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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框架与框剪结构建筑工程量中的基线和基面赋予新的概念来统筹其工程量计算，并 

以柱、粱 、板项目为主导展开各分项计算程序 ．使繁杂而易混淆不清的工程量计算问题得以简明、 

准确、完整地解决。 

关键词 外(墙)梁柱中心线，内(墙)梁柱净长线，外{墙)梁柱外迫线 

中图法分类号TU 375．4 拍褊 娅，扼孳．丰萌绒绚 嚆锑，叫协 

框架与框剪结构在水工房建和工民建中运用十分普遍，但建筑工程预算书或教科书中， 

编著者基本上是以混合结构工程为例向读者介绍工程量计算方法与步骤，而就其方法与步 

骤来做框架与框剪结构工程量计算都带来了困难．它将使主体工程量及依附于主体上的装 

修工程量和其他工程量之计算变得难以理清，对于稍微复杂一点的工程结构．要分门别类并 

逐项、逐段、逐层地进行工程量汇总则有不胜混乱之感。原因何在? 

因为与混合结构相比，框架与框剪结构各梁截面的宽度，各柱截面的高度、宽度，一般情 

况下不会再等同于各墙的厚度，粱、柱的规格类型、形状尺寸、强度标准等等，比混合结构具 

有更多变化、更多种类，与单一的砖墙对比，墙签方面因增加了钢筋混凝土墙，亦加深了计算 

难度，所以在框架与框剪结构工程量计算中，其计算基线外墙中心线 、内墙净长 线、外墙外 

边线不再是混合结构那样以墙轴线为其基本特征，而是以粱、柱轴线为其基本特征，不能再 
一 成不变地沿用混合结构工程量计算方法来解决复杂结构工程量计算问题。为此，此类结 

构工程量计算基线“外墙中心线”应理解并改称为“外 (墙)粱柱中心线”；“内墙净长线”应理 

解并改称为“内(墙)粱柱净长线”；“外墙外边线”应理解并改称为“外(墙)粱柱外边线”．各段 

内(墙)粱柱净长线长度为与段相应的两外柱间或两内柱间或一外柱一内柱问的粱净长度与 

段上内柱轴线长度相加之和。 

现代建筑工程结构复杂，平面布置灵活、创新，立面造型丰富，层间变化各异，装饰工程 

分布面广 ，品种繁多，因此赋于新概念的计算基线来统筹其工程量计算 ，能使繁杂而易混淆 

不清的计算问题得以简明、准确、完整地解决。 

下面就框架与框剪结构建筑工程预算工程量计算中的关键问题，以要点阐述如下： 

1．首先要确认好各结构层的层高与板(主要指楼板)的厚度．因为各层梁、柱、墙工程量 

计算均与此两项密切相关，梁的计算高度为其结构高度减去板厚而得 ，柱的计算高度为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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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层高减去板厚而得，墙的计算高度为其所在层层高减去梁的结构高度或板厚而得 多 

层、高层建筑各楼层层高以及楼板厚度常常不一，若对此不注意而盲目 点带面，则对准确 

计算梁、柱、墙、板等件有关工程量影响极大。 

2．要十分明确墙与梁的各种对应关系。结构上，本层之墙与墙下的本层楼盖之梁发生 

对应关系，而计算工程量时，本层之墙却与墙上的上一层楼盖的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 

