演厅的地面宜采用具有弹

性的木地板、聚氨酯橡胶复合面层、运动橡胶面层；室内旱冰场地

面，应采用坚硬耐磨、平整的现制水磨石面层或耐磨混凝土面层。

3.2.9 存放书刊、文件或档案等纸质库房地面，珍藏各种文物或

艺术品和装有贵重物品的库房地面，宜采用木地板、塑胶地板、水

磨石、防滑地砖等不起尘、易清洗的面层；底层地面应采取防潮和

防结露措施；有贵重物品的库房，当采用水磨石、防滑地砖面层时，

宜在适当范围内增铺柔性面层。

3.2.10 有采暖要求的地面，可选用热源为低温热水的地面辐射

供暖，面层宜采用地砖、水泥砂浆、木板、强化复合木地板等。

3.3清洁、洁净、防尘和防菌地面

3.3.1有清洁和弹性要求的地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有清洁使用要求时，宜选用经处理后不起尘的水泥类面

层、水磨石面层或板块材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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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清洁和弹性使用要求时，宜采用树脂类自流平材料面

层、橡胶板、聚氯乙烯板等面层；

3有清洁要求的底层地面，宜设置防潮层，当采用树脂类自

流平材料面层时，应设置防潮层。

3.3.2 有空气洁净度等级要求的建筑地面，其面层应平整、耐磨、

不起尘、不易积聚静电，并易除尘、清洗。地面与墙、柱相交处宜做

小圆角。底层地面应设防潮层。面层应采用不燃、难燃并宜有弹

性与较低的导热系数的材料。面层应避免眩光，面层材料的光反

射系数宜为 0.15～0.35。

3.3.3有空气洁净度等级要求的地面不宜设变形缝，空气洁净度

等级为 N1～N5级的房间地面不应设变形缝。

3.3.4 采用架空活动地板的建筑地面，架空活动地板材料应根据

工艺生产对地面材料的燃烧性能和防静电要求进行选择。架空活

动地板有送风、回风要求时，活动地板下应采用现制水磨石、涂刷

树脂类涂料的水泥砂浆或地砖等不起尘面层，并应根据使用要求

采取保温、防水措施。

3.3.5 药品生产厂房的地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药工业洁

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457的有关规定

3.4防静电地面

3.4.1生产或使用过程中有防静电要求的地面面层，应采用表层

静电耗散性材料，其表面电阻率、体积电阻率等主要技术指标应满

足生产和使用要求，并应设置导静电泄放设施和接地连接。

3.4.2导静电地面的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信

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及《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的

有关规定。

3.5耐磨和耐撞击地面

3.5.1通行电瓶车、载重汽车、叉车及从车辆上倾卸物件或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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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翻转小型物件的地段，宜采用现浇混凝土垫层兼面层、细石混凝

土面层、钢纤维混凝土面层或非金属骨料耐磨面层、混凝土密封固

化剂面层或聚氨酯耐磨地面涂料。

3.5.2 通行金属轮车、滚动坚硬的圆形重物、拖运尖锐金属物件

等易磨损地面，交通频繁或承受严重冲击的地面，宜采用金属骨料

耐磨面层、钢纤维混凝土面层或垫层兼面层，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 C30;或采用混凝土垫层兼面层、非金属骨料耐磨面层，其

垫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

3.5.3行驶履带式或带防滑链的运输工具等磨损强烈的地面，宜

采用砂结合的块石、花岗石面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30 预

制块面层、水泥砂浆结合铸铁板面层、钢格栅加固的混凝土面层或

钢纤维混凝土垫层兼面层。

3.5.4堆放金属块材、铸造砂箱等粗重物料及有坚硬重物经常冲

击的地面，宜采用矿渣、碎石等地面。

3.5.5 直接安装金属切削机床的地面，其面层应耐磨、密实和整

体。宜采用现浇混凝土垫层兼面层、细石混凝土面层、钢纤维混凝

土面层、非金属骨料耐磨混凝土面层、混凝土密封固化剂面层或聚

氨酯耐磨地面涂料。

3.5,6 有气垫运输的地面，其面层应密实、不透气、无缝、不易起

尘。宜采用树脂砂浆、耐磨涂料、混凝土密封固化剂等面层。地面

坡度不应大于1‰,表面平整度不宜大于1允许偏差为±1mm。

3.6防腐蚀地面

3.6.1经常受腐蚀性介质作用的地面，其面层材料应根据腐蚀性

介质的类别与作用情况、防护层使用年限和使用过程中对面层材

料耐腐蚀性能和物理力学性能的要求，结合施工、维修条件和经济

技术等因素进行选择，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

计规范》GB 50046 的有关规定。

3.6.2 有大型设备且检修频繁和有撞击磨损作用的地面，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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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不小于 60mm的块材面层或水玻璃混凝土、树脂细石混凝

土、密实混凝土等整体面层。设备较小和使用小型运输工具的地

面，可采用厚度不小于 20mm的块材面层或树脂砂浆、聚合物水

泥砂浆、沥青砂浆等整体面层。无运输工具的地面可采用树脂自

流平涂料或防腐蚀耐磨涂料等整体面层。

3.6.3 防腐蚀地面局部有滴漏腐蚀介质的部位，宜采用局部

设防。

3.6.4防腐蚀地面应少设地面接缝，并宜采用整体垫层。

3.6.5防腐蚀地面坡向地漏或排水沟的坡度：底层地面不宜小于

2楼层地面不宜小于1??

