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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教育培训学校抗震等级安全性检测机构

深圳市太科建筑检测鉴定有限公司从事建筑结构抗震检测鉴定工作多年。

建筑抗震性能鉴定吗？

1. 我国是一个地震灾害频发的

我国位于位于世界上两个最活跃的地震带上：环太平洋和欧亚地震带。根据历史资料，我国平均5年左右
就会发生1次7级以上地震，平均10年左右就会发生1次8级以上地震。

2. 老旧房屋抗震性能低下

我国建国初期因经济实力及技术水平落后等原因的限制，房屋基本没有采用抗震措施，导致房屋抗震性
能低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城市几乎夷为平地。

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房屋的抗震性能逐步提高，但仍有很多房屋没有采用有效抗震措施，经受不起
地震的考验。2008年汶川地震就造成了大量房屋的倒塌。

3. 抗震鉴定有效性与经济性

多年来的研究和震害经验已经表明，经过抗震鉴定加固后，目前我国常用的各类建筑结构都能经受强烈
的地震作用而不产生严重的破坏，房屋在地震当中震害大幅减少。

而且抗震鉴定加固所需的费用较低。减少拆除建筑物的数量，避免重建造成社会巨大的经济损失、资源
浪费、环境污染等不浪的社会问题。



汶川大地震对建筑物损害巨大，造成损害原因是多方面，但原有建筑结构设计安全设置度低及抗震设防
烈度低是不争的事实，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及抗震鉴定标准，并立即在范围内开展抗震鉴定工作是刻不容
缓的任务。

关键词：汶川大地震  建筑抗震设防烈度  建筑抗震鉴定思考

汶川大地震从发生地震到现在已经数月了，这场大地震对人类造成损害可谓深重！危害可谓巨大！巨灾
袭来，本是人类庇护所的建筑群顷刻间变成一座座活坟墓，由此引发人们对当时建筑结构设计及施工质
量的拷问及对现有建筑抗震能力的思考。

一、       汶川大地震的成因及其危害

  2008 年5 月12 日14 时28 分,我国四川阿坝自治州的汶川发生里氏8. 0 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1.
0°、东经103. 4°,即汶川县境内映秀镇。这次地震来势非常凶猛,涉及范围也较广,几乎在同一个时刻,龙
门山中的青川、平武、江油、北川、绵竹汉旺、什邡蓥华、彭州银厂沟、崇庆九龙沟等许多地方,也跟随
着发生强烈地震,大半地区都有明显的震感。这次地震给震中及周边地区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造成了
灾难性的后果。

1.   汶川大地震成因

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川西龙门山的中心，位于汶川-茂汶大断裂带上。从大的方面
来说，汶川处于我国一个大地震带——南北地震带上。青藏高原在隆升的同时，也同时向东北方向移动
，挤压四川盆地向东北走滑，而汶川地震就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东南上。这次地震具体的发生机制是挤压
，开始主要是挤压，到地震快结束时可能还有走滑的能量释放。

而从小的方面说，汶川又在四川龙门山地震带上，这个地方是个地震多发区。板块挤压、造成青藏高原
的隆升。高原在隆升的同时，也同时向东运动，挤压四川盆地。这次地震的震中和震源机制与龙门山断
裂带或者某个相关构造断层的运动相吻合，地震是一个逆冲断层向东北方向运动的结果。

2.   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危害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地震已导致超过3000万平方米建筑倒塌，1.2亿多平方米房屋受损，数8万人死亡和失
踪，数十万人受伤，5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数万亿人民币。其中四川的损失是最严重的，占
到总损失的91.3%，甘肃占到总损失的5.8%，陕西占总损失的2.9%。

    在这些损失中，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损失确实很大，占到了总损失的7成。按照比例排序，民房和
城市居民住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7.4%。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损失为其次，
占到总损失的21.9%，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损失为第三，占总损失的20.4%。不可计
价和间接损失不计其数。地震中县城房屋倒塌近1/3，很多地方被夷为平地。而一些中小学整体房屋坍塌
所引发的伤亡事件更是引人注目。

