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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利用,使得自然灾害变得越来越多,而在面对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时,人类无法控制只能够对

其进行力所能及的防护,因此为了保障建筑结构工程安全,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抗震设计,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建筑结构工程的

抗震设计意义及其要求与建筑结构工程抗震设计的主要作用及其注意事项,对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要点及其策略进行了

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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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具有不确定性以及破坏性等特征,当地震发生时,

其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建筑结构工程

的抗震设计必须体现建筑安全以及对自然灾害预防。 

1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意义及其要求 

1.1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意义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主要是指设计人员在建筑工

程开工前,根据本地区建筑在地震中的坍塌情况、数量等因

素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结合现阶段的创新建设理

念、实际建筑项目工程情况,设计出完善的抗震建筑结构,

进一步加强建筑对地震冲击的防御能力。良好的抗震建筑结

构设计,不仅可以确保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为居民提

供了更舒适稳定的生活环境。需要建筑设计单位,熟知地震

对建筑的作用,全面考虑建筑结构的抗震参数,包括建筑外

形、地基深度、结构材料等。 

1.2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要求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是基于“实用、经济和安全”

这一中心理念而产生。《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对建筑抗震设

防提出“三水准、两阶段”的要求,“三水准”即“小震不

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当遭遇第一设防烈度地震即低于

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时,结构处于弹性变形阶段,

建筑物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建筑物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

仍可继续使用。因此,要求建筑结构满足多遇地震作用下的

承载力极限状态验算,要求建筑的弹性变形不超过规定的弹

性变形限值。当遭遇第二设防烈度地震即相当于本地区抗震

设防烈度的基本烈度地震时,结构屈服进入非弹性变形阶段,

建筑物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理

仍可继续使用。 

2 建筑结构工程抗震设计的主要作用及其注意事项 

2.1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作用分析 

主要表现为： 

2.1.1 提高抗震能力 

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在建筑中要考虑地

基的稳定性因素,挑选对抗震有益的地基,防止地基变形影

响抗震功能；第二、同一建筑单元要设计在性质一样的地基

上,要把地基最大潜力融入建筑的结构设计,有利于发挥地

基的抗震功能；第三、建筑尽量做到规则、对称,以降低地

震作用导致的建筑变形度以及避免地震作用力集中导致建

筑扭曲的状况发生；第四、建筑整体结构设计中要多加几道

抵抗防线,以提高建筑的抗震力,同时建筑受力设计要明确,

防止存在建筑局部薄弱；第五、最大程度减小建筑自身重量,

从而减小建筑对地基的压力,达到缓解地震冲击作用对建筑

体的影响力。 

2.1.2 降低地震对建筑的影响 

被工程界认可的一个办法是在建筑基础与建筑的主体

部分之间加设一个隔震层,有的设计师在建筑物的顶端部分

加设一个“反摆”。此反摆的作用是能够在地震时使建筑物

的位移方向相反,降低了加速度,降低地震的作用。根据相关

研究分析,如果对“反摆”设置合理,那么对降低地震影响的

概率可达 65％左右。 

2.1.3 保证建筑刚度 

合理地抗震设计和确定建筑物的刚度非常重要。因此首

先要考虑到的是采用大量的钢筋混凝土。主要是在已有的钢

筋混凝土之上使用“钢结构”对其进行进一步加层加固。加

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如果所需要进行加层的建筑的体系

是钢结构,而国家规定：上部是钢结构、下部是钢筋混凝土

两种不同的体系结构是不符合抗震规范的。第二、假设屋盖

的部分是采用钢结构,而钢筋混凝土仍然是作为整个建筑的

抗侧力的主要体系,则必须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抗震设计。 

2.2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注意项分析 

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得建筑

形式日新月异,特别是高层建筑,除了高度增高以外,平面布

置、竖向体型越来越复杂,结构体系也日趋多样化,对建筑结

构工程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为了提高建筑结构

的抗震性能,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2.2.1 建筑场地的合理选择,当场地的特征周期与建筑物

的自震周期接近时震害严重,因此设计时应使两者的周期避开。 

2.2.2 合理控制建筑物的高宽比、长宽比,这是结构的

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和经济指标的宏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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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建筑平面布置力求简单、均匀、对称和规则,尽

