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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发 布
《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的通知

计标 (1986)

    根据原国家建委 (81)建发设字第546号文的通知，由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修订的《建筑统一模
数制》GBJ2-73。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修订后的《建
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GBJ2-86为国家标准，自1987年7月

2201号

1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管理，其具体解释等工作，

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负责。出版发行由我委荃本建设

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国家ii倒委员会

1986年 11月4日

修 订 说 明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建委 (81)建发设字 (546)号文，
由我部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对《建筑统一

棋数制》GBJ2-73共同修订的

    本标准是以《建筑统一模数制} GBJ2-73为基础，进行
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保留其行之有效的条文.并参

考采川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结合我国现有的技术经

济水平修订而成

    本标准规定了模数协调的适用范围及其目的意义。以及

确定建筑物、构配件、组合件等尺度和位置时应采用的一般

原理和规定.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
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我部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所。以便下次修订时参考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86年9月

JT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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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火

从本抽胜 扩 大 懊 睦 分 妞 吸

第一章 总 则
12M 115M 」30M 150M

    第1.0.1条 为了使建筑制品、建筑构配件和组合件实

现工业化大规摸生产、使不同材料、不同形式和不同制造方

法的建筑构配件、组合件符合模数并具有较大的通用性和互

换性，以加快设计速度，提高施工质最和效率，降低建筑造
价，特制订本标准。

    筑 1.0.2条 本标推适用于:

        一般民用与工业建筑物的设计;

      几、房尾建筑中采用的各种建筑制品、构配件、组合件

的尺寸及设备、贮砚单元和家其等的协调尺寸‘

      几、编制 般民用与工业建筑物有关标准、规范和标准

设计

    筑1.0.3条 凡属下列情况，可不执行本标准的烧定:

    一、改建原有不符合模数协调成受外界条件限翻而执行

本标准确有困难的建筑物，

    二、设计有特殊功能要求的或执行本标准在技术、经济

方面不合理的建筑物;

    二、设计特殊形体的建筑物和建筑钧的特殊形体部分。

    编1.0.4泉 房屋建筑的抽体、樱板的厚度和构配件截

面的尺寸等、可采用非摸数化尺寸。

    筑1.0.5奈 在执行中除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外，

还应符合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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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模 数

        挤一节 基本核盆、导出被.和核.吸列

    第2.1.1条 革本校数的数值，应为loom.。其符号

为Mull l材等于]00-

    整个建筑物和建筑物的一部分以及违筑组合件的模数化

尺寸，应是篇本懊数的倍数

    第21.2条 导出模数应分为扩大模数和分懊效，其墓

数应符合 「列规定:

      、水平扩大模致墓数为3 M,  6 M, 12M, 15M, 30

M, 60M,其相应的尺寸分别为300,  600,  1200,  1500,

3000, 6000mm1竖向扩大模数的墓致为3M与6m，其相应

的尺寸为300..和600mm,

    二、分模毅基数为1/10M,  1/5M,  1/2M,其相应的

尺寸为10, 20, 50-m,

    蜻2.1.3条 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及其各组成部分间的

尺寸统一与协调，应减少尺寸的范围以及使尺寸的盈加和

分创有较大的灵活性，模数数列应按表2.1.3采用。

    注:在成健给构住宅中，必要时.可采用3400, 2600mm作为胜筑户盆。

                      .傲.衬(单位mm) 襄 2.1.3

12000

16000

24000

30000

36口on

茜本倪盆               一一分。。
1M 3M 8M 12M 15M 30M 60M 命M十M十M

::::::::
1200 1500 1000 6000

一:::
50

                第二节 镇傲徽列的姗度

    筑2.2.1条 水平墓本模数应为1M.  IM敬列应按100
mm进级，共幅度应由1M至20Me

    第2.2.2条 竖向墓木摸数应为1M,  1M数列应按100

mm进级，其幅度应由1M至36Mo

    幼2.Za众 水乎扩大模数的幅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3M数列按300 m m进级，其幅度应由3M至75 M,

    二、6M数列按600.m进级，其幅度应由6m至96 M

    兰,12M数列按1200 m m进级，其幅度应由12M至120m,

    四、15M数列按1500mm进级，其幅度应由15M至120

67,

    五、30M数列按3000.m进级，其幅度应由30M至360M,

    六、60M数列按6000 m m进级，其幅度应由60M至360

M等，必要时幅度不限制。

    幼2.2.4小 竖向扩大模盆的幅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3m数列按300 m m进级，幅度不限制.

