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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84_E8_AE_BE_E8_c61_646662.htm 一、高层建筑结构计

算的基本假定 高层建筑是一个复杂的空间结构。它不仅平面

形状多变，立面体型也各种各样，而且结构形式和结构体系

各不相同。高层建筑中有框架、剪力墙和筒体等竖向抗侧力

结构，又有水平放置的楼板将它们连为整体。 这样一种高次

超静定、多种结构形式组合在一起的三维空间结构，要进行

内力和位移计算，就必须进行计算模型的简化，引入不同程

度的计算假定。简化的程度视所用的计算工具按必要和合理

的原则决定。 结构计算的基本假定为： 1．计算高层建筑结

构的内力和位移时，用弹性方法及取用结构的弹性刚度，并

考虑各抗侧力结构的共同工作。 2．框架梁及剪力墙的连梁

等构件，可按有关规定考虑局部塑性变形的内力重分布。 3

．计算结构的内力和位移时，一般情况下可假定楼板在自身

平面内为绝对刚性，但在设计中应采取保证楼面整体刚度的

构造措施。 4．下列情况宜考虑楼板在自身平面内的变形影

响： 1）、楼板整体性较弱； 来源：考试大 2）、楼板有很大

的开洞或缺口，宽度削弱； 3）、楼板平面上有较长的外伸

段； 4）、作为结构转换层的楼板，对于上述情况，须考虑

楼板实际刚度，对采用刚性楼面假定算得的结果进行调整。

5．结构计算中，各类构件均需考虑弯曲变形，构件其他变形

按有关规定考虑。对竖向荷载还宜考虑施工过程中逐层加载

的影响。 6．构件刚度的取用。 1）、框架梁的惯性矩： 现浇

板边框架梁I＝1．5I↓r 现浇板中部框架梁I＝2．0I↓r 式中I



↓r梁截面矩形部分的惯性矩。 来源：考试大 2）、连梁刚度

。框剪结构或剪力墙结构中的连梁刚度，可乘≥0．55的折减

系数。 3）、剪力墙的有效翼缘宽度。剪力墙可考虑纵墙或

横墙的翼缘作用，其有效翼缘宽度可按有关规定取用。 4）

、错位剪力墙的等效刚度。错位剪力墙（错位值a≤2．5m，a

≤8t，t为墙厚）的等效刚度应乘以折减系数0．8。 5）、折线

形剪力墙的简化处理。当折线形剪力墙的各墙段总转角≤15

°时，可按平面剪力墙考虑。 6）、壁式框架的刚域长度及

杆件的等效刚度，按有关规定取用。 二、结构转换层 现代高

层建筑向多功能和综合用途发展，在同一竖直线上，顶部楼

层布置住宅、旅馆，中部楼层作办公用房，下部楼层作商店

、餐馆和文化娱乐设施。不同用途的楼层，需要大小不同的

开间，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 建筑要求上部小开间的轴线布

置、较多的墙体，中部办公用房要小的和中等大小的室内空

间，下部公用部分，则希望有尽可能大的自由灵活空间，柱

网要大，墙尽量少。这种要求与结构的合理、自然布置正好

相反，因为结构下部楼层受力很大，即正常应当下部刚度大

、墙多、柱网密，到上部逐渐减少。 为了满足建筑功能的要

求，结构必须以与常规方式相反进行布置，上部小空间，布

置刚度大的剪力墙，下部大空间，布置刚度小的框架柱。为

此，必须在结构转换的楼层设置转换层，称结构转换层。 按

结构功能，转换层可分为三类： 1．上层和下层结构类型转

换。多用于剪力墙结构和框架－剪力墙结构，它将上部剪力

墙转换为下部的框架，以创造一个较大的内部自由空间。 2

．上、下层的柱网、轴线改变。转换层上、下的结构形式没

有改变，但是通过转换层使下层柱的柱距扩大，形成大柱网



，并常用于外框筒的下层形成较大的入口。 3．同时转换结

构形式和结构轴线布置。即上部楼层剪力墙结构通过转换层

改变为框架的同时，柱网轴线与上部楼层的轴线错开，形成

上下结构不对齐的布置。 转换层的结构形式：当内部要形成

大空间，包括结构类型转变和轴线转变时，可采用梁式、桁

架式、空腹桁架式、箱形和板式转换层；当框筒结构在底层

要形成大的入口，可以有多种转换层的形式，如梁式、桁架

式、墙式、合柱式和拱式等。 目前，国内用得最多的是梁式

转换层，它设计和施工简单，受力明确，一般用于底部大空

间剪力墙结构。当上下柱网、轴线错开较多，难以用梁直接

承托时，可以做成厚板或箱式转换层，但其自重较大，材料

耗用较多，计算分析也较复杂。 三、底部大空间剪力墙结构 

来源：www.examda.com 剪力墙结构有较多的墙体，室内不露

梁、柱，适合住宅、旅馆客房的建筑功能要求。但是，住宅

、旅馆底层需设置商店、大门厅及餐厅等大空间，这就形成

底部大空间剪力墙结构，对上部与底部之间要设置转换层进

行转换。 底部大空间剪力墙结构的布置，主要考虑两个关键

问题： 1．保证大空间层有充分的刚度，防止沿竖向刚度过

于悬殊。为此，大空间楼层应有落地剪力墙或落地筒体，其

数量满足规范规定。对于一般平面，令转换层的上下层刚度

比γ（其公式和符号见规范）在非抗震设计时，γ应尽量接

近于1，不应大于3；抗震设计时，γ应尽量接近于1，不应大

于2。即大空间层的刚度尽可能与上部标准层接近，以防止变

形集中而产生震害。 2．加强转换层的刚度与承载力，保证

转换层可以将上层剪力可靠地传递到落地墙上去。因转换层

楼面受很大内力，楼板变形显著，故其厚度不宜小于180毫米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并应采用双向上下层配筋。

