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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震害与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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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结构形式的建筑在地震作用下有着不同的震害特点，本文对砌体结肉、底部框架一抗震墙结构、

多层及高层砼结构在震害下的破坏进行了分析，并针对震害提出了在抗震设计时应考虑的关键点。本文先后对抗震

设计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重要性以及遵循的主要原则进行阐述，而后就当前我国抗震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相

应的提升措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此希望可以给广大建筑设计工作者在抗震设计中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关键词】震害；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是建筑结构设计中较为重要的一环，由于

我国地域宽广，各地的地质结构复杂多变，为了应对突

发地震对建筑的影响，提高建筑物的抗震能力是非常重

要的。

1 不同结构形式震害分析

1.1 砌体结构

砌体结构主要是由砖或砌块利用砂浆砌筑而成，它

的材料和砌筑方式决定了其在抵御水平地震作用时的脆

性和缺乏延性，属于抗震性能较差的结构形式，基于其

造价低的原因，在低层建筑设计中普遍采用。

1.2 底部框架 - 抗震墙结构

底部框架 - 抗震墙结构是砌体结构的一种特殊形

式，是由底部一层或两层框架，上部砌体结构组成，由

于其底部形成的大空间、在多层设计中较框架结构造价

低廉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中小城市的沿街建筑中。由于底

部框架 - 抗震墙结构是由上、下不同的材料与结构形式

组成，属下柔上刚的结构，在地震发生时，两种不同结

构的变形协调性差，是抗震不利的结构形式。

破坏易发生在底层或过渡层。底部破坏如梁柱节点

处（尤其是角柱处）、填充墙出现裂缝或斜裂缝：过渡

层大多为无筋砌体，墙体抗震性能差，过渡层除传递上

部地震剪力外，作用于该层底部的倾覆力矩又会对下层

位移产生增大作用，因此，该层是在地震时震害严重的

一层，该层破坏轻则墙体破坏裂缝，重则上部砌体结构

整体垮塌；另外，楼梯间与屋面突出附属结构与砌体结

构破坏情况类似，甚至更严重。

1.3 多层及高层砼结构

1.3.1 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能提供较为宽敞的使用空间有利于建筑功

能组织和分割，是我国工业与民用建筑较常用的结构形

式，但其整体抗侧向刚度较弱，在地震作用下易出现较

大位移，框架柱失稳破坏，由于赘余度较小，容易形成

连续倒塌机制，亦属抗震不利结构。

框架结构的震害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薄弱层破坏

倒塌，框架节点核心压屈、压坏，填充墙处由于填充墙

的存在使框架柱形成短柱，破坏严重：单跨框架结构超

静定次数少，柱破坏后易形成连续倒塌：填充墙、围护

墙承载力低下，地震情况下大面积倒塌：防震缝处不同

结构单元碰撞产生震害等。

1.3.2 具抗震墙的钢筋砼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 -

抗震墙结构等）

具有剪力墙的钢筋砼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普

遍应用于现代的高层建筑中。其在地震时震害较轻，主

要为连梁部位破坏及底部墙肢破坏。连梁部位由于应力

集中，端部出现垂直弯曲及斜向剪切裂缝；底部剪力墙

内力大，易在墙肢底部出现裂缝及破坏，有的在强震作

用下出现拉力，墙肢底部很容易出现水平裂缝，对于层

高小而宽度大的墙肢，也容易出现剪切斜裂纹。

2 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的重要性

2.1 为人们群众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现如今没有任何技术和设备可以精确地预测地震发

生的时间、强度和地点，而地震灾害一旦发生必然给个

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我

们只能在减少地震损害方面做好应对措施，这其中提高

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良好的抗震设

计可以有效地提高建筑物在地震灾害中的结构稳定性，

保证人们可以在地震发生时预留出足够多的时间进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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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避难，极大地降低了地震救援的危险性以及相应的

救援难度，为人们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上了一个保险，

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安全性。

2.2 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规划需求

在进行抗震设计时，建筑设计工作者需要结合多方

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除了保证建筑物内部的使用要求

和功能要求外，还应该满足日益复杂的城市规划需求。

现代城市规划中，建筑物的建设需要遵循一定的条理性

和安全性原则，建筑物之间应该错落有致，既要相互联

系，又要相互独立，既可以形成良好的城市产业结构链，

又可以保证区域建筑出现问题后不引发连锁的反应，最

大限度地保证城市建设的安全和稳定。而优良的抗震设

计既要提高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同时还需要顾及到建筑

物的外观造型，为城市规划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所以，建筑设计中的抗震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

意义。

2.3 是社会正向效应的重要表现

建筑设计中的抗震设计可以有效提高建筑物的使用

寿命，并尽可能保证人们群众在突发的地震灾害中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国家投入巨量的抗震研究经费，从侧面

