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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参与了600多项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新建工程和已

建加层改造工程，有多层建筑和高层建筑，有住宅、商住、

综合、学校、医院、工厂、市政工程，有砌体、钢筋 混凝土

、底框砖混等结构)的抗震设计审查，从中发现如下一些普遍

性问题。 (1)缺乏岩土工程勘察资料或资料不全。有的在扩初

设计阶段还缺建筑场地岩土工程的勘察资料，有的在扩初设

计会审之后就直接进入了施工图设计，有的在规划设计或方

案设计会审后就直接进入了施工图设计。无岩土工程勘察资

料，设计缺少了必要的依据。 (2)结构的平面布置。外形不规

则、不对称、凹凸变化尺度大、形心质心偏心大，同一结构

单元内，结构平面形状和刚度不均匀不对称，平面长度过长

等。 (3)一个结构单元内采用两种不同的结构受力体系。如一

半采用砌体承重，而另一半或局部采用全框架承重或排架承

重；底框砖房中一半为底框，而另一半为砖墙落地承重［这

种情况常发现在平面纵轴与街道轴线相交的住宅，其底层为

商店，设计成一半为底框砖房(有的为二层底框)，而另一半

为砖墙落地自承，造成平面刚度和竖向刚度二者都产生突变

，对抗震十分不利］。 (4)底框砖房超高超层。如1996年，对

在杭设计单位作的一次专题普查，发现有69幢底框砖房超高

超层。新项目亦普遍存在此现象，1999年某地块住宅竣工交

付使用验收中发现有三幢底框砖房超高超层，甚至有超三层

的。 (5)抗震设防标准掌握不当。有一些项目擅自提高了设防



标准，按照《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95)》划分应

属六度设防的，但设计中提高了一度按七度设防，提高了建

筑抗震设防标准，将会增加工程投资；有的项目严格应按七

度采取抗震措施的，但设计中又按六度设防，减低了抗震设

防标准，不利抗震。 (6)结构的竖向布置。在高层建筑中，竖

向体型有过大的外挑和内收，立面收进部分的尺寸比值B1/B

不满足≥0.75的要求。 (7)抗震构造柱布置不当。如外墙转角

处，大厅四角未设构造柱或构造柱不成对设置；以构造柱代

替砖墙承重；山墙与纵墙交接处不设抗震构造柱；过多设置

抗震构造柱等。 (8)框架结构砌体填充墙抗震构造措施不到位

。砌体外围护墙砌筑在框架柱外又没有设置抗震构造柱，框

架间砌体填充墙高度长度超过规范规定要求又没有采取相应

构造措施。 (9)结构其他问题。有的底层无横向落地抗震墙，

全部为框支或落地墙间距超长；有的仅北侧纵墙落地，南侧

全为柱子，造成南北刚度不均；有的底层作汽车库，设计时

横墙都落地，但纵墙不落地，变成了纵向框支；还有的底框

和内框砌体住宅采用大空间灵活隔断设计，其中几乎很少有

纵墙。不少地方都采用钢筋混凝土内柱来承重以代替砖墙承

重，实际上将砖混结构 演变为内框架结构，这比底框砖房还

不利，因内框砖房的层数、总高度控制比底框砖房更严，因

此存在着严重抗震隐患。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引起目

前大多数结构工程师的重视。 (10)平面布局的刚度不均。抗

震设计要求建筑的平、立面布置宜规正、对称，建筑的质量

分布和刚度变化宜均匀，否则应考虑其不利影响。但有的平

面设计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一边进深 大，一边进深小；一边

设计大开间，一边为小房间；一边墙落地承重，一边又为柱



承重。平面形状采用L、π形不规则平面等，造成了纵向刚度

不均，而底层作为汽车库的住宅，一侧为进出车需要，取消

全部外纵墙，另一侧不需进出车辆，因而墙直接落地，造成

横向刚度不均。这些都对抗震极为不利。 (11)防震缝设置。

对于高层建筑存在下列三种情况时，宜设防震缝：①平面各

项尺寸超过《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JGJ

3-91)》中表2.2.3的限值而无加强措施；②房屋有较大错层；

③各部分结构的刚度或荷载相差悬殊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

但有的竟未采取任何抗震措施又未设防震缝。 (12)墙体局部

尺寸限值。在抗震设计规范中对此有专门的限制性规定，这

是从宏观上保证砌体房屋安全度的有效措施。但发现有承重

窗间墙最小宽度＜1.0m(六度设防)；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

边的最小距离＜1.0m；非承重墙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

距离＜1.0m， 甚至只有几十厘米等情况，片面追求开敞明亮

却忽视了房屋的抗震安全。 (13)同一结构单元基础形式不同

。有关规范、规程中规定了“同业结构单元中不宜部分采用

天然地基，部分采用桩基”，“高层建筑在同一结构单元内

，不宜采用局部箱形基础”，但发现有高层建筑部分采用桩

基，部分又采用天然地基(主要指裙房部分)；同一结构单元

内，部分有地下室，部分无地下室的情况。 (14)基础的埋置

深度。有关规程明确规定，采用天然地基时基础埋置深度不

小于建筑高度的1/12，采用桩基时可不小于建筑高度的1/15，

桩的长度不计在埋置深度内。但发现有的设计人员忽视了基

础的埋置深度必须满足地基变形和稳定的要求，在选择天然

地基时或是桩基时都达不到上述规定的要求。 (15)结构抗震

等级掌握不准。有的提高了，而有的又降低了，主要是对场



地土类型、结构类型、建筑高度、设防烈度等因素综合评定

不准造成。 (16)阁楼问题。其内收外墙不是支撑在墙上，而

是支撑在楼板上，又未采取任何其他抗震构造措施。 2 问题

的原因 上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识方面的原因(

如杭州虽属六度地震区，但在新规范(GBJ 11-89)未颁布前是

不抗震设防的，故存在着麻痹思想)，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原因，有设计人员忽视了抗震概念设计方

面的原因(未能从整体、全局上把握好)，有法律建设方面的

原因(在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方面缺乏国家政府法律依据，特别

是处罚方面)，有工程抗震设计会审方面的原因(缺乏系统过

程抗震设计审查)，还有设计人员的水平(有的设计人员从大

学到工作单位都未系统学习过抗震设计规范)和其他原因等。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倘若不能得到改正，势必对建筑物的

安全带来隐患。最近，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杭州市人民政

府令第149号《杭州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办法》，从1999

年1 2月28日发布之日起施行；2月14日《中国建设报》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从1月30日起施行。希望能借这个东风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

质量，保证按规定进行抗震设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