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16年以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印发《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

见》等文件，提出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

性标准的长远目标，明确了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

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革任务，逐步形成由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

成的“技术法规”体系。

关于规范种类。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

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简称项目规范)和通

用技术类规范(简称通用规范)两种类型。项目规范以工程建设

项目整体为对象，以项目的规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

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通用规范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以勘察、设计、施工、维

修、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

范体系中，项目规范为主干，通用规范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通

用的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

关于五大要素指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是支撑城乡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工程

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务能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布局、建设工程项目选址、

总体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筹性技术要求，应

考虑供给能力合理分布，提高相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项目的

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明确项目的基本组成单元，

是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保障。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程

4



项目建设水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适用

性，明确项目质量、安全、节能、环保、宜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关键技术措施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规定，是落实城乡建设安全、绿色、韧性、

智慧、宜居、公平、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

关于规范实施。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

众权益和公众利益，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社会

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

工、验收、维修、养护、拆除等建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

行，其中，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指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

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

标准。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术措施，一般情

况下也应当执行。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和关键技术措施的前提下，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使项目功能、性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推荐性

工程建设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

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相关技术

水平。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

强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

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包括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中有关

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强制性工程建设

规范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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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砌体结构工程质量和安全，落实节能、节地和推

广新型砌体材料政策，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人身健康，提高砌体结构工程可持续发展水平，制定本

规范。

1.0.2 砌体结构工程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

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

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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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规 定

2.0.1 砌体强度应按砌体标准试验方法进行砌体试验，并应明

确试验的施工质量控制等级，且应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确定砌

体强度的平均值、变异系数及标准值。

2.0.2 砌体强度标准值应按其概率分布的0.05分位值确定。

2.0.3 砌体强度的变异系数应按表2.0.3采用。对于新砌体材

料的变异系数，当计算值小于表2.0.3 所列值时，应取表中值；

当计算值大于表2.0.3所列值时，应取实际计算值。

表2.0.3 砌体强度变异系数

强度类别 砌体类别 变异系数δr

抗压
毛石砌体 0.24

其他各类砌体 0.17

抗剪、抗弯、抗拉
毛石砌体 0.26

其他各类砌体 0.20

2.0.4 砌体强度设计值应通过砌体强度标准值除以砌体结构的

材料性能分项系数计算确定，并应按施工质量控制等级确定砌体
结构的材料性能分项系数。施工质量控制等级为A级、B级和C

级时，材料性能分项系数应分别取1.5、1.6和1.8。

2.0.5 满足50年设计工作年限要求的块材碳化系数和软化系数

均不应小于0.85,软化系数小于0.9的材料不得用于潮湿环境、

冻融环境和化学侵蚀环境下的承重墙体。

2.0.6 砌体结构应布置合理、受力明确、传力途径合理，并应

保证砌体结构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2.0.7 砌体结构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应根据现场质量管理水平、

砂浆与混凝土质量控制、砂浆拌合工艺、砌筑工人技术等级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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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从高到低分为A、B、C三级，设计工作年限为50年及以上

的砌体结构工程，应为A级或B级。
2.0.8 砌体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应依据气候条件及结构的使用

环境条件按表2.0.8分类。

表 2.0.8 使用环境分类表

环境类别 环境名称 环境条件

1 干燥环境 干燥室内、外环境；室外有防水防护环境

2 潮湿环境
潮湿室内或室外环境，包括与无侵蚀性土和水接触

的环境

3 冻融环境 寒冷地区潮湿环境

4 氯侵蚀环境
与海水直接接触的环境，或处于滨海地区的盐饱和

的气体环境

5 化学侵蚀环境
有化学侵蚀的气体、液体或固态形式的环境，包括

有侵蚀性土壤的环境

2.0.9 砌体结构应选择满足工程耐久性要求的材料，建筑与结

构构造应有利于防止雨雪、湿气和侵蚀性介质对砌体的危害。

2.0.10 环境类别为2类～5类条件下砌体结构的钢筋应采取防

腐处理或其他保护措施。

2.0.11 环境类别为4类、5类条件下的砌体结构应采取抗侵蚀

和耐腐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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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一 般 规 定

