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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是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结构形式，具有建筑平面布置灵活、良好

的抗震性能，且框架结构构件类型少，易于标准化、定型化。本次毕业设

计的目的是对大学二年以来所学的知识进行一次系统的复习和总结，以检

验二年来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能进一步巩固和系统化所学的知识

，为今后的学习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该课题为某高校食堂建筑，建筑面积8000?  

，主体为3层框架结构，建筑场地为45m×65m的长方形地形 ;现该高校

已有食堂一幢，为解决学生增加所带来的人员拥挤这一情况，再建一幢食

堂。本次设计内容包括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建筑设计主要是对建筑物的

平面、立面、和剖面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建筑物的功能和特点等进行综合

考虑来设计。结构设计主要是确定柱网的布置，选择承重框架。在设计中

还运用到PKPM软件，其用于建模和计算，并选取?轴一榀框架进行手算

，将结果与电算进行校核、分析。  

关键词  食堂  建筑设计  结构设计  框架结构  P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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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t le  The  A rch i tec tu ra l  S t ruc tu re  Des ign  o f  The  

Ta len t  Marke t  

Of f ice  Bu i ld ing in  Yancheng 

Abstract  

The f rame st ructure  i s  to  use  a  wide range of  s t ructura l  

forms ,  bu i ld ing layout  f lex ib i l i ty ,  good se ismic  

per formance ,  and the  type of  f rame st ructura l  components  

less  eas i ly  s tandard ized and s tereotyped.  The purpose of  

th is  graduat ion pro ject  i s  a  systemat ic  rev iew and 

summar ize  the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Univers i ty ,  to  test  the  two years  to  the  mastery  of  

profess iona l  



knowledge ,  and to  fur ther  consol idate  and systemat ize  the  

knowledge learned for  the  future  s tudy and work  to  lay  a  

good foundat ion .  

The subject  of  a  un ivers i ty  cafeter ia  bu i ld ing ,  a  bu i ld ing 

area  of  8 ,000 square  

meters ,  the  main  layer  f rame st ructure  const ruct ion s i te  for  

a  45m × 65m 

rectangular  ter ra in ;  now the co l lege has  a  canteen an 

overcrowded so lve  s tudents  increaseth is  s i tuat ion ,  to  bu i ld  

a  canteen .  The des ign inc ludes  arch i tectura l  

des ign and s t ructura l  des ign .  The arch i tectura l  des ign of  

the  p lane of  the  bui ld ing facade and prof i le  requi rements  

of  the  miss ion s tatement ,  the  bui ld ing features  and 

character i s t i cs  of  the  integrated cons iderat ion of  the  

des ign .  

The s t ructura l  des ign i s  to  determine the  layout  of  the  

co lumn gr id ,  se lect  the  load-bear ing f ramework .  A lso used 

in  the  des ign to  PKPM sof tware  for  model ing and 

ca lcu lat ion ,  and se lect  ?  ax is  spec imens of  the  f ramework  

of  the  hand count  

resu l ts  wi th  ICC check ing ana lys i s .  

Keywords  cafeter ia  arch i tectura l  des ign s t ructure  des ign 

f rame st ructure  

P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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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随着高校事业的发展、招生人数的增加、高校饮食服务工作正逐步实现社

会化“行业化”。当代高校食堂的设计打破了以往多个食堂分散布置的规

划模式，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当代高校食堂的设计除了要满足一般食堂建

筑的使用要求，还要满足高等院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需要。  

学生食堂不仅要求在外部造型、立面设计环境协调等方面体现校园建筑文

化特征，而且更主要的是在内部空间划分、管理流程设计、节能技术设计

利用、就餐环境营造等方面有所创新。  

该食堂为高校学生设立，食堂厨房部分采用“岛式”布局。布局具有两个

优点，一是减少了用餐与购餐的距离，内部流线更短。二是扩大了餐厅的

景观面，餐厅四周均有良好的采光通风以及美好的景观。  

2 建筑设计说明部分  

我所设计的课题是泰州市某高校学生食堂，是学生在学校中必不可少的公

共场所。在建筑设计中，食堂设计从使用者需求出发，力求达到食堂内部

使用功能完善，空间布局合理等要求。  



建筑物是由若干单体空间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整体空间，任何空间都具有3

个方向的度量关系。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从平面、

剖面、立面3个不同方向的投影来综合分析建筑物的各种特征，并通过相

应的图示来表达相应的图示来表达其设计意图。  

2 .1  建筑物功能与特点  

2该拟建的建筑为某高校学生食堂，场地占地面积为64mx45m，总建筑面积

为8000m。该食堂厨房部分采用“岛式”布局。布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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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优点，一是减少用餐与购餐的距离，内部流线更短。二是扩大餐厅