3.6.6防腐蚀地面与墙、柱交接处应设置与地面面层材料相同的

踢脚板，高度不宜小于250mm。

3.6.7采用块材面层，其结合层和灰缝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

要求：

1当灰缝选用刚性材料时，结合层宜采用与灰缝材料相同的

刚性材料；

2 当耐酸瓷砖、耐酸瓷板面层的灰缝采用树脂胶泥时，结合

层宜采用呋喃胶泥、环氧树脂胶泥、水玻璃砂浆、聚酯砂浆或聚合

物水泥砂浆；

3 当花岗岩面层的灰缝采用树脂胶泥时，结合层可采用沥青

砂浆、树脂砂浆，当灰缝采用沥青胶泥时，结合层宜采用沥青砂浆。

3.6.8符合下列情况的防腐蚀地面，应设隔离层：

1受腐蚀性介质作用且经常冲洗的地面；

2受大量易溶盐类介质作用且腐蚀等级为强、中时的地面；

3 受氯离子介质作用的楼层地面和苛性碱作用的地面；

4 水玻璃混凝土地面和采用水玻璃胶泥或砂浆砌筑的块板

地面。

3.6.9防腐蚀地面的隔离层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沥青砂浆面层的地面宜采用沥青玻璃布油毡、再生胶油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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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石油沥青油毡；

2 树脂砂浆面层的地面应采用树脂玻璃钢；

3当面层厚度小于30mm且结合层为刚性材料时，不应采

用柔性材料。

3.6.10防腐蚀地面的隔离层应具有整体性和严密性；踢脚板、挡

水等处的隔离层应上翻，上翻高度应高出地面，且不宜小于

150mm;贴瓷砖时，其高度不宜小于250mm;在转角处或地漏的周

围，宜增设一层隔离层。

3.6.11 树脂砂浆、树脂细石混凝土、涂料等整体防腐蚀地面的找

平层材料，应采用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25的细石混凝土。

3.6.12底层防腐蚀地面宜采用混凝土垫层，其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宜低于 C20,厚度不宜小天120mm。树脂砂浆、树脂细石混凝

土、涂料等整体防腐蚀地面垫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5,

厚度不宜小于200mm;垫层下应设防潮层或防水层。软弱地基上

的垫层，应采用配筋的混凝土垫层。

3.6.13防腐蚀地面应低于非防腐蚀地面，且不宜低于20mm;也

可设置挡水设施。

3.6.14 防腐蚀地面不宜设变形缝。当必须设置缝隙时，应将其

布置在地面最高处，且应贯通各构造层，构造应严密。变形缝下不

得有排水沟穿越。变形缝应选用具有弹性、耐腐蚀的材料嵌填密

实，变形缝内的伸缩片应采用塑料、橡胶、耐腐蚀金属等材料制作。

3.7防油渗地面

3.7.1受机油直接作用的楼层地面，应采用防油渗混凝土面层。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上，宜设置防油渗隔离层；有较强机械设备振

动作用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上，应设置防油渗隔离层。

3.7.2 受机油少量作用的底层地面，宜在水泥类整体面层上涂刷

具有耐磨性能的防油渗涂料。防油渗涂料可采用聚合物砂浆、聚

酯类涂料或混凝土密封固化剂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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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防油渗混凝土地面，其面层不得开裂，面层的分格缝处应

填防油渗胶泥，不得渗漏。

3.7.4 露出地面的电线管、接线盒、地脚螺栓、预埋套管及地面与

墙、柱连接处等部位，应采取防油渗措施。

3.7.5防油渗混凝土、防油渗胶泥的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其配合比和复合添加剂的使用需经试验确定。

3.7.6防油渗胶泥采用玻璃纤维布作隔离层时，应选用耐碱玻璃

纤维网格布，一布二胶的总厚度宜为4mm。

3.8 其 他 地 面

3.8.1湿热地区非空调建筑的底层地面，可采用微孔吸湿、表面

粗糙的面层。

3.8.2采暖厂房建筑的地面，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取局部

保温措施：

1架空或悬挑部分直接对室外的楼层地面的热阻，不应小于

外墙的热阻；

2 当广房建筑物周边无热力管沟时，严寒地区底层地面，沿

外墙内侧 1.0m 范围内应设保温隔热层，其地面热阻不应小于外

墙热阻。

3.8,3 有保温、隔热、隔声等要求的地面，其地面构造及厚度应通

过计算确定，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3.8.4有灼热物件接触或受高温影响的底层地面，可采用素土、

矿渣或碎石等面层。有平整要求时，其面层应根据受热温度采取

相应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小于或等于300℃时，可采用砂铺普通烧结砖面层；

2300℃～500℃时，可采用砂铺块石面层；

3 500℃～800℃时，可采用耐热混凝土或耐火砖等面层；

4 800℃～1400℃局部地段，可采用铸铁板面层；

5 上述块材面层的结合层材料宜采用砂或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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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不发火花的地面，必须采用不发火花材料铺设，地面铺设

材料必须经不发火花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3.8.6不发火花地面的面层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面层材料，应选用不发火花细石混凝土、不发火花水泥砂

浆、不发火花沥青砂浆、木材、橡胶和塑料等；

2面层采用的碎石，应选用大理石、白云石或其他石灰石加

工而成，并以金属或石料撞击时不发生火花为合格；

3 砂应质地坚硬、表面粗糙，其粒径宜为0.15mm～5mm,含

泥量不应大于3有机物含量不应大于0.5%;

