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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灾害尤其是地震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的特点,并且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害、人员伤亡是非常重大的,为此,在民用

建筑结构的设计当中就应该严格重视抗震的设计。文章详细的分析了民用房屋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要点和工作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抗震理

念在民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运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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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用建筑抗震分析 

民用建筑主要用来将生产性、军事类等建筑区分开来,它的主要作用是

提供居住空间和室内公共活动空间,由此有被划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两种。其中,居住建筑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自建房、社区住宅、公寓等,公

共建筑包括教育建筑、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医疗建筑等内容。综合两方

面内容,民用建筑的数量和种类要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的建筑总量。正是基

于这种广泛性的存在,民用建筑的安全性防护才至关重要。结合建筑本身

的安全防护特点,抗震是 重要的一项内容,主要通过抗震施工构造技术

来实现。在建筑施工构造中引入抗震结构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做法一直

伴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延续至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08年我国汶川地

区发生的重大地震灾害,导致大量民用建筑坍塌损坏,造成了人民生命安

全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这也为人们敲响了民用建筑抗震应用的警钟。 

2 影响抗震设计的重要因素 

2.1民用建筑本身的质量 

民用建筑结构的稳定和抗震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用建筑本身的

质量。因此,建筑的施工方为了有效地提高建筑的抗震能力,在施工过程中

就要科学选用建筑所用的材料,在保证民用建筑稳定性的基础上,选用质

量和体积 为合适的建筑材料,有效地降低民用建筑本身的质量,从而达

到民用建筑抗震水平提高的目的。 

2.2民用建筑用地的地质环境 

民用建筑在建筑构建选址的阶段,就需要了解建筑选用地的地质状况,

优先选择地势较为平坦且宽阔的用地,用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了地

震发生时,建筑能否保持较高的稳定水平。除此之外,避免在地震等自然灾

害易发生的区域进行建筑构建能够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发生所造成的人

员和经济的消耗。 

2.3民用建筑的地基构建 

房屋建筑的核心就在于建筑的地基,只有做好建筑的地基设施,才能

够有效地保障房屋的抗震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抗震设计的有效开

展。民用建筑的地基构建水平直接关系到后期民用建筑自身的抗震水平,

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地基构建水平是有效保障抗震设计实施,提高民用建筑

抗震水平的关键性组成部分。 

3 抗震理念的应用 

3.1合理选择建筑地址 

在民用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过程中,场地和地基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设计的整体质量,直接关系着的建筑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因此在抗震

设计开始之前,设计人员应该对当地的地震活动资料进行详细的收集,做

好地质情况的勘察工作,在完整全面分析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对场地进行

综合评价,确定工程所在地的具体抗震设防等级。如果场地不利于抗震设

计,应该在保障工程建设顺利开展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规避,若是条件不

允许,则要及时准备好处理措施。 

3.2合理的材料选择 

根据建筑结构的类型,将抗震性能进行不同级别的分类。当前,建筑结

构类型一般顺序为：钢结构、型钢混凝土结构、混凝土-钢混合结构、现

浇钢筋混凝土结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配筋砌

体结构以及砌体结构等。诸如日本等国家,在原料上就较为关注,我国或者

欧洲等国家建筑经常所用的材料,在日本已不存在,当前,日本建筑使用的

瓦片,大部分是用塑料制作而成。并且由于木结构,对于抗震性具有较高的

性质,在日本采用较为广泛。为保证传统木质材料的进一步提升,当前,很

多日本居民住宅,采用的设计都是箱体设计风格,这种风格的设计,就算是

出现了房屋翻滚的问题,由于整体结构所受的危害较小,因此应用较为广

泛。此外,钢结构在日本也较为普遍,这种钢结构采用的是塑性材料,因此,

在地震将要到来之前,具有很好的吸收地震的能力,从而可以很好的进行

抗震。 

3.3局部加强措施 

地震发生时纵波会率先到达地表,使得地面上的建筑出现上下震动的

情况,而根据自重惯性力和纵波之间出现的地震惯性力进行相互作用的过

程中也会令整体的结构主体与其他构件之间成为弱势环节,之后随着横波

传到地表,就会导致横波的惯性力被作用于建筑物之上, 终导致建筑结

构的整体垮塌。那么如果要针对这一问题来对建筑物进行局部加强,就应

当确保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能够确保质量和明确的传力途径,在主体结构

与各个构件之间的连接需要确保牢固,并且根据现实的地震强烈程度,在

建筑物结构主体保存完好的情况下,也要注重其他附属结构能够在地震不

同烈度与时长情况下的支撑时间,确保一旦出现坍塌可以尽可能减少这些

附属结构对建筑主体,后砌墙以及相关框架结构上的影响,从而实现建筑

抗震能力的综合提升,在建筑结构设计层面 大程度地保证建筑内用户的

生命财产安全。 

4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对现代化的房屋建筑抗震性的设计要求和设计的原则

进行细致的分析,从实践的角度着手对改进的对策和加强的途径进行了探

讨,旨在稳定的促进建筑施工水准的进步,改进在施工当中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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