二、       汶川大地震造成建筑物大规模倒塌原因

1、地震作用震级大，烈度高，破坏性强

地震可按照震源深度分为浅源地震、中源地震和深源地震。浅源地震大多发生在地表以下30公里深度以
上的范围内，占地震总数的70%以上，所释放的地震能占总释放能量的85%，是地震灾害的主要制造者，
对人类影响。汶川发生地震是属于浅源地震，其破坏力度较大。

这次汶川地震8级，其震中地区的破坏力度在11度左右。特大地震发生后，灾区许多地质灾害隐患点已经



成灾，巨大的滑坡、崩塌、泥石流造成许多建筑物和民房倒塌，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也使公路、铁
路、桥梁、通讯等大量基础设施摧毁，地震引发的大量的地质灾害造成了灾区的巨大损失。

2、一些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问题

震害调查证明，在汶川地震中，很多瞬间倒塌的房屋都是一些村镇住宅，死伤人数也主要在城镇和农村
。农村还有相当数量房屋属于自建房，由于没有设计和施工标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即使在小
城镇，也对建筑的设计、建造缺乏有效的控制，施工质量自然也难以。地震区大量的砌体结构学校和住
宅普遍采用预制空心楼板。由于不按规范要求设置构造柱和圈梁，或施工中不按要求将预制空心板与圈
梁或楼面大梁可靠拉结，地震中，由于墙体破坏或外闪、

预制板滑动、折断，导致楼板塌落，造成结构局部或整体倒塌。

3、结构设计规范安全设置水准低，抗震设防烈度低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为了节约成本和公共资源，我国结构设计规范安
全设置水准相比欧美及日本等世界上一些发达要低的多，虽然每次规范的修订都加大安全设置水准，但
相对还是要低。我国现行设计规范规定的荷载标准值偏低，设计时赋予结构构件的安全富裕度偏低，如
欧盟规范要求使用荷载的安全系数为1.6、不变荷载为1.4，美国规范要求使用荷载的安全系数为1.7，而我
国现行荷载规范规定的永久荷载分项系数为1.2，可变荷载分项系数为1.4，另一方面对于同样的钢筋和混
凝土材料，我国现行规范规定在计算结构构件能够承受的能力时，钢材强度需要除以1.08左右的材料强
度安全系数，而欧盟规定需除以1.15的钢材强度安全系数。对于结构抵抗给定地震作用的能力，在同样
大小的地震设防烈度下，我国现行规范规定设计取用的地震加速度要低于国际通用标准的20%，外加的
地震力也随之降低20%，同时由于设计取用的活荷载标准值比国外的低，两项叠加以后，结构抗震能力
就相差更多。

地震区划图对在该地震震中附近地区的工程设防烈度规定太低，这是造成重大灾害的致命原因之一。《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处于震中或附近区域的几个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划
分中，把德阳市、绵阳市抗震设防烈度划为6度，北川、绵竹、汶川、都江堰、成都等城市为7度。而本
次由于汶川地震的实际影响烈度远远高出这些地区的设防烈度，这是造成灾区建筑大规模倒塌的一个重
要原因。

三、       由汶川大地震对建筑结构设计及抗震鉴定的思索

逝者已矣，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摁心自问，从这次特大灾害中，我们应吸取
什么教训呢？为了避免以后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我认为在房屋建筑结构设计、房屋建筑抗震鉴定应做到
以下两点。

1.要对现行建筑设计及结构设计规范进行修订，制定有利于结构抗震的建筑设计标准，同时在结构设计
规范中加大安全设置标准，制定更严格的抗震设计标准，提高地震烈度设防标准，并提高建筑抗震鉴定
标准。

