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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双向多点输入时程地震反应 

分析》报告通过专家评审会审查 

  

3月4日，由我院结构所完成的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双向多点输入

时程地震反应分析》报告通过专家

评审会审查。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由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其总建筑面积

38.7万平方米，是为了迎接北京2008年奥运会而进行的扩建项目，包括

两座航站楼（T3A和T3B，两者基本对称）、一座地面交通运输中心以及

T3A与T3B航站楼之间长达2000米的行李传送地下隧道。其中T3A航站楼的

下部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典型柱网为三角形斜柱网和矩形

柱网。航站楼整个屋面体系覆盖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其基本结构形式为I

形抽空三角锥钢网壳，屋面由三角形斜柱网分布的变截面钢管柱多点支

承。 

航站楼屋面在平面上呈南北轴对称的Y字型。主体Y字型的两翼端点

相距约770米，Y字型南北走向指廊的顶部距两翼的端点大约有950米，属

于超长型结构，且结构体型不规则。在前期的设计方案论证会上，专家

们一致认为对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超长结构进行多维多点输入地震反应分

析是很有必要的。我院结构所（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的委托，共同对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进行多维多点输入地震反

应分析研究。 



多维多点输入地震反应分析属于前沿课题，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热点之一。由于桥梁的跨度比建筑结构大得多，因此多点激励地

震反应分析在桥梁领域的研究应用较建筑领域更为广泛。尽管如此，在

国内桥梁规范中还未引入多点输入的概念。将多维多点输入地震反应分

析应用于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中，在国内尚属首次。因此这项任务具有相

当大的难度和挑战性。 

结构所接受任务后，组织了强有力的项目组，添置了大量硬件设

备，并多次邀请院内专家召开技术讨论会，制定可行性方案。对航站楼

建立了包括地下室下部结构在内的整体模型，进行了考虑行波效应的水

平双向多点输入时程地震反应分析，采用了Ⅲ类场地条件下的3条地震波

（EL-Centro波、Court-House波、场地波），考虑了3种地震波传播速

度，确定了5个地震波传播方向，并选择了2种地震动输入方向，分析情

况共计120种，完成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水平双向多点输入时程地震

反应分析》报告。 

报告的结论中给出了考虑双向多点地震输入后对结构的作用及影

响，其主要反应为扭转作用显著。根据分析结果，对设计单位提出建

议：针对工程不同结构构件类型和部位给出地震作用效应调整系数，以

考虑多点输入的影响，便于设计者使用。 

在报告审查会上，专家组经讨论一致认为：对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超

长结构开展多维多点地震输入研究很有必要，报告中使用的各项计算参

数比较合理、采用的计算方法正确、给出的考虑地震双向多点输入后的

结论以及建议的地震作用效应调整系数对于航站楼工程有很好的指导意

义，可供设计单位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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