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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疑难释义第1章  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  1.1  什么是地震烈度？什么是地震烈度表？  1.2  《中国
地震烈度表》(GB／T 17742-2008)中“平均震害指数”的含义是什么？  1.3  什么是地震等烈度线？  1.4  
什么是地震基本烈度？什么是地震烈度区划图7  1.5  地震烈度区划图是怎样编制的？  1.6  建筑抗震设
防分类是根据哪些因素划分的？  1.7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为哪几个类别？  1.8  各抗震设防类别建筑的
抗震设防标准是什么？  1.9  建筑抗震设防目标是什么？  1.10  什么是小震和大震？  1.11  什么是建筑抗
震性能设计  1.12  什么是建筑抗震概念设计？  1.13  抗震设计时对场地、地基和基础有何要求？  1.14  如
何选择对抗震有利的建筑平面、立面和竖向剖面？  1.15  设计不规则的建筑结构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1.16  什么情况可采用隔震与消能减震设计？  1.17  设置防震缝有何要求？  1.18  什么是抗撞墙？设置抗
撞墙应注意哪些问题？  l.19  怎样确定多层和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  1.20  怎样划分钢
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等级？  1.21  怎样选择技术和经济合理的结构体系？  1.22  利用计算机进行结构抗
震分析应符合哪些要求？  1.23  抗震设计对非结构构件有哪些要求？  1.24  抗震结构对材料性能与施工
有何要求？第2章  场地、地基与基础  2.1  什么是建筑场地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地段？  2.2  建筑场
地类别是怎样划分的？  2.3  怎样对建筑场地不良地质进行工程评价？  2.4  什么是土的卓越周期？  2.5  
用哪些物理量描写强震地面运动特征？  2.6  哪些建筑可不进行天然地基与基础抗震承载力验算？  2.7  
怎样验算天然地基抗震承载力？  2.8  怎样确定调整后地基土抗震承载力fE？  2.9  什么是土的液化7  2.10
 影响土的液化因素有哪些？  2.11  什么是土的液化初步判别法？  2.12  土的液化初步判别式的含义是什
么？  2.13  什么是土的液化标准贯人试验判别法？  2.14  怎样对液化地基进行评价？  2.15  地基抗液化措
施有哪些？  2.16  哪些建筑的桩基不需进行抗震验算？  2.17  怎样进行低承台桩基抗震验算？第3章  地
震作用与结构抗震验算  3.1  为什么不应称“地震荷载”而应称“地震作用”？  3.2  地震作用与一般荷
载有何不同？  3.3  怎样确定地震作用？  3.4  怎样建立单质点弹性体系在地震作用下的运动方程？  3.5  
怎样解运动微分方程？  3.6  什么是位移反应谱、速度反应谱和加速度反应谱？它们之间有何联系？ 
3.7  什么是三坐标反应谱？  3.8  为什么说地震时作用在质点上的惯性力可以理解为能反映地震影响的
等效荷载？  3.9  水平地震作用fEK基本公式是怎样推导的？  3.10  什么是地震系数Κ？怎样确定它的数
值？  3.11  什么是放大系数β？怎样确定它的数值？  3.12  《抗震规范》中地震影响系数α的含义是什
么？  3.13  怎样确定地震影响系数α值？  3.14  怎样确定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3.15  怎样确定地震动反应
谱特征周期  3.16  什么是多质点体系？  3.17  怎样计算两个质点弹性体系的自由振动？  3.18  怎样计算多
质点体系的自由振动？  3.19  什么是主振型的正交性？  3.20  什么是振型矩阵、广义质量和广义刚度？ 
3.21  怎样按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分析多质点体系自由振动？  3.22  怎样计算多质点体系地震反应？  3.23  
怎样按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多质点体系水平地震作用？  3.24  按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求出水平地震作
用后如何计算体系的地震作用效应？  3.25  怎样按底部剪力法求水平地震作用？  3.26  等效重力荷载系