3.1.1 砌体结构材料应依据其承载性能、节能环保性能、使用
环境条件合理选用。

3.1.2 砌体结构选用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用的材料应有产品出厂合格证书、产品性能型式检验

报告；
2 应对块材、水泥、钢筋、外加剂、预拌砂浆、预拌混凝

土的主要性能进行检验，证明质量合格并符合设计要求；

3 应根据块材类别和性能，选用与其匹配的砌筑砂浆。

3.1.3 砌体结构不应采用非蒸压硅酸盐砖、非蒸压硅酸盐砌块

及非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

3.1.4 长期处于200℃以上或急热急冷的部位，以及有酸性介

质的部位，不得采用非烧结墙体材料。

3.1.5 砌体结构中的钢筋应采用热轧钢筋或余热处理钢筋。

3.2 块 体 材 料

3.2.1 砌体结构中应推广应用以废弃砖瓦、混凝土块、渣土等

废弃物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块体。

3.2.2 选用的块体材料应满足抗压强度等级和变异系数的要求，

对用于承重墙体的多孔砖和蒸压普通砖尚应满足抗折指标的

要求。

3.2.3 选用的非烧结含孔块材应满足最小壁厚及最小肋厚的要

求，选用承重多孔砖和小砌块时尚应满足孔洞率的上限要求。

3.2.4 对处于环境类别1类和2类的承重砌体，所用块体材料

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表3.2.4 的规定；对配筋砌块砌体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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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表3.2.4中1类和2类环境的普通、轻骨料混凝土砌块强度

等级为MU10;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工作年限大于50年的结

构，表3.2.4中材料强度等级应至少提高一个等级。

表3.2.4 1类、2类环境下块体材料最低强度等级

环境类别 烧结砖 混凝土砖
普通、轻骨料

混凝土砌块

蒸压

普通砖

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
石材

1 MU10 MU15 MU7.5 MU15 A5.0 MU20

2 MU15 MU20 MU7.5 MU20 — MU30

3.2.5 对处于环境类别3类的承重砌体，所用块体材料的抗冻

性能和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表3.2.5的规定。设计工作年限大于

50年时，表3.2.5中的抗冻指标应提高一个等级，对严寒地区

抗冻指标提高为F75。

表3.2.5 3类环境下块体材料抗冻性能与最低强度等级

环境

类别

冻融

环境

抗冻性能 块材最低强度等级

抗冻指标
质量损失

(%)

强度损失

(%)
烧结砖 混凝土砖

混凝土

砌块

3

微冻地区 F25

寒冷地区 F35

严寒地区 F50

≤5 ≤20

MU15 MU20 MU10

MU20 MU25 MU15

MU20 MU25 MU15

3.2.6 处于环境类别4类、5类的承重砌体，应根据环境条件

选择块体材料的强度等级、抗渗、耐酸、耐碱性能指标。

3.2.7 夹心墙的外叶墙的砖及混凝土砌块的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MU10。

3.2.8 填充墙的块材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墙空心砖、轻骨料混凝土砌块、混凝土空心砌块应为

MU3.5,外墙应为MU5;

2 内墙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应为 A2.5,外墙应为 A3.5。

3.2.9 下列部位或环境中的填充墙不应使用轻骨料混凝土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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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砌块或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砌体：

1 建(构)筑物防潮层以下墙体；

2 长期浸水或化学侵蚀环境；
3 砌体表面温度高于 80℃的部位；

4 长期处于有振动源环境的墙体。

3.3 砂浆和灌孔混凝土

3.3.1 砌筑砂浆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工作年限大于和等于25年的烧结普通砖和烧结多孔