的景观面，餐厅四周均有良好的采光通风及良好的景观。  2 .1 .1平面设计  

建筑平面是表示建筑物在水平方向房屋各部分联系的。而该食堂在自然采

光及通风、日照、朝向具有良好效果，且有建筑结构简单，易于施工等优

势，如图2 .1。  

图2.1  建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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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立面设计  

为了增加食堂的天然采光和美感需求，采用了大面积玻璃窗，这样更容易

为食堂争取良好的日照。食堂外墙采用灰色涂料，柱子采用白色涂料，使

整个建筑物的色彩简洁，给学生一种简单明快的感觉 (如图2 .2 )。  

图2.2  建筑立面图  

2 .1 .3  剖面设计  

剖面图是反映建筑物分层情况、材料、做法、高度尺寸及各部位联系等。

如图2 .3。侧立面主要以推拉窗为主，兼到采光和美观的作用，同时也便



于学生远眺，放松放松紧张的神经减少疲惫感。整座大楼的立面美观大方

，有一定的可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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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建筑剖面图  

2 .1 .4  防火  

m防火等级为二级，安全疏散距离满足房门至外部出口或封闭楼梯间最大

距离小于35，每个房间都设置了不小于900的门，满足mm

mm防火要求 ;每层两侧及中间设3个消火栓，最大间距22，满足间距50

的要求。  

2 .1 .5  屋面  

屋面形式为平屋顶 ;平屋顶排水坡度为2%，排水坡度的形式为垫置坡度，

排水方式为内排水。屋面做法采用柔性防水，绿豆砂保温层屋面。  

2 .1 .6  房间功能  

按 照 设 计 构 思 ， 结 合 建 筑 物 的 使 用 功 能 ， 学 生 食 堂 主 楼 平 面 主 要 采 用 “

岛 式 ” 布 局 。 学 生 就 餐 区 大 部 分 临 窗 ， 具 有 良 好 的 采 光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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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视线的通透性，在就餐的同时可以欣赏到室外的景观 ;通过使用效果

来看，就餐区为学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购买窗口，加快了学

生购买的速度，基本不出现排长队的情况。  

2 .2  建筑做法  

该部分是根据《工程做法》07G120和《楼地面建筑构造》01J304等相

关图集进行屋面、墙面、楼面等设计，具体设计方案如下。  

2 .2 .1  屋面做法 :  



(1 )30厚C20混凝土整体保护层 ;  

(2 )一层油毡隔离层 ;  

(3 )SBS(3+3)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  

(4 )20厚1 :3水泥砂浆找平层 ;  

(5 )30厚绿豆砂保温层 ;  

(6 )120厚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  

(7 )10厚板底抹灰 ;  

2 .2 .2  楼面做法 :  

(1 )140厚彩色釉面砖 ;  

(2 )120厚钢筋砼 ;  

(3 )40厚保温吸声层 ;  

2 .2 .3  外墙面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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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涂料 ;  

(2 )加气混凝土砌块200mm厚 ;  

(3 )刮腻子涂料墙面 ;  

(4 )刷一道加气混凝土界面处理剂。  

2 .2 .4  内墙面做法  

(1 )刮腻子涂料 ;  



(2 )2厚纸筋 (麻刀 )灰抹面 ;  

(3 )9厚1 :3石灰膏砂浆 ;  

(4 )5厚1 :3 :9水泥石膏砂浆打底划出纹理 ;  

(5 )加气混凝土界面处理剂一道。  

2 .2 .5  散水做法  

(1 )50厚C15混凝土撒1 :1水泥砂子，压实赶光 ;  

(2 )150厚3 :7灰土垫层 ;  

(3 )素土夯实向外坡2%。  

3 PKPM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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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PM系列CAD系统软件是目前国内建筑工程界应用最广、用户最多的

一套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它是一套集建筑设计、结构设计、

设备设计、工程量统计、概预算及施工软件等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工程综合

CAD系统。  

3 .1  PKPM电算流程  

PMCAD软件采用人机交互方式引导用户逐层布置楼面，再输入层高就建

立起一套描述建筑整体结构的数据。  

PMCAD是整个结构CAD的核心，是剪力墙、楼梯施工图、高层空间三

维分析和各类基础CAD的必备接口软件。  

用电算程序做房屋结构设计，通常要经历三个步骤 :建模、计算和绘制施

工图。  



具体建模步骤见下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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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纵向、横向、斜向轴线及圆弧

