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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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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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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養邈憑•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
《地弄繇莎水技术规范》GB 50108-2008

《建劇图标准》GB/T 50105-2010

『范进行修订或有新的标准规范出版实施 

时，駆图橐样现行尹程建设标准不符的内容、限制或淘汰的 

技术或广倉:'澳为'免效。工程技术人员在参考使用时，应注 

意加以对本图集相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选用。

说明

3. 本图集包括常用的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 

筏形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桩基础的平法制图规则 

和标准构造详图两部分内容。

4. 本图集适用于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形 

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及桩基础施工图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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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代表 

HPB300钢筋，符号“护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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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1 90°弯折锚固示意

f平直段长度

编制说明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郁银泉 校对高志强Hit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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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bui 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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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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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一

钢筋焊接 —

钢筋机械连接 —

端部带锚固板的钢筋 1--------------------------- —

编制说明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郁银泉|心如f6一校对高志强卜才左務 设计|李増银|龙敕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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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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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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现浇混凝土的独立基础、 

条形基础、筏形基础及桩基础施工图设计。

1.0.3当采用本制图规则时，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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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留洞和预埋件等平面图和必 

要的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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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直接表 

示构件的尺寸、配筋。结构施工图的编排，宜按基础、柱、 

剪力： 梯及其他构件的顺序排列。

1.0.6 制的现浇混凝土的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

形基 唇工图，以平面注写方式为主、截面注写方
式为］ . 韓的尺寸和配筋。

1.0汪于氐设巧绘制结构施工图时，应将所有构件进行编 

号， -「代号和序号等。其中，类型代号的主要
u 3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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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

1.0.8按平法绘制基础结构施工图时，应采用表格或其他方 

式注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 0.000的绝对标高。

本图集应与国家建筑标准设计22G101-1及22G101-2配合 

使用，在单项工程中，其结构层楼面标高与结构层高必须统 

一，以保证地基与基础、柱与墙、梁、板、楼梯等构件按照 

统一的竖向定位尺寸进行标注。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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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

2.当具体工程的全部基础底面标高相同时，基础底面基准标高即 

为基础底面标高.当基础底面标高不同时，应取多数相同的底 

面标高为基础底面基准标高；对其他少数不同标高者应标明范 

围并注明标高。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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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向；当轴网在某位置转向时，局部坐标方向顺轴网的转 

向角度做相应转动，转动后的坐标应加图示。

2.当轴网向心布置时，切向为x向，径向为丁向，并应加图

不。

总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心认眾一校对高志强违妇僂设计李增彼龙 页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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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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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规定并加图示。

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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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G101-3）,以免图集修订后在施工中用错版本。

2. 注明各构件所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和钢筋种类，以 

确定与其相关的受拉钢筋最小锚固长度及最小搭接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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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明基础中各部位所处的环境类别及各类构件的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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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当采用防水混凝土时，应注明抗渗等级。

6. 当具体工程中有特殊要求时，应在施工图中另行说明。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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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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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节点要求设计者必须写明在何部位选用何种构造做 

法。本图集中，要求设计者必须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见本图 

集第2-61页。

1.0. 12对钢筋搭接、锚固长度等，除在结构施工图中另有注 

明者外，按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的有关构造规定执行。

1.0. 13本图集基础自身的钢筋当采用绑扎搭接连接时标为％; 

基础自身钢筋的锚固标为/a、Zab«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的实 

际情况，将基础自身的钢筋连接与锚固按抗震设计处理，对 

本图集的标准构造做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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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 1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2.1.1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有平面注写、截面注写和列表 

注写三种表达方式，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情况选择一种, 

或将两种方式相结合进行独立基础的施工图设计。

2. 1.2当绘制独立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独立基础平面与 

基础所支承的柱一起绘制。当设置基础联系梁时，可根据图 

面的疏密情况，将基础联系梁与基础平面布置图一起绘制, 

或将基础联系梁布置图单独绘制。

2. 1.3在独立基础平面布置图上应标注基础定位尺寸；当独 

立基础的柱中心线或杯口中心线与建筑轴线不重合时，应标 

注其定位尺寸。编号相同且定位尺寸相同的基础，可仅选择 

一个进行标注。.

2. 2独立基础编号

各种独逹础攣号按表2. 2规定。

设计财应注意：当独立基础截面形状为锥形时，其锥面 

应釆用能凝土浇筑、振捣密实的较缓坡度；当采用较 

陡坡反时，应要求旋匚采用在基础顶部锥面加模板等措施，以 
确保羸立翱熏翱浇筑成型、振捣密实。

表2. 2独立基础编号

类型
基础底板 

截面形状
代号 序号

普通独立基础
阶形 DJj XX

锥形 DJz XX

杯口独立基础
阶形 BJj XX

锥形 BJz XX

一、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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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独立基础的平面注写方式

2.3. 1独立基础的平面注写方式，分为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 

两部分内容。

2.3.2普通独立基础和杯口独立基础的集中标注，系在基础 

平面图上集中引注：基础编号、截面竖向尺寸、配筋三项必 

注内容，以及基础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 

和必要的文字注解两项选注内容。

素混凝土普通独立基础的集中标注，除无基础配筋内容 

外均与钢筋混凝土普通独立基础相同。

独立基础集中标注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

1•注写独立基础编号（必注内容），编号由代号和序号 

组成，应符合表2. 2的规定。

2.注写独立基础截面竖向尺寸（必注内容）.

（1）普通独立基础。注写hx lh2 /……，具体标注为：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审核

22G1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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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基础为阶形截面时，见示意图2.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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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2-2单阶普通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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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例］I当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DJjxx的竖向尺寸注写为400/300/300 
时，表示方］=400mm、7z2=300mm> 7z3=300mm,基础底板总高度为1000mm。

上例及图2. 3.2-1为三阶；当为更多阶时，各阶尺寸自下 

而上用“/”分隔顺写。

当基础为单阶时，其竖向尺寸仅为一个，即为基础总高 

度，见示意图2. 3. 2-2。

2）当基础为锥形截面时，注写为加/他，见示意图2. 3. 2-3。

『例』当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DJzxx的竖向尺寸注写为350/300时, 

表示Ai=350mm> 7z2=300mm,基础底板总高度为650mm。

（2）杯口独立基础：

1）当基础为阶形截面时，其竖向尺寸分两组，一组表达 

杯口内，另一组表达杯口外，两组尺寸以”分隔，注写 

为：a0/aP hjhj... ,其含义见示意图2. 3. 2-4 - 7,其中他

为杯口深度。

图2. 3. 2-3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图2. 3. 2-4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一）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审核I郁银泉冏亦牡」校对I高潮虽Hi衣淹I设计I李增银|龙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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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2-5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二）

图2. 3. 2-6阶形截面高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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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3 2-7 •彩截面高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二）
2、当址渝为籍形截面时，注写为：勺/內，如為/居•… 

其含义见示意因2. 3. 2-8和图2. 3. 2-9。

图2. 3. 2-8锥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图2. 3. 2-9锥形截面高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3.注写独立基础配筋（必注内容）。

（1 ）注写独立基础底板配筋。普通独立基础和杯口独立 

基础的底部双向配筋注写规定如下：

1） 以B代表各种独立基础底板的底部配筋。

2） x向配筋以X打头、y向配筋以Y打头注写；当两向配筋 

相同时，则以X&Y打头注写。

『例］1当独立基础底板配筋标注为：B:X血16@150, Y血16@200,表示 

基础底板底部配置HRB400钢筋，x向钢筋直径为16mm,间距150mm; y向钢筋 

直径为16mm,间距200mmo见示意图2. 3. 2T0。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22G1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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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边和双杯口中间杯壁的顶部均配置2根HRB400级直径为16mm的焊接钢筋网。 

见示意图2. 3.2-12 （本图只表示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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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10独立基础底板底部双向配筋示意
（2）注写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以Sn打头引注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的各边钢筋。

『例』当单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标注为：Sn 2414,表示杯口 

顶部每边配置2根HRB400级直径为14mm的焊接钢筋网.见示意图 

2. 3. 2-11 （本图只表示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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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2-11单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示意

K例』当双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标注为：Sn 2*16,表示杯口

图2. 3. 2-12双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示意

当双杯口独立基础中间杯壁厚度小于400mm时，在中间杯 

壁中配置构造钢筋见本图集第2-15页，设计不注。

（3）注写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筋（亦适用于杯口独 

立基础杯壁有配筋的情况）。具体注写规定如下：

1） 以O代表短柱配筋。

2） 先注写短柱纵筋，再注写箍筋。注写为：角筋％边中 

部筋〃边中部筋，箍筋（两种间距，短柱杯口壁内箍筋间距/ 

短柱其他部位箍筋间距）。

II例』当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筋标注为：O 4血20/5血16/5血16, 
410@ 150/300,表示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置HRB400竖向纵筋和HPB300 
箍筋.其竖向纵筋为：角筋4420, x边中部筋5血16、y边中部筋5416;其箍 

筋直径为10mm,短柱杯口壁内间距150mm,短柱其他部位间距 

300mni.见示意图2.3.2-13 （本图只表示基础短柱纵筋与矩形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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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2-13高杯口独立基础短柱配筋示意

3）对于双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筋，注写形式与单高 

杯口相同。见示意图2. 3. 2-14 （本图只表示基础短柱纵筋与 

矩形箍筋）。

当双高杯口独立基础中间杯壁厚度小于40Omm时，在中间 

杯壁中配置构造钢筋见本图集2-17页，设计不注。

（4）注写普通独立基础带短柱竖向尺寸及钢筋。当独立 

基础埋深较大，设置短柱时，短柱配筋应注写在独立基础中。 

具体注写规定如下：

1 ）以DZ代表普通独立基础短柱。

2）先注写短柱纵筋，再注写箍筋，最后注写短柱标高范 

围。注写为：角筋/x边中部筋/歹边中部筋，箍筋，短柱标高 

范围。

【例』当短柱配筋标注为：DZ 4壁20/5血18/5鱼18, *10@100, 
-2. 500—0. 050,表示独立基础的短柱设置在-2. 500m~-0. 050m高度范围内， 

配置HRB400竖向纵筋和HPB300箍筋。其竖向纵筋为：角筋4血20、x边中部筋 

5418, y边中部筋5418;其箍筋直径为1 Omm,间距100mm.见示意 

图2. 3.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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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写基础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独立基础的底面 

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应将独立基础底面标高直 

接注写在“（）”内。

5. 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独立基础的设计有 

特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例如，基础底板配筋 

长度是否采用减短方式等，可在该项内注明。

2.3.3钢筋混凝土和素混凝土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系在基 

础平面布置图上标注独立基础的平面尺寸。对相同编号的基 

础，可选择一个进行原位标注；当平面图形较小时，可将所 

选定进行原位标注的基础按比例适当放大；其他相同编号者 

仅注编号。

原位标注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

1.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x、y,西、yt, z=l, 2, 3...。 

其中，x、y为普通独立基础两向边长，&、力为阶宽或锥形平 

面尺寸（当设置短柱时，尚应标注短柱对轴线的定位情况, 

用*DZi表不）。

对称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 3. 3-1; 

非对称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 3. 3-2;设 

置短柱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 3. 3-3。

对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 3. 3-4; 

非对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 3. 3-5o

11 £

1 £
i
1

•兀2 1.七

X
图2. 3. 3-2非对称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

! I 4

兀1 [兀2] 无DZ2）无2；兀1 ..

. 无 ..

图2. 3. 3-3带短柱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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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3-4对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

杯口下口尺寸按标准构造详图（为插入杯口的相应柱截面边 

长尺寸，每边各加50mm ）,设计不注。

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 3. 3-6和 

图2. 3. 3-7.高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与杯口独立基础完全 

相同。

总
则

筏
形
基
础

、平
ft
SIJs

规
则

桩
基
础

F

迭
制
，图.
规
则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平
宏
制
图
观
刑

图2 3 3-5 '； M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

2.杯白缠士產础、原位标注x、y, ■Xu、yus %u/y^ij ", 
* X,穴”：矛脣•“ 其中，X、y为杯口独立基础两向边长, 

Xu、少u为牴罗学口耀寸，阿、加为杯口上口边到轴线的尺寸, 

心为标壁Zb号辱度77下口厚度为/i+25mm,冷、必为阶宽或锥形截 
面尺寸、。〃''\ /

杯口生廿尺寸竝、 按柱截面边长两侧双向各加75mm;

图2. 3. 3-6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原位标注（一）

（本图所示基础底板的一边比其他三边多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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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 3. 3-8和 

图2. 3. 3-9。高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与杯口独立基础完全

图2. 3. 3-9锥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原位标注（二）

础底板的某边不放坡时，在原位放大绘制的基础平面图上, 

或在圈引出来放大绘制的基础平面图上，应按实际放坡情况 

绘制分坡线，见图2. 3. 3-9。

2. 3. 4普通独立基础采用平面注写方式的集中标注和原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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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所示基础底板有两边不放坡）

设计时应注意：当设计为非对称锥形截面独立基础且基

图2. 3. 4-1普通独立基础平面注写方式设计表达示意
带短柱独立基础采用平面注写方式的集中标注和原位标 

注综合设计表达示意，见图2. 3. 4-2。

2.3.5杯口独立基础采用平面注写方式的集中标注和原位标 

注综合设计表达示意，见图2.3.5。

在图2. 3. 5中，集中标注的第三、四行内容，系表达高杯 

口独立基础短柱的竖向纵筋和横向箍筋；当为杯口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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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4-2 带短柱独立基础平面注写方式设计表达示意

图2. 3. 5杯口独立基础平面注写方式设计表达示意

总
则

时，集中标注通常为第一、二、五行的内容。

2. 3. 6独立基础通常为单柱独立基础，也可为多柱独立基础 

(双柱或四柱等)。多柱独立基础的编号、几何尺寸和配筋的 

标注方法与单柱独立基础相同。

当为双柱独立基础且柱距较小时，通常仅配置基础底部 

钢筋；当柱距较大时，除基础底部配筋外，尚需在两柱间配 

置基础顶部钢筋或设置基础梁；当为四柱独立基础时，通常 

可设置两道平行的基础梁，需要时可在两道基础梁之间配置 

基础顶部钢筋。

多柱独立基础顶部配筋和基础梁的注写方法规定如下：

1. 注写双柱独立基础底板顶部配筋。双柱独立基础的顶 

部配筋，通常对称分布在双柱中心线两侧。以大写字母 

“T”打头，注写为：双柱间纵向受力钢筋/分布钢筋。当纵向 

受力钢筋在基础底板顶面非满布时，应注明其总根数。

K例』T: 1H18@100/<MO@200;表示独立基础顶部配置HRB400纵向受 

力钢筋，直径为18mm设置11根，间距100mm;配置HPB300分布筋，直径为 

10mm,间距200mmo见示意图2. 3.6T。

2. 注写双柱独立基础的基础梁配筋。当双柱独立基础为 

基础底板与基础梁相结合时，注写基础梁的编号、几何尺寸 

和配筋。如JLxx⑴表示该基础梁为1跨，两端无外伸； JL"(ia)表示该基础梁为1跨，一端有外伸；JLxx(ib)表示 

该基础梁为1跨，两端均有外伸。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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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6-1双柱独立基础顶部配筋示意

通常情况下，双柱独立基础宜采用端部有外伸的基础梁, 

基础底板则采用受力明确、构造简单的单向受力配筋与分布 

筋。基础梁宽度宜比柱截面宽出不小于100mm （每边不小于 

5 Omni）。

基础梁的注写规定与条形基础的基础梁注写规定相同, 

详见本规则第3章的相关内容。注写示意图见图2. 3.6-2。

3. 注写双柱独立基础的底板配筋。双柱独立基础底板配 

筋的注写，可以按条形基础底板的注写规定（详见本规则第3 

章的相关内容），也可以按独立基础底板的注写规定，注写 

不意图见图2. 3. 6-2。

4. 注写配置两道基础梁的四柱独立基础底板顶部配筋。 

当四柱独立基础已设置两道平行的基础梁时，根据内力需要 

可在双梁之间及梁的长度范围内配置基础顶部钢筋，注写为: 

梁间受力钢筋/分布钢筋。

『例』T: ^16@120/4>10@200;表示在四柱独立基础顶部两道基础梁之 

间配置HRB400钢筋，直径为16mm,间距120mm;分布筋为HPB300钢筋，直 

径为10mm,间距200mm。见示意图2. 3. 6-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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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6-2双柱独立基础的基础梁配筋注写示意

DJjxx,%
B: X鱼xx@xxx

Y虫xx@xxx

JLxx(IB)
b 乂 h (j)XX@XXX (x) 
B: x^xx； T: x^xx 
Gx<j)xx

1 __1

X也XX x/x X鱼XX x/x x^xx x/x x^xx x/>

JLxx(IB)

图2. 3. 6-3四柱独立基础底板顶部基础梁间配筋注写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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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设置两道基础梁的四柱独立基础底板配筋，也可按 

双梁条形基础底板配筋的注写规定(详见本规则第一部分第3 

章的相关内容)。

2.3.7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独立基础施工图示意见本图集 

第1T5页。

2. 4 独立基础的截面注写方式

2.4. 1独立基础釆用截面注写方式，应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 

对所有基础进行编号，标注独立基础的平面尺寸，并用剖面 

号引出对应的截面图；对相同编号的基础，可选择一个进行 

标注，见表2. 2。

2. 4.2对单个基础进行截面标注的内容和形式，与传统“单 

构件正投影表示方法”基本相同。对于已在基础平面布置图 

上原位标注清楚的该基础的平面几何尺寸，在截面图上可不 

再重复表达，具体表达内容可参照本图集中相应的标准构造。

2. 5 独立基础的列表注写方式

2. 5. 1独字產蒜角列表注写方式，应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 

对所有基础'进語鴻号，见表2. 2。

2.5.2 - 董基础，可采用列表注写(结合平面和截面

示意 •集中表达。表中内容为基础截面的几何

数据 面和截面示意图上应标注与表中栏目相
对应： 為具体内容规定如下：

1.普邂銓基础。普通独立基础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

(1 )编号：应符合表2. 2的规定。

(2 )几何尺寸：水平尺寸x、y, Xj. yt, z=l, 2, 3 
竖向尺寸局/鬲/……。

(3)酉己筋：B： XSxx@xxx, Y4xx@xxxo 

普通独立基础列表格式见表2. 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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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 2-1普通独立基础几何尺寸和配筋表

基础编号/ 

截面号

截面几何尺寸 底部配筋(B)

y Xi hy 兀向 y向
条
形
基
础 

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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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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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例如：当基础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 

基准标高不同时，加注基础底面标高；当为双柱独立基础时，加注 

基础顶部配筋或基础梁几何尺寸和配筋；当设置短柱时增加短柱 

尺寸及配筋等。

2.平面和截面示意图参见第 2. 3节的相关规定.