砖砌体应为M5,设计工作年限小于 25年的烧结普通砖和烧结

多孔砖砌体应为M2.5;

2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砌体应为Ma5,蒸压灰砂普通砖和
蒸压粉煤灰普通砖砌体应为Ms5;

3 混凝土普通砖、混凝土多孔砖砌体应为 Mb5;

4 混凝土砌块、煤矸石混凝土砌块砌体应为Mb7.5;

5 配筋砌块砌体应为Mb10;

6 毛料石、毛石砌体应为M5。

3.3.2 混凝土砌块砌体的灌孔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b20,

且不应低于1.5倍的块体强度等级。

3.3.3 设计有抗冻要求的砌体时，砂浆应进行冻融试验，其抗

冻性能不应低于墙体块材。
3.3.4 配置钢筋的砌体不得使用掺加氯盐和硫酸盐类外加剂的砂浆。

3.3.5 配筋砌块砌体的材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孔混凝土应具有抗收缩性能；

2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工作年限大于50年的配筋砌块

砌体房屋，砂浆和灌孔混凝土的最低强度等级应按本规范相关规

定至少提高一级。

3.4 砌 体 强 度

3.4.1 下列情况的各类砌体，其砌体强度设计值应乘以调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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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γa:
1 对无筋砌体构件，其截面面积小于0.3m2时，Ya为其截

面面积加 0.7;对配筋砌体构件，当其中砌体截面面积小于
0.2m2时，Ya为其截面面积加 0.8。构件截面面积以m2计。

2 当砌体用强度等级小于 M5 的水泥砂浆砌筑时，对砌体
抗压强度设计值，ya取值为0.9;对砌体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剪

强度设计值，ya取值为0.8。

3 当验算施工中房屋的构件时，Ya为1.1。

3.4.2 各类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应符

合下式规定：

fve=5Nfv (3.4.2)

式中：fve———砌体沿阶梯形截面破坏的抗震抗剪强度设计值；

fv———非抗震设计的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

5N——砌体抗震抗剪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应根据对
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砌体截面平均压应力σo与

非抗震设计的砌体抗剪强度设计值fv的比值按

表3.4.2采用。

表3.4.2 砌体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

砌体类别
0.0 1.0 3.0

oo/fv

5.0 7.0 10.0 12.0 ≥16.0

普通砖，多孔砖 0.80 0.99 1.25 1.47 1.65 1.90 2.05 —
小砌块 一 1.23 1.69 2.15 2.57 3.02 3.32 3.92

3.4.3 灌孔混凝土砌块砌体的灌孔率应根据受力或施工条件确

定，且不应小于33其抗压强度设计值不应大于未灌孔砌体

抗压强度设计值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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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砌体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并应根据砌体结

构的特性，采取构造措施，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耐久性的

要求。

4.1.2 砌体结构构件应依据其受力分别计算轴心受压、偏心受

压、局部受压、受弯及受剪等承载力，应保证构件有足够的强

度，满足安全性要求。

4.1.3 砌体结构各种墙、柱构件应进行高厚比验算，应保证构

件稳定性。
4.1.4 无筋砌体受压构件，按内力设计值计算的轴向力偏心距

e不应大于0.6y,y为截面重心至轴向力所在偏心方向截面边缘

的距离。

4.1.5 墙体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应设置水平拉结钢筋或钢筋

焊接网。

4.1.6 钢筋混凝土楼、屋面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或屋面板伸进纵、横墙内的长度，

均不应小于120mm;

2 预制钢筋混凝土板在混凝土梁或圈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应

小于 80mm;当板未直接搁置在圈梁上时，在内墙上的支承长度

不应小于100mm,在外墙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120mm;