楼板开洞位置要远离外侧边，不要在大空间范围内将楼板开

大洞，如需设楼、电梯间时，应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围成筒

体。除上述外，底部大空间剪力墙结构还有很多设计要求，

规范中都有规定。 四、大底盘大空间剪力墙结构 高层住宅往

往在下部楼层设置商业用房，因而形成底部大空间剪力墙结

构。这些商业用房往往扩大其面积，形成大面积裙房，裙房

多采用框架结构。这种具有大空间裙房作为底盘，上层为一

个或多个剪力墙塔楼的建筑，称为大底盘大空间剪力墙结构

，是高层商住楼的一种广泛应用的体系。 静力试验表明：杆

系－薄壁杆系三维空间分析方法可用于大底盘大空间剪力墙

结构的工程设计；主体结构的竖向荷载基本上由主体结构本

身承受，故竖向荷载内力计算时可不考虑裙房的作用；水平

荷载作用下主体结构承受总弯矩90％以上，承受总剪力80％

以上；裙房柱刚度很小，裙房所承担的剪力和弯矩主要由裙

房剪力墙所承担。 动力试验表明：底盘逐渐加大时，上部结

构与底盘的偏心距逐渐增加，由于扭转和刚度的变化，地震

反应也逐渐加大。此外，大底盘存在楼板变形和扭转的影响

。目前高层建筑资料对此种结构的适用范围、结构布置（如

大底盘的长宽与主体结构的长度比例、主体结构刚度与大底

盘刚度的变化控制、转换层应设在底盘顶层等）、构造措施

、截面设计以及结构计算等均有详细规定，可作设计参考。 

五、后浇带（后浇施工缝） 这是通过高层建筑或其它构筑物

的工程实践，表明在总体布置上或构造上采取相应措施而避

免设置变形缝，而后浇带是既可解决沉降差又可减少收缩应

力的有效措施，故在工程中应用较多。 1．解决沉降差。高



层建筑和裙房的结构及基础设计成整体，但在施工时用后浇

带把两部分暂时断开，待主体结构施工完毕，已完成大部分

沉降量（50％以上）以后再浇灌连接部分的混凝土，将高低

层连成整体。设计时基础应考虑两个阶段不同的受力状态，

分别进行强度校核。连成整体后的计算应当考虑后期沉降差

引起的附加内力。这种做法要求地基土较好，房屋的沉降能

在施工期间内基本完成。 同时还可以采取以下调整措施： 1

）、调压力差。主楼荷载大，采用整体基础降低土压力，并

加大埋深，减少附加压力；低层部分采用较浅的十字交叉梁

基础，增加土压力，使高低层沉降接近。 2）、调时间差。

先施工主楼，待其基本建成，沉降基本稳定，再施工裙房，

使后期沉降基本相近。 3）、调标高差。经沉降计算，把主

楼标高定得稍高，裙房标高定得稍低，预留两者沉降差，使

最后两者实际标高相一致。2.减小温度收缩影响。新浇混凝

土在硬结过程中会收缩，已建成的结构受热要膨胀，受冷则

收缩。混凝土硬结收缩的大部分将在施工后的头1～2个月完

成，而温度变化对结构的作用则是经常的。当其变形受到约

束时，在结构内部就产生温度应力，严重时就会在构件中出

现裂缝。在施工中设后浇带，是在过长的建筑物中，每隔30

～40米设宽度为700～1000毫米的缝，缝内钢筋采用搭接或直

通加弯做法。留出后浇带后，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可以自由收

缩，从而大大减少了收缩应力。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可以大部

分用来抵抗温度应力，提高结构抵抗温度变化的能力。后浇

带保留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月，在此期间，收缩变形可完

成30％～40％。后浇带的浇筑时间宜选择气温较低（但应为

正温度）时，可用浇筑水泥或水泥中掺微量铝粉的混凝土，



其强度等级应比构件强度高一级，防止新老混凝土之间出现

裂缝，造成薄弱部位。 来源：考试大 六、地基处理 建筑物的

地基问题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1．强度及稳定性问题。地基

的抗剪强度不足，地基会产生局部或整体剪切破坏。 2．压

