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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是灾后城乡重建规划编制的重要时刻，编制怎样的规划，不仅对灾区城镇和乡村的重建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也对川西以及甘肃、陕西相关地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是非常顺利的，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进度快。
外国人看了都很惊讶。
二是热情高。
部队官兵、对口支援省份以及当地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
三是保障充足。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举全国之力，除了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纷纷捐款之外，还以每个省市
对口支援一个灾区县的重建工作。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大灾发生之后，没有一次是如此有系统地组织全国对灾区进行
支援，国内如此，国际上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也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四是力量强。
领导的力量、规划界的力量都集中到了灾区，优秀的规划师、建筑师、技术人员，都纷纷来到灾区，
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
五是规划先行，强调了要精心编制灾区重建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体现了重建工作的科学理性。
可以说，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的开局非常好。
但是，除了要充分肯定成绩之外，要摆一摆少数干部和规划师思想上存在的偏差，进一步明确城乡规
划编制的一些原则，更一步阐明今后的重建策略。
概言之，就是问题、方针、策略三个方面。
    本册主要内容涵盖了地震灾区生命线工程的灾后恢复与重建原则，电力设施、给水工程、排水工程
、燃气工程、交通系统、通信系统以及环卫系统的抗震鉴定、修复、加固方法与重建技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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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电力设施　　2.3　电力设施建（构）筑物重建技术　　1.电力设施场地应选择在对抗震有
利的地段，避开对抗震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当为9度时，重要电力设施宜建在硬场地的地区。
　　2.发电厂的铁路、公路或变电所的公路应避开地震时可能发生崩塌、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地裂
和错位的危险地段。
　　3.发电厂、变电所的主要生产建筑物、设备，应根据厂区、所区的地质和地形，选择对抗震有利
的地段进行布置，避开不利地段。
　　4.高挡土墙、高边坡的上、下平台布置电力设施时，应根据其重要性，适当增加电力设施至挡土
墙或边坡的距离。
　　5.发电厂的燃油库、酸碱库宜布置在厂区边缘较低处。
燃油罐、酸碱罐四周应设防护围堤。
　　6.发电厂厂区的地下管、沟，宜简化和分散布置，并不宜平行布置在道路行车道下面。
地下管、沟主干线应在地面上设置标志。
　　7.发电厂厂外的管、沟不宜布置在遭受地震时可能发生崩塌、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地裂和错动
等危险地段，并应避开洞穴和欠固结填土区。
　　8.发电厂的主厂房、办公楼、试验楼、食堂等人员密集的建筑物，其建筑物主要出人口应设置安
全通道，其附近应有疏散场地。
　　9.发电厂各功能分区的主干道，应环形贯通，道路宽度不得小于4m，道路边缘至建筑物的距离应
满足地震时路面不致被散落物阻塞的要求。
　　10.发电厂、变电所水准基点的布置应避开对抗震不利地段。
　　2.4 输电线路修复、加固与重建技术　　2.4.1 输电线路的主要震害分类　　1.因山体滑坡、场地液
化以及不均匀沉降引起的震害；　　2.因地震断层地表破裂、地面变形引发的输电塔震害；　　3.因输
电塔结构抗震设计不足所引发的震害；　　4.因地震反应过大，导线相互接近发生短路、断线，以及
绝缘子的震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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