为除本层墙高为本层层高减去上一层粱的结构高度而得外，而且上一层粱是否属墙上梁(外 

墙上有梁，其梁称为外墙粱；内墙上有梁，其粱称为内墙梁)与本层之墙有关，分清粱下有墙、 

粱下无墙对利用主体工程构件附项系数或展开面积逐层计算各类不同装修之立面积、底 

(顶)面积十分方便 为此，阅图时应将本层的建筑施工图与上一层的结构施工图对照，以弄 

清上下层构件工程量内在之计算联系，使各 自然层的各分项工程项目及工程数量得以落 

实。 

3．与上述情况相反，在确定建筑物各层的建筑面积时，则应以本层的建筑施工图与本 

层的结构施工图对照而取定。以上 2、3两要点对建立工程量计算秩序，提高计算质量关系十 

分重大。 

4 在上一层的结施图上理清上层与下一层建施图构件的关系 具体来说是用铅笔在各 

段轴线中标注出其中的粱截面尺寸、柱(下层)截面尺寸、板的厚度、墙 (下层)的厚度、梁下 

门、窗、洞分布情况，在构件混凝土强度、砂浆标号以及附属于构件表面的装修类别发生变动 

或出现差异时也加以标示 这对于计算工程量时少看图、少翻图，分层计算、检查、校核结构 

工程量和装修工程量十分有利。 

5．利用外(墙)梁柱中心线 、内(墙)梁柱净长线 、外(墙)粱柱外边线为线索，计算各线范 

围内主体结构工程量和各类装饰工程量控制表面积，同时保证上述四要点落实，可使工程量 

计算避免漏算、重算、少算、多算，方便各分项工程量汇总。 

6．由于在框架或框剪结构中常有上一层外墙突出于下一层外墙的情况，故下一层外墙 

顶上伸出墙外的悬臂粱 (墙外部分)及其他粱 (它们上面有一层的外墙)相对于下层外墙而 

言，它们不属于外墙中心线上的粱而应列入“‘外墙外’梁”，可另计算“外墙外梁中心线”，以 

示与传统三基线有所区别。其线上之主体工程量及装饰工程量套用定额项目与三基线上的 

会有差异。 

7．在混台结构中，柱(构造柱)、粱(圈粱)以及墙体，其各 自的几何中心一般位于同一轴 

线上，其各 自的外侧面或内侧面也一般处于同一立平面上，故可以利用三基线连续计算，甚 

至一次计算同结构内容和装修种类的整一轴线或一外边线上的各类主体工程量或装饰工程 

量以及其他工作量(如脚手架)；而对于框架与框剪结构，其梁、柱、墙的几何中心一般不在同 
一 轴线上，其外侧面、内侧面或其他表面，一般也不处于同一立面上。甚至同一类轴线(三基 

线)在不同楼层上其位置也会变动。同一类轴线上，各柱、各粱、各墙的主体工程量及其依附 

其上的装饰工程量或其他工作量在各层各段上也有不同的定额标志或装饰种类表现。故在 

此类结构中，很难利用三线连续计算工程量。基于上述情况以及墙、门、窗、洞及其他“空间” 

均处于柱、梁、板的包围之中，如同柱、粱、板是框架结构骨架一样，在框架或框剪结构工程量 

计算中，用赋予新概念的“三线”、“一面”来统筹工程量计算，并以柱、梁、板为主导项目，展开 

各分项计算程序 (在包围中搜索工程量)，将各分项工程量按不同的定额标志或装饰种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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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汇总应是十分明智的。 

