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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五”重大项目“大型复杂结构体系的关键科学问题及设计理论
”的子课题“基于抗震性态的设防标准”研究的成果总结。
全书包括五篇，第一篇是概论，主要介绍了抗震设防标准的基本概念、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基于性态
的抗震设计理论、基于性态的三环节抗震设防方法；第二篇是抗震设防标准决策分析引论，主要研究
了地震易损性、地震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估算方法；第三篇是抗震设防标准的决策分析，主要进行了
最优经济设防烈度和最优安全设防烈度的决策分析；第四篇是考虑地震环境的设计地震动及建筑的重
要性类别，主要进行了地震危险性曲线及危险性特征、建筑重要性类别及考虑地震环境的设计地震动
参数的研究；第五篇是最不利设计地震动，主要介绍了人造地震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地震动潜在破
坏势的估计、最不利设计地震动的概念、挑选原则、过程以及算例分析。
    本书可供工程地震和结构抗震专业人员、土木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结构工程的研究人员，以及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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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工程联合会会长，国际地震工程协会（IAEE）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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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100年以来，谢礼立是国际上第一个被当选为该组织执行主任的从事工程领域研究的科学家。
谢礼立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0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是地震工程与安全工程：强震观测与分析、强地震动特征与预测、工程抗震设防、抗震
设计规范，城市和重大工程防震减灾等。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发表著作多部。
由他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基于性态的抗震设计国家推荐标准《建筑工程抗震性态设计通则（试用）》已
于2004年正式批准颁布执行；1999年提出防灾工程的重要研究领域“土木工程灾害的数字模拟”已被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列为我国“十一五”期间的重大研究计划“重大工程的动力灾变”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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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抗震设防标准　　1.1　引言　　我国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欧亚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
震带包围之中（东临环太平洋地震带，西部和西南部是欧亚地震带所经过的地区），破坏性地震频繁
，灾害损失十分严重。
据统计，自20世纪（1900年）以来，全球大陆7级以上的强震，我国约占35％；造成20万以上人口死亡
的两次大地震都发生在中国。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和密集，地震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日趋严重。
例如，1995年1月17日发生在日本阪神地区的地震，震级7.2（按日本JMA震级标准，相当里氏震级6.9
），只能算是中等强度的地震，却造成了5500人死亡和1000亿美元的损失；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我
国四川省汶川县的8.0级地震，失踪和死亡人数近9万人，经济损失达8451.4亿元人民币。
　　多次地震经验表明，破坏性地震引起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主要是由于地震时产生的巨大能量
使得建筑物、工程设施产生破坏和倒塌，以及伴随的次生灾害造成的。
要想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工程建设时必须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抗震设防，这是目前人类减轻地震
灾害对策中最积极和最有效的措施。
　　由于地震作用的随机性和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无限制地使用资源去实现在强震下结构物不
发生破坏，即设防标准不能寻求绝对的安全性，而是需要从危险概率的角度来定义安全度。
应寻求人们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上的最小投入，即在减轻地震作用下的损失和抗震投入之间取得最佳平
衡，它本质上是一个优化的问题。
工程抗震设防标准能够决定工程抗震的造价是否较非抗震设计提高及提高的幅度，又能够决定工程结
构经历不同强度地震作用后的破坏及损失程度，并控制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在可接受的水平内。
因此，确定工程抗震设防标准是工程抗震设计最基础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
制定的设防标准不同，工程建筑在地震中的表现会截然不同，所造成的地震损失及对震后结构使用功
能的影响也会有巨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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