4水泥应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5 面层分格的嵌条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材料配制。配制时

应随时检查，不得混入金属或其他易发生火花的杂质。

3.8.7生产和储存食品、食料或药物的场所，在食品、食料或药物

有可能直接与地面接触的地段，地面面层严禁采用有毒的材料。

当此场所生产和储存吸味较强的食物时，地面面层严禁采用散发

异味的材料。

3.8.8 生产过程中有汞滴落的地面，可采用涂刷涂料的水泥类面

层或软聚氯乙烯板整体面层。底层地面宜采用配筋混凝土垫层，

楼层地面应加强其刚度及整体性。地面应有一定的坡度，并应设

汞收集设施。

3.8.9用于 0℃以下低温条件储藏货物的地面，应符合下列

要求：

1宜采用耐磨损、不起尘的混凝土地面，其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C30;

2除地面下为岩层或沙砾且地下水位较低的情况外，底层地

面应采取防止冻胀的措施；

3 地面应设隔热层，隔热层上、下、四周应做防水层或隔汽

层，且应全封闭。铺设于地面的隔热材料的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0.25MPa,其上面的面层厚度不应小于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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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0湿陷性黄土地区，受水浸湿或积水的底层地面，应按防水

地面设计。地面下应做厚300mm～500mm的3:7灰土垫层。

管道穿过地面处，应做防水处理。排水沟宜采用钢筋混凝土且与

地面混凝土同时浇筑。

3.8.11有防辐射要求的房间地面，应按工艺要求进行防辐射设

计。地面应平整、不起尘、易冲洗，并应做排水措施。底层地面垫

层宜设防水层。楼层地面应采用铅板或其他防辐射材料，其厚度、

方式、防辐射参数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确保防辐射材

料的整体性、密闭性，与墙面防辐射材料应形成整体。地面穿管应

有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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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面的垫层

4.1地面垫层类型的选择

4.1.1现浇整体面层、以粘结剂结合的整体面层和以粘结剂或砂

浆结合的块材面层，宜采用混凝土垫层。

4.1.2以砂或炉渣结合的块材面层，宜采用碎(卵)石、灰土、炉

(矿)渣、三合土等垫层。

4.1.3通行车辆以及从车辆上倾卸物件或在地面上翻转物件等

地面，应采用混凝土垫层。

4.1.4 生产过程中有防油渗要求及有汞滴漏的地面，应采用密实

性好的钢纤维混凝土或配筋混凝土垫层。

4.1.5有水及浸蚀介质作用的地面，应采用刚性垫层。

4.2 地面垫层的要求

4.2.1 底层地面垫层材料的厚度和要求，应根据地基土质特性、

地下水特征、使用要求、面层类型、施工条件以及技术经济等综合

因素确定。

4.2.2混凝土垫层、钢筋混凝土垫层或钢纤维混凝土垫层的厚

度，可按附录C的规定计算确定，且主要荷载为大面积密集堆料、

无机床基础的普通金属切削机床或无轨运输车辆等的地面垫层不

得小于100mm,其他地面垫层不得小于80mm。

4.2.3主要地面荷载为大面积密集堆料、无机床基础的普通金属

切削机床或无轨运输车辆等时，当地基经处理后填土压实系数大于

或等于0.94时，其混凝土垫层厚度，可按附录B的规定确定。

4.2.4垫层的防冻，应符合下列要求：

1季节性冰冻地区非采暖房间的地面以及散水、明沟、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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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和坡道等，当土壤标准冻深大于 600mm,且在冻深范围内为

冻胀土或强冻胀土，采用混凝土垫层时，应在垫层下采取防冻害措

施。有关防冻害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 50007的有关规定；

2防冻胀层应选用中粗砂、砂卵石、炉渣、炉渣石灰土以及其

他非冻胀材料；

3采用炉渣石灰土做防冻胀层时，炉渣、素土、熟化石灰的重

量配合比宜为7:2:1,压实系数不宜小于0.85,且冻前龄期应大

于30d。

4.2.5 混凝土垫层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当垫层兼面层时，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

4.2.6 灰土垫层应采用熟化石灰与黏土或粉质黏土、粉土的拌和

料铺设，其配合比宜为367或2:8,厚度不应小于100mm。

4.2.7砂垫层厚度，不应小于60mm;砂石垫层厚度，不应小于

100mm;碎石(砖)垫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00mm。垫层应坚实、

平整。

4.2.8 三合土垫层宜采用石灰、砂与碎料的拌合料铺设，其配合

比宜为1:2:4,厚度不应小于100mm,并应分层夯实。

4.2.9炉渣垫层宜采用水泥与炉渣或水泥、石灰与炉渣的拌合料

铺设，其配合比宜为1:6或1:1:6,厚度不应小于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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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面的地基

5.0.1地面垫层应铺设在均匀密实的地基上。对于铺设在淤泥、

淤泥质土、冲填土及杂填土等软弱地基上时，应根据地面使用要

求、土质情况并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与处理。

5.0.2利用经分层压实的压实填土作地基的地面工程，应根据地

面构造、荷载状况、填料性能、现场条件提出压实填土的设计质量

要求。

5.0.3对灰土地基、砂和砂石地基、土工合成材料地基、粉煤灰

地基、强夯地基、注浆地基、预压地基、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

高压喷射注浆桩复合地基、砂桩地基、振冲桩复合地基、土和灰

土挤密桩复合地基、水泥粉煤灰碎石桩复合地基及夯实水泥土

桩复合地基等，经处理后的地基强度或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5.0.4 地面垫层下的填土应选用砂土、粉土、黏性土及其他有

