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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拓宽专业面、加强基础的思想，参照我国最新的规范编写。
长期以来，我国的结构抗震教材多偏重于房屋建筑抗震，介绍其他结构抗震设计的教材很少。
随着我国土木工程专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拓宽专业面、加强基础的大土木思想迫切要求结
构抗震教材覆盖更宽的面。
为此，本教材本着大土木的观念，主要涵盖了建筑结构和桥梁结构两大方面，并适当拓宽至地下结构
抗震和其他构筑物的抗震。
　　近十年来，“减震控制”（包括隔震、消能、被动和主动控制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技术，已
逐渐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本教材把这一内容也纳入其中。
另外，我们在教材的写法上也作了相应的改革，主要考虑了采用启发式教学和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积
极创新的教学模式，教材有些内容是留给学生自己去看、去主动思维。
本书主要特色：按最新规范（如GB50011-200l《建筑抗震设计规范》，JTG／TB02-01-2008《公路桥梁
抗震设计细则》等）编写；适当拓宽了专业面（但不包括港口、小区结构的抗震）；拓宽了结构类型
（增加了钢结构抗震设计）；增加了“概念设计”这一重要内容；按最新建筑抗震规范增加了隔震和
消能减震的内容；为更好地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配套相应的电子教案。
　　本教材的第1，3章由湖南大学尚守平编写，第2章由湖南大学李刚编写，第4章由广州大学周福霖
编写，第5章由广州大学冼巧玲编写，第6章由广州大学周云编写，第7章由广州大学徐忠根编写，第8
，10章由西南交通大学王明年编写，第9章由湖南大学郭玉荣编写。
西南交通大学关宝树教授对第8，10章的编写给予了精心指导。
全书由尚守平、周福霖主编。
　　本教材第2版主要针对第4章、第9章进行了修订，具体分工为第4章由湖南大学尚守平修订，第9章
由湖南大学尚守平、奉洁超修订，湖南大学邵旭东对第9章进行了校审。
　　限于水平，书中可能尚有疏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结构抗震设计>>

内容概要

　　《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结构抗震设计（第2版）》涵盖了建筑结构和桥梁结构两大方面，
并适当拓宽至地下结构和其他构筑物的抗震。
《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结构抗震设计（第2版）》共十章，包括绪论，场地、地基和基础，地
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结构隔震、消能和减震控制，混凝土房屋结构抗震设计，钢结构房屋的抗震
设计，多层砌体及底层框架抗震设计，构筑物抗震设计，桥梁结构抗震设计，地下工程结构抗震设计
等。
各章后附有相应的思考题。
　　《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结构抗震设计（第2版）》既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以及相
关专业的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教材，也可供从事土木工程研究、设计和施工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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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守平，1953年12月生。
毕业于湖南大学，1982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博士学位。
现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985科技创新平台首席科学家。
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振动委员会委员、建筑物鉴定与加固委员
会理事、建筑物鉴定与加固委员会湖南分会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结构分会理事，《建筑结构学报
》编委会委员。
1993年应邀到香港大学土木及结构工程系进行高层建筑结构计算辅助设计的合作研究；l997年在美国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获管理工程培训结业证书。
近几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l项，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1
项，博士点基金1项，省部级项目5项；获得国家专利6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120余篇，出版著作7部；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l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10
项。
1995年以来先后被省、部授予科技专家、学术带头人等称号，并被国家人事部列为"百千万人才工程"
第一、二层次人选，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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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震时不同地面运动导致结构破坏的机理的复杂性也尚未被掌握。
例如，美国1971年2月9日圣费尔南多地震中，地面记录显示有两个加速度峰值的脉冲，第一个脉冲的
加速度值为0.6g，第二个脉冲的加速度值为1.25g，按照“抗震计算”的规定，必须取第二脉冲作为最
不利的计算值，但对某医院建筑的地震记录及分析表明，造成该建筑物破坏的是第一脉冲。
类似的复杂例子不胜枚举。
所以，根据目前的“抗震计算”所得到的结果，有时存在较大的误差。
　　（3）结构抗震计算理论目前尚未能充分反映地震时结构反应及破坏的复杂过程。
地震时结构物的破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非线性的、累积性的复杂过程，包括结构及构件从出现裂缝
至严重损坏过程各种动力特性（结构基本周期、刚度、阻尼等）的非线性变化；结构薄弱层或塑性铰
的出现、变形集中或转移而导致结构刚度和内力的重分布；结构不同方向构件的空间作用、耦联作用
、填充墙及其他非结构构件的影响等等。
目前的抗震计算理论及相应的抗震计算程序均把这些很复杂的影响因素简单化或予以忽略，导致某些
结构“抗震计算”的分析结果与地震时结构的实际反应差别较大。
　　可以看出，由于上述原因，仅仅根据“抗震计算”结果而完成的抗震设计，有时是片面的，甚至
是不安全的。
只有建立在正确的“概念设计”基础上并辅以必要的抗震计算而完成的抗震设计，才能使结构物具有
较可靠的抗震性能。
因为“概念设计”是根据结构经历真实地震考验的经验总结或大型地震模拟试验的分析结果而建立的
，有些规律是目前的理论分析或理论计算所难以解释或难以准确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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