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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结构抗震》

前言

　　房屋结构就材料而言，有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型钢混凝土结构、砖混结构、木结构、竹结
构以及各种混合结构。它们的选用与很多因素有关，共同的要求是安全。底部框剪和底部两层框剪砌
体房屋是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建设发展需要的一种抗震结构体系，特别适合中西部等
经济欠发达地区。它将满足使用功能要求，大大降低房屋造价，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
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如东北的沈阳、大连、鞍山、青岛，西
南的成都、重庆、攀枝花，西北的兰州、西宁、西安、宝鸡，以及北京、上海、太原、天津等都能看
到在用或在建的这种房屋，其中就近年来建造的房屋中，底部两层框剪砖砌体房屋所占的比例日趋增
多，表明这种结构形式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一定的应用前景。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l-2001）已经对这种房屋给出了明确规定，并从抗震设计基本要求、抗震计算要求和抗震构
造措施方面提出了设计规定、原则和方法，但关于底部两层框剪砌体房屋的分析与设计计算方法还基
本上是底层框剪砌体房屋的沿用。由于底部一层与两层框剪在受力和变形性能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
属于剪切或剪弯形，后者属于弯剪型，因此后者应按框架与中高抗震墙协同工作的方法进行水平地震
作用下的内力计算，如仍按各抗侧力构件有效侧向刚度比例确定框架柱承担的地震剪力，则有可能使
第二层柱配筋不足（计算内力偏小），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另外，在设计计算中尚需要解决的一些关
键问题规范还未涉及。国内外全面系统介绍底部框剪砌体房屋的试验研究与理论分析成果以及抗震分
析与设计计算方法的论著还没有。郑山锁教授、薛建阳教授等基于他们本人、本单位以及国内兄弟单
位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l-2001）的相关条文，于2002年9月撰
写了《底部框剪砌体房屋抗震分析与设计》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底部框剪砌体房屋的抗震
性能试验与理论分析成果以及抗震分析、设计方法与计算理论。该书的出版是对我国现行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的完善与补充，方便了学习与交流，指导了工程设计与实践，从而促进了这种结构的推广应用
。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我国西部的四川、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但也为人类认知地震现象与规律，改进和完善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机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师生分五批去灾区考察受害结构。痛定思痛，在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抗震救灾、重
建家园之际，本书作者根据震害调查与分析资料，在原书的基础上修改了相关内容，加强了砌体结构
抗震的内容，并增补了多层砌体房屋和多层内框架砌体房屋抗震设计与计算的有关内容，改名为“砌
体结构抗震”，以期能为灾区恢复重建或修复加固尽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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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结构抗震》

内容概要

《砌体结构抗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的抗震性能试验与理论分析成果以及
抗震分析、设计方法与计算理论，并阐述了多层砌体房屋和多层内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设计与计算方
法。全书共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模型的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拟静力试
验和拟动力试验与理论分析结果，房屋层间刚度和抗震强度的确定方法、弹塑性地震反应分析方法、
抗震能力的分析方法与设计控制、框剪层抗震墙数量的合理确定与设置方法、实用抗震计算方法。多
层砌体房屋和多层内框架砌体房屋，由于构造简单，施工方便，造价低廉并可就地取材等优点，是我
国民用建筑(如办公楼、教学楼、旅馆、病房，尤其住宅等)的主要结构形式之一。底部框架一抗震墙
砌体房屋是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建设发展需要的一种优越的抗震结构体系，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尤为适用。最后，结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的有关条文，介绍了底部框架
—抗震墙砌体房屋、多层砌体房屋和多层内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设计与计算方法，包括抗震设计基本
要求、抗震计算要点和抗震构造措施，并附有设计计算实例和抗震构造详图。
《砌体结构抗震》可供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设计和施工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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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概述　　砌体是指用诸如黏土砖、混凝土砌块、石材等块材与砂浆通过砌
筑而形成的一种混合结构材料，包括无筋砌体（仅由块体和砂浆组成的砌体）和配筋砌体（在砌体中
配置钢筋或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砌体）。砌体结构一般指主要竖向承重构件采用砌体墙、柱的结构。砌
结构房屋按其层数和承重墙体数量（或间距）的多少，主要可分为：　　（1）多层砌体房屋：指最
大横墙间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多层砌体房屋。　　（2）底部框架一抗震墙砌体房屋（简称底部框
剪砌体房屋）：指底层或底部两层由框架和抗震墙组成承重结构，上部各层为砌体结构的多层房屋。
其中，根据房屋的设防烈度和层数的不同，底部抗震墙可以相应地选用砌体墙（包括烧结普通黏土砖
、烧结多孔黏土砖、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砌体等）、钢筋混凝土墙或两者兼用。这种房屋底部的大空
间可以用于设置服务大厅、商店、餐厅、银行、邮局、汽车库、会议室、地下铁道的出人口及其他文
化娱乐设施等，而上部可作为隔墙较多的民用住宅或办公楼等。这种混合承重的房屋，比全框架结构
经济（在相同使用功能条件下可节约造价（25％～30％）n／（n+2），凡为砌体层的层数），且施工
简单，因此在我国城市，尤其繁华地段的临街建筑和居民住宅小区的带商店的建筑中使用较多，在经
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为适用。这种结构仍属于砌体房屋的范畴。　　（3）多层（多排柱）内框
架砌体房屋：指外部由砌体墙（或带壁柱墙）承重、内部由（多排柱）框架承重的多层砌体房屋。　
　（4）单层空旷砌体房屋：指最大横墙间距超过规定值且墙体数量少的单层砌体房屋。　　（5）单
层非空旷砌体房屋：指最大横墙间距与多层砌体房屋相同的单层砌体房屋。　　多层砌体房屋、底部
框剪砌体房屋和多层内框架砌体房屋由于经济适用、构造简单、施工方便、易于就地取材等优点，多
年来一直是我国民用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之一，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砌体结构房屋仍将大量
建造。但是，由于砌体是一种脆性材料，其抗拉、抗剪、抗弯强度均较低，因而未经过合理抗震设计
的这类房屋的抗震能力和抗震性能均较差，大量的试验研究及国内外历次地震的震害也证实了这一点
。特别是在我国唐山和汶川大地震中，位于高烈度区的砌体结构房屋，由于其结构体系不合理、横墙
间距过大、纵墙开洞率过高、层高过大、外走廊悬臂过宽、采用预制楼（屋）面板而圈梁和构造柱设
置欠缺、连接构造不可靠、施工质量差等原因而大量（整体或局部）倒塌，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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