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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了适应高等院校专业调整及新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即将颁布实施的新形势而编写的。
书中除了包括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内容外，还包括了&ldquo;结构控制、隔震和消能减
震&rdquo;、&ldquo;桥梁抗震设计&rdquo;等内容。
以满足调整后的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要求，并适当反映结构抗震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00年送审稿）、《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J111&mdash;87）及2000年修订稿、《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mdash;89）编写。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工程结构抗震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计算方法，本书各章均配有章
前&ldquo;要点&rdquo;和章后&ldquo;小结&rdquo;及部分思考题和习题，并附有综合性的工程结构抗震
设计算例，以培养读者的综合运用能力。
　　本书共分8章。
第1章至第6章为专业调整前建筑工程专业结构抗震设计课程的主要内容，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2000年送审稿）编写。
第7章桥梁抗震设计是为适应调整后的&ldquo;大土木&rdquo;专业而编写的，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铁路及
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中的有关桥梁的主要内容。
规范条文介绍以铁路抗震规范为主，对于公路抗震规范则主要介绍与铁路规范的不同之处。
为了反映这两部规范的原貌，公式符号仍保持原规范中的符号。
第8章介绍了结构控制、隔震和消能减震设计的基本原理，以反映结构抗震设计规范中的最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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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适应高等院校专业调整及新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即将颁布实施的新形势而编写的。
书中除了包括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内容外，还包括了“结构控制、隔震和消能减震”、“
桥梁抗震设计”等内容。
　　本书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00年送审稿)、《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Jlll—87)及2000年
修订稿、《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89)编写。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工程结构抗震设计、施工和科研人员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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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0.3 高层建筑抗震设计原则　　（1）选择有利场地，保证地基的稳定性　　建造高层建筑，应
注意场地的选择。
高层建筑应坐落在较好的地基上，可采用深基础或桩基；不应把高层建筑直接建于软弱地基或易产生
砂土液化的地基上。
　　选择结构体系时，应综合考虑上部结构的动力特性和场地、地基的情况。
各类建筑物在不同卓越周期的场地上，震害有明显差别。
　　（2）选择合理的结构方案和建筑布局　　结构方案和建筑布局是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重要环节
，设计中应注意：　　①具有明确的计算简图和合理的地震作用传递路线。
　　②具备多道抗震防线，不会因部分结构或构件失效而导致整个体系丧失抵抗侧力或承受重力荷载
的能力。
　　③具备必要的承载力、良好的延性和较多的耗能潜力，从而使结构体系遭遇地震时有足够的防倒
塌能力。
　　④沿水平和竖向，结构的刚度和强度分布均匀，或按需要合理分布，避免出现局部削弱或突变，
形成薄弱环节，从而防止地震时出现扭转、过大的应力集中或塑性变形集中。
　　⑤在满足温度收缩、不均匀沉降的前提下，尽量不设或少设温度缝、沉降缝。
需设时应按抗震缝要求，将独立结构单元分开，避免相互碰撞。
　　在确定建筑方案的同时，应综合考虑房屋的重要性、设防烈度、场地条件、房屋高度、地基基础
以及材料供应和施工条件，并结合体系的技术、经济指标，选择最合适的结构体系。
　　（3）提高结构或构件的延性　　对于地震区的高层建筑，提高结构延性是增强结构抗倒塌能力
，并使抗震设计做到经济合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设计中应通过调整结构和构件的内力，采用各种构造措施和耗能手段来增强结构与构件的延性。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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