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6卷�第12期·国际建筑学

94

一种符合形制的仿古建筑柱头斗栱实现方法

胡Ǔ金Ǔ黄筠轩Ǔ庞Ǔ飞
常州市规划设计院Ǔ江苏Ǔ常州Ǔ213000

摘Ȟ要：一直以来，仿古建筑遇到现代结构体系对构件尺寸的要求与古建筑形制要求有悖时，往往取结构规范而

舍传统形制，这必然导致仿古建筑“不像”的问题，柱头斗栱便是一例。业界常规做法下由于柱尺寸偏大，斗栱无法

完全遮蔽而必然导致部分柱体暴露在斗栱之外，不仅有违形制，也并不美观。

本文介绍了一整套符合形制的仿古建筑柱头斗栱的设计、施工、安装做法。该做法通过将局部柱段调整为十字钢

柱，将柱体完全隐藏在斗拱内部，达到了完全符合形制的外观效果同时兼顾了结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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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古代关于建筑形制的论述以宋代的《营造法

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最为著名，其包含建筑

规程、定额方法和测量标准。上世纪30年代，朱启铃领
衔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用现代方法研究古建筑，通

过详实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但其研究对象主要针

对木构古建筑而非当时刚刚萌芽的仿古建筑。

建国后，古建筑领域研究逐渐增多。马炳坚在《中

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中深入剖析了明清时期古建筑

结构形制与细部构造[1]。张驭寰在《仿古建筑设计实例》

中以翔实的案例细致生动演绎了仿古建筑的设计过程[2]。

田永复的《中国仿古建筑设计》一书则从仿古建筑的基

础理论出发，拓展至结构、工艺设计[3]。

从仿古建筑肇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传统木构

古建筑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然而对于现代结构仿古建

筑的研究却相对不足。这导致了仿古建筑由于材料和结

构规范导致难以符合传统形制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充分关

注和解决。

本文基于工程实践，探索了一种能完全符合传统木

构建筑外观形制的柱头斗栱做法。包括其结构实现方

式、施工组织和装饰构件安装。

1.2  传统木构建筑中的柱头斗栱形制
1.2.1  传统木构建筑中斗栱的作用
斗栱是古代建筑结构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方形

的斗、升和矩形的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在结构上起承

重、挑檐的作用，并具有装饰作用和建筑等级标志。清

代称“斗栱”，吴地称“牌科”，宋代称“铺作”，是

木件层层垒叠之意。

柱头斗栱位于建筑立柱和檐檩之间，不仅承担结构

体系中力的传导和分配，同时还起到装饰的作用。

根据《营造法式》，外檐铺作外跳，凡用栱头即称

出杪或卷头，也即用华栱出跳。四铺作用一杪或一插

昂，五铺作用一杪一昂，六铺作用一杪两昂或两杪一

昂，七铺作用两杪两昂，八铺作两杪三昂。它们均在最

上一跳“横施令栱与耍头相交，以承撩檐枋”[4]。

1.2.2  传统木构建筑中斗栱的构成
斗栱的主要构件由斗、升、翘、昂、栱组成。

图1 传统木构建筑中的柱头斗栱形制示例（来源网络）

斗，又称为大斗，是斗栱组合中的最底层的组件。

根据位置不分别有平身科大斗、柱头科大斗和角科大

斗；其中柱头科尺寸最大，为长4斗口、宽3斗，所有大
斗都由斗耳、斗腰、斗底组成，斗底均为方锥台。

升，是比大斗规格小的斗，放置于棋翘两侧，可细

分为十八斗、升子、三才升。十八斗放置于翘或昂的两

端，因其长度为1.8斗口，由此得名。槽升子放置于正心瓜
棋和正心万棋两侧，因升和垫供板相接的位置需要开槽，

因此命名为槽升子。三才升，放置于里外横供两端。

翘，是斗栱中沿墙体垂直方向出挑的弓形组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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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挑的层数，可以分为头翘、二翘、三翘，四翘等。

