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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抗震所承担《农村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 

编制与相关试验研究工作 

  

自唐山地震以来，我国大陆破

坏性地震绝大多数发生在广大农村

和乡镇，特别是西部经济不发达地

区。目前我国村镇建设抗震防灾存

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大多数非建制

镇和自然村未进行建设规划工作，

加之乡村面积大，建筑分散，建设

管理不到位，使得村镇抗震防灾管

理工作难以落到实处；二是由于农村民房是自主建造，结构型式、建筑

材料等完全由房主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传统习惯确定，建房的随意性

大，给农村建筑带来相当大的地震隐患。
 

为了改变农村建房的随意性和无序的状况，使村镇建设具备必要的

抗震防灾能力，将村镇建设抗震防灾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减

轻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进行村镇建设抗震防灾对策研究无

疑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为此，建设部于2004年立项编制《农村与集镇

建筑抗震技术规程》。这将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反映农村与集镇建筑的技

术规程。我院抗震所作为该规程的主编单位，还开展了木构架土坯围护

墙房屋足尺模型振动台试验研究工作。
 

《农村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的编制原则是：“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简易有效、经济合理”，在考虑提高农村与集镇建筑抗灾能力



时，既要保持农居具有地区特色的结构类型，又要针对其结构类型在地

震灾害中表现出的整体性不足、构造不合理、习惯做法存在的缺陷等方

面予以改进，或在构造措施方面予以加强。这种改进或加强是本着只增

加少量造价而提高其防灾能力的原则，即抗震措施所增加的造价控制在

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 

日前，《农村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编制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上，《农村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主编葛学礼教授介绍了

编制组第一次会议以来的编制与试验情况，并对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

江－瑞昌5.7级地震村镇建筑震害现场调查情况作了介绍。会议还对《农

村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抗震设防目标及其理论依据、各章节中房

屋层数的限制以及下一步编制工作要求作了具体安排。预计《农村与集

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初稿将在今年3月完成。 

木构架土坯围护墙房屋是我国农村（主要是西南、西北、华北北部

和东北部分地区农村）广泛采用的结构类型，也是《农村与集镇建筑抗

震技术规程》所包含的结构类型。房屋地震震害表明，木构架土坯围护

墙房屋的抗震能力很差，普遍的震害特征是围护墙倒塌，木构架歪斜，

屋面瓦震落，需要重新建造。房屋震害现场调查发现，这类房屋抗震能

力差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房屋的建筑材料强度低，传统建造方式不合理，

结构整体性差，节点连接弱，加之缺乏抗震措施，使这类房屋在地震中

破坏严重，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为此，我院抗震所进行了如下

试验：试验在对木构架土坯围护墙

房屋的足尺模型采取抗震措施后，

在模拟地震振动台上进行模拟地震

试验，研究抗震设防模型的地震反

应特性和承载能力，探讨抗震设防

的效果，为提高墙体抗倒塌能力提

供依据，得出设防模型在各种破坏

程度下所能承受的相应地震烈度，并作为编制《农村与集镇建筑抗震技



术规程》的依据。 

试验结果表明，抗震措施对开裂墙体具有很强的约束能力。屋架、

梁柱节点和墙与柱连接节点的抗震效果良好，达到了预期目的。在这种

破坏状态下，对较大裂缝采用灌浆加固后，该模型房屋可照常使用。 

  

  抗震所葛学礼、王菁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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