效填料，不得使用过湿土、淤泥、腐殖土、冻土、膨胀土及有机物

含量大于8??土。填料的质量和施工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 的有关规

定。
5.0.5直接受大气影响的室外堆场、散水及坡道等地面，当采用

混凝土垫层时，宜在垫层下铺设水稳性较好的砂、炉渣、碎石、矿

渣、灰土及三合土等材料作为加强层，其厚度不宜小于本规范第

4.2.6条～第4.2.9条的规定。

5.0.6 有大面积地面荷载的厂房、仓库及重要的建筑物地面，

应计入地基可能产生的不均匀变形及其对建筑物的不利影响，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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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5.0.7 压实填土地基的压实系数和控制含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的有关规定。

5.0.8 压实系数应经现场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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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面的构造

6.0.1底层地面的基本构造层宜为面层、垫层和地基；楼层地面

的基本构造层宜为面层和楼板。当底层地面和楼层地面的基本构

造层不能满足使用或构造要求时，可增设结合层、隔离层、填充层、

找平层等其他构造层。

6.0.2地面变形缝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底层地面的沉降缝和楼层地面的沉降缝、伸缩缝、防震缝

的设置，均应与结构相应的缝位置一致，且应贯通地面的各构造

层，并做盖缝处理；

2变形缝应设在排水坡的分水线上，不应通过有液体流经或

聚集的部位；

3变形缝的构造应能使其产生位移或变形时，不受阻、不被

破坏，且不破坏地面；变形缝的材料，应按不同要求分别选用具有

防火、防水、保温、防油渗、防腐蚀、防虫害性能的材料。

6.0.3底层地面的混凝土垫层，应设置纵向缩缝和横向缩缝，并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纵向缩缝应采用平头缝或企口缝[图6.0.3(a)、(b)],其

间距宜为3m～6m;

2纵向缩缝采用企口缝时，垫层的厚度不宜小于150mm,企

口拆模时的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宜低于3MPa;

3横向缩缝宜采用假缝[图6.0.3(c)],其间距宜为6m～

12m;高温季节施工的地面假缝间距宜为6m。假缝的宽度宜为

5mm～12mm;高度宜为垫层厚度的1/3;缝内应填水泥砂浆或膨

胀型砂浆；

4当纵向缩缝为企口缝时，横向缩缝应做假缝。

·20 ·



h/7.5

一 45

/3h/3h/
(a)平头缝 (b)企口缝

5~12
填水泥砂浆

心3
心

1.5h

45°

(c)假缝 (d)连续式变截面

填弹性材料

1.5h
45°

(e)间断式变截面

图 6.0.3 混凝土垫层缩缝

h—混凝土垫层厚度

5 在不同混凝土垫层厚度的交界处，当相邻垫层的厚度比大

于1,小于或等于1.4时，可采用连续式变截面[图6.0.3(d)];当

厚度比大于1.4时，可设置间断式变截面[图6.0.3(e)];

6大面积混凝土垫层应分区段浇筑。分区段当结构设置变

形缝时，应结合变形缝位置、不同类型的建筑地面连接处和设备基

础的位置进行划分，并应与设置的纵向、横向缩缝的间距相一致。

6.0.4 平头缝和企口缝的缝间应紧密相贴，不得设置隔离材料。

6.0.5室外地面的混凝土垫层宜设伸缝，间距宜为30m,缝宽宜

为20mm～30mm,缝内应填耐候弹性密封材料，沿缝两侧的混凝

土边缘应局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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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大面积密集堆料的地面，其混凝土垫层的纵向缩缝和横向

缩缝，应采用平头缝，间距宜为6m。当混凝土垫层下存在软弱下

卧层时，建筑地面与主体结构四周宜设沉降缝。

6.0.7 设置防冻胀层的地面采用混凝土垫层时，纵向缩缝和横向

缩缝均应采用平头缝，其间距不宜大于3m。

6.0.8 直接铺设在混凝土垫层上的面层，除沥青类面层、块材类

面层外，应设分格缝，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细石混凝土面层的分格缝，应与垫层的缩缝对齐；

2水磨石、水泥砂浆、聚合物砂浆等面层的分格缝，除应与垫

层的缩缝对齐外，尚应根据具体设计要求缩小间距。主梁两侧和

柱周宜分别设分格缝；

3防油渗面层分格缝的宽度宜为15mm～20mm,其深度宜

等于面层厚度；分格缝的嵌缝材料，下层宜采用防油渗胶泥，上层

宜采用膨胀水泥砂浆封缝。

6.0.9当需要排除水或其他液体时，地面应设朝向排水沟或地漏

的排泄坡面。排泄坡面较长时，宜设排水沟。排水沟或地漏应设

置在不妨碍使用并能迅速排除水或其他液体的位置。

6.0.10 疏水面积和排泄量可控制时，宜在排水地漏周围设置排

泄坡面。

6.0.11 底层地面的坡度，宜采用修正地基高程筑坡。楼层地面

的坡度，宜采用变更填充层、找平层的厚度或结构起坡。

6.0.12地面排泄坡面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整体面层或表面比较光滑的块材面层，宜为0.5??1.5%;

2表面比较粗糙的块材面层，宜为1??2??