3 预制钢筋混凝土板端钢筋应与支座处沿墙或圈梁配置的

纵筋绑扎，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25 的混凝土浇筑成板带；

4 预制钢筋混凝土板与现浇板对接时，预制板端钢筋应与

现浇板可靠连接；

5 当预制钢筋混凝土板的跨度大于 4.8m并与外墙平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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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外墙的预制板侧边应与墙或圈梁拉结；
6 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应相互拉结，并应与梁、墙或圈梁

拉结。

4.1.7 砖烟囱块体材料应选用烧结普通砖，且高度不应大于

60m。抗震设防烈度8度Ⅲ类场地和IV类场地及抗震设防烈度9

度时不应用砖烟囱。

4.2 多层与单层砌体结构

4.2.1 承受吊车荷载的单层砌体结构应采用配筋砌体结构。

4.2.2 单层空旷房屋大厅屋盖的承重结构，在下列情况下不应

采用砖柱：
1 大厅内设有挑台；

2 6度时，大厅跨度大于15m或柱顶高度大于8m;

3 7度(0.10g)时，大厅跨度大于12m或柱顶高度大于6m;

4 7度(0.15g)、8度、9度时的大厅。

4.2.3 多层砌体结构房屋中的承重墙梁不应采用无筋砌体构件

支承。墙梁设计应包括墙体总高度、跨度、墙体及托梁的高跨

比、洞口尺寸及洞口位置的构造要求。

4.2.4 对于多层砌体结构民用房屋，当层数为3层、4层时，应

在底层和檐口标高处各设置一道圈梁。当层数超过4层时，除应

在底层和檐口标高处各设置一道圈梁外，至少应在所有纵、横墙

上隔层设置。多层砌体工业房屋，应每层设置圈梁。设置墙梁的

多层砌体结构房屋，应在托梁、墙梁顶面和檐口标高处设置圈梁。

4.2.5 厂房、仓库、食堂等空旷单层房屋应按下列规定设置

圈梁：

1 砖砌体结构房屋，檐口标高为5m～8m时，应在檐口标

高处设置一道圈梁，檐口标高大于 8m时，应增加设置数量；

2 砌块及料石砌体结构房屋，檐口标高为4m～5m时，应

在檐口标高处设置一道圈梁，檐口标高大于 5m时，应增加设置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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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有吊车或较大振动设备的单层工业房屋，当未采取有

效的隔振措施时，除应在檐口或窗顶标高处设置现浇混凝土圈梁

外，尚应增加设置数量。

4.2.6 圈梁宽度不应小于190mm,高度不应小于 120mm,配

筋不应少于4φ12,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4.2.7 挑梁埋入砌体长度l?与挑出长度l之比应大于1.2;当

挑梁埋入段上无砌体时，l?与l之比应大于 2。

4.3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结构

4.3.1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结构房屋底部抗震墙构造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现浇混凝土抗震墙厚度不应小于160mm,且不应小于层

高的1/20。墙体周边应设置梁柱组成的边框。

2 当6度区的底层抗震墙采用普通砖砌体墙时，墙厚度不

应小于240mm,砌筑砂浆强度不应低于 M10。应先砌墙后浇框

架，沿框架柱高设置沿砖墙水平通长布置的拉结钢筋网片；在墙

体半高处尚应设置与框架柱相连的混凝土水平系梁。

3 当6度区的底层抗震墙采用小砌块砌体墙时，墙厚度不

应小于190mm,砌筑砂浆强度不应低于 Mb10。应先砌墙后浇框

架，沿框架柱高设置沿小砌块墙水平通长布置的拉结钢筋网片；

在墙体半高处尚应设置与框架柱相连的混凝土水平系梁。

4 当采用砌体抗震墙时，洞口两侧应设置芯柱或混凝土构造

柱；当墙长大于4m时，应在墙体中部设置芯柱或混凝土构造柱。

4.3.2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结构房屋底部框架柱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框架柱截面尺寸不应小于400mm×400mm,圆柱直径不

应小于450mm。

2 框架柱的轴压比，6度时不应大于 0.85,7度时不应大

于0.75,8度时不应大于0.65。

3 框架柱的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率，当钢筋的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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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400MPa时，中柱在6度、7度时不应小于 0.9?度时

不应小于1.1???柱、边柱和混凝土抗震墙端柱在6度、7度

时不应小于1.0?度时不应小于1.2??