2.杯口独立基础 。杯口独立基础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

(1) 编号：应符合表2. 2的规定。

(2) 几何尺寸：水平尺寸X、“ Xu、yu■> y^i5 1

无、z=l, 2, 3.......;竖向尺寸他、hjhjhz.... 。

(3 )配筋：B: X业xx@xxx, Y业xx@xxx, Sn x业xx,

0 x业xx/x业xx/x业xx, c[)xx@xxx/xxxo

杯口独立基础列表格式见表2. 5. 2-2。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22G10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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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 2-2杯口独立基础几何尺寸和配筋表

基础编号/ 

截面号

截面几何尺寸 底部配筋(B) 杯口顶部 

钢筋网

(Sn)

短柱配筋(0)

X X向 y向 角筋/无边中部筋/y边中部筋
杯口壁箍筋/其他部 

位箍筋

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如当基础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加注基础底面标高；或增加说明栏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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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柱配筋适用于高杯口独立基础，并适用于杯口独立基础杯璧有配筋的情况.

2. 6 其他

2.6. 1与独立基础相关的基础联系梁的平法施工图设计，详见 2.6.2当杯口独立基础配合釆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预制基础

本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定。 梁时，应根据其要求，处理好相关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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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注：1. X、尹为图面方向；
2. + 0. 000的绝对标高 5） : XXX. xxx； 
基础底面基准标高（m）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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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图集号 22G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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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3. 1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3.1.1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有平面注写和列表注写两种表 

达方式，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情况选择一种，或将两种方 

式相结合进行条形基础的施工图设计。

3. 1.2当绘制条形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条形基础平面与 

基础所支承的上部结构的柱、墙一起绘制。当基础底面标高 

不同时，需注明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之处的范围和标高。

3.1.3当梁板式基础梁中心或板式条形基础板中心与建筑定 

位轴线不重合时，应标注其定位尺寸；对于编号相同的条形 

基础，可仅选择一个进行标注。

3. 1.4条形基础整体上可分为两类：

1. 梁板式条形基础。该类条形基础适用于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和钢结构。 

平法施工图将梁板式条形基础分解为基础梁和条形基础底板 

分别进行表达。

2. 板式条形基础。该类条形基础适用于钢筋混凝土剪力 

墙结构和砌体结构。平法施工图仅表达条形基础底板。

3.2条形基础编号

条形基础编号分为基础梁和条形基础底板编号，按表3. 2 

的规定。

表3. 2条形基础梁及底板编号

类型 代号 序号 跨数及有无外伸

基础梁 JL XX （XX）端部无外伸

条形基 坡形 TJBp XX （xxA） —端有外伸

础底板 阶形 TJBj XX （xxB）两端有外伸

注：条形基础通常采用坡形截面或单阶形截面.

3. 3 基础梁的平面注写方式

3.3.1基础梁JL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两 

部分内容，当集中标注的某项数值不适用于基础梁的某部位 

时，则将该项数值采用原位标注，施工时，原位标注优先。

3. 3. 2基础梁的集中标注内容为：基础梁编号、截面尺寸、 

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基础梁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 

标高不同时）和必要的文字注解两项选注内容。具体规定如 

下：

1. 注写基础梁编号（必注内容），见表3. 2。

2. 注写基础梁截面尺寸（必注内容）。注写b^h,表示 

梁截面宽度与高度。当为竖向加腋梁时，用bxhg"表示, 

其中ci为腋长，C2为腋高，见示意图3. 3.2-1。

3. 注写基础梁配筋（必注内容）。

（1）注写基础梁箍筋：

1）当具体设计仅采用一种箍筋间距时，注写钢筋种类、 

直径、间距与肢数（箍筋肢数写在括号内，下同）。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血如仏」校对高志强|逸左旄设计李曙银 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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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具体设计采用两种箍筋时，用“/”分隔不同箍筋, 

按照从基础梁两端向跨中的顺序注写。先注写第1段箍筋（在 

前面加注箍筋道数），在斜线后再注写第2段箍筋（不再加注 

箍筋道数）。

筏
形
基
础

【例』9itl6@100/416@200 （6）,表示配置两种间距的HRB400箍筋，直

径为16mm,从梁两端起向跨内按箍筋间距100mm每端各设置9道，梁其余部

位的箍筋间距为200mm,均为6肢箍.

施工时应注意：两向基础梁相交的柱下区域，应有一向

桩
基
础

截面 、 滿贯通设置；当两向基础梁高度相同时,
任选一向釜础臺諂筋贯通设置。

（2'）尹弓翅i梁底部、顶部及侧面纵向钢筋：

6一起'扌幺王写梁底部贯通纵筋（不应少于梁底部受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力钢策总雾哽霜的1/3）。当跨中所注根数少于箍筋肢数时, 
需要'   矗底部架立筋以固定箍筋，采用“ + ”将贯 

通纵筋与架立筋相联，架立筋注写在加号后面的括号内。

总
则

2） 以T打头，注写梁顶部贯通纵筋。注写时用分号“；” 

将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分隔开，如有个别跨与其不同者按本 

规则第3. 3. 3条原位注写的规定处理。

3） 当梁底部或顶部贯通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 

排纵筋自上而下分开。

『例』B: 4125; T: 12虫25 7/5 ,表示梁底部配置贯通纵筋为4鱼25; 
梁顶部配置贯通纵筋上一排为7 425,下一排为5425,共12金25.

4） 以大写字母G打头注写梁两侧面对称设置的纵向构造 

钢筋的总配筋值（当梁腹板高度7zw不小于450mm时，根据需要 

配置）。

II例』G8鱼14,表示梁每个侧面配置纵向构造钢筋4414,共配置8414.
当需要配置抗扭纵向钢筋时，梁两个侧面设置的抗扭纵向 

钢筋以N打头。

［例』N8鱼16,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8血16的纵向抗扭钢筋，沿截 

面周边均匀对称设置.

注：1.当为梁侧面构造钢筋时，其搭接与锚固长度可取为15乩
2.当为梁侧面受扭纵向钢筋时 ，其锚固长度为A,,搭接长度为“; 

其锚固方式同基础梁上部纵筋。

4.注写基础梁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条形基础的底 

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将条形基础底面标高注 

写在“（）”内。

5•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基础梁的设计有特 

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22G101-3-1-17—

独
立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条
形
基
础
、一「 

平
法
制
图
规
财
，-

筏
形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桩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21



总
则

独
立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
条

形

基

础
" 

呼
法

制

图

规

则-

筏
形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桩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3.3.3基础梁JL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1.基础梁支座的底部纵筋 ，系指旬含贯通纵筋与非贯通 

纵筋在内的所有纵筋：

（1） 当底部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排纵筋自上 

而下分开。

（2） 当同排纵筋有两种直径时，用“ + ”将两种直径的 

纵筋相联，注写时角筋写在前面。

II例』在基础梁支座处原位注写2鱼25+2虫22,表示基础梁支座底部有4 
根纵筋，2425分别放在角部，2422放在中部.

（3） 当梁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配置不同时，需在支座两 

边分别标注；当梁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相同时，可仅在支座的 

一边标注”

（4） 当梁支座底部全部纵筋与集中注写过的底部贯通 

纵筋相同时，可不再重复做原位标注。

（5） 竖向加腋梁加腋部位钢筋，需在设置加腋的支座处 

以Y打头注写在括号内。

I［例］1竖向加腋梁端（支座）处注写为Y4鱼25,表示竖向加腋部位斜 

纵筋为4425.

设计时应注意：对于梁底部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梁，梁的 

支座两边配置不同的底部非贯通纵筋时，应先按较小一边的 

配筋值选配相同直径的纵筋贯穿支座，再将较大一边的配筋 

差值选配适当直径的钢筋锚入支座，避免造成支座两边大部 

分钢筋直径不相同的不合理配置结果。

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底部贯通纵筋经原位注写修 

正，出现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时，应在两毗邻跨中 

配置较小一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进行连接（即配置较大一跨的 

底部贯通纵筋需伸出至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具体位置见 

标准构造详图）。

2. 原位注写基础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当两向 

基础梁十字交叉，但交叉位置无柱时，应根据需要设置附加 

箍筋或（反扣）吊筋。

将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直接画在平面图中条形基础 

主梁上，原位直接引注总配筋值（附加箍筋的肢数注在括号 

内）。当多数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相同时，可在条形基 

础平法施工图上统一注明。少数与统一注明值不同时，在原 

位直接引注。

施工时应注意：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的几何尺寸应 

按照标准构造详图，结合其所在位置的主梁和次梁的截面尺 

寸确定。

3. 原位注写基础梁外伸部位的变截面高度尺寸。当基础 

梁外伸部位采用变截面高度时，在该部位原位注写b^/h2,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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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位注写修正内容。当在基础梁上集中标注的某项内 

容（如截面尺寸、箍筋、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或架立筋、梁 

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梁底面标高等）不适用于某跨或某外伸 

部位时，将其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工 

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

当在多跨基础梁的集中标注中已注明竖向加腋，而该梁某 

跨根部不需要竖向加腋时，则应在该跨原位标注截面尺寸bx 
h,以修正集中标注中的竖向加腋要求。

3. 4 基础梁底部非贯通纵筋的长度规定

3.4. 1为方便施工，对于基础梁柱下区域底部非贯通纵筋的 

伸出长度他值：当配置不多于两排时，在标准构造详图中统一 

取值为自柱边向跨内伸出至人/3位置；当非贯通纵筋配置多于 

两排时，从第三排起向跨内的伸出长度值应由设计者注明。/n 

的取值规定为：边跨边支座的底部非贯通纵筋，/n取本边跨的 

净跨长度值；对于中间支座的底部非贯通纵筋，人取支座两边 

较大一跨的賣「翳寥值,相关构造见本图集第2-23页。
3. 4. 2基础'獅卜附细位底部第一排纵筋伸出至梁端头并全部 

上弯；其细:排钢噜狸至梁端头后截断，相关构造见本图集第 

2-2 5
3.4.3 就行第3.4.1、3.4.2条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

长度輿绳厂蹊準规足时，应注意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魅“J/ 5 0 01 0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关规定

进行校核，若不满足时应另行变更。

3.5 条形基础底板的平面注写方式

3.5. 1条形基础底板TJBp、TJBj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 

注和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

3.5.2条形基础底板的集中标注内容为：条形基础底板编 

号、截面竖向尺寸、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条形基础底板 

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必要的文字注解 
两项选注内容。

素混凝土条形基础底板的集中标注，除无底板配筋内容 

外与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底板相同。具体规定如下：

1. 注写条形基础底板编号（必注内容），编号由代号和 

序号组成，应符合表3. 2的要求。

2. 注写条形基础底板截面竖向尺寸（必注内容）。注写 

%/他/……，具体标注为：

（1）当条形基础底板为坡形截面时，注写为hy/h2,见示 

意图3. 5. 2-1.

图3. 5. 2-1条形基础底板坡形截面竖向尺寸

『例』当条形基础底板为坡形截面TJBpxx,其截面竖向尺寸注写 

300/2 5 0时，表示Zzi = 300mm、7z2 = 2 5 0mm,基础底板根部总高度为5 5 0mm.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I郁银泉心校对I高志强Hi曲I设计I李曙银 页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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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条形基础底板为阶形截面时，见示意图3.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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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5. 2-2条形基础底板阶形截面竖向尺寸

『例』当条形基础底板为阶形截面TJBjxx,其截面竖向尺寸注写为 

300mm时，表示％=300mm,即为基础底板总高度.

上例及图3. 5. 2-2为单阶，当为多阶时各阶尺寸自下而上 

以“/”分隔顺写。

3. 注写条形基础底板底部及顶部配筋（必注内容）。 

以B打头，注写条形基础底板底部的横向受力钢筋；以T打头, 

注写条形基础底板顶部的横向受力钢筋；注写时，用“/”分 

隔条形基础底板的横向受力钢筋与纵向分布钢筋，见示意图 

3. 5. 2-3和图3. 5. 2-4。

I［例H当条形基础底板配筋标注为：B:鱼14@150/<t>8@250;表示条 

形基础底板底部配置HRB400横向受力钢筋，直径为14mm,间距15 0mm;配 

置HPB300纵向分布钢筋，直径为8mm,间距25Omni.见示意图3. 5. 2-3.
『例』当为双梁（或双墙）条形基础底板时，除在底板底部配置钢筋 

外，一般尚需在两根梁或两道墙之间的底板顶部配置钢筋，其中横向受力钢 

筋的锚固长度/a从梁的内边缘（或墙内边缘）起算，见示意图3. 5.2-4。

4. 注写条形基础底板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条形基 

础底板的底面标高与条形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应将条 

形基础底板底面标高注写在“（）”内。

5•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条形基础底板 

有特殊要求时，应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

图3. 5. 2-3条形基础底板底部配筋示意

图3. 5. 2-4双梁条形基础底板配筋示意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郁银泉松林s—校对高志强Hh：淹设计李増银|祐魅 页 1-20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丿3

开
誉
存i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

旳

農

耳
；
「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24



总
则

独
立
基
础 

乎

冒

轨
®

3.5.3条形基础底板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1.原位注写条形基础底板的平面定位尺寸。原位标注 

b、S，z=l, 2,……。其中，b为基础底板总宽度，$为基础 

底板台阶的宽度。当基础底板采用对称于基础梁的坡形截面 

或单阶形截面时，％可不注，见图3. 5. 3„

一
条
彩<
.

础 

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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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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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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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5. 3条形基础底板平面尺寸原位标注
素混游丄夂攀础底板的原位标注与钢筋混凝土条形基 

础底板相I f

对于制聽粤的条形基础底板，可仅选择一个进行标注。

-, 一梁或双墙共用同一基础底板的情况，当为
双梁云为双尙宜枭或墙荷载差别较大时，条形基础两侧可取 

不同的寛鸟企' 实 鱷度以原位标注的基础底板两侧非对称的 

不同台'阶堆厦父进综表达。

2.原位注写修正内容 。当在条形基础底板上集中标注的 

某项内容，如底板截面竖向尺寸、底板配筋、底板底面标高 

等，不适用于条形基础底板的某跨或某外伸部分时，可将其 

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工时原位标注取 

值优先。

3.5.4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条形基础施工图示意见本图 

集第1-23页。

3. 6 条形基础的列表注写方式

3. 6. 1采用列表注写方式，应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对所有条 

形基础进行编号，编号原则见表3. 2。

3.6.2对多个条形基础可采用列表注写(结合截面示意图) 

的方式进行集中表达。表中内容为条形基础截面的几何数据 

和配筋，截面示意图上应标注与表中栏目相对应的代号。列 

表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

1•基础梁。基础梁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

(1) 编号：注写 JLxx(xx)、JLxx (xxA)或 JLxx(xxB)。

(2) 几何尺寸：梁截面宽度与高度b^h.当为竖向加腋 

梁时，注写bxh YC1XC2,其中Cl为腋长，C2为腋高。

(3) 配筋：注写基础梁底部贯通纵筋+非贯通纵筋，顶 

部贯通纵筋，箍筋。当设计为两种箍筋时，箍筋注写为：第 

一种箍筋/第二种箍筋，第一种箍筋为梁端部箍筋，注写内容 

包括箍筋的箍数、钢筋种类、直径、间距与肢数。

基础梁列表格式见表3. 6. 2-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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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6. 2-1基础梁几何尺寸和配筋表

基础梁编号/ 

截面号

截面几何尺寸 配筋

bxh

竖向 

加腋

5 9

底部贯通纵筋 

+非贯通纵筋， 

顶部贯通纵筋

第一种箍筋/ 

第二种箍筋

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如增加基础梁底面标高等.

2.表中非贯通纵筋需配合原位标注使用.

2.条形基础底板。条形基础底板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

表3. 6. 2-2条形基础底板几何尺寸和配筋表

(3)酉已筋：B: ^xx@xxx/^xx@xxxo 

条形基础底板列表格式见表3. 6. 2-2。

基础底板编号/ 

截面号

截面几何尺寸 底板配筋(B )

b bi hjhi
横向受 

力钢筋

纵向分 

布钢筋

注：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如增加上部配筋、基础底板底面标高 

(与基础底板底面基准标高不一致时)等。

3.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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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1) 编号：坡形截面编号为TJBpxx(xx)、TJBpxx(xxA) 

或 TJBpxx (xxB),阶形截面编号为 TJBjxx(xx)、TJBjxx (xx 

A)或TJBjxx (xxB)o

(2) 几何尺寸：水平尺寸b、bt, z=l, 2,……;竖向尺

寸 /Zi / °

与条形基础相关的基础联系梁、后浇带的平法施工图设 

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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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x^xx；T: x虫xx 
Gx(t>xx

Jxxx (>) 
x/x

TJBpOl (6B),/n〃n
B：虫 xx@xxx/0xx ..X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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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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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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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xx̂

x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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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业XX

注：± 0. 000的绝对标高（m） : xxx. xxx ;基础底面标高（m） :-x.xxx。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图集号 22G10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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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4. 1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4. 1. 1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系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 

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进行表达。

4. 1.2当绘制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梁板式筏形基础与其 

所支承的柱、墙一起绘制。梁板式筏形基础以多数相同的基 

础平板底面标高作为基础底面基准标高。当基础底面标高不同 

时，需注明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之处的范围和标高。

4. 1. 3通过选注基础梁底面与基础平板底面的标高高差（见 

本规则第4. 3节规定）来表达两者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明确 

其“高板位”（梁顶与板顶一平）、"低板位”（梁底与板 

底一平）以及"中板位”（板在梁的中部）三种不同位置组 

合的筏形基础，方便设计表达。

4. 1.4对于轴线未居中的基础梁，应标注其定位尺寸。

4. 2梁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的类型与编号

4.2. 1梁板式筏形基础由基础主梁、基础次梁、基础平板等 

构成，编号按表4. 2. 1的规定。

表4. 2. 1 梁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编号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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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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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图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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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xxA）为一端有外伸，（xxB）为两端有外伸，外伸不计入跨数.