量避免错层。 

3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要点及其策略 

3.1 建筑结构工程的抗震设计要点分析 

3.1.1 合理选择结构体系 

抗震设计需要保证建筑物的整体协调,最重要的是要合

理选择建筑结构体系,因此建筑抗震概念设计过程中,一定

要让所设计的建筑物结构体系同时满足这两大条件：第一稳

定；第二合适。对于一个科学合理的建筑体系而言启不仅可

以有效满足变形的要求,同时还可以有效抵抗冲击力的要

求。建筑物要具备一定的刚度这样才能对自身的荷载起到一

定的承受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变形的出现此外在发生地震时

才有可能对巨大的地震力起到有效缓冲作用而达到有效避

免局部受损的良好效果。因此在选择建筑物结构体系时,既

要注意建筑物传力途径的明确性,同时又要注意受力计算的

明确性尽可能在建筑体系中不使用转换层这样在发生地震

时可以有效避免建筑物倾斜或局部受损等现象的出现。 

3.1.2 规范建筑形体及构件规则 

建筑形体及构件的类型主要有：扭转不规则、凹凸不规

则、楼板局部不连续,具体可以体现到对结构分析软件的计

算结果的分析判断,如扭转不规则,体现在：位移比不宜大于

1.2且不应大于1.5,周期比对于A级高度建筑不应大于0.90

竖向刚度不规则的主要类型有：侧向刚度不规则、抗侧力构

件不连续、楼层承载力突变等,如侧向刚度不规则就要求本

层的侧向刚度不小于相邻上一层的 70。及其上相邻三个楼

层侧向刚度平均值的 80。等。如设计结果不满足,设计人员

应对模型重新进行分析,调整梁柱布置及截而,尽量做到使

结构规则。如确实满足不了,则应对薄弱部位进行重点加强。

如平而规则而竖向不规则的建筑,刚度小的楼层的地震剪力,

规范要求乘以不小于 1.15 的增大系数。 

3.1.3 严格轴压比和短柱设计要点 

在建筑抗震设计中,需要减小柱的轴压比,增大柱的截

面尺寸。减小柱轴压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柱子处于大偏心

受压状态,避免纵向受力钢筋未达到受拉屈服而混凝土却被

压碎的情况发生。由于柱的刚性强度比较高,使得整体结构

的延性就差,当发生地震灾害时,结构吸收地震能量和耗散

能量就少,使得结构很容易发生破坏。所以在高层结构设计

时,通常采用强柱弱梁设计方法,且梁具有很好的延性,可以

发生适量的变形,就会减少柱子进入屈服强度的可能性,且

在设计时可以适当增大轴压比。此外,许多高层建筑底层的

柱子长细比小于 4,但不能依据长细比小于 4则判断是短柱。

因为短柱的确定因素是柱的剪跨比,只有柱的剪跨比小于等

于 2才是短柱。 

3.2 建筑结构工程抗震设计的策略的主要表现 

3.2.1 合理提高抗震设计等级 

研究表明,以地震灾害分析 50 年为一个分析周期,而小

震的重现世间为 50 年,小震灾害已经超过抗震设计安全烈

度的概率为 62%；中型地震的重现世间为 475 年,中震灾害

已经超过抗震设计安全烈度的概率为 10%；大型地震的重现

世间为 2000 年,大震灾害已经超过抗震设计安全烈度的概

率为 2%。因此,一些建筑设计专家指出,我国地震多发地带

应该及时提高建筑的抗震等级,严格控制建筑的抗震设计,

确保建筑的抗震稳定性。 

3.2.2 保证材料性能 

建筑抗震性能除了会受到建筑体系、抗震防线及建筑施

工方案等因素的影响之外在多数情况下还对建筑的施工材料

产生极大地影响。通常建筑材料强度、建筑材料刚度对建筑

的抗震性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来自建筑材料

连续性及建筑材料均衡性的影响。所以在选取建筑材料过程

中,一定要对建筑施工材料的延伸性和刚度进行仔细考查。 

3.2.3 加强重点部位的设防 

对于重要的环节可以人为的对其加强,如煤矿建筑井口

房设计中,驱动设置在井口房楼板上的情况,该区域振动大、

拉力大,并且与煤矿生产息息相关,设计中应重点加强。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结构工程抗震设计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知

识,并且需要考虑建筑的使用功能、设防烈度、场地类别、

地基基础类型、建筑高度、结构材料和施工工艺等,同时还

要考虑结构的设计、技术以及经济保障等,从而提高建筑结

构工程的抗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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