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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易春秋，本书第一版问世已历经4载，受到国内广大师生和读者的钟爱，已连续三次重印。
本教材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并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次修订，重点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第一，补充了2003年以来世界建筑抗震技术的最新
进展。
以最新地震灾害及工程抗震技术研究为背景和依据，补充了抗震设计方法与技术的最新成果，如静力
弹塑性分析及抗震能力评价方法、钢结构节点最新抗震技术、隔震减振设计方法等。
第二，根据近四年的教学实践，改写、调整了部分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突出教学特色，明确
了教学内容在掌握、理解及了解等方面的层次要求。
第三，增加了基于性态的抗震设计方法一章。
关于建筑抗震性态设计，目前，仅个别国家刚刚启用，在本科教材中还未包含有这些内容。
增加此章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目前国际最新发展前沿，使本书的知识体系更为完整。
　　在本教材编写中，我们努力以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目标，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
重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首先，本教材的编写注重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的衔接能力。
例如，用Duhamel积分计算结构强迫震动（动力学理论），而用抗震设计反应谱方法计算结构最大地
震作用（工程实践），二者之间的延续关系对学生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本教材通过几个关键节点，即建筑场地类别的划分、地震波的数理统计、安全可靠度的把握等，将上
述理论与实践编织起来，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即理论源于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又
通过实践修正理论。
　　其次，注重培养学生客观辨证地认识事物的能力。
例如，本教材在编写抗震、隔震、减震技术时，客观地描述各自的优缺点，突出使用这些技术在解决
好安全与经济的矛盾、安全与适用的矛盾时各自的长处；这对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工程技术、树立工程
技术进步的科学发展观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注重培养学生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教材主要是通过例题、思考题、习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还有，注重引导学生逐步改进学习方法，以适应从基础课程学习到专业课程学习的转变；这一转变实
际是学生从“科普人”到“专业人”转变的重要一环。
例如，本教材通过对科学试验研究思路、工程做法的形成过程的描述，特别是对抗震概念设计的介绍
，有利于学生实现这种转变。
　　最后，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综合各种知识的能力、接纳新技术的能力。
本教材通过各章的概述及总结，使学生视点高、眼界宽、看得透、有办法。
本教材对发达国家抗震研究与实践进展的介绍，有利于学生适应这种知识快速更新、多学科渗透的行
业发展规律，对于学生的知识积累、今后的专业实践直至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都是人有帮助的。
　　总之，我们力图使本书成为一本知识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内容新、实用性强、特色鲜明的高等
教育精品教材。
但终究作者知识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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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编写，主要阐述建筑抗震设计理论与方法。
全书共分十章，主要内容包括：地震与抗震概论，建筑场地与地基基础，地震作用与结构抗震验算，
结构非弹性地震反应分析，多层及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设计，多层及高层钢结构房屋抗震设计，
砌体结构房屋抗震设计，单层厂房抗震设计，隔震与消能减震设计，基于性态的抗震设计方法简介。
为便于学习，每章均给出学习提要、习题及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工程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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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轴压比是影响抗震墙墙肢延性的重要因素。
轴压比超过一定限值时，很难成为延性抗震墙。
抗震墙轴压比高的部位在底部，而底部加强部位又是抗震重要部位，应有较高延性要求。
因此，尤其要限制此部位的轴压比。
　　具体要求是：对于底部加强部位，一级抗震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体平均轴压比，9度时
不宜超过0.4，8度时不宜超过0.5（高层抗震墙结构7度时也不宜超过0.5）；二级抗震墙不宜超过0.6。
底部加强部位以上的一般部位，墙体平均轴压比不宜大于底部加强部位的墙体平均轴压比。
　　注意，这里在计算轴压，N为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肢的轴压力设计值，A为墙肢截面面积，f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4.抗震墙边缘构件的设置构造要求　　抗震墙的边缘构件包括抗震墙两端及洞口两侧设置的暗柱
、端柱、翼墙、转角墙。
研究表明，抗震墙端部设置边缘构件，可以有效地改善其受压性能、增大延性。
按照边缘构件的范围和配筋要求的不同，分为约束边缘构件和构造边缘构件，前者强于后者。
　　（1）边缘构件的设置部位　　抗震墙两端和洞13两侧的边缘构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于一、二级抗震墙结构和框架一抗震墙结构中的抗震墙，应在其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的上一层墙肢
设置约束边缘构件，但当墙肢底截面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轴压比较小（即：一级9度时小于0.1
、一级8度时小于0.2、二级时小于0.3）时，这些部位可设置构造边缘构件；一、二级墙的其他一般部
位以及三、四级抗震墙结构和框架一抗震墙结构中的抗震墙，应设置构造边缘构件。
　　2）对于部分框支抗震墙结构中一、二级落地抗震墙的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的上一层墙肢，两端
应设置符合约束边缘构件要求的翼墙或端柱，洞13两侧应设置约束边缘构件；不落地的抗震墙，应在
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的上一层墙肢的两端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2）约束边缘构件的构造要求（图5.28）　　1）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和配箍特征值应符
合表5.3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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