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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高层建筑数量最多、城市化
进程最快的国家。准确模拟高层建筑及城市区域建筑群的地震灾变行为，深入揭示灾变倒塌机理，科
学预测地震损失并采取安全可靠的工程对策，对减轻我国地震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陆新征编著的《工程地震灾变模拟--从高层建筑到城市区域(精)》介绍了作者近十余年来在高层建筑
和城市区域建筑群地震灾变模拟方面的相关研究工作，全书共分十三章，主要内容包括：高层建筑地
震灾变模拟的精细模型、高性能求解及可视化方法，高层建筑地震灾变模拟案例，高层建筑地震灾变
模拟的简化模型，高层建筑地震灾变模拟的工程应用，中美典型高层建筑抗震设计对比及性能化评价
，城市区域建筑群震害模拟的精细化建模、高真实感可视化、数据获取和高性能计算方法，典型城市
区域震害的精细化模拟和地震损失的精细化预测等。
本书可供广大土木工程专业、地震工程专业人员在工程地震灾变模拟研究和工程设计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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