『例』JL7（5B）表示第7号基础主梁，5跨，两端有外伸.

构件类型 代号 序号 跨数及有无外伸

基础主梁（柱下） JL XX （XX）或（XXA）或（xxB）

基础次梁 JCL XX (xx)或(xxA)或(xxB)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 LPB XX 一

2.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跨数及是否有外伸分别在X、y两向的贯通纵筋 

之后表达.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3. 本图集基础次梁JCL表示端支座为餃接；当基础次梁JCL端支座下部 

钢筋为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用JCLg表示.

4.2.2梁板式筏形基础主梁与条形基础梁编号与标准构造详 

图一致。

4. 3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的平面注写方式

4.3. 1基础主梁JL与基础次梁JCL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 

注与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当集中标注中的某项数值不适用 

于梁的某部位时，则将该项数值釆用原位标注，施工时，原 

位标注优先。

4.3.2基础主梁JL与基础次梁JCL的集中标注内容为：基础梁 

编号、截面尺寸、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基础梁底面标高 

高差（相对于筏形基础平板底面标高）一项选注内容。具体 

规定如下：

1. 注写基础梁的编号，见表4.2.1。

2. 注写基础梁的截面尺寸。以b^h表示梁截面宽度与高 

度；当为竖向加腋梁时，用bxh gx 5表示，其中q为腋 

长，©为腋高。

3. 注写基础梁的配筋。

（1）注写基础梁箍筋。

1）当采用一种箍筋间距时，注写钢筋种类、直径、间距 

与肢数（写在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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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采用两种箍筋时，用“/”分隔不同箍筋，按照从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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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梁两端向跨中的顺序注写。先注写第1段箍筋（在前面加 

注箍数），在斜线后再注写第2段箍筋（不再加注箍数）.

［例』9416@100/416@ 200 （6）,表示配置HRB400,直径为16mm的箍 

筋.间距为两种，从梁两端起向跨内按箍筋间距100mm每端各设置9道，梁 

其余部位的箍筋间距为200mm,均为6肢箍.

施工时应注意：两向基础主梁相交的柱下区域，应有一 

向截面较高的基础主梁箍筋贯通设置；当两向基础主梁高度 

相同时，任选一向基础主梁箍筋贯通设置。

（2）注写基础梁的底部、顶部及侧面纵向钢筋。

1 ）以B打头，先注写梁底部贯通纵筋（不应少于底部受 

力钢筋总截面面积的1/3）。当跨中所注根数少于箍筋肢数时, 

需要在跨中加设架立筋以固定箍筋，注写时，用加号“ + ” 

将贯通纵筋与架立筋相联，架立筋注写在加号后面的括号内。

2 ）以T打头，注写梁顶部贯通纵筋值。注写时用分号 

“；”将底部与顶部纵筋分隔开，如有个别跨与其不同，按 

本规则第4. 3. 3条原位注写的规定处理。

『例］B4432; T7432,表示梁的底部配置4壘32的贯通纵筋，梁的 

顶部配置7鱼32的事•通纵筋.

3） ，顶部贯通纵筋多于一排时，用斜线“/” 
将各排如鑫尘而卞分开。

K例吴枣列會爲纵筋注，写为B8金28 3/5,则表示上一排纵筋为迪28, 
下一州；饮也'5丫28 — \

4） 区大黃字持G打头注写基础梁两侧面对称设置的纵向 

构适椚和叩w蓟财直（当梁腹板高度瓜不小于45 0mm时，根据 

需要配置）。

【例］］G8鱼16,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8虫16的纵向构造钢筋，每侧 

各配置4416.
当需要配置抗扭纵向钢筋时，梁两个侧面设置的抗扭纵向 

钢筋以N打头。

8：例』N8鱼16,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8虫16的纵向抗扭钢筋，沿截 

面周边均匀对称设置。

注：1.当为梁侧面构造钢筋时，其搭接与锚固长度可取为15么
2.当为梁侧面受扭纵向钢筋时，其锚固长度为人，搭接长度为 

其锚固方式同基础梁上部纵筋.

4.注写基础梁底面标高高差 （系指相对于筏形基础平板 

底面标高的高差值），该项为选注值。有高差时需将高差写 

入括号内（如“高板位”与“中板位”基础梁的底面与基础 

平板底面标高的高差值），无高差时不注（如“低板位”筏 

形基础的基础梁）。

4. 3.3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1•梁支座的底部纵筋，系指旬含贯通纵筋与非贯通纵筋 

在内的所有纵筋：

（1） 当底部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排纵筋自上 

而下分开。

『例］1梁端（支座）区域底部纵筋注写为10*25 4/6,则表示上一排纵 

筋为4血25,下一排纵筋为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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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例F梁端（支座）区域底部纵筋注写为4鱼28+ 2鱼25,表示一排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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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种不同直径钢筋组合.

（3） 当梁中间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配置不同时，需在支 

座两边分别标注；当梁中间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相同时，可 

仅在支座的一边标注配筋值。

（4） 当梁端（支座）区域的底部全部纵筋与集中注写过 

的贯通纵筋相同时，可不再重复做原位标注。

（5） 竖向加腋梁加腋部位钢筋，需在设置加腋的支座处 

以Y打头注写在括号内。

『例』竖向加腋梁端（支座）处注写为Y4425,表示竖向加腋部位斜 

纵筋为4425.

设计时应注意：对于梁底部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梁，梁的 

支座两边配置不同的底部非贯通纵筋时，应先按较小一边的 

配筋值选配相同直径的纵筋贯穿支座，再将较大一边的配筋 

差值选配适当直径的钢筋锚入支座，避免造成支座两边大部 

分钢筋直径不相同的不合理配置结果。

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底部贯通纵筋经原位修正注 

写后，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应在两毗邻跨中配置较 

小一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即配置较大一跨的底部贯通纵 

筋需越过其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具 

体位置见标准构造详图）°

2.注写基础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将其直接画 

在平面图中的主梁上，用线引注总配筋值（附加箍筋的肢数 

注在括号内），当多数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相同时，可 

在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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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时应注意：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的几何尺寸应 

按照标准构造详图，结合其所在位置的主梁和次梁的截面尺 

寸确定。

3. 当基础梁外伸部位变截面高度时，在该部位原位注写b 

x/zi/他，％为根部截面高度，他为尽端截面高度。

4. 注写修正内容。当在基础梁上集中标注的某项内容（如 

梁截面尺寸、箍筋、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或架立筋、梁侧面 

纵向构造钢筋、梁底面标高高差等）不适用于某跨或某外伸 

部分时，则将其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 

工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

当在多跨基础梁的集中标注中已注明竖向加腋，而该梁 

某跨根部不需要竖向加腋时，则应在该跨原位标注等截面的b 

x A,以修正集中标注中的加腋信息。

4.3.4按以上各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1-30 

页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标注图示。

4. 4基础梁底部非贯通纵筋的长度规定

4. 4. 1为方便施工，凡基础主梁柱下区域和基础次梁支座区 

域底部非贯通纵筋的伸出长度血值，当配置不多于两排时， 

在标准构造详图中统一取值为自支座边向跨内伸出至人/3位 

置；当非贯通纵筋配置多于两排时，从第三排起向跨内的伸出 

长度值应由设计者注明。/n的取值规定为：边跨边支座的底部 

非贯通纵筋，人取本边跨的净跨长度值；中间支座的底部非贯

通纵筋，人取支座两边较大一跨的净跨长度值，徒 关构造见本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I郁银泉Pt林应」校对 高志强縉设计|李增銀|加魅 页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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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第2 - 23页和第2-29页。

4. 4.2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外伸部位底部第一排纵筋伸出至 

梁端头并全部上弯；其他排伸至梁端头后截断,相关构造见本 

图集第2-25页和第2-29页。

4. 4. 3设计者在执行第4.4.1、4. 4. 2条基础梁底部非贯通纵 

筋伸出长度的统一取值规定时，应注意按国家现行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 0、《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关规 

定进行校核，若不满足时应另行变更。

4. 5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的平面注写方式

4.5. 1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平面注写，分为集中标注与 

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

4.5. 2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集中标注，应在所表达的板 

区双向均为第一跨（X与y双向首跨）的板上引出（图面从左 

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板区划分条件：板厚相同、基础平板底部与顶部贯通纵 

筋配置相嗓同一板区。

集中嚅容规定如下：

1.注写墓产|：平板的编号，见表4. 2. 1。

.的截面尺寸。注写h = xxx表示板厚。

: -的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及其跨数及外伸情

况。先注写:x向'底部（B打头）贯通纵筋与顶部（T打头）贯通 

纵筋及纵筲笔爰范围；再注写y向底部（B打头）贯通纵筋与

顶部（T打头）贯通纵筋及其跨数及外伸情况（图面从左至右 

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贯通纵筋的跨数及外伸情况注写在括号中，注写方式 

为“跨数及有无外伸”，其表达形式为：（XX）（无外伸）、 

（xxA）（一端有外伸）或（xxB）（两端有外伸）。

注：基础平板的跨数以构成柱网的主轴线为准；两主轴线之间无论有 

几道辅助轴线（例如框筒结构中混凝土内筒中的多道墙体），均 

可按一跨考虑。

『例』X: B422®150; T420@150; （5B）
Y: B壘20@200; TS18@200; （7A）

表示基础平板X向底部配置也22间距150mm的贯通纵筋，顶部配置鱼20间 
距150mm的贯通纵筋，共5跨两端有外伸；y向底部配置壘20间距200mm的贯 

通纵筋，顶部配置血18间距200mm的贯通纵筋，共7跨一端有外伸。

当贯通筋釆用两种规格钢筋“隔一布一”方式时，表达为 

（l）xxlyy@ XXx,表示直径xx的钢筋和直径yy的钢筋之间的间 

距为XXX,直径为XX的钢筋、直径为均的钢筋间距分别为XXX 

的2倍。

K例』410/12@100表示贯通纵筋为金10、血12隔一布一，相邻金10与 

血12之间距离为10 Omni.

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基础平板分板区进行集中标 

注，且相邻板区板底一平时，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 

应在两毗邻板跨中配筋较小板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即配 

置较大板跨的底部贯通纵筋需越过板区分界线伸至毗邻板跨的 

跨中连接区域，具体位置见标准构造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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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原位标注，主要表达板底 

部附加非贯通纵筋。

1 .原位注写位置及内容。板底部原位标注的附加非贯通 

纵筋，应在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表达（当在基础梁悬挑部位 

单独配置时则在原位表达）。在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或基 

础梁外伸部位），垂直于基础梁绘制一段中粗虚线（当该筋 

通长设置在外伸部位或短跨板下部时，应画至对边或贯通短 

跨），在虚线上注写编号（如①、②等）、配筋值、横向布 

置的跨数及是否布置到外伸部位。

注：（XX）为横向布置的跨数，（XXA）为横向布置的跨数及一端基础梁 

的外伸部位，（xxB）为横向布置的跨数及两端基础梁外伸部位.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自支座边线向两边跨内的伸出长 

度值注写在线段的下方位置。当该筋向两侧对称伸出时，可 

仅在一侧标注，另一侧不注；当布置在边梁下时，向基础平 

板外伸部位一侧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准构造，设计不注。 

底部附加非贯通筋相同者，可仅注写一处，其他只注写编号。

横向连续布置的跨数及是否布置到外伸部位，不受集中 

标注贯通纵筋的板区限制。

［例』在基础平板第一跨原位注写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418@300 （ 4A）, 
表示在第一跨至第四跨板且包括基础梁外伸部位横向配置金18 @ 300底部附 

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值略.

原位注写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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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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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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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宜采用"隔一布一"的方式布置，即基础平板（X向或 

y向）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贯通纵筋间隔布置，其标注间距 

与底部贯通纵筋相同（两者实际组合后的间距为各自标注间 

距的1/2） °

『例1原位注写的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为⑤鱼22@ 300 （ 3 ）, 
该3跨范围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纵筋为B金22@ 300,在该3跨支座处实际横向 

设置的底部纵筋合计为壘22 @150.其他与⑤号筋相同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 

筋可仅注编号⑤.

『例』原位注写的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为②血25@ 300 （ 4 ）, 
该4跨范围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纵筋为B鱼22@ 300,表示该4跨支座处实际横 

向设置的底部纵筋为血25和鯉22间隔布置，相邻鱼25与也22之间距离为15Omni.
2. 注写修正内容。当集中标注的某些内容不适用于梁板 

式筏形基础平板某板区的某一板跨时，应由设计者在该板跨内 

注明，施工时应按注明内容取用。

3. 当若干基础梁下基础平板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配置 

相同时（其底部、顶部的贯通纵筋可以不同），可仅在一根 

基础梁下做原位注写，并在其他梁上注明“该梁下基础平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同XX基础梁”。

4.5.4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平面注写规定，同样适用于 

钢筋混凝土墙下的基础平板。

按以上主要分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 

1 -31页“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图示”。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弘如仏」校对高志强HxiM设计李増銀龙薇• 页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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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其他

4. 6. 1与梁板式筏形基础相关的后浇带、基坑（沟）等构造 

的平法施工图设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 

定。

4. 6.2应在图中注明的其他内容：

1•当在基础平板周边沿侧面设置纵向构造钢筋时，应在图 

中注明。

2. 应注明基础平板外伸部位的封边方式，当采用U形钢筋 

封边时应注明其种类、直径及间距。

3. 当基础平板外伸变截面高度时，应注明外伸部位的

叽 %为板根部截面高度，他为板尽端截面高度。

4. 当基础平板厚度大于2m时，应注明具体构造要求。

5. 当在基础平板外伸阳角部位设置放射筋时，应注明放 

射筋的种类、直径、根数以及设置方式等。

6. 板的上、下部纵筋之间设置拉筋时，应注明拉筋的种 

类、直径、双向间距等。

7. 应注明混凝土垫层厚度与强度等级。

8. 结合基础主梁交叉纵筋的上下关系，当基础平板同一 

层面的纵筋相交叉时，应注明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

9. 设计需注明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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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标注（外伸部位） 

顶部贯通纵筋修

基础主梁JL与基础次梁JCL标注说明

平

法筏, 
制形 

「图基 
1规础; 
1则

原位标注顶部贯通纵筋修向

:x x/x

X业XX x/x

十
XX鱼XX x/x -------------------------- U1 \ ) V JLxx(4B) bxh i

1 底部纵筋（含贯 xx(j)xx@xxx/(|)xx@xxx (x) 11 通筋）原位标注 Bx业xx； Tx业xx 1
1 Gx 鱼 xx

LU (x. xxx) uJ

x^xx x/x

底部纵筋（含贯 
通筋）诊位标注

集中标注（在基础主梁的第一跨別出）

1
I II I n HTT R

1-1

集中标注说明：集中标注应在第一跨引出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JLxx(xB)或

JCLxx(xB)
基础主梁JL或基础次梁JCL编号，具体 

包括:代号、序号、跨数及外伸状况

（xA）: —端有外伸；（xB）:两端均有外伸; 

无夕卜伸则仅注跨数（x）

b^h 截面尺寸，梁宽X梁高
当加腋时，用b^h Ycixc2表示，其中 

C1为腋长,C2为腋高

xx(i)xx@xxx/ 
(|)XX@XXX (x)

第一种箍筋道败、强度等级、直径、 

间距/第二种箍筋（肢数）

0—HPB300,业一HRB400, 

业R—RRB400,下同

Bx业xx; Tx业xx
制（B）贯通纵筋根熱强度等级、直径; 

顶部（T）贯通纵筋根失强度等级、直径

底部纵筋应有不少于1/3贯通全跨 

顶部纵筋全部连通

Gx 鱼 xx 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根敦、强度等级、直径 为觌个侧而艇纵糾总根数

(x.xxx) 梁底确对于筏板觀平板标高飾高差 髙者前加号，低者前加-号，无髙差不注

原位标注（含贯通筋）的说明：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烛XX x/x
觀主梁柱下驟础次梁支座戏彌獭刪、 

釀等级、直经,m 7"分馳各排餅瞰

为该区蘇部讎麺結非贯號在内的 

全部纵筋

X0XX(X) 附城觥瞬（WP分）、SUB1.懿及 在主次梁相交处的主梁上引出

其他原位标注 某部位与集中标注不同的内容 恥标注取值优先

注：平面注写时，相同的基础主梁或次梁只标注-根，其他仅注编宅有关标注的其他號飙制图规肌 

在基础梁相交处位于同-层面的纵觥交叉时，设计应注明何梁墉在下，何梁纵筋在匕

IO~~|

梁上）
等l｝附加反扣吊筋（塞础鹫上

\

x鱼xx x/x JCLxx(3) b^h 
xx©xx@xxx/exx@xxx 

Bx 业 xx； Tx 处 xx

Gx业xx (x. xxx)

i i /

x^xx x/x

"--------Y--------'

底部纵筋（含贯

通筋）原位标注 /

V 

部纵筋（含贯 

筋）原位标注

X）

IF

基础主梁JL与基础次梁JCL标注图示
基础主梁JL与基础次梁JCL标注图示 图集号 22G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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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附加非贯通赠原位标注

（在支座配筋相同的若稍皆话TT跨内饗长度川集中标注（双向均在第-腦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说明

7

则

XXXX

1-1

LPBxx 加xxxx
X: B 业xx@xxx; T业xx@xxx; (4B'

Y: B业xx@xxx; T业xx@xxx; (3B

及有无布爵州
跨数
位
0^xx@xxx（3B） 

尺敢厂扁配筋朋布置的跨数 

及有无布置到外伸部位

XXXX

⑥业 xx@xxx(3B

集中标注说明：纟矣中标注应在双向均为第一跨引出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LPBxx 基础平板编号，包括代号和序号 为梁板式基础的基础平板

%=xxxx 基础平板厚度

X： B&xx@xxx；

T也(x@xxx； (48)

Y； B^xx@xxx'

T也＜x@xxx； (38)

X或y向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强 

度级别' 直径、间距、跨数及 

外伸情况

底部纵筋应有不少于1/3贯通仝跖注意与非 

贯通纵筋组合设置的具体要求，详见制图规 

«.顶部纵筋应全跨连通.用B引导底部赏通 

纵筋用引导顶部贯通纵氛X）: -端有外 

伸；（xB）:两端均有外伸；无外伸则仅注胯敦 

«.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的原位标注说明 

配筋跨的第一跨下注写

:原位标注应在基础梁下相同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⑧业xx@xxx

q-

＞、xA、 xB)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编号、 

强度级别、直径、间距（相同 

配筋横向布置飾跨数外伸情 

况）；自梁中心线分别向两边 

跨内的伸出长度值

当向两侧对称伸出时，可只在一侧注伸!B长度 

值。外伸部位-侧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准 

构造，设计不注。相同非贯通纵筋可只注写一 

处，其他仅在中粗虚线上注写编号。与贯通纵 

筋组合设置时的具体要求详见招应制图规则
Jj

XXXX 

丄基础梁

注写修正内容 某部位与集申标注不砒内容 陳位标注囲修正内容取值优先

i£：板底支座处实际配筋为集中标注的板底贯通纵筋与原位标注的板底附加非贯通纵筋 

之和.图注中注明的其他内容见制图规则第4.6.2条；有关标注的其他规定详见制 

图规趾

y_ Yr "Pt -At- Yt

:1 1 ii ii .i i 1 'M

刘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图示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图示 图集号 22G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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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5. 1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5. 1.1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系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 

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

5. 1.2当绘制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平板式筏形基础与其 

所支承的柱、墙一起绘制。当基础底面标高不同时，需注明与 

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之处的范围和标高。

5. 2平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的类型与编号

5.2.1平板式筏形基础的平面注写表达方式有两种。一是划 

分为柱下板带和跨中板带进行表达；二是按基础平板进行表 

达。

5.2.2平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编号按表5.2.2的规定。

表5. 2. 2平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编号

桩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构件类型 代号 序号 跨数及有无外伸

柱下板带 ZXB XX (XX)或(XXA)或(xxB)

(xx)或(xxA)或(xxB)跨中板带 KZB XX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 BPB XX 一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注：1. （xxA）为一端有外伸，（xxB）为两端有外伸，外伸不计入跨数.

