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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82_E5_BB_BA_E7_c57_647113.htm 一、高层建筑发展概

况 80年代，是我国高层建筑在设计计算及施工技术各方面迅

速发展的阶段。各大中城市普遍兴建高度在100m左右或100m

以上的以钢筋为主的建筑，建筑层数和高度不断增加，功能

和类型越来越复杂，结构体系日趋多样化。比较有代表性的

高层建筑有上海锦江饭店，它是一座现代化的高级宾馆，总

高153.52m，全部采用框架一芯墙全钢结构体系，深圳发展中

心大厦43层高165.3m，加上天线的高度共185.3m，这是我国

第一幢大型高层钢结构建筑。进入90年代我国高层建筑结构

的设计与施工技术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结构体系及建筑材

料出现多样化而且在高度上长幅很大有一个飞跃。深圳

于1995年6月封顶的地王大厦，81层高，385.95m为钢结构，它

居目前世界建筑的第四位。 二、建筑抗震的理论分析 （一）

建筑结构抗震规范 建筑结构抗震规范实际上是各国建筑抗震

经验带有权威性的总结，是指导建筑抗震设计（包括结构动

力计算，结构抗震措施以及地基抗震分析等主要内容）的法

定性文件它既反映了各个国家经济与建设的时代水平，又反

映了各个国家的具体抗震实践经验。它虽然受抗震有关科学

理论的引导，向技术经济合理性的方向发展，但它更要有坚

定的工程实践基础，把建筑工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容不得

半点冒险和不实。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规范中的条文有

的被列为强制性条文，有的条文中用了“严禁，不得，不许

，不宜”等体现不同程度限制性和“必须，应该，宜于，可



以”等体现不同程度灵活性的用词。 （二）抗震设计的理论

1、拟静力理论。拟静力理论是20世纪10~40年代发展起来的

一种理论，它在估计地震对结构的作用时，仅假定结构为刚

性，地震力水平作用在结构或构件的质量中心上。地震力的

大小当于结构的重量乘以一个比例常数（地震系数）。 2、

反应谱理论。反应谱理论是在加世纪40~60年代发展起来的，

它以强地震动加速度观测记录的增多和对地震地面运动特性

的进一步了解，以及结构动力反应特性的研究为基础，是加

理工学院的一些研究学者对地震动加速度记录的特性进行分

析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3、动力理论。动力理论是20世

纪70－80年广为应用的地震动力理论。它的发展除了基于60

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试验技术的发展外，人们对各类

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线性与非线性反应过程有了较多的了解

，同时随着强震观测台站的不断增多，各种受损结构的地震

反应记录也不断增多。进一步动力理论也称地震时程分析理

论，它把地震作为一个时间过程，选择有代表性的地震动加

速度时程作为地震动输入，建筑物简化为多自由度体系，计

算得到每一时刻建筑物的地震反应，从而完成抗震设计工作

。 三、高层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一）抗震措施 在对结构的抗

震设计中，除要考虑概念设计、结构抗震验算外，历次地震

后人们在限制建筑高度，提高结构延性（限制结构类型和结

构材料使用）等方面总结的抗震经验一直是各国规范重视的

问题。当前，在抗震设计中，从概念设计，抗震验算及构造

措施等三方面入手，在将抗震与消震（结构延性）结合的基

础上，建立设计地震力与结构延性要求相互影响的双重设计

指标和方法，直至进一步通过一些结构措施（隔震措施，消



能减震措施）来减震，即减小结构上的地震作用使得建筑在

地震中有良好而经济的抗震性能是当代抗震设计规范发展的

方向。而且，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和强节点弱构件在提高结

构延性方面的作用已得到普遍的认可。 （二）高层建筑的抗

震设计理念 我国《建筑抗震规范》（GB50011-2001）对建筑

的抗震设防提出“三水准、两阶段”的要求，“三水准”即

“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当遭遇第一设防烈度

地震即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时，结构处于弹

性变形阶段，建筑物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建筑物一般不受损

坏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因此，要求建筑结构满足多遇

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极限状态验算，要求建筑的弹性变形不

超过规定的弹性变形限值。当遭遇第二设防烈度地震即相当

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基本烈度地震时，结构屈服进入非

弹性变形阶段，建筑物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经一般

修理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因此，要求结构具有相当的

延性能力（变形能力）不发生不可修复的脆性破坏。当遭遇

第三设防烈度地震即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罕遇地震时

，结构虽然破坏较重，但结构的非弹性变形离结构的倒塌尚

有一段距离。不致倒塌或者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从而

保障了人员的安全。因此，要求建筑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

其弹塑性变形不超过规定的弹塑性变形限值。 三个水准烈度

的地震作用水平，按三个不同超越概率（或重现期）来区分

的：多遇地震：50年超越概率63.2%，重现期50年；设防烈度

地震（基本地震）：50年超越概率10%，重现期475年；罕遇

地震：50年超越概率2%－3%，重现期1641－2475年，平均约

为2000年。 对建筑抗震的三个水准设防要求，是通过“两阶



段”设计来实现的，其方法步骤如下：第一阶段：第一步采

用与第一水准烈度相应的地震动参数，先计算出结构在弹性

状态下的地震作用效应，与风、重力荷载效应组合，并引入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进行构件截面设计，从而满足第一水

准的强度要求；第二步是采用同一地震动参数计算出结构的

层间位移角，使其不超过抗震规范所规定的限值；同时采用

相应的抗震构造措施，保证结构具有足够的延性、变形能力

和塑性耗能，从而自动满足第二水准的变形要求。第二阶段

：采用与第三水准相对应的地震动参数，计算出结构（特别

是柔弱楼层和抗震薄弱环节）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使之小

于抗震规范的限值。并采用必要的抗震构造措施，从而满足

第三水准的防倒塌要求。 （三）高层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方

法 我国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对各类建

筑结构的抗震计算应采用的方法作了以下规定：1、高度不超

过40m，以剪切变形为主且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比较均匀

的结构，以及近似于单质点体系的结构，可采用底部剪力法

等简化方法。2、除1款外的建筑结构，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

谱方法。3、特别不规则的建筑、甲类建筑和限制高度范围的

高层建筑，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下的补充计算，

可取多条时程曲线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

算结果的较大值。 相关推荐： #0000ff>PKPM中的梁和柱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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