6.0.13排水沟的纵向坡度不宜小于0.5??排水沟宜设盖板。

6.0.14地漏四周、排水地沟及地面与墙、柱连接处的隔离层，应

增加层数或局部采取加强措施。地面与墙、柱连接处隔离层应翻

边，其高度不宜小于150mm。

6.0.15有水或其他液体流淌的地段与相邻地段之间，应设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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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或调整相邻地面的高差。

6.0.16 有水或其他液体流淌的楼层地面孔洞四周翻边高度，不

宜小于150mm;平台临空边缘应设置翻边或贴地遮挡，高度不宜

小于100mm。

6.0.17厕浴间和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应设置防水隔离层。楼

层地面应采用现浇混凝土。楼板四周除门洞外，应做强度等级不

小于 C20 的混凝土翻边，其高度不小于 200mm。

6.0.18在踏步、坡道或经常有水、油脂、油等各种易滑物质的地

面上，应采取防滑措施。

6.0.19有强烈冲击、磨损等作用的沟、坑边缘以及经常受磕碰、

撞击、摩擦等作用的室内外台阶、楼梯踏步的边缘，应采取加强

措施。

6.0.20建筑物四周应设置散水、排水明沟或散水带明沟。散水

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散水的宽度，宜为600mm～1000mm;当采用无组织排水

时，散水的宽度可按檐口线放出200mm～300mm;

2散水的坡度宜为3??5??当散水采用混凝土时，宜按

20m～30m 间距设置伸缝。散水与外墙交接处宜设缝，缝宽为

20mm～30mm,缝内应填柔性密封材料；

3 当散水不外露须采用隐式散水时，散水上面覆土厚度不应

大于 300mm,且应对墙身下部作防水处理，其高度不宜小于覆土

层以上300mm,并应防止草根对墙体的伤害；

4湿陷性黄土地区散水应采用现浇混凝土，并应设置厚

150mm的3:7灰土或 300mm厚的夯实素土垫层；垫层的外缘应

超出散水和建筑外墙基底外缘 500mm。散水坡度不应小于5%,

宜每隔6m～10m 设置伸缩缝。散水与外墙交接处应设缝，其缝

宽和散水的伸缩缝缝宽均宜为 20mm,缝内应填柔性密封材料。

散水的宽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GB 50025 的有关规定。沿散水外缘不宜设置雨水明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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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面层、结合层、填充层的厚度

及找平层的厚度和隔离层的

层数

A.0.1面层材料强度等级及厚度，应符合表A.0.1的规定。

表 A.0.1面层材料强度等级及厚度

面层材料 材料强度等级 厚度(mm)

混凝土(垫层兼面层) C20 按垫层确定

细石混凝土 ≥C20 40～60

聚合物水泥砂浆 ≥M20 20

水泥砂浆 ≥M15 20
水泥钢(铁)屑 ≥M40 30～40

水泥石屑 ≥M30 30

现制水磨石 ≥C20 ≥30

耐磨混凝王(金属骨料面层) ≥C30 50～80

钢纤维混凝土 ≥CF30 60

钢纤维混凝土(垫层兼面层) ≥CF30 120

钢纤维混凝土(垫层兼面层

且为无缝地面)
≥CF35 140

防油渗混凝土 ≥C30 60～70

防油渗涂料 一 5～7

耐热混凝土 ≥C20 ≥60

不发火花细石混凝土 ≥C20 40～50

不发火花沥青砂浆 — 20～30

防静电水磨石 ≥C20 40

防静电水泥砂浆 ≥M15 40～50

防静电塑料板 — 2～3

防静电橡胶板 2～8

防静电活动地板 — 1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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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0.1

面层材料 材料强度等级 厚度(mm)

通风活动地板 300～400

水泥花砖 ≥MU15 20～40

预制水磨石板 ≥C20 25～30

陶瓷锦砖(马赛克) 5～8

陶瓷地砖(防滑地砖、釉面地砖) 8~14

大理石、花岗石板 — 20-40

耐酸瓷板(砖) 20、30、65

花岗岩条、块石 ≥MU60 80～120

块石 ≥MU30 100～150

玻璃板(不锈钢压边、收口) 12～24

铸铁板 7～10

网纹钢板 6
网络地板 40～70

木板、竹板
单层

双层

18～22

12～20

薄型木板(席纹拼花) 8～12

强化复合木地板 8～12

聚氨酯涂层 1.2

丙烯酸涂料 0.25

聚氨酯自流平涂料 2～4

环氧树脂自流平涂料 3～4

环氧树脂自流平砂浆 ≥80MPa 4～7

干式环氧树脂砂浆 ≥80MPa 3～5

聚酯砂浆 4～7

聚氯乙烯板含石英塑料板和塑胶板 1.6～3.2

橡胶板 3

聚氨酯橡胶复合面层 一 3.5～6.5(含发泡层、

网格布等多种材料)

运动橡胶面层 一 4～5

地毯
单层

双层
— 5～8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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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0.1

面层材料 材料强度等级 厚度(mm)