K例』ZXB7（5B）表示第7号柱下板带，5跨，两端有外伸.

2.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其跨数及是否有外伸分别在X、y两向的贯通 

纵筋之后表达。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5.3柱下板带、跨中板带的平面注写方式

5. 3. 1柱下板带ZXB （视其为无箍筋的宽扁梁）与跨中板带 

KZB的平面注写，分集中标注与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

5.3.2柱下板带与跨中板带的集中标注，应在第一跨（x向为 

左端跨，y向为下端跨）引出。具体规定如下：

1. 注写编号，见表5.2.2。

2. 注写截面尺寸，注写6= xxxx表示板带宽度（在图 

注中注明基础平板厚度）。确定柱下板带宽度应根据规范要 

求与结构实际受力需要。当柱下板带宽度确定后，跨中板带 

宽度亦随之确定（即相邻两平行柱下板带之间的距离）。当 

柱下板带中心线偏离柱中心线时，应在平面图上标注其定位 

尺寸。

3•注写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注写底部贯通纵筋（B打 

头）与顶部贯通纵筋（T打头）的规格与间距，用分号“；” 

将其分隔开。柱下板带的柱下区域，通常在其底部贯通纵筋的 

间隔内插空设有（原位注写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

K例』B鱼22@ 300; Ti?25@150表示板带底部配置鱼22间距300mm的贯 

通纵筋，板带顶部配置金25间距150mm的贯通纵筋.

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柱下板带的底部贯通纵筋配 

置从某跨开始改变时，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应在两 

毗邻跨中配置较小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即配置较大跨的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心亦S— 校对1高志强左淹1设计1李增银|■^魅 页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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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贯通纵筋需越过其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毗邻跨的跨中连 

接区域。具体位置见标准构造详图）.

5.3.3柱下板带与跨中板带原位标注的内容，主要为底部附 

加非贯通纵筋。具体规定如下：

1.注写内容：以一段与板带同向的中粗虚线代表附加非 

贯通纵筋；柱下板带：贯穿其柱下区域绘制；跨中板带：横 

贯柱中线绘制。在虚线上注写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的编号（如 

①、②等）、钢筋种类、直径、间距，以及自柱中线分别向 

两侧跨内的伸出长度值。当向两侧对称伸出时，长度值可仅 

在一侧标注，另一侧不注。外伸部位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 

准构造，设计不注。对同一板带中底部附加非贯通筋相同者, 

可仅在一根钢筋上注写，其他可仅在中粗虚线上注写编号。

原位注写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 

纵筋，宜采用"隔一布一"的方式布置，即柱下板带或跨中 

板带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贯通纵筋交错插空布置，其标注间 

距与底部貫通纵歳爾同（两者实际组合后的间距为各自标注间 
距的1/2）」

力打1丄丁孕；止写蜃部附加非贯通纵筋③血22@ 300,集中标注的底 

部贯’ 300「表示在柱下区域实际设置的底部纵筋为422@
150.其他嶽筠③号劇目同的附加非贯通纵筋仅注编号③.

' ；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②鱼25@ 300,集中标注的底

部贯弓 >00,表示在柱下区域实际设置的底部纵筋为虫25和
  

金22间隔布置，相邻血25和金22之间距离为150mm.
当跨中板带在轴线区域不设置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时, 

则不做原位注写。

.2.注写修正内容。当在柱下板带、跨中板带上集中标注的 

某些内容（如截面尺寸、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等）不适用于 

某跨或某外伸部分时，则将修正的数值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 

外伸部位，施工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

设计时应注意：对于支座两边不同配筋值的（经注写修 

正的）底部贯通纵筋，应按较小一边的配筋值选配相同直径的 

纵筋贯穿支座，较大一边的配筋差值选配适当直径的钢筋锚 

入支座，避免造成两边大部分钢筋直径不相同的不合理配置 

结果。

5.3.4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的注写规定，同样适用于 

平板式筏形基础上局部有剪力墙的情况。

5. 3. 5按以上各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1-36 

页“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标注图示”。

5. 4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方式

5.4. 1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分为集中标注与 

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

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与柱下板带ZXB、跨中板带KZB的 

平面注写虽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可以表达同样的内容。当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Pt归校对 高志强bi左淹I设计I李曙银I龙做 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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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片板式筏形基础配筋比较规律时，宜采用BPB表达方式。

5. 4. 2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集中标注，除按本规则 

<5.2.2注写编号外，所有规定均与本规则第4.5.2条相同。

当某向底部贯通纵筋或顶部贯通纵筋的配置，在跨内有 

两种不同间距时，先注写跨内两端的第一种间距，并在前面 

加注纵筋根数（以表示其分布的范围）；再注写跨中部的第 

二种间距（不需加注根数）；两者用“/”分隔。

K例』X： B12也22@150/200; T10^20@150/200表示基础平板x向底部 

配置壁22的贯通纵筋，跨两端间距为150mm各配12根，跨中间距为20Omni; x向 

顶部配置也20的贯通纵筋，跨两端间距为150mm各配10根，跨中间距为 

20Omni （纵向总长度略）.

5.4.3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原位标注，主要表达横跨柱 

中心线下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注写规定如下：

1•原位注写位置及内容。在配置相同的若干跨的第一跨, 

垂直于柱中线绘制一段粗虚线代表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 

在虚线上的注写内容与第4. 5. 3条第1款相同。

当柱中心线下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柱中心线正交） 

沿柱中心线连续若干跨配置相同时，则在该连续跨的第一跨 

下原位注写，且将同规格配筋连续布置的跨数注在括号内；当 

有些跨配置不同时，则应分别原位注写。外伸部位的底部附 

加非贯通纵筋应单独注写（当与跨内某筋相同时仅注写钢 

筋编号）。

当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横向布置在跨内有两种不同间距的 

底部贯通纵筋区域时，其间距应分别对应为两种，其注写形 

式应与贯通纵筋保持一致，即先注写跨内两端的第一种间距, 

并在前面加注纵筋根数；再注写跨中部的第二种间距（不需 

加注根数）；两者用“/”分隔。

2.当某些柱中心线下的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横向 

配置相同时（其底部、顶部的贯通纵筋可以不同），可仅在 

一条中心线下做原位注写，并在其他柱中心线上注明"该柱中 

心线下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同X X柱中心线”。 

5.4.4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规定，同样适用于 

平板式筏形基础上局部有剪力墙的情况。

5.4.5按以上各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1-37 

页“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标注图示” °

5.5其他

5.5. 1与平板式筏形基础相关的后浇带、上柱墩、基坑（沟） 

等构造的平法施工图设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 

相关规定。

5.5.2平板式筏形基础应在图中注明的其他内容为 ：

1.注明板厚。当整片平板式筏形基础有不同板厚时，应 

分别注明各板厚值及其各自的分布范围。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I郁銀泉％伽范」校对I高志强hi*旄设计李增银•^報 页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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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在基础平板周边沿侧面设置纵向构造钢筋时，应在图 

注中注明。

3. 应注明基础平板外伸部位的封边方式，当采用U形钢筋 

封边时，应注明其种类、直径及间距。

4•当基础平板厚度大于2m时，应注明设置在基础平板中 

部的水平构造钢筋网。

5.当在基础平板外伸阳角部位设置放射筋时，应注明放

射筋的种类、直径、根数以及设置方式等。

6. 板的上、下部纵筋之间设置拉筋时，应注明拉筋的种 

类、直径、双向间距等。

7. 应注明混凝土垫层厚度与强度等级。

8•当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纵筋相交叉时，应注明何向纵 

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

9.设计需注明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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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
基
础 

平
法
制
图
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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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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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

集中标注说明：集中标注应在第一跨引出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ZXBxx(xB)或

KZBxx(xB)

柱下板帶或斛板帶编号，具体包括: 

代号、序号(翹及外伸状况)

(xA): —端有外伸；(xB):两端均有外伸； 

无外伸则仅注跨数(x)

b = XXXX 板带輾(在酰申应删板犀) 板帶眾取值駁鞠位应経癡要求

B业xx@xxx；

T业xx@xxx

觸髄纵縫度等级、直经、间距; 

彌赏通纵魏度等级、直徐间距

底部纵筋应有不少于1/3赏通全跨，注意与非贯 

通纵糊合设訓具体要求,飙制图删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原位标注说明：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I (a)生xx@xxx

1 XXXX

柱下板带:-.lfi) îXX@XX X
I — T Txx)o<

胯■中板带:____ ；_®^xx@xxx
"""—XXXX

腳精通能编号、殲等 

级、直经、间距；自柱申齡 

别向两翊械伸畦度值

同-板斛其他相同精瞅笳可仅在申粗厳 

上注骅号.向两侧对称伸蝸，可只在-侧注 

伸蛀度值.向外伸部齢伸畦站方式按标 

准艇，设计不也与麺纵触跆设置删具 

体要耕制图删

修正内容恥注写 某部位与集申标注不同曲内容珮标注的修正内容取值优先

if： 1•招同的柱下或跨中板帶只标注-处，其他仅注编号。

2.图注中注明的其他内容见制图删第5.5.2条；有关标注的其他规定详见制图规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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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标注说明：纟矣中标注应在双向均为第一跨引出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BPBxx 基础平板编号，包括代号和序号 为平板式筏形基础的基础平板

〃=xxxx 基础平板厚度

X: B^xx@xxx；

T业xx@xxx； (4B)

Y： B业xx@xxx；

T业xx@xxx; (3B)

兀或P向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强 

度级别、直径、间距（跨教及 

外伸情况）

底部纵筋应钢少于1/3贯通全跨,注意与非贯通 

纵辘合设置赧体要求潯见制图规趾顶部 

纵馳全跨贯通。用B引导底部贯通纵筋，用T 

纵筋，用T引导顶部贯通纵筋。（xA）: —端有外 

伸；刈）：两端均有外伸；无外伸则仅注跨数 

至右为兀向，从下至上为y向

板底部附加非贯it 

配筋跨的第一跨T

孔筋的原位标注说明：原位标注应在基础梁下相同 

:注写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1

@fexx@xx>d(x, xA、xB)
| xxxx

—柱中线

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编号、强 

度等级、直径、间距（湘同配 

筋横向布置的跨数及有无布置 

到外伸部位）；自支座边线分别 

向两边跨内的伸出长度值

当向两侧对称伸出时，可只在-侧注伸畦度 

值。夕卜伸部位一侧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准 

构造，设计不注。相同非贯通纵筋可只注写一 

处，其他仅在中粗虚线上注写编号。与贯通纵 

筋组合设置时的具体要求谍见相应制图规则

踊修正内容 某部位与集中标注不同的内容 原位标诩修正内容取值优先

注：板底支座处实际配筋为集中标注囲板底贯通纵筋与原位标注囲板底附加非贯通纵筋之和. 

图注中注明的其他内容见制图规则第5.5.2条；有关标注牍他规定详见制图规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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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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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灌注桩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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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灌注桩平法施工图，系在灌注桩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平面 

注写方式或列表注写方式进行表达。

6. 1.2灌注桩平面布置图，可采用适当比例单独绘制，并标 

注其定位尺寸。

6. 2平面注写方式

表6. 2. 2桩编号

类型 代号 序号

灌注桩 GZH XX

扩底灌注桩 GZHk XX

2.注写桩尺寸，包括桩径D和桩长厶当为扩底灌注桩时, 

还应增加扩底端尺寸D0/hb/hc^DQ/hb/hci/hc2。其中6表示扩 

底端直径，心表示扩底端锅底形矢高，he (hcV九2)表示扩 

底端高度，见图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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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1平面注写方式，系在灌注桩平面布置图上集中标注灌 

注桩的编号、尺寸、纵筋、箍筋、桩顶标高和单桩竖向承载 

力特征值，见示意图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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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H1 800x16.700
10 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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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1灌注桩平面注写示意

6.2.2桩平面注写内容规定如下：

1•注写桩编号，桩编号由类型和序号组成，应符合表

6. 2. 2的规定。

图6. 2. 2扩底灌注桩扩底端示意

3.注写桩纵筋，包括桩周均布的纵筋根数、钢筋种类、 

直径、从桩顶起算的纵筋配置长度。

(1) 通长等截面配筋：注写全部纵筋如XX鱼XX。

(2) 部分长度配筋：注写桩纵筋如XX鱼xx/Zl,其中Z1

如
营
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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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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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从桩顶起算的入桩长度。

(3)通长变截面配筋：注写桩纵筋包括通长纵筋XX也xx； 

非通长纵筋xx^xx/Zl,其中Z1表示从桩顶起算的入桩长度。 

通长纵筋与非通长纵筋沿桩周间隔均匀布置。

［例』15420, 15418/6000,表示采用通长变截面配筋方式，桩通长纵 

筋为15*20;桩非通长纵筋为15血18,从桩顶起算的入桩长度为6000mm.实 

际桩上段纵筋为15*20+15418,通长纵筋与非通长纵筋间隔均匀布置于桩 

周”

4. 以大写字母L打头，注写桩螺旋箍筋，包括钢筋种类、 

直径与间距。

(1) 用斜线“/”区分桩顶箍筋加密区与桩身箍筋非加密 

区长度范围内箍筋的间距。本图集中箍筋加密区为桩顶以下 

5D (D为桩身直径)，若与实际工程情况不同，需设计者在图 

中注明。

(2) 当桩身位于液化土层范围内时，箍筋加密区长度应 

由设计者根据具体工程情况注明，或者箍筋全长加密。

K例』L^Sl 0,0/2 00,<f：箍筋强度级别为HRB400钢筋，直径为8mm, 
加密区间距典皿左瞬加密区间距为200mm, L表示采用螺旋箍筋.

K例魏盈叫表示沿桩身纵筋范围内箍筋均为HRB400钢筋，直径为 

8mm, p犯如\00卯纟鶴示采用螺旋箍筋。

5. 遴身啟嘯。

承载力特征值，单位以kN计。

设当考虑箍筋受力作用时，箍筋配置应符

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并另行注明。 

焊接加劲箍由设计另行注明。设计未注明时，本图集规 

定：当钢筋笼长度超过4m时，应每隔2m设一道直径为12mm焊 

接加劲箍。桩顶进入承台高度力，桩径小于800mm时取50mm, 

桩径大于或等于8 00mm时取100mm。

6. 3 列表注写方式

6.3. 1列表注写方式，系在灌注桩平面布置图上，分别标注 

定位尺寸；在桩表中注写桩编号、桩尺寸、纵筋、螺旋箍筋、 

桩顶标高、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注写规则同平面注写方 

式。

6. 3. 2灌注桩列表注写的格式见表6. 3. 2灌注桩表。

表6.3.2灌注桩表

桩号
桩径D 
(mm)

桩长厶

(m)
通长 

纵筋

非通长 

纵筋
箍筋

桩顶标 

高(m)
单桩竖向承载 

力特征值(kN)
GZH1 800 16. 700 16*18 — L*8@100/200 -3. 400 2400
GZH2 800 16. 700 — 16^18/6000 L^8@100/200 -3. 400 2400
3ZH3 800 16. 700 10 血 18 10鱼20/6000 L 也 8@100/200 -3.400 2400

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例如：当采用扩底灌注桩时，增加 

扩底端尺寸。

2.当为通长等截面配筋方式时，非通长纵筋一栏不注，如表中GZH1;当 
为部分长度配筋方式时，通长配筋一栏不注，如表中GZH2;当为通长 

变截面配筋方式时，通长纵筋和非通常纵筋均应注写，如表中GZH3.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审核I郁银泉励曲'』校对|高志强H■主谨|设计|李増银|龙魅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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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桩基承台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6. 4.1桩基承台平法施工图，有平面注写、列表注写、截面 

注写三种表达方式，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情况选择一种, 

或将两种方式相结合进行桩基承台施工图设计。

6. 4.2当绘制桩基承台平面布置图时，应将承台下的桩位和 

承台所支承的柱、墙一起绘制。当设置基础联系梁时，可根 

据图面的疏密情况，将基础联系梁与基础平面布置图一起绘 

制，或将基础联系梁布置图单独绘制。

6.4. 3当桩基承台的柱中心线或墙中心线与建筑定位轴线不 

重合时，应标注其定位尺寸；编号相同的桩基承台，可仅选 

择一个进行标注。

6. 5桩基承台编号

表6. 5-2承台梁编号

类型 代号 序号 跨数及有无外伸

承台梁 CTL XX

(XX)端部无外伸 

(xxA) —端有外伸 

(xxB)两端有外伸

6. 6 独立承台的平面注写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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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佩'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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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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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承台分为独立承台和承台梁，分别按表6. 5-1和 

表6. 5-2的规定编号。

表6. 5-1独立承台编号表

类型
独立承台 

截面形状
代号 序号 说明

独立 阶形 CTj XX 单阶截面即为平板式

承台 锥形 CTz XX 独立承台

6. 6.1独立承台的平面注写方式，分为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 

两部分内容。

6. 6. 2独立承台的集中标注，系在承台平面上集中引注：独 

立承台编号、截面竖向尺寸、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承台 

板底面标高(与承台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和必要的文字注 

解两项选注内容。具体规定如下：

1•注写独立承台编号(必注内容)，编号由代号和序号组 

成，应符合表6. 5-1的要求。

2.注写独立承台截面竖向尺寸(必注内容)。即注写加 

//?2/........，具体标注为：

(1 )当独立承台为阶形截面时，见图6. 6. 2-1和 

图6. 6. 2-2.图6. 6. 2-1为两阶，当为多阶时各阶尺寸自下而 

上用“/”分隔顺写。当阶形截面独立承台为单阶时，截面竖 

向尺寸仅为一个，且为独立承台总高度，见示意图6.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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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杯口独立承台代号可为BCTj和BCTz,设计注写方式可参照杯口独立基 

础，施工详图应由设计者提供.
(2 )当独立承台为锥形截面时，截面竖向尺寸注写为 

hjhi,见图6. 6. 2-3。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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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6. 2-3锥形截面独立承台竖向尺寸

3.注写独立承台配筋 (必注内容)。底部与顶部双向配 

筋应分别注写，顶部配筋仅用于双柱或四柱等独立承台。当 

独立承台顶部无配筋时则不注顶部。注写规定如下：

(1) 以B打头注写底部配筋，以T打头注写顶部配筋。

(2) 矩形承台;c向配筋以X打头，y向配筋以Y打头；当两 

向配筋相同时，则以X&Y打头。

(3) 当为等边三桩承台时，以“△”打头，注写三角布 

置的各边受力钢筋(注明根数并在配筋值后注写“x3”)。

『例]]A6*25@150x 3,表示等边三桩承台每边各配置6根直径为25mm 
的HRB400钢筋，间距为150mm.

