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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建筑抗震设计计算的方法，并列举了丰富的设计计算实例，方便读者理解、
掌握。
全书共分为十一章，内容包括：抗震设计概述，建筑场地、地基和基础，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
砌体房屋，钢筋混凝土房屋，钢结构房屋，底部框架房屋和内框架房屋，空旷房屋，土、木、石结构
房屋，建筑隔震、消能减震和非结构构件，建筑抗震设计常用数据等。
    本书可供建筑工程设计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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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建筑场地、地基和基础　　第一节　建筑场地　　二、建筑场地选用　　在具有不同工
程地质条件的场地上，建筑物在地震中的破坏程度是明显不同的，故而，选择对抗震有利的场地和避
开不利的场地进行建设，就能大大地减轻地震灾害。
另一方面，由于建设用地受到地震以外的许多因素的限制，除了极不利和有严重危险性的场地以外往
往是不能排除其作为建设用场地的。
这样就有必要按照场地、地基对建筑物所受地震破坏作用的强弱和特征进行分类，以便按照不同场地
特点采取抗震措施。
这就是地震区场地选择与分类的目的。
　　在选择建筑场地时，应根据工程需要，掌握地震活动情况和工程地质的有关资料，做出综合评价
，宜选择有利的地段、避开不利的地段，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适当的抗震措施；不应在危险地段建造
甲、乙、丙类建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规定，场地内有发震断裂时，应对断裂的工程影响进行评估。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不考虑发震断裂错动对地面建筑的影响：　　（1）抗震设防烈度小于8度。
　　（2）非全新世活动断裂。
　　（3）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9度的隐伏断裂，前第四纪基岩以上的土层覆盖厚度分别大于60m
、90m。
　　当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应避开主断裂带。
根据国内外地震断裂破裂宽度的资料，《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给出表11-18所列的避让距离。
　　对于岩石地基的陡坡、陡坎等，从国内几次大地震的宏观调查资料来看，震害对其未见有明显的
加重，因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没有将其列入不利地段中。
但对于岩石地基的高度达数十米的条状突出的山脊和高耸孤立的山丘，由于鞭鞘效应明显，振动有所
加大，烈度仍有增高的趋势。
所谓局部突出地形主要是指山包、山梁和悬崖、陡坎等，情况比较复杂，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地
震动参数的放大作用都做出具体的规定是很困难的。
从宏观震害经验和地震反应分析结果所反映的总趋势，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高突地形距离基
准面的高度愈大，高处的反应愈强烈；②离陡坎和边坡顶部边缘的距离愈大，反应相对减小；③从岩
土构成方面看，在同样地形条件下，土质结构的反应比岩质结构大；④高突地形顶面愈开阔，远离边
缘的中心部位的反应是明显减小的；⑤边坡愈陡，其顶部的放大效应相应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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