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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抗震设计(第三版)》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编写，主要阐述建筑抗震设
计理论与方法。
《建筑抗震设计(第三版)》共分十章，主要内容包括：地震与抗震概论，建筑场地与地基基础，地震
作用与结构抗震验算，结构非弹性地震反应分析，多层及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设计，多层及高层
钢结构房屋抗震设计，砌体结构房屋抗震设计，单层厂房抗震设计，隔震与消能减震设计，基于性态
的抗震设计方法。
为便于学习，每章均给出学习提要、习题及思考题。

　　《建筑抗震设计(第三版)》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工程结构设计与
施工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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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主要介绍结构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和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
这两种方法均是计算结构地震反应、评估结构抗震性能和抗震能力的重要方法。
学习要点和应达到的要求如下： 　　1.了解结构计算模型的分类与特点，注意学习建立与选取结构模
型的技术要点。
 　　2.掌握结构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地震波的选取与调整，结构恢复力模型的建立，根据时程分析结果对结构抗震性能进行
评估。
前两部分是学习重点。
 　　3.结构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建立荷载一位移曲线、结构抗震能力评估两项工作，所介
绍的推覆分析法的技术要点有助于学习和理解这一方法。
由于这部分内容较新，目前我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尚未规定具体的评估方法，请注意学习基本概
念，例如承载力谱、地震需求谱和性能点的概念。
掌握承载力谱、地震需求谱的建立方法和性能点的迭代计算方法。
 　　4.1 概述 　　4.1.1 非弹性地震反应分析的必要性 　　第三章介绍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是以反应谱
理论和振型分解法为基础的地震作用计算方法，然而，这一方法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该法以叠加
原理为基础，因此只适用于线弹性地震反应分析，不能进行几何非线性和结构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
该法只能计算出地震反应的最大值，不能反映地震反应的发展过程。
现对上述不足说明如下：　　1）出于安全和经济的原因，抗震设计原则为“小震不坏、大震不倒”
。
这一原则普遍为国际同行接受并被广泛采纳。
因此，结构及构件在地震作用下不能保证永远处于弹性阶段。
叠加原理不能使用，反应谱法也不能准确反映非弹性震动过程中所消耗的地震能量。
 　　2）地震作用是一个时间持续过程。
由于构件开裂、屈服引起非弹性变形，造成结构、构件问的内力重分配时刻都在发生，结构最大地震
反应与变形积累或变形过程有关。
反应谱法无法正确判断结构薄弱层或结构部位，此外，结构地震反应最大值以及达到最大值的时刻也
是结构设计所关心的问题。
 　　3）科学研究和震害调查表明，结构在地震中是否发生破坏或倒塌，与最大变形能力、结构耗能
能力有直接关系。
如果不能计算出结构的最大变形或实际耗能，将无法保证“大震不倒”原则的实现。
另外，近年来，结构隔震和消能减震技术的应用，均需要准确计算隔震装置（如叠层橡胶支座）、减
震装置（如阻尼器）的非弹性变形，确定其变形能力，它们是采用隔、减震技术进行结构设计的关键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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