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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雅安大地震是我国巨大的灾难,这些地震

夺去了多少人民的生命！给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在这

些地震中,又有多少建筑经不起考验,一震就蹋。要防止和减

轻由地震带来的悲剧事件发生, 在建筑工程中做好施工工

作尤其中要,它对砌体、框架、剪力墙都有很高的要求,我国

目前的建筑结构主要还是使用钢结构, 那么要在现有的结

构中做好抗震施工的技术管理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1建筑工程结构抗震技术的基本原理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地壳内部要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些

能量以能量波的形式向周围传递。在地震的波及范围内,它

用输入能量的方式破坏建筑物, 建筑物会产生激烈的振动,

甚至遭到严重破坏而倒塌。地震时建筑物的振动剧烈程度

与其本身的阻力相关,建筑物的阻力越小,其对地震能量的

吸收和消耗就越小,那么振动就越剧烈,反之振动就越轻。

所以, 建筑工程结构抗震技术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要

想方设法增加建筑物的阻力, 以增大对地震所释放能量的

吸收和消耗量,从而达到减轻振动、减少损害的目的。这是

建筑工程结构抗震技术区别于传统抗震技术的根本所在,

结构抗震技术是将地震看作一种能量的释放过程, 透过增

加建筑物阻力的方式主动抗震, 从而减轻地震对建筑物的

破坏。而传统的抗震方法只是将地震看作是一种力的作用,

透过增强建筑物的刚度和强度的方式实行被动防震, 效果

并不理想。

2建筑工程结构抗震设计的基本原则

2.1结构应具有连续性

在对建筑物进行设计时, 应该使建筑物在结构上具备

完整的连续性, 这样就能够使建筑物在地震中保持为一个

整体,促进其抗震功能的发挥。

2.2保证构件间的可靠连接

在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 应该注重加强建筑物

各构件之间的稳固连接, 这样就能够使建筑物在地震的能

量传递中保持一定的强度和建筑物变形时保持一定的延展

性,从而加大建筑物的抗震性能。

2.3增强房屋的竖向刚度

在设计和对建筑物进行施工时,应该使建筑物在横、竖

两个方向上都具备足够的竖向刚度, 同时确保建筑物基础

部分的整体性, 以避免或者降低地震时建筑物所遭受的损

害。

3抗震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技术分析

3.1被动控制的抗震技术

被动的抗震控制技术就是建筑系统不包括外部能源的

抗震施工技术。通常用的方法是在建筑物的一个位置加个

子系统,或者对建筑物的原有的结构处理,改变建筑物的动

力性能。现在的建筑施工行业中的被动抗震技术已经做为

抗震研究的热点。工程施工里应用相对比较广泛,被动控制

的技术分为耗能减震还有基础隔振两大类。

3.1.1被动耗能减震

被动耗能式减震是在建筑施工中不包含外部能源抗震

的方式, 而是在建筑物的某个位置增加非结构性耗能元件,

对建筑的结构上进行处理,改变建筑动力特性,主结构中耗

能元件在震动的作用下被动的往复的变形, 或者耗能的元

件之间产生往复的相对的运动的变形, 也或者在耗能的元

件之间形成运动的往复的相对的运动, 耗能的元件通过本

身的变形、阻力系数、摩擦力消耗结构震动能量,减轻耗能

结构震动的反应。到目前耗能的元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

种是耗能元件本身发生形变,用元件的本身的摩擦力,塑性

形变,屈服形变消耗掉能量,比如嵌塞阻力器,钢梁阻力器和

防屈曲支撑阻力器等；第二种是调谐质量的阻力器,用在主

体结构加质量改变建筑结构的自震周期, 这类元件应用较

少见；最后是速度相关阻力器,元件在建筑复杂结构中效果

明显且多用,比如,粘弹性阻力器。它具有以下的特点：(1)经

济,这种耗能减震方式成本比较低；(2)安全,借助耗能装置本

身的阻力来消耗地震的能量,从而保障建筑物；(3)合理,应用

方便；四、使用维护的费用小,适用的范围广。

3.1.2被动基础隔振技术

建筑施工被动的基础隔振技术是在建筑物基础的部分

建立控制机构来阻断地震能量的纵向传输, 以减小建筑振

动,减小地震损失。从技术发展的过程看,被动的隔振技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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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使建筑工程抗震施工技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国处于两大地震带