地面辐射

供暖面层

地砖

水泥砂浆

木板、

强化复合木地板

8～10

20～30

12～20

矿渣、碎石(兼垫层) — 80～150

煤矸石砖、

耐火砖

平铺

侧铺
≥MU10

53

115

注：1双层木板、竹板地板面层厚度不包括毛地板厚，其面层用硬木制作时，板的

净厚度宜为12mm～20mm;

2 双层强化复合木地板面层厚度不包括泡沫塑料垫层、毛板、细木工板、中密

度板厚；

3 热源为低温热水的地面辐射供暖，由面层、找平层、隔离层、填充层、绝热层、

防潮层等组成，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JGJ 142

的有关规定；

4 本规范中沥青类材料均指石油沥青；

5 防油渗混凝土的抗渗性能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 进行检测，以10号机油为介质，以试件不

出现渗油现象的最大不透油压力为1.5MPa;

6 防油渗涂料粘结抗拉强度为大于或等于0.3MPa;

7铸铁板厚度指面层厚度；

8 耐磨混凝土面层不包括金属骨料 5mm～7mm厚的耐磨材料；

9 涂料的涂刷和喷涂，不得少于3遍，其配合比和制备及施工，必须严格按各

种涂料的要求进行；

10 钢纤维混凝土面层与混凝土垫层有可靠粘结时，面层可减薄，但不应小

于40mm;

11 面层材料为水泥钢(铁)屑、现制水磨石、防静电水磨石、防静电水泥砂浆

的厚度，其包含结合层；

12 防静电活动地板、通风活动地板的厚度是指地板成品的高度；

13 玻璃板、强化复合木地板、聚氯乙烯板、运动橡胶面层，宜采用专用胶粘结

或粘铺；

14 地毯双层的厚度，包含橡胶海绵垫层；

15 聚氨酯橡胶复合面层的厚度，包含发泡层、网格布等多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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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结合层材料及厚度，应符合表A.0.2的规定。

表 A.0.2结合层材料及厚度

面层材料 结合层材料 厚度(mm)

大理石、花岗石板
1:2 水泥砂浆

或1:3干硬性水泥砂浆
20~30

水泥花砖
1:2 水泥砂浆

或1:3干硬性水泥砂浆
20≈30

陶瓷锦砖(马赛克) 1:1 水泥砂浆 5

陶瓷地砖

(防滑地砖、釉面地砖)

1:2 水泥砂浆

或1:3干硬性水泥砂浆
10～30

块石 砂、炉渣 60

铸铁板、网纹钢板

1:2水泥砂浆 45

或砂、炉渣 60

花岗岩条(块)石

1:2水泥砂浆 15～20

或砂 60

树脂胶泥 3～5

耐酸瓷板(砖)

或水玻璃砂浆 15～20

或聚酯砂浆 10～20

或聚合物水泥砂浆 10～20

沥青砂浆 20

耐酸花岗岩 或树脂砂浆 10～20

或聚合物水泥砂浆 10～20

耐磨混凝土

(金属骨料)

刷水泥浆一道(掺建筑胶，

下一层为不低于 C30 混凝土)
一

钢纤维混凝土
刷水泥浆一道(掺建筑胶，

下一层为不低于C30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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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面层材料 结合层材料 厚度(mm)

防静电水磨石、

防静电水泥砂浆

防静电水泥浆一道，1:3防静电

水泥砂浆内配导静电接地网

防静电塑料板、

防静电橡胶板
专用胶粘剂粘贴

玻璃板(用不锈钢

压边收口)

专用胶粘剂粘结

C30细石混凝土表面抹平 40

或木板表面刷防腐剂及木龙骨 20

木地板(实贴) 粘结剂、木板小钉 一
强化复合木地板

泡沫塑料衬热 3～5

毛板、细木工板、中密度板 15～18

聚氨酯涂层

1:2水泥砂浆 20

或 C25～C30 细石混凝土 40

环氧树脂自流平涂料
环氧稀胶泥一道

C25～C30 细石混凝土
40

环氧树脂自流平砂浆

聚酯砂浆

环氧稀胶泥一道

C25～C30 细石混凝土
40～50

聚氯乙烯板
专用胶粘剂粘贴 —

(含石英塑料板、 1:2 水泥砂浆 20
塑胶板)、橡胶板

或 C20 细石混凝土 30

聚氨酯橡胶复合面层、 树脂胶泥自流平层 3

运动橡胶板面层 C25～C30 细石混凝土 40～50

1:3水泥砂浆 20

地面辐射供暖面层 C20 细石混凝土内配钢丝网

(中间配加热管
60

网络地板面层 1:2～1:3水泥砂浆 20

·28 ·



A.0.3填充层材料强度等级或配合比及其厚度，应符合表

A.0.3 的规定。

表 A.0.3填充层材料强度等级或配合比及其厚度

填充层材料 强度等级或配合比 厚度(mm)

水泥炉渣 1:6 30～80

水泥石灰炉渣 1:1:8 30～80

陶粒混凝土 C10 30～80

轻骨料混凝土 C10 30～80

加气混凝土块 M5.0 ≥50

水泥膨胀珍珠岩块 1:6 ≥50

A.0.4找平层材料强度等级或配合比及其厚度，应符合表

A.0.4 的规定。

表 A.0.4找平层材料强度等级或配合比及其厚度

找平层材料 强度等级或配合比 厚度(mm)

水泥砂浆 1:3 ≥15

细石混凝土 C15～C20 ≥30

A.0.5 建筑地面隔离层的层数，应符合表A.0.5的规定：

表 A.0.5隔离层的层数

隔离层材料 层数(或道数)

