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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减震与隔震技术涵义

我国 70年代以前建造的房屋普遍没有考虑抗震设防,

此类建筑的抗震加固是十分必要的。传统建筑结构加固的

方法较多, 但这些方法通常都是从增强结构构件强度的角

度出发, 没有考虑到结构在加固后整体在地震作用下性能

的改变。常规增强构件强度的措施,通常会增加结构刚度,从

而导致结构所承受地震力的上升。

采用隔震技术对建筑进行加固, 可以减少输入上部结

构的能量,降低地震对上部结构的破坏,达到提高建筑结构

抗震能力的目的。与传统抗震加固方法相比,其加固思想从

原来的 /硬抗转变成为疏导,将原来由建筑结构构件塑性变

形吸收地震能量,转变为由隔震层隔绝和吸收地震能量。另

外,基础隔震加固时一般仅对建筑结构基础部分施工,不影

响上部结构的建筑功能和正常使用, 是一种经济适用的抗

震加固方法,特别适用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建筑、生命线

工程以及高烈度区需加固的工程结构。

2浅述消能减震技术的优点

2.1安全性

消能减震结构体系设置了非承重的消能构件 (消能支

撑、消能剪力墙等)或消能装置,它们具有极大的消能能力,

在强地震中能率先消耗结构的地震能量, 迅速衰减结构的

地震反应,并保护主体结构和构件免遭损坏,确保结构和建

筑内的重要设备、仪器的安全。

2.2经济性

消能减震结构通过“柔性消能”的途径以减少结构地震

反应,在减少剪力墙的设置、构造断面、配筋的同时,还能大

大提高抗震安全度。若用于旧有建筑结构的耐震性能改造

加固, 消能减震加固方法比传统抗震加固方法, 节省造价

10%-60%。

2.3技术合理性

消能减震结构则是通过设置消能构件或装置, 使结构

在出现变形时大量迅速消耗地震能量, 保护主体结构在强

地震中的安全。结构越高、越柔,跨度越大,消能减震效果越

显著。震后易于修复或更换,使建筑结构物迅速恢复使用。

3研究建筑结构设计中的隔震措施

一般隔震建筑的隔震建筑空间构成分为五部分, 每一

部分都有着自己的作用。

3.1上部结构的相关措施

隔震层的最上面是其上部结构, 上部结构在地震的时

候会出现移动,而位移的距离通常是根据设计来计算。位移

的方向是全面的,上部结构一般可以进行大的变形,而且加

速度很小,家具也不容易在地震中出现翻转的现象。为了在

地震中不阻碍隔震层变形, 关于上部结构的建设应当注意

以下几点。(1)注意楼梯、电梯和走廊中不能有障碍物(2)上

部结构周围应该安置防震缝。(3)在与地面之间应明确的安

置一条水平的隔离缝,如水平缝较难设置,应安置水平的滑

移垫层。

3.2隔震层的设计

隔震层是安装有隔震部件的地方, 它的上下楼层之间

极易发生变形,因此必须要使用隔震措施,以吸收这种变形。

在隔震层中,除去要安装一些隔震系统所需的管线外,不可

以用于其他的用途。为保证建筑的安全,可以将其封闭。建

筑物在隔震层的外周外墙的防护构造如属隔震层必须的构

造,如挡雨构件没超过 0.5m的部分,不计入建筑面积。一般

建议隔震层高度采用 1.8~2.1m之间,考虑到规划等因素,隔

震层应当计入建筑物高度。

3.3下部结构的设计

下部结构一般在隔震层的下方, 对隔震层起着支撑的

作用。为保证隔震层下部结构的稳固,一定要选取合适的材

料和施工方法。加铅芯的多层橡胶支座,在通常的多层橡胶

支座中心挖洞灌入铅液冷却而成, 铅芯的双线型剪切滞回

特性可以在小震时给结构提供必须的刚度, 在大震时提供

强大阻尼并耗散较多能量。这种装置结合了隔震器和阻尼

器,具有使用方便,构造简单等特点。因此,在隔震设计时,通

常选用这种材料保证支座质量。

3.4外周部

外周部是和上部结构相接的地表的位置, 一般会和上

部结构有 40cm的距离,应当在周围设置遮挡物,这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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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在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中,隔震和消能减震设计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近些年

发生了几次大型的地震,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也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

我们想要很好的解决地震对建筑破坏问题,必须要尝试采用更多的方法,所以针对建筑结构设计隔震和消能减震措施进行

研究与探讨是至关重要的,应用我们现有的技术,尽可能的避免建筑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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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其他人靠近,为防止地震上部结构变形过大,此外周围