4 框架柱的箍筋直径，在6度、7 度时不应小于 8mm,8

度时不应小于10mm,并且应全高加密箍筋，箍筋间距不应大

于100mm。

5 框架柱的最上端和最下端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乘以增大

系数，8度、7度、6度时框架柱的增大系数应分别按1.5、1.25

和1.15采用。

4.3.3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结构房屋墙体下部混凝土托梁构造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梁的截面宽度不应小于300mm,截面高度不应小于跨

度的1/10,且不应大于跨度的1/6;当墙体在梁端附近有洞口时

梁截面高度不应小于跨度的1/8。

2 托梁箍筋直径不应小于8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梁端1.5倍梁高且不小于1/5净跨范围内及上部墙体的洞口区段

及洞口两侧各一个梁高且不小于500mm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应

大于100mm。

3 托梁沿梁高应设置不小于2φ14的通长腰筋，间距不应大

于200mm。

4 托梁纵向受力钢筋和腰筋应按受拉钢筋的要求锚固在框

架柱内，且支座上部的纵向钢筋在柱内的锚固长度应符合混凝土

框支梁的有关要求。

4.3.4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结构房屋的楼板构造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过渡层的楼板应采用现浇混凝土板，板厚不应小于

120mm,并应采用双层双向配筋；当洞口尺寸大于 800mm时，

洞口周边应设置边梁。

2 其他楼层，采用装配式混凝土楼板时均应设现浇圈梁；

采用现浇混凝土楼板时允许不另设圈梁，但楼板沿抗震墙周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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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配筋，并应与相邻的构造柱可靠连接。

4.4 配筋砌块砌体抗震墙结构

4.4.1 配筋砌块砌体抗震墙应全部用灌孔混凝土灌实。

4.4.2 配筋砌块砌体抗震墙的水平钢筋应配置在系梁中，同层

配置2根钢筋，且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钢筋净距不应小于

60mm;竖向钢筋应配置在砌块孔洞内，在190mm墙厚情况下，

同一孔内应配置1根，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0mm。

4.4.3 配筋砌块砌体抗震墙的配筋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墙的转角、端部和孔洞的两侧配置竖向连续的钢筋，

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2mm;
2 应在洞口的底部和顶部设置不小于2φ10的水平钢筋，其

伸入墙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40d和600mm;

3 应在楼板、屋面的所有纵横墙处设置现浇钢筋混凝土圈

梁，圈梁的宽度和高度应等于墙厚和块高，圈梁主筋不应少于

4φ10,圈梁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同层混凝土块体强度等级

的2倍，或该层灌孔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并不应低于C20;

4 抗震墙其他部位的水平和竖向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墙长、

墙高的1/3,也不应大于600mm;

5 应根据抗震等级确定抗震墙沿竖向和水平方向构造钢筋

的配筋率，且不应小于0.1??

4.5 填 充 墙

4.5.1 当填充墙非均匀布置时，应考虑质量及刚度的差异对主

体结构抗震不利的影响。

4.5.2 填充墙上的作用应包括墙体自重、墙体上附着物的重量、

风荷载及地震作用。

4.5.3 填充墙应满足风荷载及地震作用影响下的稳定性要求。

4.5.4 填充墙与周边主体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和嵌缝材料应能

满足传力、变形、耐久、防护和防止平面外倒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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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及验收