昂，是位于翘头上部的纵向构件，造型夸张华丽。

明清建筑中斗的昂尖主要造型有琴面型、象鼻型、云卷

头型等，昂尾主要造型有菊花头、翘头、雀替等

栱，指平行于墙体方向的弓形组件，根据其不同的

安装位置可分为正心横栱、内外拽栱以及厢栱[5]。

2 仿古建筑中柱头斗栱的形制与结构困境

2.1  形制与结构困境的原由
木结构建筑和仿木结构建筑在结构特性、施工方

法、技术规范、设计要求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基本构件

做法的差异。

在结构特性方面，传统木结构建筑采用木材作为主

要结构材料，传力节点多为铰接或半刚接。仿古建筑则

以钢筋混凝土、钢材作为主要结构材料，构成了一种刚

性结构体系。

在施工方法方面，传统木结构建筑中柱、梁、枋等

构件预先制作成单独的部分，并通过榫卯结构在现场进

行组装。仿古建筑则通过模板支撑、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

筑、型钢焊接等现代施工技术，实现结构的一次性成型。

在技术规范方面，传统木结构建筑遵循《营造法

式》、《工程做法则例》、《营造法源》等历史悠久的

施工技术规范。仿古建筑在设计时，必须遵循结构设计

理论和现代设计规范，包括构件尺寸、内力分析、抗震

设计以及配筋和混凝土等级的确定。

对于一些关键部位，例如大木结构的上下架接合

部，尤其是斗拱与柱头及额枋的接合处，设计时既要满

足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要求，又要确保外观上与木结

构风格保持一致。本文旨在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通过技

术手段来体现古建筑的形制特色。

2.2  形制与结构困境的表现
与传统木结构古建筑中斗拱作为重要的传力构件不

同，仿古建筑由梁柱承担全部屋面荷载，斗拱通常只作

为装饰构件，不参与承重。

位于阑额和檐檩之间柱头斗栱由于与结构柱位置冲

突，不得不让位与结构柱。通常做法是安装于圆柱外

侧。那么，当圆柱的直径大于斗口尺寸√2倍时，混凝土
圆柱则必然会暴露在斗栱十字交叉范围之外，影响斗栱

形制的准确性和美观性（见图2）。
由于受到现代结构设计规范的制约，混凝土柱的最

小可用尺寸也远大于斗栱的斗口尺寸，明清时期的斗

栱尤甚。仿古建筑中的柱头斗栱的整体性和艺术表现

力大打折扣，其鲜明的层层出跳受力的形制特征也大

为削弱。

图2 通常做法下结构圆柱突出斗拱部分示意图（作者自绘）

3 工程做法创新

3.1  设计方法创新
仿古建筑设计力求做到神形兼备，就必须既要按照

古建筑传统形制及尺寸模数进行设计；又要根据现行的

结构规范进行计算、设计，保证结构可靠性及安全性；

最后还需要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建模、计算分析。

并对重要节点进行优化设计。

采取合适的设计方法和流程才能保证混凝土结构仿

古建筑既满足古建筑的风貌形制又能满足现代结构的抗

震以及安全需要。

第一步，建筑设计人员根据建筑的功能、规模等来

确定仿古建筑的屋面形式、外形尺寸、屋面举折等，并

确定建筑模数（斗口）、开间、进深的参数。

第二步，结构设计人员根据建筑方案确定各结构构

件的几何尺寸，绘制结构模型，并对结构模型进行内力

验算，复核各结构构件是否满足承载力以及抗震需要。

第三步，建筑和结构设计人员针对计算结果，优化

结构选型和节点大样设计，使之既符合形制要求，又满

足结构规范，且便于施工。

建筑、结构专业通过对传统木结构下柱头斗栱形制

和仿古建筑中通用做法之间矛盾的充分讨论，发现症结

在于混凝土结构柱的平面轮廓突出于斗栱中心十字相交

部分的外轮廓。

那么，如果能将改变混凝土结构柱的平面轮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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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形，使之不突出后者，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吗？

3.2  结构设计创新
由于斗口尺寸通常小于结构规范对十字形柱最小尺

寸的要求，混凝土结构无法胜任这一设计要求。

为了力争兼顾结构设计的要求和斗栱形制的需求，

本做法打破常规，将斗底至屋面梁的柱段局部调整为十

字钢柱，控制十字钢柱的翼缘宽度小于斗口，即可将柱

体完全隐藏在斗拱内部，达到了完美符合形制的美观效

果。且局部的钢结构可以和柱、楼板有效连接，满足结

构设计的需求。

本做法施工步骤如下：

1）浇筑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和框架梁（阑额），并在
柱顶预埋锚板；

图3 本柱头做法的结构体系

2）十字钢柱底部与预埋锚板焊接，顶部与工字型钢
屋面梁和横梁焊接，连接处做设置加劲肋板。最终浇筑

屋面，完成主体结构。

3）装饰阶段完成木质预制斗栱件安装。按从下至上
的顺序将斗栱件依次固定于十字钢柱的预埋螺杆上，沉

头螺栓对拉固定，螺栓孔嵌缝处理（见图4）。

图4 斗栱件安装做法

3.3  工程效果优势
1）兼顾结构设计要求和传统形制要求
本做法地将斗栱处的结构柱由常规的圆形截面混凝

土变为十字钢柱。十字钢柱完全隐藏与斗栱件内部，没

有常规做法的混凝土柱外露问题。

斗栱件油饰完成后，整体外观与纯木结构并无二

致。完美兼顾了现代结构设计要求和传统古建筑的形制

要求。

2）安装精度高
目前业界常用做法是将预制混凝土斗栱件与梁柱在

主体结构阶段整体浇筑。由于模板绑扎误差较难控制，

斗栱件定位精度低，容易出现交圈困难的问题，且难以

返工。本做法木质斗栱件均为装修阶段安装，通过沉头

螺栓与钢结构连接，精度较高，一旦出现安装偏差也便

于修正。

3）利于成品保护
本做法木质斗栱件为项目最后阶段实施，避免了主体

结构施工阶段的污染和磕碰破坏风险，利于成品保护。

4 总结与展望

本仿古建筑柱头斗栱做法详细从设计方法、结构施

工、斗栱件安装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对解决现代结

构体系下仿古建筑与传统古建筑形制之间的冲突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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