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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理论与实例》介绍了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基础理论，包括地震及结构抗震的
基本知识，抗震设计中的场地、地基和基础；单自由度体系结构的地震反应和反应谱，多自由度体系
结构的地震反应和振型分解法；按抗震规范进行结构地震作用和抗震设计的要点；多层和高层钢筋混
凝土结构及钢结构房屋的抗震设计；多层砌体房屋和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设计；单层厂房和单层
空旷房屋的抗震设计；非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结构隔震与消能减震设计基本概念。
全书在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同时，还辅助以几类工程的抗震设计实例，以便于读者深刻理解基
本概念和规范中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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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 抗震概念设计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提出了“抗震概念设计”，并越来越认识到它比参
数设计更为重要。
这也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
原先人们一味追求计算的“精确”，然而由于地震本身的随机性、各类结构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本身
的复杂性、在遭受地震作用后其破坏机理和破坏过程的复杂性，经抗震设计的结构时有遭到超过预计
的破坏，人们认识到仅靠计算的“精确”不能设计出良好的抗震结构。
开始在结构构造上增加一些抗震构造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还是未能最终解决问题。
人类从地震灾害教训中得知，一个良好的抗震结构，必须首先在一开始的总体设计方案上考虑其抗震
能力，这样逐步形成了“抗震概念设计”的思想。
抗震概念设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预防为主，全面规划　　从城市规划方面讲，应注意避免导致地震次生灾害或使次生灾害限于
局部。
此外，还要考虑到地震后城市地区功能的适当维护。
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就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据统计，震倒房屋13万栋，地震时正值中午做饭时间，许多地方同时起火，自来水管普遍遭到破坏，
道路又被堵塞，致使大火蔓延，烧毁房屋达45万栋，是地震倒塌损失的3倍。
　　2.选择有利的抗震场地，做好地基基础的抗震设计　　设计新建筑时，要选择对建筑抗震有利的
地段，避开对建筑抗震不利的地段，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适当的抗震措施，不应在危险地段建造各
类工业与民用建筑。
当建筑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为软弱黏土时，可采取减小基础偏心，加强基础的整体性和刚性等措施。
沉降缝要与防震缝相结合，协调处理，必要时，采用桩基或其他人工地基。
对于可液化地基，一般应避免采用未经加固处理的液化土层作为天然地基的持力层。
根据液化等级结合具体情况选用适当的抗震措施，例如采用桩基、深基础、深层处理至液化深度下界
或挖除全部土层等，是属于全部消除地基液化沉降的措施，这对于特别重要的建筑及液化等级较重的
情况，是必要的；对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或液化等级为中等及较轻时，可采取部分消除液化沉降的
措施，如加固或挖除部分可液化土层，或采取对基础和上部结构的构造措施，以减小或使之适应建筑
物可能产生的不均匀沉降。
　　3.建筑布置宜规则　　震害表明，简单、对称的建筑体型不易损坏，这是因为这类结构其地震反
应与计算结果较符合，容易采取构造措施和细部处理。
但从建筑艺术的角度看，如每幢建筑都如此，未免太单调。
故近年来提出“规则”的概念，它包含了对平面立面外形尺寸、抗侧力构件、质量，刚度以及强度分
布诸因素的综合要求，沿高度和沿水平方向均应予以考虑。
　　沿竖向要求：　　（1）突出屋面小建筑的尺寸不宜太大，局部缩进尺寸也不宜太大；　　（2）
抗侧力构件上、下连续，不发生错位，且横截面积的改变不宜太大；　　（3）相邻层质量变化不宜
太大；　　（4）刚度变化要求平缓，相邻层刚度相差不宜太大，连续三层刚度总降低不超过50%;　
　（5）相邻层抗剪屈服强度变化平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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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理论与实例》的作者吕西林、周德源、李思明、陈以一、陆浩亮多年来从事
地震工程、地基基础、结构动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砌体结构的研究、教学和工程实践，
也参加了国家《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mdash;2010）和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规程》的修编
工作，深感结构抗震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要把这一领域的知识在一本书中介绍
给读者，需要多个学科的同仁们共同努力，把上述各个学科在结构抗震方面的精华深入浅出地奉献给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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