5.1 施 工

5.1.1 非烧结块材砌筑时，应满足块材砌筑上墙后的收缩性控

制要求。

5.1.2 砌筑前需要湿润的块材应对其进行适当浇(喷)水，不

得采用干砖或吸水饱和状态的砖砌筑。

5.1.3 砌体砌筑时，墙体转角处和纵横交接处应同时咬槎砌筑；

砖柱不得采用包心砌法；带壁柱墙的壁柱应与墙身同时咬槎砌

筑；临时间断处应留槎砌筑；块材应内外搭砌、上下错缝砌筑。

5.1.4 砌体中的洞口、沟槽和管道等应按照设计要求留出和

预埋。

5.1.5 砌筑砂浆应进行配合比设计和试配。当砌筑砂浆的组成

材料有变更时，其配合比应重新确定。

5.1.6 砌筑砂浆用水泥、预拌砂浆及其他专用砂浆，应考虑其

储存期限对材料强度的影响。

5.1.7 现场拌制砂浆时，各组分材料应采用质量计量。砌筑砂

浆拌制后在使用中不得随意掺入其他粘结剂、骨料、混合物。

5.1.8 冬期施工所用的石灰膏、电石膏、砂、砂浆、块材等应

防止冻结。
5.1.9 砌体与构造柱的连接处以及砌体抗震墙与框架柱的连接

处均应采用先砌墙后浇柱的施工顺序，并应按要求设置拉结钢

筋；砖砌体与构造柱的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槎。

5.1.10 承重墙体使用的小砌块应完整、无破损、无裂缝。

5.1.11 采用小砌块砌筑时，应将小砌块生产时的底面朝上反砌

于墙上。施工洞口预留直槎时，应对直槎上下搭砌的小砌块孔洞

采用混凝土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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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砌体结构的芯柱混凝土应分段浇筑并振捣密实。并应对

芯柱混凝土浇灌的密实程度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设计

要求。
5.1.13 砌体挡土墙泄水孔应满足泄排水要求。

5.1.14 填充墙的连接构造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

5.2 砌体结构检测

5.2.1 对新建砌体结构，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检测砌筑

砂浆强度、块材强度或砌体的抗压、抗剪强度：

1 砂浆试块缺乏代表性或数量不足；

2 砂浆试块强度的检验结果不满足设计要求；

3 对块材或砂浆试块的检验结果有怀疑或争议；

4 对施工质量有怀疑或争议，需进一步分析砂浆、块材或

砌体的强度；

5 发生工程事故，需进一步分析事故原因。

5.2.2 砌体结构检测应根据检测项目的特点、检测目的确定检

测对象和检测的数量，抽样部位应具有代表性。

5.2.3 选用新研制的砌体结构现场检测方法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强度测试公式所依据的试验散点图，其横坐标应包括不

少于有差异的5组数据点；

2 强度测试曲线的相关系数(或相关指数)不应小

于0.85;
3 强度测试曲线适用范围的上、下限不得在试验数据的基

础上外推；

4 应进行再现性和重复性试验；

5 应有工程的试点应用经验。

5.3 验 收

5.3.1 单位工程的砌体结构质量验收资料应满足工程整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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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当单位工程的砌体结构质量验收部分资料缺失时，应进

行相应的实体检验或抽样试验。

5.3.2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施工质量验收

尚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水泥的强度及安定性评定；

2 块材、砂浆、混凝土的强度评定；

3 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和设置部位；

4 砌体水平灰缝和竖向灰缝的砂浆饱满度；

5 砌体的转角处、交接处、构造柱马牙槎砌筑质量；
6 挡土墙泄水孔质量；

7 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后植钢筋轴向受拉承载力。
5.3.3 对有可能影响结构安全性的砌体裂缝，应进行检测鉴定，

需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待返修或加固处理满足使用要求后进行二

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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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护与拆除

6.0.1 应对砌体结构风化、渗漏、裂缝及损伤的部位进行检查

及维修。

6.0.2 砌体结构拆除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小对块材的损伤。

6.0.3 拆下的块材用于建造砌体结构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使用裂缝或风化的块材；

2 应对块材取样送检，根据检测结果确定使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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