石油沥青油毡 一层或二层

防水卷材 一层

有机防水涂料 一布三胶

防水涂膜(聚氨酯类涂料) 二道或三道

防油渗胶泥玻璃纤维布 一布二胶

注：1 石油沥青油毡，不应低于350g/m2;

2 防水涂膜总厚度一般为1.5mm～2mm;

3 防水薄膜(农用薄膜)作隔离层时，其厚度为0.4mm～0.6mm;

4 用于防油渗隔离层可采用具有防油渗性能的防水涂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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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混凝土垫层厚度

表B 混凝土垫层厚度

地面荷载类型 混凝土强度等级
混凝土垫层的

厚度(mm)

大面积密集

20～30

C15 150～140

C20 140～120

C25 130～120

堆料(kN/m2)

50

C15 180～150

C20 A60～140

C25 140～120

无机床基础的

普通金属切削

机床

卧式车床、摇壁钻床、外圆

磨床、内圆磨床、滚齿机、

立式铣床、卧式铣床、

牛头刨床、插床

C15 180～150

C20 170～140

C25 160～140

无轨运输车辆

4t 载重汽车、

3t叉车装卸车

C15 160～140

C20 140～130

C25 140～120

8t载重汽车、

5t叉式装卸车

C15 180～160

C20 170～150

C25 160～140

起重机的

起重量(t)
1～3

C15 150～120

C20 130～110

C25 1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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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地面荷载类型 混凝土强度等级
混凝土垫层的

厚度(mm)

C15 160～140

起重机的

5 C20 159～130

C25 140～120

起重量(t)

10～15

C15 180～160

C20 170～150

C25 160～140

注：1 当混凝土垫层上有现浇细石混凝土面层时，表列厚度应减去面层的厚度；

垫层下有150mm～300mm厚的灰土加强地基时，表列厚度可减去10mm～

20mm,但其厚度不得小于100mm;

2 利用起重机设备堆叠钢板、毛坯件及其他重物时，或用于检修设备的起重

机有专门检修场地时，或装配作业在专门台位上进行时，或装配后的产品

与地面接触面积很大时，表中起重机的起重量不应作为选择垫层厚度的

依据；

3 选用表列厚度时尚应结合当地气候、土质、填料、使用经验以及施工和养护

条件，选择与使用要求相适应且经济合理的垫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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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混凝土垫层厚度计算

C.1一 般 规 定

C.1.1混凝土垫层厚度的计算，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

限状态设计方法，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C.1.2混凝土垫层均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并应满足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注：根据地基上混凝土板结构的特点，混凝土垫层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是指短期荷

载作用下板面即将出现环形裂缝时的状态

C.1.3混凝土垫层的安全等级和重要性系数，应按表C.1.3 的

规定确定。

表 C.1.3 混凝土垫层的安全等级和重要性系数

地面类别 安全等级 重要性系数

特殊建筑的地面 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重要建筑的地面 一级 1.1

一般建筑的地面 二级 1.0

次要建筑的地面 三级 0.9

C.1.4混凝土设计指标，应按表 C.1.4采用。

表C.1.4 混凝土设计指标

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抗拉强度 0. 91 1.10 1.27 1.43

弹性模量 2.20×10? 2.55×10? 2.80×10? 3.00×10?

C.1.5压实填土地基的变形模量，应按表C.1.5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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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5压实填土地基的变形模量

填土类别 质量控制指标
变形模量(N/mm2)

土壤湿度正常 土壤过湿

N>30 40 36

砂土 15<N≤30 32 28

10<N≤15 24 18

粉土 5<N≤10且Ip≤10 22 14

黏性土

15<N1?≤25

且10<I,≤17
20 10

N??>25且Ip>17 18 8

素填土 N?o≥20 20 10

注：1土壤过湿系指压实后的填土持力层位于地下毛细水上升的高度范围内，或

天然含水量或液限比值达到0.55时的状态；

2 各类土壤地下毛细水的上升高度一般为：砂土0.3m~0.5m,粉土0.6m,黏

性土1.3m～2.0m;

3 素填土系指黏性土与粉土组成的压实填土；

4表中N为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Nu为轻便触探试验锤击数，Ip为土的塑性

指标。

C.1.6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混凝土垫层厚度时，其综合刚

度系数应按表 C.1.6的规定确定。

表 C.1.6 综合刚度系数(×10-3/mm)

变形模量 混凝土强度等级

(N/mm2) C15 C20 C25 C30

8 1.19 1.03 0.94 0.89

20 2.09 1.80 1.64 1.56

40 3.34 2.89 2.63 2.49

注：当填土的变形模量介于表列数值之间时，综合刚度系数可用插入法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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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混凝土垫层的相对刚度半

径应按下式计算：

l=0.36h √ (C.1.7)

式中：L——相对刚度半径(mm);

h——混凝土垫层厚度(mm);

Ec——混凝土弹性模量(N/mm2),按本规范表C.1.4的规

定确定；

Eo——压实填土地基的变形模量(N/mm2),按本规范表

C.1.5的规定确定。

C.2 地面荷载计算

C.2.1地面荷载根据其支承面的数量、间距及几何形状，可分

别按单个圆形荷载、单个当量圆形荷载、多个荷载和等效荷载

计算。

C.2.2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单个圆形荷载计算：

1只有一个支承面，其几何形状为圆形时；

2 有若干支承面，其几何形状为圆形且各支承面中心不在荷

载区域内时。

C.2.3当量圆形荷载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荷载支承面，宜为近似圆形；

2荷载支承面为矩形时，其长宽比应小于2;