表现出对人们群众的关心和爱护，对维持良好的社会秩

序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现如今我国现代化社会建设

具有非常积极的正向社会效应。所以说，建筑设计中的

抗震设计不仅是为房屋建筑进行了加固处理，更是对整

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所遵循的主要原则

3.1 在建筑抗震设计中应该提高建筑物的稳定性

设计人员在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中，应保障建筑结

构主体的承载能力、建筑构件的刚度与整体建筑的稳定

性。此外，结合以往的设计经验，在建筑的抗震设计中

应该遵循“强剪弱弯，强节点弱构建，强柱弱梁”的主

要设计原则。另外，设计人员应结合自身设计经验并与

实际情况相互印证，判断建筑中在地震灾害中较为薄弱

部位，事先做好强化措施，例如：增加称重墙柱的强度、

提高结构内的配筋量，全面提高薄弱环节的结构稳定性，

进而有效改善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

3.2 应该设计尽可能多的抗震防线

结合以往的设计经验，设计人员应该将建筑结构分

成多个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独立安全性能的分体系构成。

最为典型的就是建筑结构中的框架 - 剪力墙结构，它的

抗震性能就非常优良，因为其独特的结构特点，使得建

筑物在受到地震影响时，如果一层防线倒塌，后续的结

构依旧坚挺，形成层层保护，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建筑物

的主体完整性。另外，在地震发生后，在很长的一段时

间内很可能会连续发生多起余震，这种不确定性的余震

为后续人员的救援和逃生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建筑设

计初期就应该设计多层抗震防线，避免因为地震导致建

筑物一次性垮塌，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

3.3 对建筑构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部署

建筑设计中的抗震设计更加看重的是建筑结构之间

的整体关系，需要详细了解不同建筑构件之间的受力关

系，对各个建筑构件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在保证建

筑构件合理使用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升建筑构件的受

力强度，进而全面提高建筑工程抗震能力。在抗震设计

中，设计人员应该保证主体受力构件因为地震等原因荷

载屈服后，周边的抗震构件仍然可以具备较高的弹性，

以此来提高建筑物维持结构完整性的时间，尽可能多地

为人们逃生提供有效时间。总而言之，建筑设计人员应

该全面且认真的对建筑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

出提高建筑工程抗震的最合理搭配，对可能出现的隐患

及时改正，最大限度地提高建筑物的抗震稳定性。

4 目前我国建筑机构设计中抗震设计存在的一些
问题

4.1 对建筑物的抗震设计不够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了很多起大大小小的地

震灾害，每当灾害发生时虽然政府和国家及时地对灾区

进行救援，依旧在当地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人员和经济损

失，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建筑结构自身的抗震性

能不达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建筑设计人员都对抗震

设计不够重视，建设方也因为工程成本以及施工难度对

抗震设计非常抵触，这就导致了设计方案中的抗震设计

内容非常容易被忽视掉，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一些改建

和扩建项目中，是一种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漠

视表现。所以，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必须在建筑结构设计

时严格按照抗震规范的条款，结合当地的实际自然条件

选择出最为理想的抗震设计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

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2 建筑结构设计人员的抗震意识有待提高

建筑抗震设计需要设计人员具备扎实抗震专业知

识，较为专业的设计能力以及良好的抗震意识。以上三

点都是当前建筑设计人员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但是在

实际工作中，有很多设计人员虽然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但是并没有足够的抗震意识，在建筑设计中，经常因为

需要突出建筑的外观和美感，而对必要的抗震设计进行

了忽视和牺牲，虽然外形美观了，但是也对该建筑留下

了非常大的抗震安全风险。因此，设计人员应该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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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继续强化自身专业能力，应该提高自身的抗震

危机意识，在建筑设计中将人们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放到第一位，结合建筑的实际使用功能，对抗震性能、

建筑外观进行合理的调整，争取在设计中将两者做到和

谐统一。

5 提高建筑结构抗震能力的主要措施

5.1 提高建房标准强化抗震意识

提高建筑抗震性能需要利用国家法律效用，在一开

始就强化建筑各个阶段的抗震意识。首先，我国应该向

日本等地震多发国家学习抗震经验，在相关法律法规上，

严格制定抗震设计要求，强制设计人员严格按照要求进

行结构设计。其次，应该制定较为严苛的设计审查和施

工审查，严格把控建筑建设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提

高建筑安全性和有效性。最后，应该建立较为严格的追

责制度，一旦因为结构设计出现安全事故或是造成巨大

的经济人员损失，需要对建筑设计和施工人员进行追责

处理，最大限度地提高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抗震意识。

5.2 谨慎选择建筑施工场地

建筑的抗震性能与建筑选址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现阶段没有有效的地震预测手段，但是结合多年研究经

验，可以分析出地址结构与地震发生之间的关系，在建

设初期，需要对选址进行详细的地质结构分析，避免在

地震多发地段进行大规模建设，如果不可避免则需要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标准，最大限度地

避免因为勘探不到位而造成的安全隐患。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建筑抗震结构设计中依旧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设计人员应该不断研究国内外先进的抗

震设计理念，结合多种有效实验手段，提升自身在抗震

设计上的专业能力，并不断强化自身的抗震设计意识，

要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地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造福社会，造福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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