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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地球每时每刻都进行着构造运动，人类也就不可避

免的会受到地震的威胁。地球上每天都会发生上万次地

震，绝大多数人类不会感知，为小地震，大地震的发生

为小概率事件，但大地震虽然发生概率小，但如不能做

好防御，破坏性却是巨大的，造成的后果也是惨烈的。

大地震发生后，会给当地建筑群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进

而造成大面积的人员伤亡，甚至严重危害人类的发展进

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历史上就曾多次发生严重的地震灾害，1976 年

7 月 28 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了 7.8 级大地

震，震中烈度 11 度，震源深度 12 千米，地震持续约 23

秒，由于当时抗震技术落后，建筑倒塌严重，地震造成

242769 人死亡，164851 人重伤，直接导致唐山这个新中

国正在冉冉升起的工业重镇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近些

年发生的四川汶川 8.0 级地震，造成近 7 万人死亡，青

海玉树 7.1 级地震，死亡也超过了 1000 人，地震来袭时，

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生活水平倒退和严重的心理创

伤，更是无法用数据来说明。

地震发生时，建筑物倒塌是最大的危险之一，为了

从根源上减小地震灾害对于人类造成的伤害，工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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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要继续以“三水准”的抗震设防为目标，朝着“小

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方向继续努力，在做

抗震设计时，要最大限度考虑场地的稳定系数，着重从

建筑整体的结构出发，尽可能强化结构的刚度、强度、

延度以及轴压比等，提高建筑工程结构的抗震性能，以

增强工程的结构安全性，从根源上防止因地震造成巨大

经济和社会损失。

2　影响建筑工程抗震性能的因素

2.1 建设场地的选择

建设场地的选择，是工程结构具有良好抗震性能的

基础。实际施工中，需要明确土木工程抗震性能保障的

内容，以地基抗震承载力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选择对

工程结构稳定性有利的地形地势。

工程地质条件对震害具有显著影响，局部在进行结

构设计时，设计人员需要合理选择场地，尽量避开不利

的地形地势。部分土木工程建筑受到地震影响导致毁坏

的原因是地基部分不稳定，因此，设计人员还需要对场

地的地基情况进行检查，使得工程建设施工有一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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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唐山大地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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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基作为基础。在对地基进行检查时，主要需要对地

基的平稳性进行确定。在发生地震时，较为松软的土质

以及流沙地形等都不利于建筑物的稳固，较为容易出现

断层或者滑坡现象，这种情况会使得土木工程的抗震性

能直线下降。因此，在选择场地时，需要选择开阔平坦且

土质较为坚硬的区域，从场地选择上保证建筑物抗震性能

基础，如果不得已在土质不利条件下进行施工，也要充分

进行前期调查，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抗震措施。

2.2 施工项目的设计

强烈的地震波冲击，会影响建筑的稳固性从而使得

建筑变形甚至损坏，而作为土木工程结构，其设计方式

一定程度上对防变形及稳固效能的发挥有所影响。因此在

进行工程建设时，必须把握好钢筋混凝土的施工高度以及

施工宽度，应根据烈度、建筑物类型和高度采取不同抗震

等级的材料，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

建筑工程项目建设时，在土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要优先选择宽度和高度最为稳固的最优选项。高度过高

