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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可作为木质构造建筑类专业的教科书使用。
其内容包括了材料、构筑方法、施工工艺及结构设计方法等木质构造的综合知识。
　　在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中，根据传统构架法建造的住宅和小规模的建筑物较为多见。
依据建筑规范的各项条文，设计普遍采用比较简单的手法。
自1960年起，随着层积材构造、木质预制构法、框架墙工法和大规模木结构建筑物的不断出现，建筑
工艺也呈现出多样性。
施工用的材料也不再仅限于制材，由原木加工成的各种木质材料也得到使用。
先进的技术开发和研究成果使木质构造建筑物的结构设计水平已逐渐赶上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
。
2000年（平成12年）开始实施的《改正建筑基准法》，就是将原来的设计标准进行细化后的设计规范
，从而使木结构建筑也可以根据构造计算来进行设计，因此现在的木结构建筑物都采用了以前从没用
过的高水平的结构设计手法。
此外，这种手法也适用于民宅、寺院等传统木结构建筑物的复原和修复，以及对现存木结构建筑的耐
震诊断和修补等。
　　本书的编写有以下特点：第一，介绍上述木质构造的现状，以唤起大家对木质构造的兴趣和关心
；第二，以各种构法中结构设计所必需的最新及最基本的知识为内容；第三，考虑到每学期有13～15
次授课，本着尽可能简易的原则，在章节的构成和量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并邀请木质构造教育科研第
一线的专家来编写。
虽然对编写内容进行了严格挑选，但由于用于说明的图表太多，所以在规定的页数内将各项内容完全
解释清楚就非常困难，结果大大超I过了我们预定的页数。
希望利用该书的老师，能够结合自己的教学目的和课程安排，挑选适当的内容进行授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木质构造>>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材料、构筑方法、施工工艺及结构设计方法等木质构造的综合知识。
    本书的编写有以下特点：第一，介绍上述木质构造的现状，以唤起大家对木质构造的兴趣和关心；
第二，以各种构法中结构设计所必需的最新及最基本的知识为内容；第三，考虑到每学期有13～15次
授课，本着尽可能简易的原则，在章节的构成和量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并邀请木质构造教育科研第一
线的专家来编写。
    本书可作为木质构造建筑类专业的教科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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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从木结构到木质构造　　1.木结构建筑时代　　从原始时代开始一直到近代，日本所有的建筑
物都是木结构。
从坚穴住居、高床住居到后来的寝殿建筑、寺庙建筑、城郭建筑、武士住宅以及商铺、农宅等民间建
筑都是木结构。
这也许得益于日本丰富的木材资源。
木结构建筑2千年的历史从侧面反映了日本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优秀的建筑样式。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近代建筑技术通过被雇佣的外国人（如教师、技术员等）传人 日本。
以石料和瓦为主的砖石结构，以及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等木结构以外的构法也同 时传人日本。
对木结构建筑来说，随着近代技术的导入，对抗震、抗风以及防火性能的要求 越来越高，所以其构法
也逐渐发生变化。
　　近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大多由柱子、梁等横架材构成。
从现代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在抗震、抗风方面存在弱点。
但是这种木结构也是木工师傅们通过多年的经验和智慧总结出来的（参照第1l章），所以，当时的木
结构建筑也不是完全没有抗震、抗风方面的考虑。
　　1891年（明治24年）发生的浓尾地震，使歧阜、爱知两县的住宅受到很大的破坏。
明治初期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就已经对当时木结构住宅的抗震性持怀疑态度，所以日本以该次地震为契
机，在外国人的指导下，开始对建筑物的抗震工学进行认真研究。
　　浓尾地震的第二年（1892年），震灾预防调查会成立。
调查会于1895年发布《木造抗震家屋要项》和《农家改良构造标准》，指导人们采用西洋式屋架、斜
撑等根据桁架原理形成的构造法，以及用金属钢件加固连接部等抗震构造。
　　大正时期，1916年佐野利器发表《家屋抗震构造论》o，依据洛杉矶大地震的震灾视察结果，更具
体地指出了抗震构造的重要性。
此后，在1920年制定的《市街地建筑物法》（《建筑基准法》的前身），将木结构建筑中使用斜撑的
设计手法法制化。
　　关东大地震（1923年）后，日本相继遭受了一系列地震和台风（1925年但马地震，1927年丹后地
震，1930年北伊豆地震，1934年室户台风）。
日本在遭受灾害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进行木结构建筑抗震、抗风性能的研究，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从浓尾地震一直到二战前，日本的木结构建筑逐渐由日式风格向西洋风格转变，被简称为“精英
木结构和木工木结构”。
工部大学出身的精英们主张西洋化，而日本传统的木工师傅则主张日本化，两者互不相容，所以就形
成了两个不同的流派。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直到今天，木结构建筑结构设计体系的法制化不断被推进。
学术振兴会1943年公布《建筑物抗震构造要领》，1944年制定《临时日本标准规格》，1947年制定日
本建筑规格3001《建筑物构造计算》。
日本建筑学会在1947年公布《木构造计算规准》，又于1949年刊发了《木构造计算规准?同解说》，并
于1950年公布《建筑基准法?同施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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