缩及不均匀沉降问题。在上部结构自重及外荷载作用下产生

过大变形，影响正常使用或因不均匀沉降使结构开裂破坏。

3．地基的渗漏量或水力比降超过容许值时，会发生水量损失

，或因潜蚀和管涌而可能导致失事。 4．地震机器以及车辆

的振动、波浪作用和爆破等动力荷载可能引起地基土特别是

饱和无粘性土的液化、失稳和震陷等危害。当建筑物的天然

地基存在上述问题时，即须采用地基处理措施以保证建筑物

的安全与正常使用。 地基问题的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到整个

工程质量、投资和进度，因此其重要性日益明显。我国地域

辽阔，在各种地基土中，不少为软弱土和不良土，因此新建

工程中越来越多地遇到不良地基，地基处理的要求也就越来

越迫切和广泛。地基处理的方法很多，大致可分为排水固结

法、振密挤密法、置换拌入法、灌浆法、加筋法、冷热处理

法、托换技术及其它。可根据不同地基情况进行选用。 七、

浅基础 1．墙下条形基础。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1）、刚性

条形基础：是墙基础中常见的形式，通常用砖或毛石砌筑。

为保证基础的耐久性，砖的强度等级不能太低，在严寒地区

宜用毛石；毛石需用未风化的硬质岩石。砌筑的砂浆，当土

质潮湿或有地下水时要用水泥砂浆。刚性基础台阶宽高比及

基础砌体材料最低强度等级的要求，有规范规定。 2）、墙

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当基础宽度较大，若再用刚性基础

，则其用料多、自重大，有时还需要增加基础埋深，此时可



采用柔性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使宽基浅埋。如果地基不均

匀，为增强基础的整体性和抗弯能力，可采用有肋梁的钢筋

混凝土条形基础，肋梁内配纵向钢筋和箍筋，以承受由不均

匀沉降引起的弯曲应力。 2．独立基础。 是柱基础中最常用

和最经济的形式。也可分为刚性基础和钢筋混凝土基础两大

类。刚性基础可用砖、毛石或素混凝土，基础台阶高宽比（

刚性角）要满足规范规定。一般钢筋混凝土柱下宜用钢筋混

凝土基础，以符合柱与基础刚接的假定。 3．柱下梁式基础

。 同一排上若干柱子的基础联合在一起，就成为柱下条形基

础。此种基础有相当大的抗弯刚度，不易产生太大的挠曲，

故基础上各柱下沉较均匀。当土的压缩性或柱荷载分布在两

个方向上都很不均匀，为了扩大底面积和加大基础空间刚度

以调整不均匀沉降，可在柱网下纵横两个方向设梁，成为柱

下交叉梁基础。 4．筏形基础。 用于多层与高层建筑，分平

板式和梁板式。由于其整体刚度相当大，能将各个柱子的沉

降调整得比较均匀。 5．箱形基础。 由钢筋混凝土底板、顶

板和纵横墙体组成的整体结构，其抗弯刚度非常大，只能发

生大致均匀的下沉，但要严格避免倾斜。箱形基础是高层建

筑广泛采用的基础形式。但其材料用量较大，且为保证箱基

刚度要求设置较多的内墙，墙的开洞率也有限制，故箱基作

为地下室时，对使用带来一些不便。因此要根据使用要求比

较确定。 八、深基础 当浅层土质不良，无法满足建筑物对地

基变形和强度方面的要求时，可以利用下部坚实土层或岩层

作为持力层，采取有效的施工方法建造深基础。 1．桩基础

。 由基桩和联接于桩顶的承台共同组成。若桩身全部埋于土

中，承台底面与土体接触，则称为低承台桩基；若柱身上部



露出地面而承台底位于地面以上，则称为高承台桩基。建筑

桩基通常为低承台桩基础。高层建筑中，桩基础应用广泛，

其特点为： 1）、桩支承于坚硬的（基岩、密实的卵砾石层

）或较硬的（硬塑粘性土、中密砂等）持力层，具有很高的

竖向单桩承载力或群桩承载力，足以承担高层建筑的全部竖

向荷载（包括偏心荷载）。 2）、桩基具有很大的竖向单桩

刚度（端承桩）或群刚度（摩擦桩），在自重或相邻荷载影

响下，不产生过大的不均匀沉降，并确保建筑物的倾斜不超

过允许范围。 3）、凭借巨大的单桩侧向刚度（大直径桩）

或群桩基础的侧向刚度及其整体抗倾覆能力，抵御由于风和