(4) 当为等腰三桩承台时，以“ △”打头注写等腰三角 

形底边的受力钢筋+两对称斜边的受力钢筋(注明根数并在 

两对称配筋值后注写“X2”)。

『例』A5^22@150 + 6422@150x 2.表示等腰三桩承台底边配置5根 

直径为22mm的HRB400钢筋，间距为150mm;两对称斜边各配置6根直径为22mm 

的HRB400钢筋，间距为150mm。

(5) 当为多边形(五边形或六边形)承台或异形独立承 

台，且采用X向和y向正交配筋时，注写方式与矩形独立承台 

相同。

(6) 两桩承台可按承台梁进行标注。

设计和施工时应注意：三桩承台的底部受力钢筋应按三 

向板带均匀布置，且最里面的三根钢筋围成的三角形应在柱 

截面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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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写基础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独立承台的底面 

标高与桩基承台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应将独立承台底面标 

高注写在括号内。

5. 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独立承台的设计有 

特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

6.6.3独立承台的原位标注，系在桩基承台平面布置图上标 

注独立承台的平面尺寸，相同编号的独立承台，可仅选择一 

个进行标注，其他仅注编号。注写规定如下：

1. 矩形独立承台。原位标注x、y, Xj > y（, a：、b,,

z=l, 2, 3..........其中，x、y为独立承台两向边长，Xj. M为阶

宽或锥形平面尺寸，％ 0为桩的中心距及边距（％ $根据具 

体情况可不注），见图6. 6. 3-1。

2. 三桩承台。结合x、y双向定位，原位标注x或y,召、yt,

z=l, 2, 3....... , tZo其中，m或丁为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垂直于底

边的高度，忑、M为承台分尺寸和定位尺寸，a为桩中心距切角 

边缘的距离。等边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见图6. 6. 3-2。

等腰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见图6. 6. 3-3。

3. 多边形独立承台。结合*、y双向定位，原位标注x或

y,冷、yt, ah z=l, 2, 3.......。具体设计时，可参照矩形独立承

台或三桩独立承台的原位标注规定。

6. 7承台梁的平面注写方式

6. 7. 1承台梁CTL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两

图6. 6. 3-1矩形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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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6. 3-3等腰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

部分内容。

6.7.2承台梁的集中标注内容为：承台梁编号、截面尺寸、 

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承台梁底面标高（与承台底面基准 

标高不同时）、必要的文字注解两项选注内容。具体规定如 

下：

1•注写承盒琴鑽号（必注内容），见表6.5-2。

2.: 摄截面尺寸（必注内容）.即注写bxh,表

示梁截而慝厦身常氏

筋（必注内容）。

右.）、主经承蚤梁箍筋：

10贤具恢矜计仅采用一种箍筋间距时，注写钢筋种类、 
直径、询紅与肢乂（箍筋肢数写在括号内，下同）。

2）当具体设计采用两种箍筋间距时，用“/”分隔不同 

箍筋的间距。此时，设计应指定其中一种箍筋间距的布置范 

围。

施工时应注意：在两向承台梁相交位置，应有一向截面 

较高的承台梁箍筋贯通设置；当两向承台梁等高时，可任选 

一向承台梁的箍筋贯通设置。

（2）注写承台梁底部、顶部及侧面纵向钢筋：

1） 以B打头，注写承台梁底部贯通纵筋。

2） 以T打头，注写承台梁顶部贯通纵筋。

『例』B:5血25; T: 7425,表示承台梁底部配置贯通纵筋5425,梁顶 

部配置贯通纵筋7425.
3） 当梁底部或顶部贯通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排 

纵筋自上而下分开。

4） 以大写字母G打头注写承台梁侧面对称设置的纵向构造 

钢筋的总配筋值（当梁腹板高度/?«> 450mm时，根据需要配 

置）。

【例I G8414,表示梁每个侧面配置纵向构造钢筋4414,共配置8虫14°

4. 注写承台梁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承台梁底面标 

高与桩基承台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将承台梁底面标高注写 

在括号内。

5. 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承台梁的设计有特 

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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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3承台梁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1. 原位标注承台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当需要 

设置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时，将附加箍筋或（反扣）吊 

筋直接画在平面图中的承台梁上，原位直接引注总配筋值（附 

加箍筋的肢数注在括号内）。当多数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 

吊筋相同时，可在桩基承台平法施工图上统一注明，少数与 

统一注明值不同时，再原位直接引注。

施工时应注意：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的几何尺寸应 

参照第2-23页标准构造详图，结合其所在位置的主梁和次梁的 

截面尺寸而定。

2. 原位注写修正内容。当在承台梁上集中标注的某项内 

容（如截面尺寸、箍筋、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或架立筋、梁 

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梁底面标高等）不适用于某跨或某外伸 

部位时，将其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工

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

6. 8桩基承台的截面注写方式和列表注写方式

6.&1桩基承台的截面标注和列表注写（结合截面示意图） 

应在桩基平面布置图上对所有桩基承台进行编号，见表6.5-1 

和表6. 5-2。

6.8.2桩基承台的截面注写方式和列表注写方式，可参照独 

立基础的注写方式，进行设计施工图的表达。

6.9其他

6.9. 1与桩基承台相关的基础联系梁等构件的平法施工图设 

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定。

6.9. 2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桩基础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 

图集第1 - 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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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000的绝对标高（m） ： xxx.xxx； 
基础底面基准标髙（m） ： -x.xxx。

3. 桩定位尺寸％ 见桩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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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7.1相关构造类型与表示方法

7. 1. 1基础相关构造的平法施工图设计，系在基础平面布置 

图上采用直接引注方式表达。

7. 1.2基础相关构造类型与编号，按表7. 1.2的规定。

表7.1.2基础相关构造类型与编号

盡

相

芸

构

翼

构造类型 代号 序号 说明

基础联系梁 JLL XX 用于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桩基承台

后浇带 HJD XX 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条形基础等

上柱墩 SZD XX 用于平板筏基础

局部增加板厚 JBH XX 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

基坑（沟） JK XX 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

窗井墙 CJQ XX 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

防水板 FSB XX 用于独基、条基、桩基加防水板

注：1.基础联系梁序号：（XX）为端部无外伸或无悬挑，（XXA）为一端有外 

伸或有悬挑，（X X B）为两端有外伸或有悬挑。

2.上柱墩位于筏板顶部混凝土柱根部位，局部增加板厚位于筏板底部混 

凝土柱或钢柱柱根水平投影部位，均根据筏形基础受力与构造需要而 

设”

7.2相关杓左耳選施工图制图规则

7. 2. 1”爭磅糸卑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基础联系梁系指连 

接独一、 、 ；？础或桩基承台的梁。基础联系梁的平法

施工因设苞,、「'系「在聾础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
量础解系'赏撐写方式及内容除编号按本规则表7. 1. 2规定 

外，其余药夜乃G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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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 

板）》中非框架梁的制图规则执行。

7. 2.2后浇带HJD直接引注。后浇带的平面形状及定位由平面 

布置图表达，后浇带留筋方式等由引注内容表达，包括：

1•后浇带编号及留筋方式代号。本图集留筋方式有两种, 

分别为：贯通和100%搭接。

2. 后浇混凝土的强度等级Cxx。宜采用补偿收缩混凝土, 

设计者应注明相关施工要求。

3. 后浇带区域内，留筋方式或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一 

致时，设计者应在图中注明与图示不一致的部位及做法。

设计者应注明后浇带下附加防水层做法：当设置抗水压 

垫层时，尚应注明其厚度、材料与配筋；当采用后浇带超前 

止水构造时，设计者应注明其厚度与配筋。

后浇带引注见图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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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留筋的后浇带宽度通常取大于或等于800mm; 100%搭 

接留筋的后浇带宽度通常取800mm与（护60）的较大值。

7.2.3上柱墩SZD,系根据平板式筏形基础受剪或受冲切承载 

力的需要，在板顶面以上混凝土柱的根部设置的混凝土墩。 

上柱墩直接引注的内容规定如下：

1. 注写编号SZDxx,见表7.1.2。

2. 注写几何尺寸。按“柱墩向上凸出基础平板高度加/柱 

墩顶部出柱边缘宽度Ci/柱墩底部出柱边缘宽度C2”的顺序注 

写，其表达形式为hd/C1/c2.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I郁银泉校对1髙志强Hh旄1设计1曹爽丨晞硬 页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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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棱柱形柱墩Cl = C2时，C2不注，表达形式为7zd/clo

3.注写配筋。按"竖向（Cl = C2 ）或斜竖向（C1KC2）角 

筋/x边中部筋/y边中部筋，箍筋”的顺序注写。

角筋标注出钢筋种类与直径，X边中部筋和y边中部筋标 

注出根数、钢筋种类与直径，箍筋标注出钢筋种类、直径及间 

距，其表达形式为：也xx/xxdxx/xx也XX, 4>xx@xxxo 

棱台形上柱墩（C1KC2）引注见图7. 2. 3-1。

棱柱形上柱墩（q = C2）引注见图7. 2. 3-2。

『例 1 SZD3, 600/50/350,血 16/5也 16/5血 16/机0@ 100,表示3号棱台 

形上柱墩；凸出基础平板顶面髙度为6 00mm,底部每边出柱边缘宽度为 

350mm,顶部每边出柱边缘宽度为50mm;配置虫16的角筋，x边中部筋配置和 

丁边中部筋为5416,;箍筋直径为10mm,间距100mm.

图7. 2. 3-1棱台形上柱墩引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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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 3-2棱柱形上柱墩引注图示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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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局部增加板厚JBH,系根据平板式筏形基础受剪或受冲 

切承载力的需要，在柱的所在位置、基础平板底面局部增加 

板厚。下柱墩直接引注的内容规定如下：

1•注写编号JBHxx,见表7.1.2。

2.注写几何尺寸。按“向下凸出基础平板深度加/顶部出 

柱投影宽度Ci/底部出柱投影宽度C2”的顺序注写，其表达形 

式为 /zd/ci/c2»

当为倒棱柱形增加板厚时，C1 = C2，C2不注，表达形式为

3•注写配筋。按d方向底部纵筋/y方向底部纵筋/水平 

箍筋”的顺序注写（图面从左至右为尢向，从下至上为y向）， 

其表达形式为：Xftxx@xxx/Y^xx@xxx/cj>xx@xxxo

倒棱台形增加板厚（eg）引注见图7. 2. 4-1„

倒棱柱形增加板厚（C1 = C2）引注见图7. 2. 4-2。

7.2.5基坑JK直接引注的内容规定如下：

1. 注写编号JKxx,见表7.1.2。

2. 圧写人何夕匚按“基坑深度加/基坑平面尺寸八丁” 
的顺序圧月，冀、鑫形式为x为x向基坑宽度，y为y 

向基坑荻更违i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应标注基坑的平面定位尺寸。

“ 一 、"

JBHxx

JjBHxx——基础平板局部增加板厚

A /ld/Cl /C2 —几何尺寸（见右图示）V〉 
|X^xx@xxx/ Y虫 xx@xxx / （|）XX@XX X

矩形柱或圆柱

编号

倒棱台

3-3

图7. 2. 4-1倒棱台形增加板厚引注图示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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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引注图示见图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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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xx 一 
ftpXXX* 
xxy —

I■基坑编号

•基坑深度 

r向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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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 5基坑JK引注图不

7.2.6窗井墙CJQ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窗井墙注写方式及内 

容除编号按本规则表7. 1.2规定外，其余均按22G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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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 

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板）》中剪力墙及地下室外墙的 

制图规则执行。

当在窗井墙顶部或底部设置通长加强钢筋时，设计应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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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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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窗井墙按深梁设计时由设计者另行处理.

7. 2.7防水板FSB平面注写集中标注。

1.注写编号FSB,见表7.1.2。

2. 注写截面尺寸，注写/?=><><x表示板厚。

3. 注写防水板的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按板块的下部和 

上部分别注写，并以B代表下部，以T代表上部，B&T代表下部 

与上部；x向贯通纵筋以X打头，y向贯通纵筋以Y打头，两向 

贯通纵筋配置相同时则以X&Y打头。

II例』FSB1 %=250
B: X&Y鱼 12@200
T: X&Y壁 12@200
表示1号防水板，板厚250mm,板底部x向、y向配置鱼12间距200mm的贯 

通纵筋；板顶部配置x向、y向鱼12间距200mm的贯通纵筋。

当贯通筋采用两种规格钢筋“隔一布一”方式时，表达 

为（Pxx/yy@xxx,表示直径xx的钢筋和直径丹的钢筋之间的间 

距为XXX,直径为赵的钢筋、直径为玖的钢筋间距分别为xxx 

的2倍。

【例J 410/12@100表示贯通纵筋为410,壘12隔一布一，相邻血10与 

业12之间距离为100mm。

4. 注写防水板底面标高，该项为选注值，当防水板底面 

标高与独基或条基底面标高一致时，可以不注。

7.3其他

本章未包括的基础相关构造的表示方法与构造做法， 

应由设计者根据具体工程情况和规范要求进行设计、绘制。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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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标准构造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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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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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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环费、'「罗

五
受人力或建滋I侵蚀性物质影响的环境

环境 

类别

板、墙 梁、柱 基础梁（顶面和侧面）
独立基础、条形基础、 
筏形基础（顶面和侧面）

<C25 >C30 CC25 >C30 CC25 >C30 <C25 >C30

一 20 15 25 20 25 20 一 一

二 a 25 20 30 25 30 25 25 20

二 b 30 25 40 35 40 35 30 25

三8 35 30 45 40 45 40 35 30

三b 45 40 55 50 55 50 45 40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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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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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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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标
准
柯
麓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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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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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附
录

注：1.室内潮 辱面经常处于结露或湿润状态的环境。
2. 严寒和験城'区討豹分爲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有脅定「一 k—1 /

3. 海岸环. 罪据当地情况，考虑主导风向及结构所处迎风、背风部位 
等因素旳卿ig矚趣a/研究和工程经验确定.

4. 受除冰盐影响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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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盐溶液溅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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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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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距离，适用于 
设计工作年限为50年的混凝土结构。

2.构件中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公称直径。

3- 一类环境中，设计工作年限为100年的结构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 
于表中数值的1.4倍；二、三类环境中，设计工作年限为100年的结构应采 

取专门的有效措施；四类和五类环境的混凝土结构，其耐久性要求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钢筋混凝土基础宜设置混凝土垫层，基础底部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 

从垫层顶面算起，且不应小于4Omni;无垫层时，不应小于70mmo
5. 灌注桩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腐蚀环境中桩 

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5mm。

6. 桩基承台及承台梁：承台底面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当有混凝土垫层 
时，不应小于50mm,无垫层时不应小于70mm;此外尚不应小于桩头嵌入承 

台内的长度。

混凝土结构的坏境类别 
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

图集号

郁银泉闵曲乙■］校对|冯海悦| 乂屮我|设计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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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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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HPB300 34/ 30d 28/ 25d 24〃 23d 22d nd
HRB400、 HRBF400

RRB400 40〃 35d 32d 29d 286? lid 26d 25d

HRB500、 HRBF500 48d 43d 3W 36d 34d 32d 31N 3(W

抗震设计时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ZabE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筏
形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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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基
础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HPB300
一、二级 3W 35d 32d 29R 286/ 26d 25d 24〃

三级 36〃 32d 29d 26d 25〃 Ud 23d 22d

HRB400
HRBF400

一、二级 46d 4(W 31d 33d 31〃 30〃 29〃

三级 42〃 31d 346/ 3M 29d nd 2Td 26d

HRB500
HRBF500

一、二级 55d 49〃 45〃 41〃 39 d 37/ 36〃 35d
三级 5 Orf 45R 4" 观d 36d 34d 33d 32d

（b）末端90。弯折

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Q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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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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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f,且均不应大于100mm （d为锚固钢筋的最小直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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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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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抗震设计时受拉钢筋基本
图集号 22G101-3

锚固长度/说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D
审核 郁银泉 心如Q校对|高志强|违衣濶设计|曹俊|晟曲' 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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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钢筋锚固长度/a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X25 〃〉25 X25 / >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d>25

HPB300 346/ 一 30〃 — — 25d — 24R — 23d — lid — 21d —
HRB400、 HRBF400

RRB400 40〃 44〃 35〃 39d 32d 35d 29d 32〃 23d 316? lid 30〃 26〃 29d 25d 23d

HRB500. HRBF500 48〃 53d 43〃 47R 39d 43〃 36d 40N 34〃 31d 32d 35d 31d 3W 3(W 33d

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忌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淮
陶
造
详
图_
标
淮
构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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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种类及抗震等级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X25 〃〉25 rf<25 d>25 X25 〃〉25 泊25 d>25 X25 d>25 d<25 d>25 X25 d>25 6/<25 d>25

HPB300
-、二级 39d — 35d — 32/ — 29d 一 28〃 一 26d — 25d 一 24〃 一

三级 36d — 32d — 29〃 — 26d 一 25d 一 24〃 一 23d — lid 一

HRB400
HRBF400

一、二级 46〃 51〃 4(W 45d 37〃 40/ 33d 37〃 32d 36/ 316? 35〃 30〃 33d 29d 32d

三级 42〃 46/ 31d 41d 34d 37〃 30/ 34〃 29d 33d 2% 32d 27/ 30/ 26d 29d

HRB500
HRBF500

55d 616/ 4W 54d 45d 49d Md 46〃 39〃 43/ 376/ 40〃 36〃 39〃 35〃 33d
/粋 5Qd 56〃 45〃 4W 41d 45d 33d 42d 36d 39d 34d 37〃 33d 36〃 32d 3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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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当为帀寮树脂今戻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
2. ，工过程冲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1.
3. 〔向受力钢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d（d为锚固钢筋的 

.罐网^轉寻政据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4时，表中数据可 

乘以护7：甲'|电曲乐内插值.
4. 当纵时鑼摯通钢，筋锚同长度修正系数（注1~注3）多于一项时，可 

按连乘计算.

