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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区划 设计地震动是继设计思想之后的影响到桥梁抗震设

计全局的重要问题，地震作用强度是结构抗震设计中最重要

的地震动参数之一。在当前各国的桥梁抗震设计规范中采用

两种方式描述这参数， 一种方式是使用“烈度”这个量，如

我国《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另一种是直接使用地震动参

数、如美国ASHTO和Caltrans桥梁抗震设计规范。世界主要桥

梁抗震设计规范使用的地震区划图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除了我国现行区划图外，其它主要地震国家均采用了地震动

参数区划。采用烈度改进行桥梁结构抗震设计无论是在概念

上、还是在数值方面部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国正在编制的

第四代区别图已经使用了地震动参数区别。由表2还可以看到

，日本规范确定设计地震动的方法比较独特：（1）设计地震

动的概率特征十分不明显。第一级设汁地震虽有统计意义，

但仍是确定性成分较多；（2）第二级设计地震以确定性方法

规定。第一类主要参考了1923年关东地震(大陆边缘地震)第二

类主要参考了1995年阪神地震(都市直下型地震)。这与日本地

域狭小和地震类型相对比较清楚有关。 3．2场地分类 实际上

．目前各国桥梁抗震设计规范中都考虑了场地条件对设计地

震动参数的影响。具体做法是根据一定规则对场地进行分类

，然后分别结出各类别场地的地震设计反应谱。各国规范关

于场地分类的概略情况见表3。 可以看到，尽管各国规范关

于场地划分类别的数目和具体方法不同，但所依据的主要物



理参数都是场地剪切波速(或场地特征周期)和地表覆盖层厚

度。关于场地条件对设计反应谱的影响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1)ATC32建议六类场地；(2)CaItrans和ATC32先得到基岩加

速度，然后进行土层分析得到设计地震谱。 3、3地震设计诺 

各国桥梁抗震设计规范的弹性设计谱曲线示于图1图6中。可

以看出，从反应谱坐标随周期的变化关系看，各规范的走势

是相同的， 即随周期由小变大(或不变)至一个平台(最大值)

，然后逐渐衰减至与最大可用周期的一个定值。这个一致性

是由地震反应谱的定义和地震动的特性决定的。 各规范反应

谱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差别，主要是：〔1〕在短周期段，多数

规范有一个下降段、如我国《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和Caltrans规范等；也有规范无下降段，如美国的AASHTO规

范。理论上，有下降段是合理的，但无下降段的处理更简单

。实际上，我国《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下降段的拐点周

期是0.1s．一般桥梁结构的基本周期远大于此，因此，下降段

实际意义并非十分重要；(2)各规范的拐点周期取值不同，实

际上Caltrans的ARS谱是经土层反应分析得到的，是一条连续

变化的光滑曲线，根本不存在拐点；(3)各规范反应谱的平台

最大值高度不同，并且一些规范平台高度还随着场地类别变

化，如AASHTO规范、新西兰规范、欧洲规范和日本规范。

但我国规范反应谱的平台高度不随着场地变化，在即将颁布

的第四代区划图中依然如此。从地震反应谱的客观特性来说

，标准化反应谱的台阶高度是随场地类型变化的，规范标准

化反应谱的台阶高度是否随场地变化，还应综合考虑其它因

素来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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