地震引起的水平荷载与力矩荷载，保证高层建筑的抗倾覆稳

定性。 4）、桩身穿过可液化土层而支承于稳定的坚实土层

或嵌固于基岩，在地震造成浅部土层液化与震陷的情况下，

桩基凭靠深部稳固土层仍具有足够的抗压与抗拔承载力，从

而确保高层建筑的稳定，且不产生过大的沉陷与倾斜。常用

的桩型主要有预制钢筋混凝土桩、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桩、钻

（冲）孔灌注桩、人工挖孔灌注桩、钢管桩等，其适用条件

和要求在《建筑桩基技术规范》中均有规定。 2．沉井基础

。 沉井是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制成的井筒

结构物。施工时，先就地制作第一节井筒，然后用适当的方

法在井筒内挖土，使沉井在自重作用下克服阻力而下沉。随

着沉井的下沉，逐步加高井筒，沉到设计标高后，在其下端

浇筑混凝土封底，如沉井作为地下结构物使用，则在其上端

再接筑上部结构；如只作为建筑物基础使用的沉井，常用素

混凝土或砂石填充井筒。 3．地下连续墙。 按顺序在土中钻

、挖、冲孔成槽，安放钢筋网（笼），浇灌混凝土而逐步形



成的墙称为地下连续墙，这种施工工艺开始用作为截水止漏

的防渗墙，逐渐演变为新的地下墙体和基础类型。它承担侧

壁的土压力和水压力，又起着把上部结构的荷载传递至地基

持力层的作用。既可用于高层建筑的多层地下室，又可用于

船坞工程和各种地下结构中。 九、地震及震源和震中 地壳是

由各种岩层组成的。由于地球在其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内部存

在大量的能量，地壳中的岩层在这些能量所产生的巨力作用

下，使原来成水平状态的岩层发生形变，出现褶皱；随着地

应力的逐渐加剧，岩层构造变动也逐渐加剧，当岩层薄弱部

位的岩石强度承受不了强大力作用时（或者说其应变已超过

了岩石所能容忍的应变时），岩层发生了突然的断裂和猛烈

的错动，此时，岩层在构造变动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应变能突

然得到释放，并以弹性波的形式传到地面，产生强烈的地面

运动，此即为构造地震。 因其在各种地震中占绝大多数，且

影响最大，故一般把构造地震简称为地震。除构造地震外，

还有由于火山爆发、溶洞塌陷、水库蓄水、核爆炸等原因引

起的地震，这些地震和构造地震相比，其影响小、频度低。 

地壳岩层发生断裂产生剧烈的相对运动的地方叫震源。震源

正上方向的地面位置叫震中。由震中到观测点的距离叫震中

距。一般把震源距地面的深度小于60km的地震称为浅源地震

，深度为60～300km的地震称为中源地震，深度大于300km的

地震称为深源地震。 我国除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个别地区有

深度为400～600km的深源地震外，绝大部分属于浅源地震。

一般说对于同样大小的地震，浅源地震波及面小而破坏程度

大，深源地震则相反。多数破坏性地震发生于较浅的地方，

深度大于100km的地震在地面上不致引起灾害。由于我国地



震2／3发生在大陆地区，而且绝大多数是震源深度为20

～30km的浅源地震，故对地面建筑物和工程设施的破坏较重

，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 十、震

级 是反映一次地震大小的级别。震级M的原始定义是的1935

年里希特给出的： M＝logA A是标准地震仪（周期为0．8秒

、阻尼系数为0．8、放大倍数为2800倍的地震仪）在距震

中100km 处记录的以μm（10↑（－3）mm）为单位的最大

水平地动位移。例如，在上述条件下测得的A值为10000μm

，取其对数等于4，这次地震即定义为4级。震级直接与震源

释放出来的能量大小有关。不同震级M与所释放出来的能量E

（尔格，1尔格：10↑（－7）焦耳）有如下关系： log10E