数ξ-0.85是怎样确定的？  3.27  为什么要调整水平地震作用下结构地震内力？怎样调整？  3.28  什么是
地震作用反应时程分析法？  3.29  在什么情况下须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3.30  怎样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3.31  怎样按瑞利(Rayleigh)法计算结构基本周期？  3.32  怎样按折算质量法计算结构基本周期？  3.33  怎
样按顶点位移法计算结构基本周期？  3.34  怎样按矩阵迭代法计算结构周期和振型？  3.35  《抗震规范
》对计算地震作用有哪些规定？  3.36  怎样进行结构抗震验算？第4章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4.1  怎样计
算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水平地震作用？  4.2  怎样按反弯点法求框架内力？  4.3  怎样按改进的反弯点法
求框架的内力？  4.4  怎样求框架的弹性侧移？  4.5  怎样求框架弹塑性侧移？  4.6  怎样计算重力荷载作
用下框架的内力？  4.7  为什么对框架梁端弯矩调幅？怎样调幅？  4.8  怎样确定框架梁、柱控制截面的
内力不利组合？  4.9  框架结构的布置应注意哪些问题？  4.10  设计框架结构梁、柱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  4.11  设计框架梁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4.12  设计框架柱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4.13  怎样设计框架节点
？  4.14  梁、柱端部及节点核芯区的箍筋配置有哪些要求？  4.15  框架梁、柱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和接
头有何要求？箍筋锚固有何要求？  4.16  框架结构的砌体填充墙应符合哪些要求？第5章  钢筋混凝土抗
震墙结构  5.1  什么是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应用范围如何？  5.2  什么是双肢墙？什么是多肢墙？ 
5.3  什么是短肢抗震墙？什么是一般抗震墙？  5.4  为什么在地震区高层建筑不应采用全部为短肢墙的
抗震墙结构？  5.5  在布置抗震墙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5.6  计算双肢墙内力和侧移时通常采取哪些假定
？  5.7  怎样建立双肢墙的微分方程？  5.8  怎样解双肢墙微分方程？  5.9  怎样计算双肢墙的内力？  5.10 
怎样计算双肢墙的侧移和等效刚度？  5.11  怎样计算各片抗震墙的地震剪力？  5.12  怎样计算对称三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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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的内力、侧移和等效刚度？  5.13  怎样建立多肢墙的微分方程组？  5.14  怎样解多肢墙微分方程组？ 
5.15  怎样求多肢墙其余内力(除墙肢轴力N1外)？  5.16  怎样计算多肢墙的侧移？  5.17  为什么要调整抗
震墙各墙肢截面的组合内力？怎样调整？  5.18  怎样确定抗震墙的厚度？  5.19  怎样验算抗震墙墙肢正
截面承载力？  5.20  怎样验算抗震墙墙肢斜截面承载力？  5.2l  怎样验算连梁的承载力？  5.22  当抗震墙
连梁不满足最小截面尺寸条件时应如何处理？  5.23  什么是抗震墙的边缘构件？它的作用是什么？ 
5.24  在什么情况下应采用约束边缘构件？怎样确定约束边缘构件的尺寸和配筋？  5.25  在什么情况下
采用构造边缘构件？怎样确定构造边缘构件的尺寸及配筋？第6章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结构  6.1  什
么是框架-抗震墙结构？在什么情况下宜采用这种结构？  6.2  框架-抗震墙结构的布置应注意哪些问题
？  6.3  怎样选择框架-抗震墙结构的计算简图？  6.4  怎样计算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结构的水平地震
作用？  6.5  怎样按微分方程法求解框架-抗震墙结构的内力和侧移？  6.6  怎样用图表计算框架-抗震墙
结构的内力和侧移？  6.7  怎样调整框架-抗震墙结构中框架的地震剪力？  6.8  怎样确定框架-抗震墙结