需留出一定的空间。

3.5邻楼空间

邻楼空间是指相邻楼栋之间的人的活动空间。这部分

也应当考虑到地震时上部结构晃动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还

应该注意的是,如果相邻的建筑是隔震结构,而不是抗震结

构的状况下,相对位移会很大。

4研究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减震措施

减震措施通常是借助于建筑物以外的部件去增加建筑

物的阻尼,通过消耗地震传递给建筑物结构的能量,避免建

筑物因地震而受到损害。消能部件的布置需要经过分析确

定。设置在结构的两个主轴方向,可以使两个方向均有附加

阻尼与刚度；设置于结构变形较大部位的时候,可以更好的

发挥消耗地震能量的作用。减震措施不但能用于建筑物的

基础部分采用特殊处理、新建结构的减震设计之外,还能借

助消能减震元件或者装置削弱地震对建筑物的作用力,从

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最迟也是在建筑物的施工过

程中,在建筑物的关键部位设置特殊的隔震装置。但是在建

筑物建成之后,如果想对其进行抗震加固,就需要采用增加

阻尼的方法,在建筑物的结构上重新添加消能减震装置。对

于适用的部位而言,也是非常广泛的,它能应用于建筑物的

上部结构,同时,为保护主体结构的安全,也能用于建筑物的

隔震夹层。消能减振技术是用特别设置的机构和元件将地

震动的能量加以吸收耗散。当消能减震结构的抗震性能明

显提高时,主体结构的抗震构造要求可以适当的降低。降低

程度可根据消能减震结构地震影响系数与不设置消能减震

装置结构的地震影响系数之比确定, 最大降低程度应控制

在 1度以内。通过消能器的设置来控制预期的结构变形是

消能减震的基本要求, 可以使得主体结构在重大地震灾害

下不发生严重的破坏。

4.1无粘结支撑体系减震问题

无粘结支撑体系作为建筑物结构减震体系中最为机敏

的一种,在外包钢管和内核钢支撑之间不粘结,或在内核钢

支撑和外包钢筋混凝土或钢管混凝土之间涂无粘结漆形成

滑移界面。在支撑中段设置外包层,在支撑两端适当部位露

出内核钢支撑,然后用高强度螺栓与框架结构连接,用以保

证压力和拉力都只由内核钢支撑承受。滑移界面的材料和

几何尺寸需要精心施工和设计, 以允许内核钢和外包层之

间相对滑动,同时约束内核钢支撑的横向变形,防止内核钢

支撑在压力作用下发生整体屈曲和局部屈曲。在地震发生

时,通过内外钢之间的配合作来消耗地震能量。

4.2跷动振动控制减震设计

跷动减震设计有两种方法:(1) 是整个上部结构与下部

基础在竖向不紧固, 适用于高宽较大的建筑物在强烈地震

作用下会产生很大竖向拔力的情形。(2)是结构中地震力较

大的柱、竖向连续墙、支撑等部分构件与下部基础不紧固。

5减震隔震施工工艺原理和施工工序

5.1工艺原理

对砌体结构进行隔震加固的工艺原理主要包括以下两

点:(1)采用框式托换技术,利用托换夹梁和贯穿墙体的连系

梁形成一个刚性底盘,上部结构荷载转移到底盘上,使上部

结构与基础分离。其中,墙下托换梁的设计构造是隔震加固

过程中关键点之一。(2)在底盘与基础之间安装隔震支座,对

隔震支座与上下结构构件进行可靠的连接, 同时对基础进

行加固处理。其中基础加固也是砌体房屋隔震加固设计施

工的重点和难点。

5.2施工工序

根据工程特点,为使隔震加固安全实施,确定正确的施

工工序为: 水准测量 y室内外土方开挖 y施工放样控制标

高 y基础加固 y施工段划分 y墙体托换 y墙体开凿 y隔震

支座就位 y混凝土养护、拆模如图 1所示。施工过程中除编

制施工组织设计外,还要分别编制墙体托换、基础加固等施

工专项方案,对各施工分部分项的工序流程、工艺做法要求

进行周密分析研究,并做出详尽的规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

问题做出预防措施,为工程顺利进行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

6结束语

从本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减震隔震技术的运用,对于建

筑结构的抗震加固设计, 是设计理念的一次思想的飞跃,这

项技术的应用, 可以成为建筑的常规加固措施的一个补充

和建筑工程中加固技术的延续, 能较好的满足建筑的抗震

和减震隔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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