（1）建筑设计应符合抗震设计的要求,要制定更严格的建筑设计标准，建筑设计不应一味追求新奇，在
满足功能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其是否满足抗震要求，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方案。建筑及其抗侧力结构的
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建筑的立面和竖向剖面宜规则,结构的侧向刚度宜均匀变化,竖向抗侧力构件的截
面尺寸和材料强度宜自下而上逐渐减小,避免抗侧力结构的侧向刚度和承载力突变。建筑平面布置应尽可
能做到使结构的质量和刚度分布均匀,对称协调,避免突变,防止产生扭转。在墙、柱布置上均匀对称,对刚
度很大的楼、电梯井要居中布置,避免偏心和扭转地震作用的产生。

（2）总体来说我国结构设计规范安全设置标准、抗震鉴定标准及地震烈度设置偏低。加大结构安全设置
标准及抗震鉴定标准，提高结构设计时的构件安全富裕度，是结构安全的基础，程度的消除安全隐患，



对建筑物安全质量达到标本兼治，也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汶川地震的实践同时告诉我们，我国原有
的地震烈度区划图已不精确，需要修订我国的地震烈度区划图。应当组织对地震灾区地震动参数、抗震
设防要求、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复审，并进行相应修订。对学校、医院、交通、通讯等重点工程要提高设
防烈度。所修订之处不应仅限于汶川地震所波及地区，应对地震烈度区划图进行精确修订，以程度的避
免类似汶川地震设防烈度低的情况再次发生，防患于未然。现行《建筑抗震鉴定标准》50023-95是1995年
制定的，距今已经十多年了，期间并未修订，许多条文标准太低，内容较为陈旧，我们要总结这次汶川
地震的经验，利用这次契机要进行科学合理修订，提高标准，严格要求。

2.在范围内开展对各类建筑物的抗震鉴定并做好加固工作。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汶川地震过去了，我们要消除麻痹思想，立即行动起来，对房屋、桥梁
、道路、人员众多的公共场所的所有建筑物进行一次全面的鉴定，对达不到抗震要求的，该加固的加固
，该拆除予以拆除。严格按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50023-95进行鉴定，级鉴定不能满足要求的,要进行
第二级鉴定。在级鉴定中包括了结构体系、整体性连接、局部构造及墙体承载力的基本要求,第二级鉴定
是以抗震能力指数为衡量指标进行评定的。对现有建筑结构的总体布置和关键构造进行检测,从多个侧面
的综合情况来衡量现有建筑的整体抗震能力。根据使用要求采用不同设防分类的设防标准,诸如:有利、不
利、危险地段的选择和处理。设计近震和远震的地震影响的区分。构件延性构造、强连接弱构件等。与
此同时,还应着重考虑以下六个层面。

(1)现有房屋综合抗震能力判断。不仅要从抗震构造和抗震承载力两个侧面进行综合分析,还要区分结构构
件失效后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当现有承载力较高时,除了结构整体性的构造外,其它延性方面
的构造要求可稍低。承载力较低时,可用较高的延性构造要求来补充、弥补。

(2)抗震鉴定的重点部位和一般部位。进行抗震鉴定时,可区分重点部位与一般部位,对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的关键部位做认真检查,关键部位的确定则依据结构的震害特征,不同的结构类型有不同的部位。

(3)建筑场地条件和基础类型。一般只要不是地基存在缺陷或处于不利地段的场地,可不进行抗震鉴定 ,只
对上部结构进行鉴定,对结构构造方面也可适当降低。对于不利地质或场地,上部结构的有关构造鉴定需要
加强。

(4)合理性检验。抗震鉴定时,如旧房规则而且传力途径合理,与新建工程需采用相同的尺度衡量。如果不
规则、不合理,则处理要求与设计应有所不同,对有关部位应提高鉴定要求,对传力途径不合理的结构,要注
意抗震薄弱的程度,相应提高相关的鉴定要求。

(5)材料要求。抗震鉴定时应首先明确结构构件实际达到的材料强度等级,加以控制。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
了判断结构实际具有的承载力，二是为了在程度上缩小鉴定时抗震验算及后期加固的范围。

(6)加固的整体布置和宏观控制。抗震加固不同于工程事故的修复。需加固的一般正常使用都是安全的,而
抗震加固是要使结构达到规定的设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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