各层下各类基线控制下的工程量计算，应按柱、粱、门、窗、洞、墙的顺序来计算各分部分 

项工程量，其中梁下面的构件门、窗、洞、墙应列于梁项目的控制之列。某一基线下各段柱、 

梁的轴线长度汇总即为该轴线总长度。某一基线下各段柱、梁、墙、门、窗及其他项 目按规定 

类型、形状尺寸、强度标准以及装饰种类等分别套用相应定额子目进行工程量计算，并分别 

汇总工程量就可得到该基线下各类主体工程及各类装饰工程其他工作总数量。某层各类基 

线下的各类主体工程量或各类装饰工程量汇总就是该层各类主体工程或各类装修工程总数 

量。 

8．受篇幅限制，现仅以外 (墙)粱、柱中心线上按柱、梁两太项目工程量计算列项为例展 

示工程量计算程序。(计算列项表格，因梁下有门、窗、洞、墙等项目，并为方便不同分项项 目 

汇总致使表格横向长度较大而不能列人文中)。 

柱项目：1)定额项目标志 (周长、混凝土强度、高度等)i 2)规格(0×6× )；3)中心 

线长L ；4)柱截面积 S=。×6(计算楼、地面及顶棚面工程量时扣除量之一)；5)柱体积 

V= ×6 X H(主体工程量)；6)柱外侧展开面积s 柱外侧有块料贴面或高级装修时 

用)；7)柱内侧展开面积ŝ _(同8用法，SnM与s 计算分界视与柱连接之墙体厚度及其 

具体位置而定，展开面积亦可用于脚手架项 目中)；8)柱主体外侧附项面积S ；9)柱主 

体内侧附项面积S (S _及S 主要用于计算不需要计算实际展开面积的整体装饰底 

层或面层或整个装饰层)。 

粱项目：1)定额项 目标志(梁型：短、异、弧等，宽度、强度等)；2)规格(6×h)；3)中心 

线长L ；4)梁底面积 s =6×L (必要时计算其装修面积及脚手架、模板支架用)；5) 

梁体积 V=6×h×L十肇(主体工程量)；6)S外_；7)S内_ 8)S褂井_；9)S咐内 (6～9项用 

法同柱项目)；10)粱下柱问空洞立面 (其间无墙无门窗)面积s (s 或Ŝ ，为墙面工程 

量扣除量之一，脚手架工程量则需用之)；11)粱下单一砖墙 (无门、窗、洞)：(1)墙厚 d； 

(2)砂浆标号；(3)外立面积S ；(4)内立面积s i(s 为以实际面积为计量单位的主体及 

装修工程量，脚手架工作量)；(5)S ；(6)S i(sm 用法同柱项目，以下均同)；(7)墙 

底面积Ŝ (楼、地面工程量扣除量之一)；12)粱下单一钢筋混凝土墙：(1)墙厚 d；(2)混凝 

土强度 ；(3)S ；(4)S i(同前)；(5)墙体积 V=S ×d(主体工程量)；(6)S ； 

(7)S ̂  ；(8)s (sE=d X L十 )；13)粱下门、窗(无墙)；(1)门：①门高 日、②门宽 、③ 

门面积Sf1=H ×B；(2)窗；①窗高 日、②窗宽 (落地窗)、③窗面积s口；14)粱下门、窗、 

洞、墙：(1)门：①门高 日、②门宽 、③门面积s．]、④门洞框侧面积s_=(2H+B)X d(墙 

厚)、⑤门洞底面积(④、⑤均在必要时用)；(2)窗：①窗高 日、②窗宽 口、③窗面积s口、④窗 

洞框侧底面积sM=(H+B)X 2X d；(3)洞：①洞高 日、②洞宽 、③洞立面积si=H X 

、 ④洞框侧面积S_=(2H+B)×d(落地洞)；⑤洞底面积。(4)砖墙 (其分立项目同 l1 

项)；(5)钢筋混凝土墙(其分立项 目同 12。注：14项计算墙体工程量时要扣除门、窗、洞所占 

空间)，墙底面积 =(￡ 一B)× ，B为门宽、落地窗宽及落地洞宽之和。 

只要在计算表格中把某一结构构件或分项工程所处的基线 (或基面)、楼层、项目、区段 

的编号表示清楚，并在主体工程量及依附其表面积上的装饰工程量及其他工作量上冠以其 

定额标志或装修种类等等简化符号，便能轻易将各类不同主体工程量、装饰工程量及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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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汇总，并不会重复或遗漏。从一篇幅较大但列项齐全、控制严密的表格进行填表式工程 

量计算并汇总，可以说是在“庞杂”中求简化、稳当而快捷的方法。 

上述八点为框架与框剪结构建筑预算工程量计算要领及分析说明，依此思路及要点进 

行工程量计算，对于迅速、准确、完整地确定主体工程量与装饰工程量是十分有效的。 

On the Calculation of Engineering M easurement for a 

Construction of Framework and Framecutti 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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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conception for the centre line of out (wal1)beam 

and column，the net long line of inside(w al1)beam and COklmmn，and the out frontier line 

of out(w al1)beam and column to calculate the engineering measurem ent for a constTuc- 

tion of frame w ork and framm eeutting structure T he new method 121 akes the calculation 

very simple and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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