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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6_8A_97_E9_c58_449574.htm 两年前发生在我国

新疆的地震仍让我们记忆犹新，南亚一场地震又死亡了超

过79000人，经济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加之印尼发生的海啸，

美国遭受飓风，大自然无情地向我们展示了它十足的破坏力

。虽然我国周边海区浅、外岛多，发生大规模海啸的可能性

不大，但地震在近100年中却频繁在我国发生，如何防震抗灾

正切实地考验着我国的综合国力水平。 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数

据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

、分布广，是一个震灾严重的国家。20世纪以来，中国共发

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遍布除贵州、浙江两省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以外的所有行政区域。自1900年以来，中国死于地震

的人数达55万之多，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53%%；1949年以

来，100多次破坏性地震造成27万余人丧生，占全国各类灾害

死亡人数的54%%，地震成灾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房屋倒

塌达700万间。 此外，据有关部门预测，我国未来50年除江南

地区几个省外，均可能发生地震。面对如此大范围的地震可

能，作为城市的必要构成建筑物，又是如何在预防地震的呢

？ 我国发布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城市抗震

防灾规划管理规定》等国家标准，对建筑物抗震设防分类、

责任划归、防灾规划均有具体划分。《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

理规定》的第八条有如下规定：当遭受多遇地震时，城市一

般功能正常；当遭受相当于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时，城市一

般功能及生命线系统基本正常，重要工矿企业能正常或者很



快恢复生产；当遭受罕遇地震时，城市功能不瘫痪，要害系

统和生命线工程不遭受严重破坏，不发生严重的次生灾害。 

对于城市而言，更可怕的是火灾、毒气污染、瘟疫、冻伤等

地震次灾害。所以在抗震设防时，如疾病控制中心等建筑均

会相应提高设计等级。据记者了解，北京作为8度抗震设防区

，其设防能力基本可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而且近年来对首都圈的建筑已经全部加固过。比如砖混

结构建筑在拐角加入构造柱，楼板间也多加有抗震直拉钢筋

。同时，随着抗震性能更为优秀的钢结构建筑逐步推广，北

京的高层建筑的防震能力将有显著提升。 总体看来，我国在

抗震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上做得比较充分，但具体还要看

执行人员是否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操作。有业内人士称：“如

果建筑地可能发生烈度高的地震，其设防成本必然上升，再

加上有些地方设计人员、施工单位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达到标

准，那就不是简单的设防等级降低的问题。建筑抗震工作不

应局限于标准的制定，相关单位如何有效保证标准实施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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