构中框架柱的内力？  6.9  怎样确定框架-抗震墙结构中各片抗震墙的内力？  6.10  什么是抗震墙的等效
荷载？  6.11  框架-抗震墙结构中抗震墙应采取哪些构造措施？第7章  多层砌体房屋  7.1  多层砌体房屋
抗震设计应符合哪些规定？  7.2  怎样计算多层砌体房屋水平地震作用？  7.3  怎样计算楼层水平地震剪
力？  7.4  怎样确定楼层横向地震剪力在各墙体上的分配？  7.5  怎样确定楼层纵向地震剪力在各墙体上
的分配？  7.6  怎样确定同一道墙各墙段的地震剪力？  7.7  怎样验算墙体横截面抗震承载力？  7.8  砌体
强度正应力影响系数ξN的公式是怎样推导的？  7.9  钢筋混凝土构造柱的作用是什么？  7.10  各类多层
砖砌体房屋构造柱设置部位有哪些要求？  7.11  多层砖砌体房屋构造柱的截面尺寸、配筋和连接都有
哪些要求？  7.12  钢筋混凝土圈梁的作用是什么？  7.13  多层砖砌体房屋圈梁设置部位有哪些要求？ 
7.14  多层砖砌体房屋圈梁截面尺寸和配筋都有哪些要求？  7.15  楼、屋盖构件的搭接长度和连接有何
要求？  7.16  横墙较少多层砖砌体房屋应采取哪些抗震加强措施？  7.17  砌体房屋后砌的非承重隔墙与
承重墙的连接有何要求？  7.18  多层砌体房屋楼梯间抗震设计有何要求？  7.19  在地震区多层砌体房屋
基础设计应注意哪些问题？  7.20  什么是混凝土小砌块房屋中的芯柱？  7.21  小砌块房屋中哪些部位应
设置芯柱？其数量有何规定？  7.22  怎样确定芯柱的截面、混凝土强度等级和配筋？  7.23  小砌块房屋
中替代芯柱的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应符合哪些要求？  7.24  小砌块房屋中圈梁设置位置、截面尺寸、
混凝土强度等级和配筋应符合哪些要求？  7.25  小砌块房屋中墙体交接处、芯柱与墙体连接处应采取
哪些措施？  7.26  在什么情况下小砌块房屋中要设置钢筋混凝土带？在构造上有何要求？第8章  底部框
架-抗震墙房屋  8.1  什么是底部框架-抗震墙房屋？  8.2  底部框架-抗震墙房屋抗震设计应符合哪些规定
？  8.3  怎样确定水平地震作用和层间地震剪力  8.4  怎样进行底部框架-抗震墙房屋层间地震剪力的调整
？  8.5  地震剪力在底部框架和抗震墙之间如何分配？  8.6  地震倾覆力矩在层部框架和抗震墙之间如何
分配？  8.7  怎样计算底层框架平面内转动刚度？  8.8  怎样计算底层抗震墙平面内转动刚度？  8.9  怎样
确定底部两层框架、抗震墙平面内转动刚度？  8.10  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应采取哪些抗震构造措
施？第9章  单层钢筋混凝土柱厂房  9.1  厂房结构布置应符合哪些要求？  9.2  厂房天窗架的设置应当注
意哪些问题？  9.3  厂房屋架的设置应注意哪些问题？  9.4  厂房柱设计应注意哪些问题？  9.5  厂房围护
墙应符合哪些要求？  9.6  砌体围护墙应在什么部位设置圈梁？  9.7  圈梁的构造应符合哪些要求？  9.8  
单层厂房的基础梁和墙梁有伺要求？  9.9  单层厂房抗震计算的原则是什么？哪些情况可不进行抗震计
算？  9.10  单厂横向抗震计算时有哪些基本假定？  9.11  怎样确定单厂结构计算简图及等效重力荷载代
表值？  9.12  怎样计算排架的横向基本周期？  9.13  怎样计算排架水平地震作用？  9.14  怎样考虑单厂空
间工作和扭转影响对排架地震作用的调整？  9.15  怎样进行排架内力分析及调整？  9.16  怎样进行排架
内力组合？  9.17  怎样按“柱列法”进行单层厂房纵向抗震计算？  9.18  怎样按“修正刚度法”进行单
层厂房纵向抗震计算？  9.19  怎样按“拟能量法”进行单层厂房纵向抗震计算？  9.20  怎样进行天窗架
的纵向抗震计算？第二部分  解题指导  [例题1-1]  地震烈度分布函数表达式中形状参数是值的确定。  [
例题2-1]  根据土的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确定场地类别。  [例题2-2]  无土的剪切波速资料时场地
类别的确定。  [例题2-3]  按初步判别法判别土的液化之一。  [例题2-4]  按初步判别法判别土的液化之
二。  [例题2-5]  求地基液化指数和确定液化等级。  [例题3-1]  反应谱特征周期T真的确定。  [例题3-2]  
按三坐标反应谱确定结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反应及反应谱特征周期和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例
题3-3]  单层钢筋混凝土框架水平地震作用计算。  [例题3-4]  求框架振动圆频率和主振型。  [例题3-5]  