1一 4一 4



二、6M胶列按600.",进级，幅度不限制。

筑2.2.5系 分模数的栩度，应符合卜列规定

一、I; IOM数列按10 On m进级.其幅度应山I八OM至2M;

二、I/SM数列按20.m进级。其幅度应由I /561$461,

二、1'261敖列按Son, 0,进级，其幅度应[It 1/2M至lom

拼
中
沐
中

            筑三节 祖橄橄列的适用范围

    娜2.3.1条 水平蕊本模数IM至2061的散列，应主要

川1门窗洞11和构配件截面等处。

    摘2.3.2条 竖向从本模数IM至36M的数列，应主要

川 十违筑物的层高、门窗洞1]和构配件截面等处

    第2.3.3条 水平扩大模敌3M, 6M, 12M, 15M, 30

M, 60M的数列，应主要用于建筑物的开间或柱距、进深或

跨度、构配件尺寸和门窗洞n等处。

    娜2.3.4条 竖向扩大模数3M数列，应主要用干建筑

物的高度、层高和门窗洞!」等处。

    第2.3.5条 分模数1/IoM, 1/5M,  1/2M的数列，应

主要用于缝m、构造节点、构配件截面等处。

    分模数不应用干确定摸数化网格的距离，但根据设计需

要分模数可用于确定模数化网格平移的距离。

    扩大模数化网格的线，一般应与革本模数化网格的线相

重合。

    第3.1.4条 模数化网格中间区的确定，当有分隔构件

必须将模敌化网格加以间隔时，间隔的区域为中间区，其尺

寸可不符合模数。(图3.4.3.4)

    蜻3.1.5条 模数化网格平移的确定，当在同一平面图

中，同时采用几种摸敌化网格时，这些网格可在一向或两向

互相平称。 (图3.1.5)

图3.1.5掉傲化网格平移

第三章 模数协调原则

            第一节 定位系列和棋傲化网格

    第3.1.1条 定位系列的确定，应把房尾建筑看作是三

内rL角坐标空间网格的连续系列。 日句直交面中的一个应是

水y的.以此为从准来确定建筑物、组合件、构配件的位咒

与尺寸及几相互关系。

    绍3.1.2条 模数化空fp1网格的确定，三向#J为模数尺

寸的摸敖化空间网格时，三向直交面中的一个应是水平的

网格中相邻两个平而间的距离.应等千基本模数或扩 大模

ft。但空6d网格的三向或一向，可采用不同的扩大模数.(图

3.1.2)

    八 在协洲斜w面构配ft时， ;向直交面中的 一个，可不是水平或不垂在

            幼二节 定位平面和徽盛化离度

    第3.2.1条 定位轴面的确定，应以模数化空间网格中

轴线网格的面为定位轴面，定位轴面应设有水平定位轴面与

竖向定位轴面。

    筑3.2.2条 定位轴线的确定，应以定位轴面在水平而

或垂直面的投影线为定位轴线。定位轴线应设有水平定位轴

绪 与iR} rnl :i位灿 炜_ (用322)

                  图 3.12 搜欲化空间网格

    第3.1.3条 模数化网格的确定，当以挑数化空间网格

的水·1州rn与垂直面的正投影为模数化网格时，此网格的两向

或 一向可采用不同的扩大模数，一般应符合下列规定

        葱本模敖化网格应是模数化网格之间的距离等干墓

本凌数的网格。

      二、扩大模散化网格应是模数化网格之问的距离等于扩

大模数的网格。网格的两个方向的每一向可采用不同的扩大

摘数。

                  图 3.2.2 定位轴线与定位线

    注.定位平面包括定位轴面与定位面。

    筑3.2.3条 定位面的确定，应以模数化空间网格中除

定位轴面以外的定位平面均为定位面。定位面应设有水平定

位面与竖向定位而。

    幼3.2.4条 定位线的确定，应以定位面在水平面或垂

直面的投形线为定位线。定位线应设有水平定位线与竖向定

位线。(图3.2.2)