5.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人、厶e计算值不应小于200mm.
6. 四级抗震时，/a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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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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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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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如?」校对高志强一耳£旄设计 曹俊 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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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末端带135。弯钩

（d）末端带螺栓锚头

纵向钢筋弯钩与机械锚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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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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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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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均为400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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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柱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搭接接头区箍筋构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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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区段长度

连接区段长度匸 连接区段长度I

11 “或如 b或九1.......
1 山或弘

连接区段长度： 
绑扎搭接为1.3碱1.3九—?

■- ""l""”-'1 
[.连接区段长度 

〔同一连接区段j-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

〈连接区段长度 
连接区段长度I “连接区段长厦

连接区段长度
连接区段长度：机械连接为35d

焊接为^且汐。飞同一连接区段）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机械连接、焊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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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纵向受力的连接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亦$乙」校对高志强 ■如偌设计曹俊 页 2-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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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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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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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B300

<25% 41〃 一 36d — 34d — 30d — 29〃 — 28d — 26d — 25d —

50% 4M — 42〃 — 39d 一 35d — 34R — 32d — 3W — 29d 一

100% 54/ — 48〃 — 45〃 一 4(W — 3%d 一 376/ — 35d 一 34rf 一

HRB400
HRBF400
RRB400

<25% 4M 53d 42/ 47N 3M 42〃 35d 34rf 376/ 32d 36d 31〃 35d 3 Orf 34〃

50% 56d 62d 49〃 55d 45d 49/ 416/ 45/ 39/ 43/ 33d 42d 36d 4W 35d 39d

100% 64〃 7 Orf 56〃 62d 51/ 56d 46〃 51〃 45〃 50〃 43d 48/ Md 46〃 40/ 45/

HRB500
HRBF500

<25% 53d 64〃 52d 56d 4Td 52d 43d 48〃 41〃 4W 38〃 42〃 37〃 41〃 36〃 4(W

50% 67〃 74/ 60〃 66d 55d 60N 5 Orf 56d 48〃 52〃 45〃 49〃 43N 4% 42d 46〃

100% lid 85〃 69d 75〃 62d 69d 58〃 64〃 54〃 59d 51〃 56/ 5 Orf 54/ 48〃 53d

1. 表中数值书綁事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
2. 两根;嗡廟搭接时，表中"取较细钢筋直径.

3. 当力胚磁膺承层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

4. 筋在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1.
5. 1纵向受力钢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d（d为锚固钢

. 「中数据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4时，表中

_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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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郁银泉心亦校对高志强|违左谑设计曹俊 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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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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根不同直径钢筋搭接时，表中d取较细钢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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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1・6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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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m.
10. 四级抗震等级时，Zffi=/z.详见本图集第2-5页。

11. HPB300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

纵向受拉钢筋抗震搭接长度舱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必亦S—校对高志强一才切电设计曹俊护 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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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闪光对焊设置

在受力较小位置

绑扎搭接的柱、梁纵筋

d d
V绑扎搭接的柱、梁纵筋

拉筋- 拉筋-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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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焊接封闭箍筋（工厂加工） 梁、柱封闭箍筋 梁、柱封闭箍筋 拉筋紧靠箍筋并钩住纵筋拉筋紧靠纵向钢筋并钩住箍筋 拉筋同时钩住纵筋和箍筋

封闭箍筋及拉筋弯钩构造
（非抗農设计时，当基础构件受扭时，箍筋及拉筋弯钩平直段长度应为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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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肢箍） （四肢箍） （六肢箍）（五肢箍）

基础梁箍筋复合方式
（封闭箍筋可采用焊接封闭箍筋形式）

> 0. 3Zz b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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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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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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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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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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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 2"及 150mm的较小值）
非發触纵向钢筋搭接构造

（非接触搭接可用于条形基础底板、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中纵向钢筋的连接）

注：1.本图中拉筋弯钩构造做法采用何种形式由设计指定.当未写明时，采用封 

闭箍筋。

2. 基础梁截面纵筋外围应采用封闭箍筋，当为多肢复合箍筋时，其截面内箍 

可采用开口箍或封闭箍。封闭箍的弯钩可在四角的任何部位，开口箍的弯 

钩宜设在基础底板内。

3. 当多于六肢箍时，偶数肢增加小开口箍或小套箍，奇数肢加一单肢箍。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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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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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箍筋及勰蠢器筋蠶蠶筋复合方式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心认髯」校对高志强Hi玄旄设计曹俊 為＞护 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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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独
立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条
形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基础顶面

锚固区横向钢筋

基础底面

（a）保护层厚度＞5N

2A(2a)

基础顶面

基础底面

间距＜ 500mm,且不少于两 

道水平分布钢筋与拉结筋

基础顶面

37

■?

>15rf

基础底面

自墙竖向钢瞬匚、 

外皮算起＜ 5d I?（即）
1 （1a）|

（b）保护层厚度V5d

墙身竖向分布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c）搭接连接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筏
形
基
础 

桩
基
础

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6d 且》150nim
1-1

“隔二下-”伸至基础板底部，支 

承在底板钢筋网片上，也可支承 

在觥基础的申间帥綁片上

间距W 500呱 且不少于两道 

水平分楠解拉翳

道水平分布钢筋与拉结筋

—间距＜ 500mm,且不少于两

锚固区横向钢筋

—
6d 且》150mm

2-2

伸至基础板底劭支 

承在底板钢糊片上

基础底板底部钢筋

基础顶面 基础顶面
SZ

基础底面

□

15d

锚固区横向钢筋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1 aT a 2a-2a

注:

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锚

附
录

1. 图中％为基础底面至基础顶面的高度，墙下有基础梁时，％为梁底面至顶面 
的高度.

2. 锚固区横向钢筋应满足直径＞tZ/4 （d为纵筋最大直径），间距＜10tZ （d为纵 
筋最小直径）且＜ 100mm的要求。

3. 当墙身竖向分布钢筋在基础中保护层厚度不一致（如分布筋部分位于梁中, 
部分位于板内），保护层厚度＜5d的部分应设置锚固区横向钢筋。若已设 
置垂直于剪力墙竖向钢筋的其他钢筋（如筏板封边钢筋等），并满足锚固 
区横向钢筋直径与间距的要求，可不另设锚固区横向钢筋。

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4. 当选用“墙身竖向分布钢筋在基础中构造”中图（c）搭接连接时, 
设计人员应在图纸中注明.

5. 图中d为墙身竖向分布钢筋直径.
6. 1-1剖面，当施工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钢筋定位时，墙身竖向分布钢筋伸 

入基础长度满足直锚即可.

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锚

墙身竖向分布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郁银泉血如校对高志强IF■左谨设计李増银I命翰＞ 页 2-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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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且 > 15 Omni

角部纵筋伸至基础板底部，支承 
在底板钢筋网片上，也可支承_ 
在魁形基础的中间层钢筋网片上

间距〈OOmm,且不少 

于两道矩形封闭箍筋

角部纵筋伸至基础板底部，支承
在底板钢筋网片上，也可支承

间距〈OOmm,且不少

于两道矩形封闭箍筋

独
立
基
础 

条
形
基
础

ZK
基础顶面

基础底面

在魁形基础的中间层钢筋网片上

6d 且》150mm

伸至基础板底部，支 

承在底板钢筋网片上 

锚固区横向箍筋

基础顶面
-

伸至基础板底部，支

承在底板钢筋网片上

锚固区横向箍筋

基础顶面▽

基础底面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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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自边缘构件纵怡 

钢筋外皮算起＜5d

（b）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⑶翼墙 （4）翼墙

边缘构件角部纵筋

-

般
构
造・
 

独
立
基
础 

条
形
基
础 

标
落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钢筋外皮算起＜5d

（c）保护层厚度＞ 5d;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锚 （d ）保护层厚度＜ 5d;基础髙度不满足直锚

注：1.图中曾为基础底面至基础顶面的高度，墙下有基础梁时，曾为梁底面至顶 

面的高度。

2. 锚固区横向箍筋应满足直径＞d/Ud为纵筋最大直径），间距＜10d （d为 

纵筋最小直径）且＜ 100mm的要求。

3. 当边缘构件纵筋在基础中保护层厚度不一致（如纵筋部分位于梁中，部 

分位于板内），保护层厚度＜5d的部分应设置锚固区横向箍筋.

4. 图中d为边缘构件纵筋直径.

5. 当边缘构件（包括端柱）一侧纵筋位于基础外边缘（保护层厚度＜5d,且 

基础高度满足直锚）时，边缘构件内所有纵筋均按本图（b）构造；对于 

端柱锚固区横向钢筋要求应按本图集第2-10页；其他情况端柱纵筋在基础 

中构造按本图集第2-10页.

6. 伸至钢筋网上的边缘构件角部纵筋（不包含端柱）之间间距不应犬于 

500mm,不满足时应将边缘构件其他纵筋伸至钢筋网上.

7. “边缘构件角部纵筋”图中角部纵筋（不包含端柱）是指边缘构件阴影 

区角部纵筋，图示为红色点状钢筋，图示红色的箍筋为在基础高度范围内 

采用的箍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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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构件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角部纵筋的含义详见本页“边缘构件角部纵筋”图，墙体分布钢筋未示意） 边缘构件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I郁银泉％；曲乙］校对高志强Li■切篦设计I李増银I龙 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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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护层厚度＞ 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①
外皮算起＜54

（b）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注: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1. 图中空为基础底面至基础顶面的髙度，柱下为基础梁时, 

勺为梁底面至顶面的高度.当柱两侧基础梁标高不同时取 

较低标高.

2. 锚固区横向箍筋应满足直径＞ d/4 3为纵筋最大直径），间 

距＜ 5d（d为纵筋最小直径）且＜ 100mm的要求.

3. 当柱纵筋在基础中保护层厚度不一致（如纵筋部分位于梁 

中，部分位于板内），保护层厚度＜54的部分应设置 

锚固区横向钢筋.

4.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仅将柱四角纵筋伸至底板钢筋 

网片上或者筏形基础中间层钢筋网片上（伸至钢筋网片上 

的柱纵筋间距不应大于1000mm）,其余纵筋锚固在基础顶 

面下心即可。
1 ）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基础高度或基础顶面 

至中间层钢筋网片顶面距离不小于1200mm;
2）柱为大偏心受压，基础高度或基础顶面至中间层钢 

筋网片顶面距离不小于1400mm.
5. 图中d为柱纵筋直径。

附 
录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郁银泉心冰$—校对高志强p■左淹设计李曙银》 页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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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独立基础底板配筋构造适用于普通独立基础和杯口独立基础.

2.独立基础底板双向交叉钢筋长向设置在下，短向设置在上.

BJz底板配筋构造

附
录22G101-3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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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DJ j或锥形截面DJz。

2.双柱普通独立基础底部双向交叉钢筋，根据基础 

两个方向从柱外缘至基础外缘的伸出长度俶和即 

的大小，较大者方向的钢筋设置在下，较小者方向 

的钢筋设置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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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200 )

注：1.双柱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可为阶形截面DJj或锥形 

截面DJz。

2. 双柱独立基础底部短向受力钢筋设置在基础梁纵筋之下， 

与基础梁箍筋的下水平段位于同一层面.

3. 双柱独立基础所设置的基础梁宽度，宜比柱截面宽度宽 

不小于100mm（每边不小于50mm）。当具体设计的基础梁宽 

度小于柱截面宽度时，施工时应按第2-28页构造规定增设 

梁包柱侧腋.

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
图集号 22G101-3

独立基础DJj、DJz配筋构造
审核黄志刚|以涮|校对曲卫波设计1曹梦娇1念驾晞 页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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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称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构造

注：1.当独立基础底板长度大于或等于2500nun时，除外侧钢筋外，底板配筋长度 

可取相应方向底板长度的0.9倍，交错放置，四边最外侧钢筋不缩短.

2.当非对称独立基础底板长度大于或等于2500mm,但该基础某侧从柱中心至 

基础底板边缘的距离小于1250mm时，钢筋在该侧不应减短。

A6.0

.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

减短10 %构造
图集号

审核 黄志刚|以涮I校对曲卫波 设计 曹梦娇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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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础

柱插入杯口部分的表面应凿

杯口 独立基础构造 双杯口独立基础构造

注：1.杯口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可为阶形截面BJj或锥形截面BJz.当为 

锥形截面且坡度较大时，应在坡面上安装顶部模板，以确保混凝土 

能够浇筑成型、振捣密实.

2. 基础底板底部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11页、第2-14页.

3. 当双杯口的中间杯壁宽度Z5<400mm时，中间杯壁中配置的构造钢筋按 

本图所示施工.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

杯口和双杯口独立基础

BJj、BJz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以彳罰|校对曲卫波 设计 曹梦娇1寇驾瘁 页 2-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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咼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3-3

拉筋在短柱其他部位设置，其规格、 

间距同短柱其他部位箍筋，两向相 

对于短柱纵筋隔一拉一

注：1.高杯口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可为 

阶形截面BJj或锥形截面BJz.当为锥 

形截面且坡度较大时，应在锥面上安 

装顶部模板，以确保混凝土能够浇筑 

成型、振捣密实.

2.基础底板底部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 

第2-11页、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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咼杯口独立基础BJj、BJz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為|校对曲卫波 1W |设计|曹梦娇屉驾晞 页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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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1

2

3 3

短柱其他部位箍筋

I i

柱插入杯口部分的表面应凿 

毛，柱子与杯口之间的空隙 

用比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高 

一级的细石混凝土先填底部, 

将柱校正后灌注振实四周

2
杯口璧内箍筋

-E

口

012@ 200 （中间曲 
杯璧构造钢筋）

n

75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 -

08 @300
（分布钢筋）

1

100

\插至基底纵筋间距不大于1000 
支在底板钢筋网上

般 
构 
造

1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

中间杯壁内设置的拉筋，其规格、 

竖向间距同杯口璧内箍筋

V磁瞬険” 双咼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杯口壁内箍筋

100
注：1.当双杯口的中间杯壁宽度/5<400mm时，中间杯壁按本图设置构造配筋.

2. 3-3剖面见本图集第2-18页.

3. 基本要求见本图集第2-16页注.

双高杯口独立基础

BJj、BJz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涮|校对|曲卫波11W 设计 曹梦娇 页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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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柱带短柱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X向中部竖向纵筋

角筋/

拉筋在短柱范围内设置，其

规格、间距同短柱箍筋，两向

相对于短柱纵筋隔一拉一

x向中部竖向纵筋

3-3

拉筋在短柱其他部位设置，其 

规格、间距同短柱其他部位箍筋, 

两向相对于短柱纵筋隔一拉一

1. 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式可为阶形截面DJj或锥形截面DJz.当为锥形截面 
且坡度较大时，应在坡面上安装顶部模板，以确保混凝土能够浇筑成型、振捣密实.

2. 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底部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11页、第2-14页.
3. 3-3剖面为本图集第2-17页双髙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的剖面.

DJj、DJz配筋构造
审核|黄志刚|以涮|校对|刘国辉 诽習|设计|张然|襯鉞

图集号 22G101-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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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式可为阶形截面DJj或锥形截 
面DJz.当为锥形截面且坡度较大时，应在坡面上安装顶部 
模板，以确保混凝土能够浇筑成型、振捣密实.

2. 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底部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11页、 
第2T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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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插至基底纵筋间距不大于1000
支在底板钢筋网上x （或 y ） 100

双柱带短柱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短柱范围箍筋

双柱带短柱独立基础 

DJj、DJz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及涮|校对刘国辉 彎设计1张然 页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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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丁字交接基础底板

基础底板受力钢筋 基础梁

条形基础底板配筋构造(一)

(a)十字交接基础底板，也可用于转角梁板端部均有纵向延伸 

基础联系梁

(d)条形基础无交接底板端部构造

1. 条形基础底板的分布钢筋在梁宽范围内不设置.
2. 在两向受力钢筋交接处的网状部位，分布钢筋与同向受力钢筋 
的搭接长度为150mm.

条形基础底板

TJBj、TJBp配筋构造(一)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以涮|校对|刘国辉昨|设计 張然 页 2-20

一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独
立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筏
形
基
础 

桩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附
录

76



峋

羊

桩

础

造

a

注: 在两向受力钢筋交接处的网状部位，分布钢筋与同向受力钢筋 
的构造搭接长度为150mm.

