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 震 五 十 年

第一阶段：规范内容不断完善

       汶川十年，512地震带来了严重的家园破坏，6945000，这是其倒塌房屋的数量，但是其

中按照现行规范设计建造的建筑都能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在

这当中，建筑设计规范起着莫大的作用，事实上，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演变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建筑抗震设计上，一直是步履不停，抗震五十年，一直在路

上。

       从1959年的《地震区建筑设计规范（草案）》到2010年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及其修

订，中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吸取着教训，总结着经验，为中国建筑抗震贡献着力量，其可分为

三阶段。

       1959年，我国第一本以前苏联地震区设计规范CH-8-57为蓝本的《地震区建筑设计规范

（草案）》问世，该规范结束了我国无地震区建筑规范的历史，满足了当时的迫切需要，其内

容虽包括房屋、水工建筑、给排水系统等，但仅以房屋为重点，该规范规定，当建设地点在工

程有效使用期间内遭遇到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时，即场地烈度为7~9度时，对一

般建筑按降低一度的要求设防。

中国建筑设计规范演化史

《地震区建筑规范（草案）》

1959年
《地震区建筑设计规范（草案）》

1964年
《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1974年
《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1978年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1989年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2001年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2010年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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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地震区建筑设计规范（草案）》的内容不再包括水工结构部分，同时将地基分

为稳定岩层，一般土壤，松软土壤，异常松软土壤四级，与59规范相比，该规范规定一般建筑

按在一般场地条件下，可能遭受的最大地震烈度降低一度的要求设防，更加提高了建筑设防标

准。

       1974年《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草案）》是我国第一部正式批准的抗震规范，

它的内容不再包括排水和道桥等，其将地基分为岩石类，一般土类，软弱土类三类，并改为场

地土分类，该规范规定，7度和7度以上设防，一般建筑按降低一度的要求（7度时不降低）设

防。

第二阶段：“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的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唐山大地震，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很大

的家园破损，但也推动了我国抗震设计标准的修订和制定。1978年《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是我国地震抗震设计规范第一阶段的第一部规范，在1976年唐山地震之前，唐山的

建筑物都是按照6度设防的标准建设的，这也是造成其破坏程度大，伤亡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78规范中，进一步提高了建筑物的设防标准，规定按基本烈度设防，而在唐山地震后，唐山

建筑的设防标准也由6度提高到了8度。

       1989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是我国规范发展第二阶段的代表，它提出了“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思想。小震、中震、大震分别指的是50年超越概率为63.3%，

10%~13%，2%~3%的多遇地震、设防烈度地震、罕遇地震，这对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遇到小震时，建筑要处于弹性状态，保持不坏的形状；遇到中震时，建筑部分处于弹塑，通

过修理或加固即可使用；遇到大震时，建筑部分损坏、变形，但不倒塌。该设防原则，标志着

我国建筑抗震设计理论与实践基本与国际先进国家站到同一起跑线。同时，该规范规定从6度

开始设防，使我国抗震设防区占到了大陆的60%。

       2001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在设防依据上取消了近震，远震的概念，代之以设计地

震分组概念，首次纳入钢结构房屋抗震设计、隔震和消能减震设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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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勇
中国著名工程抗震专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顾问副总工程师
（图片来自网络）

       汶川地震中，房屋受灾十分严重，在总结汶川地震灾害经验的基础上，国家住建部根据国

家有关抗震防灾法律法规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要求，参考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中国台湾

地区的抗震标准，对国内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规范进行了修订，于2008年7月30日发布实施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以下简称“2008标准”）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08

年版）（以下简称“2008规范”），围绕“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计原则，

对建筑工程设计和建筑建造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汶川地震波及面广，其中川、陕、陇的41个县（市、区）受灾情况严重，2008规范进一

步提高了川、陕、陇31个城镇设防烈度，进一步提高了其抵御地震的能力。

第三阶段：建筑抗震设防等级提高

汶川地震中房屋受灾情况

损害房屋
总量/间

严重破
坏房屋
总量/间

24343000

5932500

倒塌房屋
总量/间 6945000



       中国著名工程抗震专家、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顾问副总工程师王亚勇，在2009年发表于

《土木工程学报》的科研论文，从灾区设防烈度、震区地形、建筑物结构设计等方面总结了汶

川地震震区建筑物损毁的原因。2008年规范中也围绕着这些原因，对建筑物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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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修订内容

限制建设选址 地震带及此生灾害频发地禁造抗震

设防类别高于丙级的建筑物。

山区建筑物应设置符合抗震稳定性

的边坡工程，避免深挖高填。

不规则建筑物 对不同类型不规则建筑方案分别给予处理对策

不规则建筑方案按规定采取加强措施;

特别不规则建筑方案应专门研究和论证;

严重不规则建筑方案不应采用。

建筑物结构设计 强调建筑物连接处结构设计的整体性;

建筑物设计和建造时应设置多道抗震防线;

设计和建造时应做到“强柱弱梁”；

跨度大、横墙少、高层的楼房和屋盖宜采

用现浇混凝土梁和板。



类 别               修订内容

防震缝设置 尽可能避免建筑平面或立面特别不规则

布置;

尽量避免采用防震缝;

若需留防震链，应留够宽度：保证两侧

建筑物上部完全分开。

楼梯间设计 楼梯间不宜设置在房屋尽端和拐角处;

注意楼梯间与建筑物主体的连接;

设置承载能力较强的构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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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汶川地震中，学校受灾情况严重，重灾区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平方米，相比与2004

标准，2008标准更加提高了教育建筑的抗震设防等级，规定其不低于乙级，将教育建筑提高

到了重点设防类。其他建筑也提高了抗震设防等级。

建 筑 类 型 2 0 0 8 标 准 2 0 0 4 标 准

教育建筑
教室、实验室、图书馆、
礼堂、宿舍、食堂等

不低于乙级 乙级

不低于乙级 乙级医疗建筑
二、三级医院，
具有外科手术或急诊科的
乡镇卫生院

乙级 乙级高层建筑
容纳人数超过8000人

新增标准
不低于乙级

无相关规定应急避难场所
大型体育中心、广场、
防空洞等



      2010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通过不断进行修订，调查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大地震的经

验教训，采纳了地震工程的新科研成果，对后来的中国抗震设计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第23卷第1期2003年3月陈国兴《中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演变与展望》；

《建筑结构学报》第31卷第6期2010年6月王亚勇，戴国莹，《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发展沿革和最新修订

《土木工程学报》第42卷第5期2009年5月王亚勇《概论汶川地震后我国建筑抗震设计标准的修订》；

第二届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高峰论坛论文集罗开海、黄世敏《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发展历程及展望；

2008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2010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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