＝11．8 1．5M 按此式推算，震级每增加一级，地震波能量增

加32倍。2级以下地震称为微震，人们感觉不到；2～4级地震

称为有感地震；5级以上地震统称为破坏性地震；7级以上的

称为强烈地震；8级以上的称为特大地震。至今已发生的最大

震级为8．9级。 来源：考试大 十一、基本烈度 百考试题－全

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众值烈度及罕遇烈度 基本烈

度指某一地区今后一定时期内在一般场地条件下可能遭受的

较大烈度。其实质是某地区今后一定时间内的震害预报，同

时也是抗震设防设计的依据。 基本烈度的确定是地震主管部

门以我国的地震危险区为基础，考虑了地震烈度随震中距增

加而衰减的统计分析，结合历史地震调查，制定了我国的地

震烈度区划图，烈度区划图中划定的烈度即为基本烈度。一

个地区发生的地震是随机事件，而地震烈度更是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只能用概率分布规律来描述。 我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上标定的基本烈度，其概率上的定义为50年设计基准期内具



有超越概率为10％的保证率。众值烈度又称常遇烈度或多遇

烈度，是该地区出现频度最高的烈度，相当于概率密度曲线

上峰值时的烈度，故称众值烈度。具有超越概率为63％的保

证率。多遇烈度（众值烈度）比基本烈度低1．5度（严格地

说低1．55度）。 罕遇烈度：在设计基准期内，遭遇大于基本

烈度的大烈度震害的小概率事件还是可能发生的。随着基本

烈度的提高，大震烈度增加的幅度有所减少，不同基本烈度

对应的大震烈度的定量标准也不应相同。通过对43个城市地

震危险性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经济实况，可粗略地将50年超

越概率2％～3％的烈度作为罕遇地震的概率水平：当基本烈

度为6度时为7度强，7度时为8度强，8度时为9度弱，9度时

为9度强。 十二、近震和远震 在相同烈度和相同场地条件下

的某一地区，当处在中等地震（例如震级M：5．5）的震中

区和处在大地震（例如震级M：7．5）距震中较远处（例如

震中距为50km），其所受到的破坏作用很不相同。 这是因为

长周期地震波比短周期地震波随距离增加衰减得轻，刚性结

构在震中的破坏大于震中距远的地方，而高柔结构则相反。

此外，同一烈度而地震持续时间不同，震害也不同。例如震

级为8级，震中距远的8度区，地震持续时间常达40s以上，而

震级为6级，震中区附近的8度区，地震持续时间仅几秒，两

者震害很不相同。相同烈度下这种不同地震破坏作用，实质

上反映了频谱特性或反应谱的差异。故有必要区分在相同烈

度条件下震级或震中距不同时的反应谱差异。经统计，不同

震级M时，地震烈度I与震中距D（以km计）的关系为： I＝0

．92＋1．63M－3．49logD 而在震中区为： I＝0．24 1．29M 

规范规定：当某地区是受震中烈度与该地区给定的基本烈度



相等或比它大一度的地震影响时，称为近震；当某地区是受

震中烈度比该地区给定的基本烈度大二度或二度以上的地震

影响时，称为远震。按现行烈度区划图，我国绝大多数地区

只考虑近震影响。 十三、场地 指建筑物所在地，其范围大体

相当于厂区、居民点和自然村的区域，并具有相近的反应谱

特性；场地类别系按场地土类型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对场地地

震效应的一种划分，作为表征场地条件的指标。场地土指场

地范围内的地基土；场地土类型系场地上刚度的一种划分，

不能单独作为表征场地条件的指标。场地覆盖层厚度指地面

至剪切波速大于500m／s土层或坚硬土层面的距离。 场地土

类型可采用剪切波速分类法或近似分类法，当为多层土时用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值划分。场地类别按场地土类型和场地覆

