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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抗震设计问题探讨	

王晓伟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山东潍坊 261206

【摘  要】结合实际生产生活经验可知，地震是对人类造成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其不仅会导致财产损失，而且还
会造成人员伤亡，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日常生活中，作业人员及相关机构很难进行地震自然
灾害的精准预测，使得地震区域相关人员不能在地震来临之前采取非常好的预防措施。为了尽可能降低地震自然灾
害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需要相关人员切实做好建筑抗震的研究工作，科学合理地完成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最终产生
良好的抗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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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占据着极为核心与

关键的地位，注重并切实做好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工作，

能够较好地实现建筑结构抗震效果，更好地保护建筑结

构安全性，夯实建筑结构稳定性。为了达到良好的抗震

效果，设计人员在进行抗震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依据工

程建设特点、地震灾害与工程经验的基本设计原则等内

容，对建筑结构进行总体化的部署，确定细部构造的过

程，达到合理抗震设计的目的。

1 分析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要点内容
抗震设计是建筑结构设计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人员组织开展抗震设计工作的过程中，容易面临

多方面的设计问题，这些设计问题既是建筑结构抗

震设计要点，又会造成建筑结构抗震效果下降。为

了切实保障提升建筑结构整体的抗震效果，设计人

员需要掌握抗震设计的要点，做好抗震设计工作。

图 1地震自然灾害图示

1.1 地理位置的最佳化选择

工程施工之前，建筑物施工地点选取的科学合理

性会对最终的建筑物施工效果产生极大的影响。通常情

形下，为做好建筑物施工地点的最佳化选择工作，作业

人员需要全面知悉了解建筑物施工地点及附近区域的地

质情况，做好工程施工地点地震影响因素的记录与分析

工作，估算建筑物施工地点地震的等级。其次，作业人

员需要依据估算的地震等级情况，做好建筑物施工材料、

施工技术的选择工作，最大限度地强化提升建筑物的抗

震系数。在建筑物施工地点的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会一些无法远离地震危害地点的情况，面对这类情况，

作业人员一定要进行建筑物施工地点的科学整治工作，

尽可能强化提升建筑物的抗震能力。通常情形下，做好

建筑物施工地点的合理化选择工作，很大程度上更好地

实现建筑抗震设计工作。

1.2 建筑物结构体系的合理化选择

抗震设计中，设计人员不仅需要进行建筑物施工

地点的合理化选择工作，而且还要根据具体实际的地理

环境进行建筑结构体系的设计工作。做好建筑物结构体

系的合理化选择工作，能够更好地强化提升建筑抗震设

计的科学合理性，切实保障提升建筑物的安全稳定性。

为做好建筑物结构体系的合理化选择工作，主要需要考

虑以下内容：第一，设计人员在进行抗震设计工作的过

程中，不能够只关注建筑物总体的结构设计，更要做好

建筑物局部结构的设计，局部结构设计不足的情形下，

地震自然灾害到来之际，容易导致局部结构损坏现象，

进而直接影响建筑物的主体结构，进而造成整个建筑物

倒塌现象；第二，实际的地理调查结果是建筑物主体结

构设计工作开展实施的重要依据，设计人员需要依据建

筑物地质参数组织开展设计图纸的绘制工作，确保建筑

物结构布局始终处于均匀状态，将建筑物的重力平衡的

传递到承重墙上，保障提升建筑物整体的抗震性。				

2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优化措施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之所以能够产生良好的抗震效

果，与地震自然灾害到来之际，建筑物能够及时进行外

界振动耗能减除有关，在建筑物整体具有良好的抗震效

果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地震自然带来给人类带

来的危害。参考建筑结构抗震作业原理可知，在当前的

抗震设计方面，尽可能强化提升建筑物结构的耗能性，

逐渐成为设计人员关注和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有助于

更好的达成建筑物结构抗震设计目标。

2.1 建筑结构的性能化设计

设计人员在进行抗震设计工作的过程期间内，为

了尽可能强化提升建筑结构的耗能性，更好的强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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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结构整体的抗震效果，设计人员需要采取科学合

理的方式，切实做好建筑结构的性能化设计工作。为制

定科学合理的建筑结构性能化设计方案，设计人员首先

需要根据建筑物地质参数、建筑结构抗震要求等内容，

对不同等级下的地震灾害可能带来的结构构件的受力、

变形现象进行合理化分析，编制成结构分析报告，了解

建筑结构对地震灾害的承受能力，完成建筑物的抗震计

算工作，并基于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需求，从建筑物结

构和构件两个层次进行承载力、变形的定量控制工作。

其次，为了实现更好的建筑物性能化设计工作，强化提

升建筑物的性能性，在建筑物结构性能化设计的过程中，

作业人员可通过将整个结构物、局部支座落在柔性隔震

层的方式，借助隔震层装置进行地震能量的有效吸收，

尽可能减少地震能量向上部结构的传递，强化提升建筑

结构的抗震性能。

2.2 采用延性结构进行建筑结构刚度的控制

在建筑物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对延性结构进行适

当合理化应用，能够实现建筑物结构刚度的科学化管控，

在地震自然灾害到来之际，建筑结构构件能够转变为塑

形状态，具备更好的延性，进一步分散地震自然灾害带

来的能量，尽可能降低地震现象带来的破坏性。其抗震

原理在于：针对延展性和弹性较强的建筑物，当其遭遇

强烈的地震现象时，建筑物能够依靠自身的弹性形变尽

可能吸收地震波带来的能量，有效地减轻地震现象带来

的能量，保证地震反应的有效降低，尽可能实现“裂而

不倒”的局面。

2.3 做好建筑材料的选择工作

建筑物结构抗震性能与建筑材料质量有极为密切

的联系，在抗震设计的过程中，依据建筑物抗震设计目

标，做好建筑材料的选择工作，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建

筑物结构的抗震性能。在建筑材料的选择过程中，设计

人员需要调查了解多样化建筑材料的参数情况，对建筑

材料的参数进行抗震性能分析工作，确保建筑材料能够

切实满足建筑物结构抗震性能需求。抗震设计中，需要

制定具体明确的建筑材料使用方案，明确不同部位使用

的建筑材料种类和数量，为后续的建筑结构施工提供重

要的支持。

2.4 多道抗震防线的合理化设置

抗震设计中，为了尽可能强化提升建筑结构的抗

震性能，设置多道抗震防线，能够发挥较好的价值效

用。在多道抗震防线得以设置的情形下，地震自然灾害

到来之际，第一道防线遭到破坏之后，第二道乃至于第

三道防线能够较好地阻挡地震的作用力，从而能够极为

有效地避免高层建筑物倒塌现象。基于此，设计人员

需要根据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需求，采用合理化的方

式，尽可能多地设置抗震防线。例如，设计人员可根据

建筑物实际情况，加固建筑构件，包括承载力部分和

非承载力部分，更好地提升建筑物整体的抗震性能。

图 2	建筑物抗震加固设计效果图示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行业持续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为了积极应对地震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

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工作，从建筑工程的施工区域、建

筑结构体系等方面入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作业需要，

做好建筑工程施工区域和建筑结构体系的合理化选择工

作，尽可能多地设置抗震防线，采用延性结构控制建筑

结构的刚度，使得地震灾害到来之际，建筑物自身能够

降低地震波带来的能量，降低建筑物损坏现象出现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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