和宽度过窄，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土木工程结构的固有稳

定性，实际施工中，应该尽量避免出现不利于建筑物稳

固的设计出现。

实际设计中，务必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工程主体抗

侧力架构设计一定要重视，两个主轴方向刚度务必要最

大限度的靠近，二是工程主体抗侧力架构变化情况一定

要匀称，三是就工程主体抗侧力架构平面设计而言，主

轴方向的每片抗侧力架构的刚度一定要最大限度匀称。

图2　地震中工程建筑损毁（来源网络）

2.3 抗震预防措施的使用

抗震预防首先需要明确抗震等级，因地制宜以最低

成本保证最优抗震性能。抗震等级是采取相应措施的标

准，根据设防的烈度、房屋的高度、建筑的类别等的重

要程度来进行区分，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分级有

差异，需在项目计划时确定工程分类及抗震等级。其次

要提高梁的延性和限制轴压比，最大程度保证房屋拥有

最优的抗震性能。

从中国当前土木工程的建设情况来看，工程建筑在

抗震性能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主要是因为在建

设过程中对各项参数的把握还不够精准，例如梁柱的承

载能力等都不符合相关的抗震标准，相关工程用料材质

达不到要求标准等。因此，当前必须改变结构设计方法，

保证工程采购用料的质量，在工程管理时从提高抗震性

能出发，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利于建筑的稳定性，这样才

能保证无论是小震还是大震都能将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控

制在最小范围内。

3　抗震减震及工程安全性

抗震性能是工程安全性分析中的重要部分，如果在

设计之初，进行充分的抗震减震安全性分析，采取了正

确的抗震减震预防措施，在大地震来临时，是有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严重危害发生的，由此可见，减轻地震

灾害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增强工程结构的抗震性能，以高

标准超前的设计理念，为工程安全性提供保障。结合当

前我国抗震理念及技术发展实际，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提高工程结构的抗震安全性能。

（一）强化国家工程结构抗震研究。

1976 年唐山 7.8 级大地震，伤亡损失惨重，给唐山

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带来了长达数年的恢复期，带来的

社会退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是沉重，而同时期的

1985 年，智利城市瓦尔帕莱索同样发生了 7.8 级大地震，

却死亡不到百人，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这种显而

易见的差别，根源在于智利常年受到地震的威胁，国家

抗震理念、执行标准和实际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颇为超

前，而唐山却被认为没有地震威胁，因而没有在工程抗

震中进行相应投入，二者损失的差异，体现了提高国家

抗震研究，进行适合的抗震预防的重要性。

（二）提高国家工程结构抗震的经费投入。

抗震研究作为工程安全性能评估的重中之重，其研

究投入也是巨大的，没有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单一的科

研人员难以承担高昂的研究费用。近年来，秉承“以人

为本”的发展理念，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越来

越受到国家政策的偏爱和科研投入的倾斜，抗震研究也

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受到疫情影响和近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速度放缓现状，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抗震安全

性投入，不忽视对工程结构抗震的经费投入，是提高建

筑工程安全性能的焦点，需要进一步平衡研究。

（三）提高国家工程结构抗震的人才培养。

人才是做好科学研究的最重要因素，抗震研究是预

防性研究，投入高，成效不易显现，对人才参与的吸引

程度有限。但是，抗震研究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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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具备优良的专业素质和研究能力，对高尖端人

才的需求量很高。多点散状的科学研究，效果远远次于

有规划有组织的集中研究，而这就需要更多的高精尖人

才相互协作。在此方面来看，国家亟需加大对抗震研究

的支持力度，鼓励激励更多高端人才参与到工程抗震减

震研究上来，形成更多更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以碰撞出

更加精彩的火花。

（四）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现如今，我国对于工程设计安全性已比较重视，也

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设计工作者要想充分的保证工程

结构抗震的高水平，提升工程结构本身的抗震减震能力，

保障建筑施工和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减

轻地震灾害发生时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危害

和损失，相关人员在工程结构研究和进行抗震设计的过

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我国政府机关和相关机构现行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提升行为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对

工程的抗震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以保证结构抗震

效果达到预期效果。

在对工程结构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建设、

施工和监理单位等都应该保持工作标准，细化分解各项

目标任务，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以达到提高工程抗震减

震性能，全方位保证工程施工与运行效果，最大限度保

证工程质量与安全性的效果。

图3　中国地震局标识（来源网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程抗震设计在建筑安全性保障中的重

要性不容忽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地震灾害的

研究与预防成为了我们科技进步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之

一，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土木工程建设项目过程中所

应注意到的关键节点，在工程设计中要对抗震设计更加

关注，切实做好项目施工前的抗震设计工作，灵活运用

结构减震控制技术成果，将抗震减震工作进一步落到实

处，一方面做好对原有老建筑的抗震鉴定和加固改造，

另一方面要做好对新建建筑物的抗震设计，将地震灾害

对人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从而促进工程结构安全性的

长远发展。

本文对影响建筑工程抗震性能的因素、抗震减震措

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希望相关学者能继续深入

此方面的研究，相信我国的抗震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会有

更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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