之间,是多地震国家,做好建筑工程的抗震施工意义重大。砌体结构、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钢结构是我国房屋建筑结构的

主要形式,加强施工技术的抗震性能能够提高城市建筑的安全性。本文主要对建筑工程中抗震方面的技术管理进行了分析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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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面这些特点：(1)基础隔振技术结构形式更加多样化,建

筑物从传统的砌体的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发展成组合

结构,钢架结构,木结构。(2)隔振技术在建筑业中应用越来越

多、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这项隔振技术近些年不但在新建工

的程中运用的较多,在旧的建筑物的加固防震也经常用到。

(3)隔振技术可选择的建筑隔振装置越来越多,当下研究应

用的基础隔振技术主要有：珠及滚轴隔振摩擦滑移隔震、层

橡胶垫隔震、支撑式摆动隔震和混合隔振等等。

3.2主动控制的抗震技术

建筑施工中的主动的抗震控制技术是需要外部能源实

现的抗震技术, 需要施加和震动的方向相对的作用力减震

的作用。技术的原理是根据传感器实时监测建筑物外部的

作用动力和激励响应,将信号传送到终端计算机,终端计算

机根据程序计算出需要施加的反作用力的大小, 最后由外

部的能源驱动系统产生相应大小的作用力。建筑行业到现

在已经开发研究的建筑施工的主动控制抗震系统主要是这

几类：主动拉索系统、主动质量阻力系统、主动空气动力挡

风板系统、主动支撑系统以及气体脉冲发生器等。

3.3半主动的抗震控制技术

建筑施工的半主动的控制抗震技术就是用控制机构调

节建筑物在地震发生的时候的建筑结构参数来实现减小振

动的目的, 半主动的抗震控制技术的外部能源没有很高要

求,无需要使用强电,仅要弱电控制的装置就可以,例如：蓄

电池。半主动的控制通常使用开关的控制,用开关的关和调

节来调节控制器的抗震状态,改变建筑的动力性能。现今建

筑行业较常用的建筑物半主动控制技术抗震装置有以下几

种：可变阻力系统、可变刚度系统、可控液体阻力器、主动调

节参数质量阻力系统以及可控摩擦式隔振系统等。

3.4混合控制抗震

建筑施工中混合控制抗震技术就是综合运用被动抗震

技术与主动抗震技术。混合控制抗震技术发挥了以上两种

抗震技术的优点, 既能够用被动控制抗震系统消耗和吸收

地震所爆发的能量, 又能够用主动抗震的系统达到最佳的

抗震效果, 综上混合控制的抗震技术具非常高的在应用方

面的价值。现今建筑行业最常用的混合控制抗震装置有以

下几种：调谐质量阻力系统与主动质量阻力系统组合的混

合控制；阻力耗能抗震与主动抗震相结合的混合控制抗震

系统；滑掀体阻力系统与主动质量阻力系统结合的混合控

制抗震系统；基础隔震抗震与主动控制抗震结合的混合控

制系统等等。

3.5智能控制的抗震技术

建筑工程的智能控制抗震技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采

用智能阻力装置或者智能驱动实现智能控制,例如用磁、电

流变液体、电或磁致伸缩材料、压电材料和形状记忆器件和

材料,这种控制系统原理和主动控制的系统类似,区别在于

是智能材料做的智能驱动器或者阻力器实施力的动作器。

另一类是用智能的控制算法来实现对结构的振动控制,例

如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遗传算法等等,这控制技术与主

动的控制技术的主要差别是不是需要精确的模型结构,用

智能的控制抗震的算法确定输出和输入反馈与控制增量之

间关系, 但控制力还是要依靠外部能量很大的动作器来完

成的。日本曾在 1995年 Nakajima一座桥梁建筑施工在桥

塔 AMD控制中使用了模糊的控制算法。日本磁流变液体

阻力器曾成功应用在博物馆的抗震控制技术中, 还有国内

岳阳洞庭湖大桥的多塔斜拉桥的拉索风雨整栋控制等等。

总而言之, 科学合理的在建筑施工中采用正确的抗震

措施,提高和完善抗震技术,改善房屋建筑的强度和整体抗

震性能,对于房屋的安全抗震性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施

工建设中,必须严格遵守建筑抗震标准,有利的场地抗震规

划、合理的抗震结构设计、加强建筑监管、确保建筑施工质

量等。这些抗震技术的运用不仅提高了房屋建筑的安全性

能,为人们的生活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还促进了未来

建筑抗震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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