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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的抗震设计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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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文化、物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应对社会中

的各个行业进行规范。在这些行业中建筑行业的发展是最快的，并得到了良好的优化与调整，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应重点

关注抗震设计工作，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此来提升建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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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ulture and 

material, so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better, the industry should be standardized. In these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fastest, and a good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is obtained.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should focus on the 

anti-seismic design work and analyze it to improve the build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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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可以有效的保证建筑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并可以进一步提升人们的居住水平与居住

品质。因此，建筑企业应对抗震设计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找到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的对策，以此来提升建筑工程抗震

设计的专业性与综合性，进而提升建筑结构设计质量，为工程顺利建设提供保障，进而实现我国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 

1 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的重要作用 

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常规地震给建筑物所带

来的危害，在抗震烈度范围内可以保证建筑物不出现裂缝或坍塌情况；第二，当遇到强烈地震时建筑物不会出现巨大

的损坏，在地震过后可以通过修正可以保证不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损伤；第三，当遇到罕见的、烈度极大的地

震时，建筑物不会出现瞬间坍塌的情况。 

2 建筑结构中抗震设计方法 

2.1 进一步强化总体设计 

我国传统的抗震设计与日本、意大利等一些国家相比在经验上相对欠缺，要想进一步强化建筑抗震能力应加强整

体设计。意大利与日本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建筑底部均采用弹性结构，并将抗震设计的重点放在优化框架抗震能力方

面。如需要建设 50 米高的建筑，可以在实际设计中建筑地基位置增加后 0.3 米至 0.4 米的橡胶层，将其作为缓冲，同

时充分的考虑地震的特点，避免资源过度消耗，在设计时可以采用交错式设计方式，制作截面面积为 0.09 平方米至 0.16

平方米的橡胶棍，将其铺设到建筑物底部，将间隔控制在 0.8 米。将土壤覆盖在上部，再进行常规地基承重结构建设。

当发生地震灾害时，橡皮棍会因压力产生变形情况，以此来抵消地震波所带来的破坏，并且可以在地震灾害消失后马

上恢复，进行下一个阶段的防护。在距离建筑 1/3 的位置可以利用外突设计，以此来提升该部位的扭应力水平，应对

地震破坏。 

2.2 对传导设计进行优化 

力的传到会给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利用不同的渠道将竖直部位的压力进行传到。在进行

设计工作时可以将夹层放在建筑底部，将原有的建筑围护结构、钢筋混凝土承担传导力力、持续保留导力功能，额外

设置向中固定方向倾斜得到若干结果。例如斜式墙向地下室内部倾斜 15°，可以选用普通的钢筋水泥作为原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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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期使用的 0.1 至 0.2 左右的混凝土板，将其设置到地下室墙体中间部位，当地震来临时，来自上部的负荷可以在

斜式墙的作用下将力导入到地下，避免地下室结构承受过大的瞬间压强导致垮塌问题。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建筑物内传

到力设计，例如在设计转换层时应保证主转换梁设计达到要求，并设置辅助梁。辅助梁应均匀的布置在主转换梁的周

边位置，正常状态下辅助梁可以承受少许来自结构的垂直应力，当地震来临时上部结构垂直应力会出现传导异常的情

况，也可以借助辅助梁将其传到到其它区域，避免出现应力瞬间过大、集中的情况。还应做好抗震墙、抗震缝的设计

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增加抗震墙后续以及抗震缝的宽度，以此来提升抗震性能。
[1]
 

3 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中的问题 

3.1 地基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资源紧张的情况日益凸显，因此，很多建筑企业在进行建筑的

过程中多关注自身经济效益，没有对建筑的建设地点进行合理的规划，更没有对建设场地以及周边环境进行详细的考

察，有一部分建设地点无法满足建筑的要求，有的建筑在选择时会在地震断裂带上，这样如果发生地震，会带来非常

严重的后果。在针对此种现象时，我国也出台了一部分法律法规来规范选址问题，如，要求建筑尽可能的避开地震多

发区域、建筑基础应在地质环境均匀的土层或岩层上。 

3.2 材料选择问题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材料是最基本的条件，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尤其是在地震发生比较频繁的地区，

在进行材料选择时应更加严格、谨慎。目前，我国在进行建筑建设时主要使用的材料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这些材料虽

然比较可靠，但是，若建筑本身设计出现不合理的地方会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反之如果采用小刚度钢筋框架会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建筑负担。 

3.3 工程师缺乏足够的实际经验 

目前，我国建筑行业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还应在科技方面进行改进与提升。

例如，地质地震方面，尤其是建筑抗震性能，我国还应加大研究力度。由于无法对地震时间进行准确的预测，因此，

应对地震发生原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现阶段，与日本等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抗震设计还相对落后，也没有对抗震

