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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B7_A5_E7_c41_65805.htm ⑵ 钢筋工程 ① 受力钢筋

的级别、种类、直径、根数和间距 对照施工图检查 作业面的

主要受力钢筋的级别、种类、直径、根数、间距和形状、尺

寸均符合设计要求、强制性标准。 ② 钢筋连接、锚固、接头

位置及数量 作业面钢筋连接的种类、锚固及接头位置，同一

截面的接头数量。 ③ 受力钢筋的位置和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作

业面上的受力钢筋的间距、排距及固定措施，悬臂构件固定

措施的可靠有效性，观察节点部位的箍筋间距，保证受力钢

筋混凝土保护层的措施。 ④ 钢筋的接头，当钢筋长度不够时

，可以在适当位置进行搭接，钢筋的接头要注意下列几点： 

ａ 基础梁上部钢筋在两个支柱之间的跨中1/2范围内不得搭接

，基础梁下部钢筋在每个支柱左右各1/3跨长范围内不得搭接

； ｂ 上部主体结构的梁，上部钢筋在每个支柱左右各1/3跨

长范围内不得搭接，上部主体结构梁的下部钢筋在两个支柱

之间的跨中不得搭接； ｃ 抗震圈梁外墙转角1m范围内应当

连续，接头应当在距外墙转角1m以外搭接； ｄ 钢筋直径Φ

＞22 mm时，不宜采用非焊接的搭接接头；对轴心受压和偏

心受压柱中的受压钢筋，当钢筋直径Φ≤３2 mm时，可采用

非焊接的搭接接头，但接头位置应设置在受力较小处。 受拉

钢筋最小锚固长度la、受拉钢筋搭接长度1.2 la、受压钢筋搭

接长度０.85 la（mm） 钢筋类型 混 凝 土 强 度 等 级 C15 C20

C25 ≥C30 la 1.2la .85la la 1.2la .85la la 1.2la .85la la 1.2la .85la I级钢

筋 40d 48d 34d 30d 36d 26d 25d 30d 21d 20d 24d 17d 月牙纹 II级



钢筋 50d 60d 43d 40d 48d 34d 35d 42d 30d 30d 36d 26d III级钢筋

--- 45d 54d 38d 40d 48d 34d 35d 42d 30d 冷拔低碳钢丝 250 注：

①当月牙纹钢筋直径Φ＞25 mm时，其锚固长度按比表中数

值增加5d采用. ②当螺纹钢筋直径Φ≤25 mm时，其锚固长度

应按表中数值减少5d采用. ③上表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10-89）第6.1.4条、第6.1.11条规定制作。 在可以搭接

的纵向钢筋搭接范围内，有几点必须注意：首先，纵向钢筋

搭接接头数量在同一截面有限制：受拉钢筋≤1/４，受压钢

筋≤1/2，如果您搞不清这个钢筋是受拉还是受压，那就应当

从严掌握，按受拉钢筋1/4实施。其次，在纵向钢筋搭接接头

范围内的箍筋必须加密，当搭接钢筋为受拉时，箍筋间距不

应大于５d（d为纵向钢筋最小直径）,并且不应大于100mm；

当搭接钢筋为受压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0d,并且不应大

于200mm。d为受力钢筋中的最小直径。还有一点，只有4根

纵向钢筋的构造柱千万不可采用两长两短的错开方式搭接！

抗震试验表明，构造柱４根钢筋在楼板面一次搭接对抗震更

有利。经验表明，轴心受压和小偏心受压的轻荷载少层房屋

的矩形截面柱子每边纵向钢筋不超过3根时，也不宜分截面搭

接（欢迎同行师友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在纵向钢筋

搭接接头范围内的箍筋必须加密，当搭接钢筋为受拉时，箍

筋间距不应大于５d（d为纵向钢筋最小直径）,并且不应大

于100mm；当搭接钢筋为受压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0d,并

且不应大于200mm。d为受力钢筋中的最小直径。 ⑤ 抗震柱

箍筋应做135°弯钩；箍筋弯钩的平直段长度应≥10d 。 ⑥ 钢

筋混凝土矩形楼板双向板布筋：下部短跨方向钢筋应当布置

在板的下下方，下部长跨方向钢筋应当布置在短跨方向钢筋



的上方；双向板上部短跨方向钢筋应放在板的上上方，上部

的长向钢筋应当布置在短向钢筋的下方。 ⑦ 钢筋混凝土独立

基础底板双向配筋，短边方向钢筋应当先放，布置在基础底

板的下部；长边方向钢筋应当后放，布置在短边方向钢筋的

上方。 ⑧ 劣质改制钢材的特征是无牌、无证、无标识，外观

飞边、毛刺、开裂、搭瘤，抗拉强度奇高，延性伸长率一般

较低，千万不可用于工程建设，各方质量人员务必严格把关

。 ⑶ 砌体结构 ①砌体施工质量控制等级 砌体施工质量控制

等级，应按照《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3-98）

第2.0.18条选用A级或B级，不得选用C级。 . 砌体施工质量控

制等级，应按照《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3-98

）第2.0.18条选用A级或B级，不得选用C级。砌筑人员均应取

得技术等级证书（更要观察砌筑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因为时

下为了应付形式主义的行业持证上岗检查,弄虚作假的种种证

书多如牛毛！），其中高、中级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少于70 %

。为落实操作质量责任制，应采用挂牌或墙面明示等形式，

注明操作人员、做好质量实测资料，并记入各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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