网点编辑轴线输入轴线命名

节点对齐柱定义清理网点网格生成梁定义

承重墙或剪力墙墙定义布置柱洞口定义墙洞，不是楼面开洞构件定义布置主梁构件清理1PM交互式数据输入布置墙

本层修改荷载定义输入第一荷载标准层的荷载信息楼层定义偏心对齐荷载输入插入一个新的荷载标准层本层信息删除

荷载删除一个荷载标准层换标准层荷载定义确定标准层、荷载层的层数、层高及各楼层的归属楼层组装确定总信息、

材料信息、地震信息、风信息及绘图参数等设计参数

保存文件

可以修改任何一块楼板的厚度修改板厚

在主梁之间布置次梁次梁布置n标准层输入前层信息2、次梁输入设悬挑板可以设置阳台、雨篷、檐口等悬挑板

3、输入荷载信息按层号输入、修改各自然层 (甚至每个房间 )的荷载信息改墙材料可以修改任何一片墙的材料

拷贝前层在第2-楼面荷载

梁墙荷载4、平面荷载显示校核显示、校核已输入的各层各类荷载，最终确认或修改并向下传导次梁荷载

节点荷载TAT转入结构分析计算竖向荷载可以形成框架、连续梁 . . . . . .等的PK数据PK文件6、形成 
按层号绘制各层结构平面图7、画结构平面图5、

图3.1  PKPM电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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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PMCAD参数设计  

根据任务书所给的资料，该食堂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建筑总高度控制在

24m以内，经查抗震规范可以知道该框架抗震等级为三

级，具体其它的材料信息和设置参数选择如下，具体数据如下图3 .2 ,3 .4

所示。  



图3.2  材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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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地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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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风荷载信息  

3 .3  确定结构布置及构件的截面尺寸  

3 .3 .1  结构平面布置及截面确定  

根据建筑方案的设计要求，确定结构平面布置，如图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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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结构平面布置图  3.3.2 确定梁柱板的截面尺寸  

(1 )确定梁的截面尺寸  

主梁的尺寸 :  

1111h , (~)L , (~)，10000 ,830~1250KL1:mm  128128

h , 8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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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h , (~)L , (~)，850 ,283~350mm  3232

b , 350mm

b，h , 350mm，850mm

次梁的尺寸 :  

1111h , (~) l , (~)，10000 ,556~667mmKL2:  18151815

h , 600mm

1111b , (~)h , (~)，600 ,200~300mm  3232

b , 250mm 

b，h , 250mm，600mm

1111h , (~) l , (~)，8700 ,484~580mmKL3:  18151815

h ,550mm  

1111b , (~)h , (~)，550 ,185~275mm  3232

b , 250mm  

b，h , 250mm，5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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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柱 截 面 截 面 尺 寸  

在确定柱的截面尺寸中，首先考虑柱有一定的延性，柱的轴压比满足要满

足一定的要求，经过初步估算，取柱的截面尺寸为

b，h , 600mm，600mm

(3)楼板尺寸  



mmh大于 l /45 ,4000/45 ,89

h , 120mm,h , 60mm取  m i n

3 .4  输入荷载的计算  

荷载输入分为恒荷载输入和活荷载输入两个部分，其中恒荷载输入包括梁

间荷载输入和楼面、屋顶恒荷载输入，活荷载输入则包

括楼面活荷载和屋顶活荷载。梁间荷载计算的是墙体荷载，需要把门窗等

荷载考虑在内。  荷载计算如下 :  

(1 )屋面荷载标准值  

230厚C20混凝土整体保护层 0.03，25,0.75kN/m

2一层油毡隔离层 0.05kN/m

2SBS(3+3)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0.4kN/m

220厚1:3水泥砂浆层找平层 0.02，20,0.4kN/m

230厚绿豆沙保温层 0.03，30,0.9kN/m

2120厚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0.12，25,3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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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屋面恒载 g ,5.59kN/mk

2屋面活载: ; 2.0kN/m

(2)楼面荷载标准值  

2140厚彩色釉面砖 2.8kN/m



240厚保温吸声材料 0.09kN/m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080151

22046006075

https://d.book118.com/90801512204600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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