验算结构主振型的正交性。  [例题3-6]  按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求框架水平地震作用和内力。  [例题3-7]  
按底部剪力法求框架水平地震作用和内力。  [例题3-8]  按时程分析法求结构的地震位移、速度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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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反应。  [例题3-9]  按折算质量法求体系的基本周期之一。  [例题3-10]  按折算质量法求体系的基本周
期之二。  [例题3-11]  按迭代法确定三层框架结构自振周期和主振型。  [例题4-1]  用反弯点法求框架内
力。  [例题4-2]  验算在横向地震作用下框架层问弹性位移并计算地震内力。  [例题4-3]  按力矩分配法
求框架内力。  [例题4-4]  框架梁的剪力和柱轴力的确定。  [例题4-5]  求框架内力不利组合。  [例题5-1]
 利用结构对称性求三肢墙墙肢轴力。  [例题5-2]  用精确法求多肢墙墙肢轴力。  [例题5-3]  抗震墙结构
顶点侧移的计算。  [例题6-1]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结构抗震计算。  [例题7-1]  多层砖房抗震计算。 
[例题7-2]  两跨单层不等高厂房抗震计算。  [例题7-3]  两跨单层等高厂房纵向抗震计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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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部分采取问答形式，叙述建筑抗震设计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难点·并对新版《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 50011-2010)的有关条文和公式的意义作了说明和推演。在第一部分中包括：抗震设计的一
般原则，场地、地基与基础，地震作用和地震作用效应，以及各种常用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等。
第二部分为“解题指导”，其中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例题。目的在于通过解题使读者更好地理解、
掌握第一部分内容。在解题过程中，力求解题步骤清晰，说明详尽。
2、循规蹈矩
3、书不错，送的也快，很满意。
4、书有点皱了，但不影响阅读，送货的速度再快点就好了，但总体还是可以了
5、对规范的补充本，帮助熟悉规范，挺好的
6、速度，质量完美！！！合作愉快！！！
7、对于从事结构的人员，的确是一本好书，只有认真看，受益匪浅啊。
8、我买书有个癖好，建筑类图书非建工出版社不买，电气类书非电子工业出版社不买，文学类书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买。这本是买的还算一般吧！感觉有点粗糙！
9、郭老师这本书主要以抗震规范为线索，讲解了抗震的一些知识，内容主要是抗震概念，地基基础
以及混凝土结构方面的，本来主要想看一下钢结构方面的内容，结果只字未提，主要是之前没有认真
看内容简介吧
10、解疑释惑，还有例题
11、其它的都无所谓了，就是快递太**了。叫什么上海赛澳递的公司，没在我填写的时间内送到也就
算了。在没有电话通知我的情况下，撕了签单带我本人签名，扔下一个没有任何信息的物件就走。害
我到处找啊！
12、我买书有个癖好，建筑类图书非建工出版社不买，电气类书非电子工业出版社不买，文学类书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买。这本是买的还是不错的！
13、书质量有保障。用过后挺好的。现在才来评论
14、里边有许多公式，需要仔细推敲
15、内容对规范的解读，值得一读！
16、干这行的，多看看有意义
17、我就是学抗震的　这本书很好　里面内容很全面　讲解深入浅出　很收益
18、大概翻了下，还是很不错的
19、很好的一本书，系统详细，值得推荐
20、一本很基础的书
21、书的内容比较深入 对规范的内容有扩展 很不错！
22、郭继武的抗震书都还不错
23、郭老师的书精辟，讲的很有逻辑非常好，很喜欢郭继武老师的书
24、内容深奥,有些看不懂.
25、给爱读书的老公买的 ，需要不断补充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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