3当量圆半径，可按下式计算：

r=0.564√A (C.2.3)

式中：r——当量圆半径(mm);

A——荷载支承面面积(mm2)。

C.2.4 多个荷载与等效荷载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个等效荷载应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个当量圆形荷载的

等效值，并可根据极限承载能力的等值要求按下式计算确定；

·34 ·



s.=s.(2) (C.2.4-1)

式中：So——计算中心的荷载区域内任一当量圆形单个等效荷载

(kN/m2);

S。——位于多个荷载计算中心最不利荷载(kN/m2);

h。——位于多个荷载计算中心最不利荷载作用下的垫层厚

度(mm);

h?——位于任一荷载计算中心最不利荷载作用下的垫层厚

度(mm)。

2当荷载支承面为长宽比大于或等于2的矩形或复杂的几

何形状时，可按面积相等、形状相似将其划分成若干个荷载计算单

元，并可分别按当量圆形荷载计算。

3 荷载当量圆半径，不应大于混凝土垫层的相对刚度半径。

4当支承面为线形时，其支承面计算宽度按相对刚度半径的

1/10确定。

5最不利荷载，应为荷载区域内最大的单个等效荷载。

6组合等效荷载应为荷载区域内各单个等效荷载的总和，并

可按下式计算。

8.=s.[+(h)×]
(C.2.4-2)

式中：Sos——位于多个荷载计算中心的组合等效荷载(kN/m2);

aw——荷载影响角。

C.2.5圆形或当量圆形荷载计算半径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面层为现浇细石混凝土或混凝土垫层兼面层时，应符合下

式要求：

(C.2.5-1)r;=r
式中：r;——圆形或当量圆形荷载计算半径(mm);

r——圆形荷载支承面的半径或当量圆半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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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层与垫层不能共同受力的其他类型的面层，应符合下式

要求：

r;=r+h' (C.2.5-2)

式中：h'——垫层以上各构造层的总厚度(mm)。

C.2.6荷载设计值，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荷载基本组合的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s-xC.Gx+oCogá (C.2.6-1)

式中：S——荷载基本组合的设计值(kN/m2);

Gk——永久荷载的标准值(kN/m2);

Qk?——可变荷载的标准值(kN/m2);

γc——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取1.2;

Yai——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取1.4;

CG、Ca——分别为荷载效应系数，均取 1.0;

φc——搬运或装卸以及车轮起、刹车的动力系数，宜取

1.1～1.2。

2荷载短期组合的设计值Ss:

s,=C?Gx+coa (C.2.6-2)

式中：Ss—荷载短期组合的设计值(kN/m2)。

C.2.7 临界荷载区域，应选择缩缝为平头缝构造的板角等最不

利荷载作用的部位。

C.2.8荷载区域半径可按下式计算：

Rmax=r;+4.5L (C.2.8)

式中：Rmx——荷载区域半径(mm)。

C.2.9临界荷载区域应按最不利荷载作用于板角时，由夹角为

90°的荷载区域半径所形成的1/4圆形区域确定[图C.2.9(a)]。

板中荷载区域应按以最不利荷载作用处为圆心，荷载区域半

径所形成的圆形区域确定[图C.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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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临界荷载区域 (b)板中荷载区域

图C.2.9荷载区域

Romax—荷载区域半径(mm);S。—位于多个荷载计算中心最不利荷载(kN/m2);

S;—位于荷载区域内的任一当量圆形荷载(kN/m2);S;+1—位于荷载区域

内的任一当量圆形荷载(kN/m2);R,—S。至S;的距离(mm)。

C.2.10荷载影响角(图C.2.10),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R

R
αof

S? S

图 C.2.10荷载影响角示意

Rmx—荷载区域半径(mm);S。—位于多个荷载计算中心最不利荷载(kN/m2);S;—位于

荷载区域内的任一当量圆形荷载(kN/m2);aw—荷载影响角；Ra—S。至S;的距离(mm)。

as=arcos 2R
2r;<R??≤2Rmx

(C.2.10-1)

(C.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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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o——S。至 S;的距离。

C.3垫层厚度计算

C.3.1缩缝为平头缝构造的混凝土垫层，单个圆形或当量圆形

荷载作用下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其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h=√1.21×g.,+0.30 (C.3.1)

式中：h——垫层厚度(mm),分别为h。、h,、h4⋯⋯;

γo——重要性系数，按本规范表C.1.3的规定确定；

ke——荷载区域系数；k.=2.0;

fi——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C.1.4的规定

确定；

β——综合刚度系数，按本规范表C.1.6的规定确定。

C.3.2缩缝为平头缝构造的混凝土垫层，荷载作用于板中时，其

厚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满足抗裂度要求时，应按下式计算：

(C.3.2)

式中：h—混凝土垫层满足抗裂度要求的厚度(mm);

ke——荷载区域系数，k.=1.0。

2满足极限承载能力要求时，应按本规范公式 C.3.1计算。

C.3.3混凝土垫层，当圆形或当量圆形荷载计算半径与相对刚

度半径比值小于或等于0.2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 进行附加冲切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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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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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 50046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457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JGJ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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