    第3.2.5众 樱(地》面的定位平面的确定，当一组水

平的镇数化定位平面连续与同座房星中其他各层的整个楼

(地 )面相重合时，这组水平面应重合干樱 (地 )面面层的

上表面，樱 (地 )面毛面的上表面或樱 (地 )面结构层的上

表面.

    招H,2..G众 往月离度的确定，应是两个相邻搜面或楼

丙与绝两定位平蔺间的经血只度&.̀ 圈3.2.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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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了条 房间I沉度的确定，应是在一层中的楼饭面

层 卜表而的定f之平而与该层装修完毕平顶面的定位乎面之间

的噪向尺度。(图3.2.6)

    第3.28条 楼板层高度的确定，应是一个楼板层中面

层 1_表面的定位平面和装修完毕平顶面的定位平面之间的楼

板区的竖向尺度。 (图3.2.6夕

    纬3.2.9条 凡位于模数化定位平面间的用以容纳一个
或一组构配件的搜数化或非模数化的空间(区)，可用这些

构配件峨满，也可完全空着。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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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斗b) I& I佑

图 3.卜2 单轴线定位

    第3.4.3条 双轴线定位用于技术协调空间与校数可容

空间之间的协调，宜采用嵌人式构件。(图3.4.3-, b)

暴
园
厄
于

始
长
招

                策三节 几 种 空 间

    幼3.3.1条 协调空间应以构件安装后被完全包裹在内
的最小容积确定。该容积不应以构件形状来决定，而应以三

对平行面直交的六面体所限定的三向最大尺寸决定。

    弟3.3.2条 模数协调空间应是定位平面限定的一种协

调空间，其尺寸应为模数尺寸。(图3.4.2- )

    娜3.3.3众 技术协调空间应是一种非镜数的协调空

间，当限定此空间的平面的间距时，应与技术尺寸定位平面

相重合。(图3.4.2-)

    挤3.3.4条 可容空间应由定位面所限定的自由空间确

定，此空间应以容纳各种建筑构配件

    筑3.3.5众 摸数可容空间应是一种由定位平面限定的

可容空full其尺寸应为模数尺寸。(图3.4.2-)

    筑3.3.6众 装配空间是指在构配件定位时，构配件的

一个界面和该构配件相对应的定位平面之间的剩余空间.(图

3.4.2.)

    筑3.3.7条 用干摸数空lul与非模数空间的标志符号，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专，5 mm带半。符号的一边示。。空间，不
带半圆符号的一边示非模数空间。

    二、令争5mm左右两边均示模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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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瓜
[.

.，，甘工一月

A
百n} "}:am,n薪
自 内礴

.)平面 ‘)6F而

图 74.3 双轴Yk定位

        第四节 单轴线定位和双轴线定位的选用

    第3.4.1条 模数化网格采用单轴线定位还是采用双轴

线定位，或是两者兼用，应根据建筑设计、施L及构件生产

等条召综合确定。连续的模数化网格。可采用单轴线定位，

马模数化网格需加间隔而产生中间区时，可采用双轴线定

位

    鱿3.4.之条 单轴线定位用干镇效协调空间与模数可容

空间之问的组合，宜采用通长或穿通式构件，当模数协调空

  I- 4- 6

            第五节 构配件、组合件及其定位

    第3.5.1条 构配件或组合件在模数化空间网格定1

时.都应按 二个方向借助于边界定位平而和中线(或偏中线

定位平面来定位。

    注:当定泣平而用于构件边界时简称界面。

    第3.5.2条 三向边界定位平面的定位。应由三个方is

六个定位平面来确定构件位置 (图3.32〕



续表

序
号

称 解 杯

一伯‘化构配件

)MOaaia}} Componeut)
以度胶尺寸的同奥构配件和它们之问的I$计必

限组合，而打合悦胶绷合尺寸的 种构配伴

皿面为技未尺 士时。为倪盆化构件

叔面为tt术尺寸时，为苗吸化均件

板宽为IM的倍胶.板草为技术尺寸时，为

图 3.52 三向边界定

  .f仁:住长为仗胜尺.t

二、吸:梁长为授盆尺寸

气，板 饭长为摘歌尺寸

    旗胶化构体

位平面定位
图 3.5.3 二向边界定位平
面和一向中线(或偏中线)

