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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抗震设防的多层商住建筑，底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大空

间商店，上部为小开间砖房或砌块建筑。结构设计中有的未

作纵横两方面的抗震验算（包括承载力和变形），有的仅作

了横向底层框架的验算，而纵向却按一般连续梁计算。在构

造上，有些设计忽视了在底层纵横方向设置一定数量的抗震

墙，或只有横向抗震墙，使整幢建筑上刚下柔，或横刚纵柔

；地震作用下即容易产生较大的弹塑性变形。如果框架柱箍

筋间距太大，特别是在柱上、下端箍筋没有按规范要求进行

加密时，其破坏就更加严重。此类建筑即使是全框架结构，

从震害的调查来看，也有许多同样的破坏情况。抗震结构在

总体布置上有两大忌：一是上部刚度大，底层仅有柱的鸡腿

式建筑；二是平面刚度不均匀，产生大扭转的建筑。两者在

设计上全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有足够剪力墙或有核心筒的建

筑，对维持整体稳定有利，并很大程度上减弱框架的受力；

对一般建筑尽可能做框剪结构，避免做纯框架结构，以节约

建筑材料。 2 常见问题 1）抗震设防不当 商住多层建筑近年

来在中、小城市中很常见，即将一层作商场，然后在其上建

造住宅或写字楼等建筑。此种结构形式实际计算属下柔上刚

，对抗震极为不利，如果不加抗震墙，做成底层纯框架而上

部砖混的结构，在地震区将存在一些问题。 除底层不设抗震

墙外，此类建筑还有超高和超层问题。如某农贸市场设层

高3.2m的“半地下室”1层（南面开敞，在地面以上，北面埋



入土内），市场部分层高为6.5m，并在周边设置夹层（实际

应算作两层，而其中间部分为1层，结构上按复式框架考虑）

，其上为6层2.8m高的住宅，因此总高度达26.5m，总层数为8

～9层，超过《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2001）》（以下

简称《抗规》）中此类建筑在七度地震区总高度≤22m和总

层数≤7层的规定。而且由于商场在使用上的要求，框架梁的

跨度及荷载都较大，使得梁的截面尺寸较大，而中间柱高度

相对较高，从而使得梁的刚度较大，而按《抗规》要求，抗

震结构体系中的混凝土构件，应避免剪切先于弯曲破坏，混

凝土的压溃先于钢筋屈服，钢筋锚固粘结先于构件破坏，因

此违背了“强剪弱弯、强柱弱梁和强节点”的设计准则。综

观某县级市的多个农贸市场及其它大底盘的商住建筑，包括

正在建设中的大底盘商住建筑，或多或少均存在上述问题，

其设计思路仍然沿用非地震区的设计思路，如遇地震灾害，

则上述大底盘建筑因结构上未设防或设防不当，其后果将变

得非常严重。 2）建筑布置不合理 《抗规》第3.4.2条明确规

定“建筑及其抗侧力结构的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并应具

有良好的整体性；建筑的立面和竖向剖面宜规则，结构的侧

向刚度宜均匀变化，竖向抗侧力构件的截面尺寸和材料强度

宜自下而上逐渐减少，避免抗侧力结构的侧向刚度和承载力

突变”。但在实际工作中，建筑布置的合理性往往被忽视。

目前的一些建筑设计，由于仍沿袭不设防时的设计思路，将

抗震基本要求搁置一边，为片面追求建筑效果，将底层框架

房屋平面上多处凹进凸出，导致各部分质量极不均匀，建筑

物外纵墙多处被人为割断，严重影响抗震刚度。此外，在立

面上又设置了许多不利于抗震的装饰物，如某公寓女儿墙竟



高达3m以上。，如果上述问题解决得不好，抗震设防问题就

会越积越多，一旦发生大地震，代价将会十分惨重。 3）人

为因素 抗震设防问题设计人一定要重视，应当严格遵守《抗

规》的相关要求进行设计。在日常设计中注意下面的情况： a

）仔细理解规范的要求，搞清楚底框结构在地震时的破坏情

况。上面几层砌体结构，由于开间小、横墙多，不仅重量大

，侧移刚度也大，而底层框架侧移刚度比上层小得多。刚度

的急剧变化使得在结构刚柔交接处，应力高度集中，在柱端

产生塑性铰，并使房屋的变形集中发生在相对薄弱的底层。

这种比较薄弱的底层或中间层，可称之为“软层”，对于这

种“软层”在抗震设计中应引起足够重视。 b）底层框架一

般为大空间的公共建筑，由于使用功能上的需要，在客观上

给纵横抗震墙的布置带来了不少困难。 c）设计人有时未作详

细计算，仅凭习惯上的概念，错误地认为底层框架的侧向刚

度一定比砖房好，纵向框架侧向刚度一定比横向好，而实际

上并非如此。 3 防治措施对于底层框架抗震墙的砖房，底层

框架抗震墙和上部砖房部分均具有一定的抗震能力，但这两

部分不同承重和抗侧力体系之间的抗震性能是有差异的，而

且其过渡楼层的受力也比较复杂。为了使这类房屋的抗震设

计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和“大震不倒”的抗震

设防目标，其防治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底

层框架砖房的底层，不应采用纯框架结构。结构设计人员要

及早介入建筑方案与初步设计，并和建筑工种与建设单位反

复协商，在不影响或少影响功能的前提下，使纵横外墙、室

内分隔墙等尽量对称，并均匀地在纵横两个方向设置一定数

量的抗震墙，使上层与底层的纵横向侧移刚度比，能够满足



规范要求。根据《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2001）》条

文说明，底层设置一定数量抗震墙的框支墙梁房屋模型振动

台试验表明，其抗震性能不仅不比同样层数的多层房屋低，

甚至还要好些。所以，在底框结构中合理设置一些抗震墙是

非常重要的。 2）底部剪力法仅适用于刚度比较均匀的多层

结构，对于具有薄弱底层的底层框架砖房，应考虑塑性变形

集中的影响。另外，经分析知道提高软层的屈服强度可以减

少软层塑性变形的集中。因此，底部剪力法对底层地震剪力

要乘以一个1.2～l.5的增大系数。 3）底层框架砖房的剪力分

配不能按照框架抗震墙的方法进行，因为底层框架砖房只有

底层是框架抗震墙，且底层还有塑性变形，所以要采取双保

险的办法。对抗震墙要使其承担全部剪力，对框架要按刚度

比分配，不过要注意，在刚度计算时框架是按弹性计算的，

而抗震墙开裂后刚度会退化。据有关试验数据得知，其刚度

将下降到弹性刚度的20～30％。 4）底房框架柱应考虑地震的

倾复力矩引起的附加轴力。 5）在底层框架砖房的上层，构

造上仍应设置构造柱，并应每层设置圈梁，底层的顶板应为

现浇或装配整体式楼盖。软层中的柱，特别是结构刚柔相接

的地方，要避免出现塑性铰。 6）设计人员要转变设计思路

，提高设计部门及设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尽快走出“不设防

”的误区。要在严格执行《抗规》的前提下，在合理的平面

布置上多做文章，同时设计单位可安排专人严把抗震设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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