盖层厚度划分成I～Ⅳ四类，按规范表格划分。当有充分依据

时可以适当调整。当用桩基或深基础时不改变原有场地类别

。建筑场地的选择应根据工程需要，掌握地震活动情况和工

程地质的有关资料，作出综合评价；宜选择对建筑抗震有利

的地段，避开对建筑抗震不利的地段，不应在对建筑抗震危

险的地段建造甲、乙、丙类建筑。 十四、土层的卓越周期 设

基岩为弹性半无穷体，其剪切模量为G↓岩，密度为P↓岩，

横波在其中通过的波速为V↓（s岩）；其上覆盖厚度为H的

水平土层，土层的剪切模量为G↓土，密度为P↓土，横波在

其中通过的波速为V↓（s土）。根据理论分析，假如有个自

基岩发射出来的正弦波形的弹性波，经过土层到达地面的振

幅与基岩振幅的比值可用下式表达： 式中 为岩土阻抗比。当

表土层刚度比基岩小，即K＜1时，一般情况下β＞1，地面振

幅比基岩中的大；当表土层刚度比基岩大，即K＞1时，一般



情况下β＜1，地面振幅比基岩中的小。当岩基上覆盖着软土

层时，振幅放大系数β有些类似于单质点系共振曲线，在

ωH／V↓（s土）＝π／2时，β出现峰值，相应的周期为： 

一般称此为土层卓越周期，是场地的重要动力特性之一。一

般来说，地基上土卓越周期只是在土层数少、相邻土层的波

传播速度差别较大时才较明显。至于考虑土的阻尼作用以及

强震时土的变形非线性关系之后，问题就更加复杂。尽管如

此，卓越周期公式说明，地震对结构的破坏作用除了地震烈

度大小之外，所在地的地基土质情况如土的刚度及土层覆盖

厚度是很重要因素。一般软弱地基地面运动振幅大，卓越周

期长，持续时间亦长，对柔性结构不利，建筑物震害有加重

趋势，这是由于建筑物发生类共振现象所致，在结构抗震设

计中，应使结构的自振周期避开卓越周期，以免产生共振现

象。 十五、地基液化 地震时饱和砂土地基会发生液化现象，

造成建筑物的地基失效，发生建筑物下沉、倾斜甚或倒塌等

现象。地基土的承载能力主要来自土的抗剪强度，而砂土或

粉土的抗剪强度主要取决于土颗粒之间形成的骨架作用。 饱

和状态下的砂土或粉土受到振动时，孔隙水压力上升，土中

的有效应力减小，土的抗剪强度降低。振动到一定程度时，

土颗粒处于悬浮状态，土中有效应力完全消失，土的抗剪强

度为零。土变成了可流动的水土混合物，此即为液化。 饱和

砂土或粉土液化除了地震的振动特性外，还取决于土的自身

状态： 1．土饱和，即要有水，且无良好的排水条件； 2．土

要足够松散，即砂土或粉土的密实度不好； 采集者退散 3．

土承受的静载大小，主要取决于可液化土层的埋深大小，埋

深大，土层所受正压力加大，有利于提高抗液化能力。 此外



，土颗粒大小，土中粘粒含量的大小，级配情况等也影响到

土的抗液化能力。在地震区，一般应避免用未经加固处理的

可液化土层作天然地基的持力层。 十六、三水准的地震设防

目标 为贯彻执行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使建筑经抗震

设防后，减轻建筑的地震破坏，避免人员伤亡，减少经济损

失，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能力，规范提出地震设防的三个水

准是，第一水准：当遭受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

响时，建筑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即“小

震不坏”。第二水准：当遭受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建筑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即

“中震可修”。第三水准：当遭受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预

估的罕遇地震时，建筑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即“大震不倒”。 十七、抗震的二阶段设计 用此二阶段设

计来实现三水准的设防目标。第一阶段设计是为了保证在设

防烈度地震影响下结构满足预定的设计要求。采用按第一水

准的地震动参数计算结构的弹性地震作用和相应的地震作用

效应作为标准值，采用分项系数表达式进行结构构件的截面

设计。这样，既满足了在第一水准下有必要的强度可靠度，

又满足第二水准的设防要求（损坏可修）。对大多数结构来

说，可只进行第一阶段设计，而通过概念设计和抗震构造要

求来满足第三水准的设计要求。第二阶段设计，即薄弱部位

和地震时易倒塌的柔性建筑物，除进行第一阶段设计外，尚

需进行第二阶段设计，以找出薄弱部位，采取相应构造措施

，以防止倒塌，实现第三水准的设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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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