条形基础兀

TJBj、TJBp配筋彳

总板 

沟造（二）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以涮|校对|刘国辉&痰卑设计 张然 页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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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基 
础

1

柱下条形基础底板板底不平构造

（板底高差坡度a取45°或按设计）

条形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构造
（底板交接区的受力钢筋和无交接底板时端部第一根钢筋不应减短）

墙下条形基础底板板底不平构造（一）

墙下条形基础底板板底不平构造（二）

（板底高差坡度a取45°或按设计）

条形基賣專養翟第墨養篦陽％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I以涮I校对 刘国辉I评舞I设计张然M 页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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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贯通纵筋在其连接区内采用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 .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连接要求时，宜穿越设置

I

基础梁JL纵向钢筋与箍筋构造

注：1.跨度值/"为左跨民和右跨/叭之较大值，其中41,2,3
2.节点区内箍筋按梁端箍筋设置。梁相互交叉宽度内的箍筋按截面高度较大的基础 

梁设置。同跨箍筋有两种时，各自设置范围按具体设计注写.

3. 当两毗邻跨的底部贯通纵筋配置不同时，应将配置较大一跨的底部贯通纵筋越过 

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配置较小的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进行连接。

4. 钢筋连接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

5. 梁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25页。

6.当底部纵筋多于两排时，从第三排起非贯通纵筋向跨内的伸出长度值应由设计者

注明.

7.基础梁相交处位于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梁纵筋在下，何梁纵筋在上，应按具

体设计说明.

8. 纵向受力钢筋绑扎搭接区内箍筋设置要求见第2-4页.

9. 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50 50

（附加箍筋最大布置范围，但非必须布满）

附加箍筋构造

附加（反扣）吊筋构造

（吊筋高度应根据基础梁高度推 

算，吊筋顶部平直段与基础梁 

顶部纵筋净距应满足规范要求, 
当净距不足时应置于下一排）

基础梁JL纵向钢 
附加箍筋构造附力

筋与箍筋构造

n （反扣）吊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填沏|校对 刘国辉 评谱＞1设计|刘雨冬嚼盛 页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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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巒第一种箍筋范围

独

立

基

础

，
条

形

基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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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椒
淮
构
番
图
一

（按设计标注）’

50

跨中第二种箍筋范围

.梁端第一种箍筋輾 梁捋第一种箍筋范围

50
旷|吋

柱

（按设计标注）?

跨中第二种箍筋范围

，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囲 梁歸第一种箍筋范围

（按设计标注）'

柱

（按设计标注）‘

，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囲

（按设计标注）‘

5050 50 50

垫层
节点|区按梁端第一种箍筋曙加设置

详»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筏
形
基
础 

桩
基
础

（不计入总道数）

基础梁JL配置两种箍筋构造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附
录

节点区按梁端第一种箍筋增加设置 节点区按梁端第一种箍筋増加设置

（不计入总道数） （不计入总道数）

h计2

注:

基础梁JL竖向加腋钢筋构造

1. 当具体设计未注明时，基础梁的外伸部位以及基础梁端部节点内按第一种箍筋 
设置

2. 基础梁竖向加腋部位的钢筋见设计标注。加腋范围的箍筋与基础梁的箍筋配置 
相同，仅箍筋高度为变值.

3. 基础梁的梁柱结合部位所加侧腋（见本图集第2-28页）顶面与基础梁非竖向加腋 
段顶面一平，不随梁竖向加腋的升高而变化。

4. 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基础梁JL配置两种箍筋构造 
基础梁JL竖向加腋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策涮|校对刘国辉|蚪髻1设计刘雨冬1 页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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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柱或角柱 边柱或角柱 E r>l/a

5050

P

-

般
构
造

J''f-
勺1
■

羊
目
一

独
立
基
础 

八
条
一
形
基
础 

丁.

，勺"
：且
羊
刘
士
舉
生
”勾
专
丄
貝

支座边缘线

/n/3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端部变截面外伸构造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 

当直段长度》人时可不弯折

P 
v~>
I t

Ml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 

Y—一一疸厘0"心

L' ,he ,/n/3JL>/n'

i 汇--------------- y

00

梁包柱侧腋 gif

,he .加3且山

4 山---------- 7 -

支座边缘线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端部无外伸构造

-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独
立
基
础 

条
形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In' he

, >/a
---------- 7

In'

, >h

注：端部等（变）截面外伸构造中，当从柱内边 

算起的梁端部外伸长度不满足直锚要求时, 

基础梁下部钢筋应伸至端部后弯折，且从柱 

内边算起水平段长度大于或等于0. 6Zab,弯折 

段长度15乩

条形基础梁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条形基础梁端部变截面外伸构造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JL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 

条形基础梁JL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以涮|校对刘国辉|蚪铝1设计1刘雨冬琢 页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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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构造纵筋 

详见具体设计

9 3 e

£

” a

*

©

侧腋 基础梁 侧面构造钢筋 侧面构造钢筋

•

尸 

员
•
、
.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却.7 45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筏
形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基础梁侧面构造纵筋和拉筋

a<200

图一 图二

■-
克
开
扌 
' :
 

¥

猱

构

造

書

桩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基
础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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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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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详
图

附
录

注：1.基础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搭接长度为15Z十字相交的基础梁, 

当相交位置有柱时，侧面构造纵筋锚入梁包柱侧腋内15d （见 

图一）；当无柱时，侧面构造纵筋锚入交叉梁内15d（见图四）. 

丁字相交的基础梁，当相交位置无柱时，横梁外侧的构造纵筋 

应贯通，横梁内侧的构造纵筋锚入交叉梁内15d（见图五）.

2. 梁侧钢筋的拉筋直径除注明者外均为8mm,间距为箍筋间距的 

2倍.当设有多排拉筋时，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

3. 基础梁侧面受扭纵筋的搭接长度为厶其锚固长度为/a,锚固 

方式同梁上部纵筋.

4. 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侧面构造钢筋 基础梁 侧面构造钢筋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图四 图五

基础梁JL侧面构造纵筋和拉筋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以涮|校对|刘国辉|岬峙 设计|刘雨冬■M琢 页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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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n/3/n/3

梁底有高差钢筋构造

桩
基
础 

亦
隹
，勾
告_
”羊
劃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梁顶有咼差钢筋构造

附
录

梁底、梁顶均有高差钢筋构造

般
构
造

梁底、梁顶均有高差钢筋构造

（仅用于条形基础）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15d;当直 
段长度大于或等于人时可不弯折

支座边缘线

桩 
基 
础

辽I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

1.当基础梁变标高及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造应由设

计者另行设计；如果要求施工方面参照本图的构造方式，应 

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柱两边梁宽不同钢筋构造
2. 梁底高差坡度a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可取30°、45。或60。角.

3. 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基础梁JL梁底不平 
和变截宙部彳立銅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以涮|校对|刘国辉蚪瞬设计刘雨冬 页 2-2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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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12且不小于柱箍筋直径，间

距与柱箍筋间距相同

十字交叉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

（各边侧腋宽出尺寸与配筋均相同）

丁字交叉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

（各边侧腋宽出尺寸与配筋均相同）

无外伸基础梁与角柱结合部侧腋构造

注：1.除基础梁比柱宽且完全形成梁包柱的情况外,

桩 
基 
础

直径大于或等于12®i且不小于柱箍筋 

直径，间距与柱箍筋间距相同
直径大于或等于12mm且不小于

（柱外侧纵筋在梁角筋内侧）

基础梁中心穿柱侧腋构造 基础梁偏心穿柱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

所有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位均按本图加侧腋.

2. 当基础梁与柱等宽，或柱与梁的某一侧面相 

平时，存在因梁纵筋与柱纵筋同在一个平面内 

导致直通交叉遇阻情况，此时应适当调整基础 

梁宽度使柱纵筋直通锚固.

3. 当柱与基础梁结合部位的梁顶面高度不同时, 

梁包柱侧腋顶面应与较高基础梁的梁顶面一 

平（即在同一平面上），侧腋顶面至较低梁顶 

面高差内的侧腋，可参照角柱或丁字交叉基础 

梁包柱侧腋构造进行施工。

4. 当侧腋水平钢筋作为柱纵筋锚固区横向钢筋 
时，应满足直径＞d!\ （d为纵筋最大直径）， 
间距＜ 5d （d为纵筋最小直径）且的 
要求.

5. 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5!

I 基础梁JL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1黄志刚為I校对|刘国辉& 设计 刘雨冬1毘琢 页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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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贯通纵筋在连接区内采用搭接、机械连接或对焊连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要求时，宜穿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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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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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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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详
图

条
形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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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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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详
图

.
筏
形
基
础-

I底部贯通纵筋，在其连接区内搭接、机械连接或对焊连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50%.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要求时，宜穿越设置

基础次梁JCL (JCLg)纵向钢筋与箍筋构造

桩
基
础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附
录

注：1.跨度值A,为左跨尿和右跨仏+i之较大值，其中7=1, 2, 3…….
2. 同跨箍筋有两种时，各自设置范围按具体设计注写值.

3. 节点区内箍筋按梁端箍筋设置。梁相互交叉宽度内的箍筋 

按截面高度较大的基础梁设置.

4. 当底部纵筋多丰'隔眄7从第三排起非贯通纵筋向跨内的

伸出长度值5 :明”
5. 当具体设计韓：基础梁外伸部位按梁端第一种箍筋 

设置.
6. 端部等(变卜：魁丽外伸'也越中，当从基础主梁内边算起的 
外伸长皮不獻铀脣时，基础次梁下部钢筋应伸至端 

部后亩折150,宜'从尖讨边算起水平段长度应大于或等于 

0. 64b
7. 基础次梁侧靜觀筋和拉筋要求见本图集第2-26页.

8. 图中括号内数值用于代号为JCLg的基础次梁.

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基础次梁JCL纵向钢筋与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基础次梁JCL端部夕、伸部位钢筋构造
审核 尤天直1仁述，|校对毕磊 卑孤设计 刘巍 页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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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腋部位（某跨或外伸部位等）
基础次梁JCL竖向加腋钢筋构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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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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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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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仏为基础次梁的本跨净跨值.

2. 当具体设计未注明时，基础次梁的外伸部位， 

按第一种箍筋设置.

3. 基础次梁竖向加腋部位的钢筋见设计标注. 

加腋范围的箍筋与基础次梁的箍筋配置相同, 

仅箍筋高度为变值。

基础次梁JCL配置两种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尤夭直直校对毕磊 卑孤v设计何喜明虫多购 页 2-30

独
立
基
础 

条
形
基
础 

筏
形
基
础 

桩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附
录

86



=

尔'
“丄."
？
這

洋

劉

匸

还挂
自

0
1
>
,

图

一
般
构
造 

独
立
基
础

条

形

基

础
.

篠
形
一
基
础-

0

小

隹

羊

因

桩
基
础 

蛋

沟

告

L

羊I
®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附
录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

 /n/3

|垫层

/a/3

梁顶有咼差钢筋构造

支座两边梁宽不同钢筋构造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

A

| ； /a L

“' ”“儿 i 1 /

” /n/3

梁底、梁顶均有咼差钢筋构造

宽出部位的顶部各排纵筋伸至 

尽端钢筋内侧弯折，当直段长度 

大于或等于人时可不弯折 

Cf
宽出部位的底部各排纵筋伸至 

尽端钢筋内侧弯折，当直段长度 

町［ 大于或等于人时可不弯折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Ui IJi

. /n/3 ” /n/3

梁底有咼差钢筋构造

注：1.当基础次梁变标高及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 

造应由设计者另行设计；当要求施工方参照本图构造 

方式时，应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2.基础次梁底高差坡度a可取45°或60°角.

基础次梁JCL梁底不平和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尤天直I力k亡校对毕磊 卑|设计何喜明 伺现 页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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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贯通纵筋在连接区内采用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要求时，宜穿越设置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n/4 /n/4

呱部兀向贯通纵筋

顶部y向贯通纵筋

项部工向贯通纵筋

顶部y向贯通纵筋

/n/4

顶部兀向贯通纵筋

Zn/4

顶部y向贯通纵筋

_;■■■ ■ ■! ------------------------------------------------------------------------------------------------------------------------------- 1-------------------------------\ / ._______ ___________  1\/
垫层/

/ 1

底部讷贯通纵 
筋与非贯通纵筋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7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梁边为1/2板筋间距，
宜不夫于7<mm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圖向贯通纵

,4/3

底如X向贯通纵 

筋筋与非贯通纵筋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7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梁边为1/2板筋间距， 
且不夫于75mm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底部X向贯通纵

4/3

,底部X向贯通纵
1筋与非贯通纵筋

鯛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7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梁边为1/2板筋间距，
宜不夫于75mm
斛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剧歸贯通纵筋赣lk) 「 (®部贯通纵筋:d区） ’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钢筋构造（柱下区域） 准韦

桩
基
础

顶載通赠在建駆肉采般接、戕戦或麟.同-強駆溜礫确葩車不宜大于漑当齡皴可魁-駭网下-齡跻靛要求时，宜穿敝置

注：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 

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 

设计说明.

I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钢筋构造（跨中区域）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尤天直沽述，校对毕磊I卑德v |设计 何喜明1皿敷甘 页 2-32 1

88



u I
M L j

>h

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十板的第一根筋，距華础梁边为

1/2板筋间距，且不

,》12d且至少到支座中线

梁或墙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

》12d且至 
少到支座中线

>l2d且至 
少到支座中线

梁或墙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梁边为 

1/2板筋间距，且不大于75mm

垫层
1/2板筋间距，且不大于75mm

贋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

端部变截面外伸构造

距奉础梁边为

大于75mm

垫层/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廈

1 1支座边缘线

设计按镂接时：》0・35心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 

时：> 0.6Zab
端部无外伸构造

—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 梁边为1/2板筋间距，

'/（了且不大于75mm

0

1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15d 
当直段长度》人时可不弯折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15d 
当直段长度》人时可不弯折

垫层
垫层

（C）板底有高差

I垫层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梁边为 

1/2板筋间距，且不大于75mm
（b）板顶、板底均有高差 

变戴面部位钢筋构造

［础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梁边为1/2板筋间距，
且不大于75mm （a）板顶有高差

S
注：1.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

2. 当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的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造应由设计者设计；当要求 

施工方参照本图构造方式时，应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3. 端部等（变）截面外伸构造中，当从基础主梁（墙）内边算起的外伸长度不满足直锚 

要求时，基础平板下部钢筋应伸至端部后弯折15d,且从梁（墙）内边算起水平段 

长度应大于或等于0.6Zab.

4. 板外边缘封边构造见本图集第2-37页.

5. 板底高差坡度a可为45°或60°角.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尤天直 圾直校对毕磊 卑网J设计何喜明1传现 页 2-3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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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跨中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跨中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

I垫层.

1

主下板带顶部贯通纵筋顶部贯通纵鯨

IIS SIS翠轎*
\“.”上/*> ole'丄 oocL

柱下板带顶部贯通纵筋顶部贯通纵筋顶部贯通纵筋

la
1 1 ―

主下板带顶部贯通纵筋

!柱下板带底部勇 
甞非贯通纵微

:底部贯通与非贯通纵筋 底部贯通纵筋 ;底部贯通与非贯通纵筋

底部贯通纵筋

底部贯通与非贯通纵筋;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卡度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构？ 
造V

平板式筏基柱下板带ZXB纵向钢筋构造
注:

柱下板带底 

，部贯理纵筋 

1 厂。

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跨中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 1
J

柱下板带顶部贯通纵筋 顶部贯通纵筋 垃下板带顶部贯通纵筋 顶部贯通纵筋

1
1

「 1
O O O | ooooooooooooo OOOO OOOO 0 000(1000000 -*5-----

跨申板带底丨柱下板带底 I V
部贯通伞筋I部贯苹纵筋 ! 1
I /I 卩 1 • : --- R ° « | °V_ °

b部贯通与非贯通纵筋k部贯|垫层
柱网轴线|

底部贯通与非贯通纵筋底部劃通纵筋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 °

柱网轴线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岀长度.

平板式筏基跨中板带KZB纵向钢筋构造

通纵筋

1. 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应在两毗邻跨中配置 
较小一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即配置较大一 
跨的底部贯通纵筋需越过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 
起点伸至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

2. 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在本图所示连接区内的连 
接方式，详见纵筋连接通用构造.

3. 柱下板带与跨中板带的底部贯通纵筋，可在跨 
中1/3净跨长度范围内搭接连接、机械连接或焊 
接;柱下板带及跨中板带的顶部贯通纵筋，可在 
柱网轴线附近1/4净跨长度范围内采用搭接连 

接、机械连接或焊接。
4. 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纵筋在下, 

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
5. 柱下板带、跨中板带中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 
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 
说明.

6. 柱下板带ZXB及跨中板带KZB的定位及宽度详见 

具体工程设计.

准2

2

平板式筏基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尤天直丨 注 校对毕磊丨卑纵|设计|刘巍 页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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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n/4 /n/4

丿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4

顶部y向贯通纵筋

.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人/4 土 l 人/4
1 !'

般
构
造

顶前向贯通纵筋 顶部x向贯通纵筋

底舸向 
贯通纵筋

° 。一 4

° ° ° ° ° ° 9
柱下区域底部y向贯艇 
纵筋与附加非贯通癞 
rr~

顶部y向贯通纵筋 顶部x向贯通纵筋

条

形

基

础

一

」
伐
形
墓
冊
一

怎鄒製B底部谕贯呼
柱下区域底部X向i柱下区域底部X向

柱下区域底部y向昂通 

纵筋与附加非贯通纵筋

I垫层

柱下区域底部X向
I柱下区域底部X向

戸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曾附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专知/3 片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即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鸟 4/3
（底如贯通纵筋连洛区） 连接'区）

猛部x向贯通纵押

柱下区域底部x向 ...........
廿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附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钢筋构造（柱下区域）

柱下区域底部X向

桩
基
础

”宦
、勾
土H
羊
图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示
、隹
勾
告
，羊
图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同柱下区域）

注：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纵筋在 

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

附
录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钢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尤天直1仁疽校对毕磊卑益V |设计|何喜明|洌现 页 2-35

准筏 
构形-
造基 
详础」

桩 
基 
础

I
91



(a)板顶有高差

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

(a)板顶有高差 (c)板底有高差

变截面部位中层钢筋构造

注:

1
1. 本图构造规定适用于设置或未设置柱下板带和跨中板带的板式筏形基础的变截 
面部位的钢筋构造。

2. 当板式筏形基础平板的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造应由设计者设计；当 

要求施工方参照本图构造方式时，应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3•板底髙差坡度a可为45。或60。角。

4.中层双向钢筋网直径不宜小于12mm,间距不宜大于300mmo

平板式蠶蠶蠶胡竈述BPB)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尤天直乩述，校对1毕磊 卑盘"设计何喜明 页 2-3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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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垫层

100

边柱柱列I边柱柱列I
般 
构 
造

标

端部无外伸构造（一） 端部无外伸构造（二）

>15^,>200_ mr~
U形构造封边筋.