      定位平面定位 1  AV a fTAT(N,.#-%   d  .,     以作恢敏尺寸的同类构配件和它们之间的aH
一缝m组合，而特合祖彼组合尺寸的一种构配件

    德3.5.3条 二向边界定位平面和一向中线(或偏中线)

定位平面的定位，应由三个方向五个定位平面来确定构件位

1R.(图3.5.3)

    第3.5.4裁 一向边界定位平面和二向中线(或偏中线)

定位平面的定位，应由三个方向四个定位平面来确定构件位

置。 (图3.5.4)

    筑3.5.5条 二向中线定位平面的定位，应由三个方向

三个定位平面来确定构件位置。(图3.5.5)

Component)

一(E1
      硕 孟

。2。n  kenW
  房屋中的功能组成部分，由魄筑材科或房星构

配体做成

IC}Ff一      R=hRibaa4t0A&78'vll6dSHfr9f
i,Modvlar Elemantl

    标 志 尺 寸

(Cpord noting

5卫里仑)

  特合彼欲盈列的视定，用以标注迫筑物定位粕

面、定位面成定位轴线、定化线之间的蚕宜巨离

《如开间或住di.进深成跨度、to高等)以及建筑

构配件、建筑组合件，建筑侧昌、有关设告界限
之间的尺 寸

    钩 遭 尺 寸

(Const- t-

SiZe〕

  建筑构配件，建获组合件、建筑祠昌等的设计

尺寸， 一股情况下，标志尺寸减去级脚为构造尺

寸

(Actual Size)

一技米尺寸一
(Technical Slxe)

  建筑钩配件.庭友组合件、健筑们品等生产翻

作后的实有尺寸，实际尺寸与构遗尺寸之间的差

盆应符合建筑公差的规定

  伎术尺寸是生及功能，工艺技术和结构条件在

经济上处于盛优状态下所允许采用的.小尺寸盆

值〔通常是指建筑沟配件的妞面或厚度)

图3.5.4一向边界定位平面
和二向中线(或偏中线)定位

          平面定位

图3.5.5三向中
线定位平面定位

附录二 本标准用词说明

附录 名 词 解 释

解 璐
序
号

    尺 度 协 调

(Uimepsional

Cw rdlnetlonl

  在违筑构配件及式组合的房星巾，与协调尺度

有关的规则，供设计，制作和安盆时果用

    搜 胜 协 调

(Mndular

  C- ,dlnation>

在落本搜胜成扩大懊胶第础上的尺度la旧

柑 脸 选定的尺寸单位.作为尺度协调中的增值位位
(Module)

  荃 本 摘 教

(Ba行乞cMod W eI
悦胜协调中选用的书本尺寸单位

    扩 大 栩 蔽

(M.'t.i-m.d.1,1

书本债吸的，让倍盆

胶 整致除笼本祖胜的脸厦
一
模

一
分

Ilofra modulariv.目

构 配 件

(Comoonen士)
  田里耳材N例遭成的独立部件，其三个方向有

视定尺度。 (构配件系构件与配件之统称、构件

如性、里、日板、姗板.且面饭、皿妞娜，硬件

如门、宙娜)

    (一 )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

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I.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傲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

为:
                                                                                                                      ‘

    “应按·⋯ 执行”或 “应符合“二 要求或规定”。非必

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一 ”。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幼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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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加单位: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设计院

              同济大学

            南京工学院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院

            陕西省建筑设计院

            溯北工业建筑设计院

            武仅煤犷设计研究院

主共侣草人:吕良芳

              沈运性

              陈金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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