设计理念进行统一与规范，这样在进行抗震设计的过程中，建筑的抗震目标、抗震标准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我

国虽然拥有大量的抗震方面的设计的工程师，但是他们在进行抗震设计时多根据相关参数、数据来进行设计，缺乏对

工程实际的考量，因此，我国的工程师在设计经验方面还有待提高。
[2]
 

4 提升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效果的策略 

4.1 保证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性是保证建筑质量的基础，同时与建筑抗震效果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应

处理好平面、竖直面的关系，主要包括建筑墙体、支撑柱以及层面等。要想达到抗震等级标准，在设计时应注意以下

方面：（1）保证建筑平面与竖直面结构构件分布的有序性，同时保证建筑物整体中心与刚度中心相重合；（2）可以将

建筑物竖直面上的重心降低，避免出现结构分布不一致的情况；（3）应合理的安排建筑物不同构件的强度及刚度，确

保其合理性，同时与建筑功能实际需求进行结合，以此来实现抗震设计的整体性。 

4.2 建筑地基采用特殊材料隔震 

想要实现建筑基础隔震，就要对建筑物的建筑基础进行特殊处理，建筑基础隔震的方式能够有效的减轻地震对建

筑的破坏程度。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建筑基础隔震的基本原理，建筑基础隔震主要是通过对建筑基础的材料的创先实

现的，传统建筑地基主要是直接由砂子和粘土铺设的。在新型建筑基础中，往往会采用垫层的方式对建筑基础部位进

行特殊处理，以增强其抗震能力，特殊材料一般会选用一些新材料，该种材料以沥青为原料，其适用范围广，能够运

用到许多的建筑结果设计中，并发挥出良好的隔震作用。 

4.3 合理的选择分体系结构 

要想保证抗震结构的效果，应将建筑结构中不同体系进行联系，充分的发挥出各个结构构件的作用，因此应合理

的选择分体系结构，在选择的过程中应对各体系的功能进行综合考虑，实现不同构件搭配的合理性。现阶段，随着我

国建筑技术不断提升，建筑过程中所使用的构件也变得多样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所使用的建筑分体结构种类也逐

渐增多，经常使用的建筑结构包括砖混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与钢结构等。选用的建筑结构不同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

区别，如砖混结构主要以砖砌体材料为主，此种材料较脆，所以抗震性能也相对较差；钢结构建筑主要以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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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材料为主，混凝土具有较好的承载力且强度较好，再加上钢筋材料的强韧性，因此可以得到较好的抗震效果，但是

其加工过程相对复杂，需要技术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以此来保证建筑基础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

抗震效果。 

4.4 建筑结构悬挂隔震措施 

悬挂抗震措施指的是在进行建筑物结构设计过程中，将部分结构或是整体结构进行悬挂，也就是在设计时将结构

设计为悬挂式结构，在抗震设计中利用此种设计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地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震灾害发生时，地

震能量不会传递到悬挂结构中，以此来降低地震所带来的损害。建筑物结构抗震设计多应用到大型钢结构建筑中，可

以采用此种方式来满足建筑物的抗震要求。大型钢结构通常可以分为主框架结构与子框架结构，这两个结构在悬挂结

构中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子框架是在主框架之上，因此，当地震灾害来临时主框架如果发生摇摆或是晃动，子框

架可以在锁链与吊杆的作用下来削弱地震能力，降低地震灾害给整体结构带来的破坏，可以达到良好的抗震效果。 

4.5 进一步优化抗震防线设计 

从建筑抗震角度来看，若防护体系比较单一或是抗震防线设计出现偏差都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抗震设计的效果，因

此应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中抗震设计时应对抗震防线设计进行进一步优化，并对分体系的作用效果进行强化。例如，

可根据建筑结构特点设置出独立的抗震墙，在遇到地震时，若建筑在坍塌的边缘抗震墙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可以延长

建筑的坍塌事件并可以缓解建筑坍塌的程度；也可以在建筑的外侧进行木制楼梯设计或是相应的支撑结构，为人们构

建起特殊的逃生通道，当地震来临时可以实现对人员的有效疏散，创建更多的逃生机会。 

5 结语 

在建筑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建筑企业要想保证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除了进行有效的管理还应强化结构设

计工作，从根本上保证建筑结构的稳固性。同时，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工作时应重点关注抗震设计，在强化

非结构位置构建抗震设计，同时加强基础结构抗震设计，以此来提升建筑物的抗震能力。此外，还应设计多道抗震防

线，以此来提升建筑结构的支撑力，进而保证建筑的整体性、稳固性与安全性，最大限度的降低地震灾害给人们带来

的损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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