~~设计指定~L 刊 

》154,》200 -

侧面构造纵筋Ip7^-
设计指定

（a） U形筋构造封边方式

底部与顶部纵筋 

弯钩交错150mm

底部与顶部纵筋弯钩交错'一=:一-一一=

15 Omm后应有一根侧面构

造纵筋与两交错弯钩绑扎 =

侧面构造纵筋•
设计指定 匚

（b）纵筋弯钩交错封边方式

板边缘侧面封边构造

■f--- 1

P
C~-J
T--- (

i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厦

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中层钢筋

S-------- 1---------------------------------------------------------------------------------------

详见封 
边构造 • 中层双向钢筋

• eeceeee・o oeo
、 1

中层筋端头构造

（外伸部位变截面时侧面构造相同）

注：1.端部无外伸构造（一）中，当设计指定采用墙外侧纵筋与底板纵筋搭接的做法

I
时，基础底板下部钢筋弯折段应伸至基础顶面标高处（见本图集第2-8页）.

2.板边缘侧面封边构造同样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部位，采用何种做法由设计者指
定，当设计者未指定时，施工单位可根据买际情况自选一种做法.

3. 筏板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应由具体工程设计确定。

4. 筏板中层钢筋的连接要求与受力钢筋相同.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ZXB、KZB、BPB） 
端部与外彳申部位*冈筋扁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尤天直■jk広J校对1毕磊丨卑网巾设计刘巍 页 2-3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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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OmniEff,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100mmo

矩形承台CT j和CTz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以涮 校对杨建 赦社|设计|林蔚丨林莊 页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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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边三桩承台CTj配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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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图

三桩承台受力钢筋端部构造

1等边三桩承台CT j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2-39页锁屯|设计|林蔚林前

注：L当桩直耀或桩战面边长力、于800mni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当桩径或桩截面 
边长大违或/◎ 于&0 Qi训册,桩顶嵌入承台10 0mm。

2•等边三柢 似 W 打头注写各边受力钢筋* 3。
3. 最里面的三 成的三角形应在柱截面范围内。
4. 设计时应注意：承台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间距不宜大于200mm, 
其最小配筋率不小于0・15%。施工按设计文件标注的钢筋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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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腰三桩承台CTj配筋构造

当桩径或桩截面

底边受力钢筋

万桩:>25rf
圆桩:>25^+0. \D,D为圆桩直径 

（当伸至端部直段长度方桩》35d 
或圆桩> 35d+0. W时可不弯折）

斜边受力钢筋 

（对称相同）

苗

一

般

柩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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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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亠

善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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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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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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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造
详
图

/ 1

、一

, JC1 , X1
*

注：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5 0mm; 
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100mm.

2. 等腰三桩承台受力钢筋以"△”打头注写底边受力钢筋+对称等腰斜边受力钢 

筋并x 2。
3. 最里面的三根钢筋围成的三角形应在柱截面范围内.

4. 设计时应注意：承台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间距不宜大于200mm, 
其最小配筋率不小于0. 15%.施工按设计文件标注的钢筋进行施工.

5. 三桩承台受力钢筋端部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39页。

附
录等腰三桩承台CTj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必如|校对杨建 啜屹|设计|林蔚 林前 页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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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22G101-32-41

注：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BOOnmi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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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边形承台CTj配筋构造 图集号

审核|黄志刚|聚涮|校对］杨 建|励虜|设计|林蔚|林前 页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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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边形承台CTj配筋构造

（当伸至端部直段长度方桩》35d 
或圆桩＞35i/+0. W时可不弯折） 赫

准
构
造
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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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注：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OOm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100mm。

100

六边形承台x向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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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边形承台CT j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 及纟詡校对杨建 戒必 设计林蔚 页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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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双柱联合承台底部与顶部配筋构造

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XOOmrn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 
100mm。

2•需设置上层钢筋网片时，由设计指定。

双柱联合承台底部与顶部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1黄志刚1以泅1校对1杨建1沏底1设计1林蔚1林前 页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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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1E桩 
、；基,

10

侧面纵筋的配置 

详见具体工程设计

承台梁端部钢筋构造 墙下单排桩承台梁CTL钢筋构造

构册 
造松 
详泄

准刖

n 6
丿

U 1 丿L
准巒

建

I
注：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血时，桩顶嵌入承台 
100mm。

2.拉筋直径为8mm,间距为箍筋的2倍。当设有多排拉筋时, 

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

墙下单排桩承台梁CTL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l/t涮校对朱轩 并超 设计 余绪尧侈玄 页 2-44 I

100



-

般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

独
立
基
础 

条
形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承台梁端部钢筋构造 墙下双排桩承台梁CTL钢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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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Bf,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 
100mm.

2.拉筋直径为8mm,间距为箍筋的2倍。当设有多排拉筋时, 

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

附
录墙下双排桩承台梁CTL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涮 校对朱轩 举勾设计余绪尧侈玄 页 2-45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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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长纵筋

Q

画

曙

1

灌注桩通长等截面配筋构造

桩顶标高

/\
承台底面标高

防水层和垫层

螺旋箍筋 \
丄 

焊接加劲箍 / 

@2000

桩顶标高

承台底面标高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v

ia
摆
斑
呆
履
螺 

筋
 

兰

艮

(

丄 

纵

纵筋

焊接加劲箍

螺旋箍筋

. D
* •

注：1.纵筋锚入承台做法见第2-48页。
2. /;为桩顶进入承台高度，桩径小于800mm时取 

5Omni,桩径大于或等于800mm时取100mmD
3. 焊接加劲箍见设计标注，当设计未注明时,

_ 加劲箍直径为12mm,强度等级不低于HRB400o
' 4.桩头防水构造做法详见施工图。

灌注桩部分长度配筋构造

灌注桩GZH通长等截面配筋构造 
灌注桩GZH部分长度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1以纟初校对朱轩 设计余绪尧 页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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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
卜
、…/f

承台底面标高

防水层和垫层

螺旋箍筋

焊接加劲箍

@2000

桩顶标高

______

9

焊接加劲箍

搭接》/a或仏，且》300勾住纵筋

通长纵筋
螺旋箍筋搭接构造螺旋箍筋端部构造

非通长纵筋

1

附
录 灌注桩通长变截面配筋构造

般
构
造

开始与结束位置应有水 

平段，长度不小于一圈半

桩］ 
基 
础I

注：1.纵筋锚入承台做法见第2-48页.

2. %为桩顶进入承台高度，桩径小于800mm时取50mm,桩径大于或等于800mm时取lOOmm。

3. 焊接加劲箍见设计标注。当设计未标注时，加劲箍直径为12mm,强度等级不低于HRB400.
4. 桩头防水构造做法详见施工图.

灌注桩GZH通长变截面配筋构造 
螺旋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纟创1校对朱轩峯筍设计 余绪尧 页 2-4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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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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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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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图

承台

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二）

注：1.〃为桩内纵筋直径。
2.力为桩顶进入承台高度，桩径小于800mm时取50mm, 
桩径大于或等于8 00mm时取100mmo

3.桩头防水构造做法详见施工图。

附
录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图集号22G101-3

审核|黄志刚|必詡|校对|朱轩|帶j |设计|余绪尧|小侈玄|页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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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联系梁JLL配筋构造（一）

伸至柱外侧纵筋内侧,

>0.4/ab（>0.4/abE）

5050

>0.

50地下基础 

联系梁顶面

1 ---------
! •一

基础联系梁JLL配筋构造（二）

桩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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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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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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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相
关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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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
圭
”勾

乍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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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搁置在基础上的非框架梁

不作为基础联系梁;梁上部纵筋保护层厚度小于或等于5d时, 

锚固长度范围内应设横向钢筋

注：1.基础联系梁的第一道箍筋距柱边缘50mm开始设置.

2. 基础联系梁JLL配筋构造（二）中基础联系梁上、下部纵筋 

采用直锚形式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a（ZaE）,且伸过柱 

中心线长度不应小于5d, d为梁纵筋直径.
3. 锚固区横向钢筋应满足直径大于或等于d/4 （d为插筋最大 

直径），间距小于或等于5d （d为插筋最小直径）且小于或 
等于100mm的要求.

4. 基础联系梁用于独立基础、条形基础及桩基础.

5. 图中括号内数据用于抗震设计.

基础联系梁JLL配筋构造 
搁置在基础上的非框架梁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涮|校对|朱轩举电设计余绪尧d仇 页 2-49

-

般
构
造 

独
立
基
础 

条
形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筏
形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桩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基
础
相
关
构
造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附
录

105



300 按设计标注，且不小于800mm 300

附加防水层，垫层相应下落附加防水层，垫层相应下落

（贯通留筋）

基础底板后浇带HJD构造

注：1.后浇带混凝土的浇筑时间及其他要求按具体工程的设计要求.

2. 后浇带两侧可采用钢筋支架单层钢丝网或单层钢板网隔断.当后浇混凝土 

时，应将其表面浮浆剔除。

3. 后浇带下设抗水压垫层构造、后浇带超前止水构造见本图集第2-51页。

300 按设计标注，且不小于80 Omni 300

（贯通留筋） 附加防水层，垫层相应下落

基础梁后浇带HJD构造

基础底板后浇带HJD构造 
基础梁后浇带HJD构造

图集号

审核|尤天直| 注 |校对|毕磊|卑虑|设计|刘巍|朋■ |页

22G101-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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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深度加》基础板厚方）

后浇带HJD下抗水压垫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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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告

筏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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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基
础

同板底部同向配筋 

（基坑深度加 < 基础板厚方）>h >h

后浇带HJD超前止水构造

附
录

注：1.后浇带留筋方式及宽度要求见本图集第2-50页.

2. 基坑同一层面两向正交钢筋的上下位置与基础底板对应相同.基础底板同一层 

面的交叉纵筋何向在下，何向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

3. 根据施工是否方便，基坑侧壁的水平钢筋可位于内侧，也可位于外侧.

4. 基坑中当钢筋直锚至对边<人时，可以伸至对边钢筋内侧顺势弯折，总锚固长度 

应》/a。

基坑JK构造

附
录后浇带HJD下抗水压垫层构造 

后浇带HJD超前止水松］造基坑JK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尤天直1炬直 校对1毕磊 %” 设计刘巍宙性 页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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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

㈣角钢筋

上柱墩SZD构造（棱台与棱柱形） 图集号 22G101-32-52审核尤天直|屹述，校对毕磊 卑EU设计何喜明伺多吋 页

注：图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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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柱或方柱矩形柱或方柱

X向纵筋

X向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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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平箍筋
Y向纵筋

矩形柱或方柱

水平箍筋
|Y向纵筋

X向纵筋

柱下筏板局部增加板厚构造(-)

矩形柱或方柱

平箍筋
Y向纵筋

X向纵筋

柱下筏板局部増加板厚构造(Z1)

注：1.当柱荷载较大时，可在筏板下局部增加厚度，满足柱下筏板冲 
切承载力的要求.

2.角部放射筋直径取x向纵筋直径与y向纵筋直径的较大值，间距同 
筏板下部钢筋.

柱下筏板局部增加板厚JBH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I尤天直|注|校对|毕磊|卑孤|设计|刘巍|柳》 页 2-53柱下筏板局部增加板厚角部放射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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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础上部配有钢筋时可不

注：1.图中d为防水底板受力钢筋的最大直径.
2. 本图所示意的基础，包括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桩基承台、桩 
基承台梁以及基础联系梁等.

3. 当基础梁、承台梁、基础联系梁或其他类型的基础宽度大于或 
等于％时，可将受力钢筋贯穿基础后在其连接区域连接。

4. 防水底板以下的填充材料（如苯板）应按具体工程的设计要求进 
行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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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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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地下室防水底板FSB与各类基础的连接构造
防水底板FSB与各类基础的连接构造图集号

审核I尤天直 坛述,I校对毕 磊I卑獭 I设计I刘 巍I硏龜 页

22G101-32-54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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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外墙

注：1.窗井墙CJQ配筋见设计标注.

2.当窗井墙体需按深梁设计时，由设计者另行处理. 附
录窗井墙CJQ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郁银泉％认9一校对高志强|一才左旄设计李増银 页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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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名 单柱普通独立基础 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独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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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

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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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位

置

三

维

视

图

皆

朗

DJzDJj

（阶形）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缠立基础底板配筋构造：第2-11;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构造：第2-14页。

杯口独立基础

C 柱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 %构造: 

第2-14页；

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5页。

（锥形）

双杯口独立基础

L 
-

更

来

董

-  

标
准
构
造
详
图JL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3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双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5页。

双柱普通独立基础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双柱普通独立基础底部与顶部配筋构造: 

第2T2页。

三维索引

审核I黄志刚|/＜涮|校对|刘国辉T瞬I设计I张然 襯磁

图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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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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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称 名

置

三

维

视

图

双高杯口独立基础 高杯口独立基础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双高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7页。

双柱带短柱独立基础

节占柱纵向.钢筋旌基鋼中构造:第2T0页； 

索飾双租丽柱巫咎础配筋构造：第2-19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构造：第2-14页; 

高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6页。

单柱带短柱独立基础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构造：第2-14页;

单柱带短柱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8页。

三维索引 图集号

审核慣志刚I及刎I校对I刘国辉［詡暂I设计I张然I擁範」页

22G101-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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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名 条形基础、防水板 梁板式筏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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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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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条形基础底板配筋构造：第2-20、2-21页； 
节点条形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构造：第2-22页; 

索引 基础梁配筋构造：第2-23、2-24. 2-25. 2-26页;

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第2-28页；

防水板配筋构造：第2-54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基础梁配筋构造：第2-23、2-24、2-25、2-26页; 

基础次梁配筋构造：第2-29. 2-30, 2-31页；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钢筋构造：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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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图

名称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变截面部位 平板式筏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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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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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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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三

维

视

图

节点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索引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第2-36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T0页；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配筋构造：第2-34、2-35页。

三维索引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 黄志刚1必釧校对刘国辉蚪曙 设计 张然1襯鉞 页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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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麹

矩形承台 三桩承台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矩形承台配筋构造：第2-38页； 

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等边三桩承台配筋构造：第2-39页；

等腰三桩承台配筋构造：第2-40页；

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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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边形承台 上柱墩 局部增加板厚

_ ___ __________

柱纵向钢筋洋础中构造: 第2-10页;

六边形爲台配筋构造：第2-41、2-42页; 

灌圧桩配筋和摆第2-46、2-47页； 

钢筋屁離空曜涯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

筏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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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详
图

桩
基
础 

标
准
构
造
详
图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上柱墩配筋构造：第2-52页。

第2-48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局部增加板厚配筋构造：第2-53页。

三维索引 图集号

审核I黄志刚涮I校对I刘国辉I评習|设计|张然I俞鉞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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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墙下单排桩承台梁配筋构造：第2-44页；

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墙下双排桩承台梁配筋构造：第2-45页； 

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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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索引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以涮|校对|刘国辉|心髻|设计|余绪尧 沖说 2-60



般
构
造 附表勺设计需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

编号 项目 对应本图集页码

1

必须写明的构适选用

墙身外侧竖向分布钢筋与基础底部纵筋搭接连接做法 2-8

2 筏形基础平板底部钢筋在边支座的锚固要求 2-33. 2-37

3 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
2-32. 2-33、

2-34. 2-35
4 基础梁相交处位于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梁纵筋在下，何梁纵筋在上 2=23

5 仅将柱四角纵筋伸至底板钢筋网片上 2-10

6 当基础梁、進础次梁底部纵筋多于两排时，从第三排起非贯通纵筋向跨内的伸出长度值 2-23、 2-29

7

未写明时，自动授权 

施工单位选择

孩形基础板边缘侧面封边构崔（未写明时，自动捞权施工人员选做） 2-37

8 拉筋弯钩构造做法（未写明时，采用封闭箍筋） 2-7

9 基础梁、基础次梁外伸部位箍筋做法〔未写明时，按照梁端第一种箍筋设置） 425、2-29

10 灌注桩中焊接加劲箍（未注明时，加劲箍直径为强度等级.不低于HRB400 ） 2-46. 2-47



根据国家行业有关政策，基于客户需求，标准院构建了一整套从项目策划及技术硏发到售： 

后服务、符合行业实际、规范有序的管理运行机制，解决政府和企业在标准化进程中遇到的问: 

题，提高企业标准化管理和发展的科学性及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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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60余年丰画专靈术经验及科研优势,整合行业资源，国家建筑标准设 

计电子书库以电子化的形式，收录了全品类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 

施以及枝术乂件、政荒法；；咤-工;0丄设行业所需技术资料；本着一切从用户需求岀发的服务理念，打造: 

以电子书资源服务为主、专家技术咨询、技术宣贯培训于T本的专业的工程建设技术资源数据库。

缶毋JO嵋

OB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标 

准院）作为国内唯一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委托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归口管理单位， 

依法享有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的著作权。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电子书库是标准院 

对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研发的唯一正版 

化电子产品。

标准院未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以国家 

建筑标准设计为内容制成软件或电子文件 

进行发行、传播等商业使用。

特此声明！如有侵犯我院著作权行为， 

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1





国标圜集正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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勰土给构施工图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尉图

（独立基砒条形基础徭形基曲I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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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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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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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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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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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16G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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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形基础及桩基承台）》 

的修编。本次修编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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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市 

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2021等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结合近年来工程实践 

对图集提出的反馈意见，对图集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修订。

本图集适用于各类结构类型下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 

基础、筏形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及桩基础施工图设计。

本图集中包括常用的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 

形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及桩基础的平面整体表示方法 

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两大部分内容。

相关图集介绍：

22G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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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板）》（替代原 

16G101-1）
22G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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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混凝土板式楼梯）》（替代原16G101-2）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官方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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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编制说明
	第一部分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
	总则
	独立基础平法制图规则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条形基础平法制图规则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筏形基础平法制图规则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基础主梁JL与基础次梁JCL标注图示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图示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标注图示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标注图示

	桩基础平法制图规则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制图规则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第二部分标准构造详图
	一般构造标准构造详图
	独立基础标准构造详图
	条形基础标准构造详图
	筏形基础标准构造详图
	柱基础标准构造详图
	基础相关构造标准构造详图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