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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合理地统一我国工程抗震的基本术语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工程抗震的科研 勘察 设计 管理及其他有

关领域

本标准未列出的术语 可采用各工程术语标准中有关抗震

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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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术 语

综 合 性 术 语

工程抗震

以减轻地震灾害为目的的工程理论和实践

工程抗震决策

对一个地区或建设场地 在已知可能遭遇的地震作用或地震

灾害发生概率的情况下 从安全和经济的角度出发 对工程结构的

抗震设防标准和防震减灾措施选择最优方案

抗震对策

针对某一地震灾害制定的减灾策略或措施

抗震措施

减轻地震灾害的各种处理办法 包括工程方面的和非工程方

面的

抗震设防

各类工程结构按照规定的可靠性要求 针对可能遭遇的地震

危害性所采取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抗震设防标准

各类工程结构按照规定的可靠性要求和技术经济水平所确定

的统一的抗震技术要求

抗震设防区

可能发生地震灾害 按规定需要采取抗震措施的地区

抗震设防区划

根据地震小区划 城市或工矿企业的规模及其相应的重要性

所制定的供抗震设防用的地震分区规划图 其内容包括地震烈度

或设计地震震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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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防烈度

按国家批准权限审定 作为一个地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烈

度

基本烈度

在 年期限内 一般场地条件下 可能遭遇的超越概率为

的地震烈度值 相当于 年一遇的烈度值

多遇地震烈度

在 年期限内 一般场地条件下 可能遭遇的超越概率为

的地震烈度值 相当于 年一遇的地震烈度值

罕遇地震烈度

在 年期限内 一般场地条件下 可能遭遇的超越概率为

的地震烈度值 相当于 年一遇的地震烈度

值

设计地震震动

在抗震设计 结构反应分析和结构振动试验中所采用的 作为

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震动参数 包括峰值加速度 反应谱 持续时

间及加速度时程等

人工地震震动

满足给定地震 震源机制 震级 震中距 和地质 基岩或场地

土 条件 或满足给定地震震动特征 反应谱及持续时间等 用比

例法或数值法产生的人工合成的地震震动

极限安全地震震动

在设计基准期内年超越概率为 的地震震动 其峰值加

速度不小于 一般为核电厂用于安全停堆设计采用的地震

震动

运行安全地震震动

在设计基准期内年超越概率为 的地震震动 其峰值加速

度不小于 一般为核电厂保持正常运行设计采用的地震震

动

环境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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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很小 只有几微米 的环境地面运动 系由天然的和 或

人为的原因所造成 例如风 海浪 交通干扰或机械振动等 常用于

确定场地和工程结构动态特性

卓越周期

随机振动过程中出现概率最多的周期 常用以描述地震震动

或场地特性

结构抗震性能

在地震作用下 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 变形能力 耗能能力 刚

度及破坏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结构延性

结构依靠自身的塑性变形耗散地震能量 从而减轻震害的性

能

抗震鉴定

检查既有工程的设计 施工质量和现状 按规定的抗震设防要

求对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抗震加固

为使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既有工程结构达到规定的抗震设

防标准而进行的设计和施工

结构体系加固

增加新的抗震构件 调整结构沿高度和平面的刚度分布 以加

强结构的抗震能力

构件加固

对既有墙 梁 柱等构件进行抗震加固

生命线工程

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 且地震破坏会导致城市局部或全部瘫

痪 引发次生灾害的工程 如供水 供电 交通 电讯 煤气等

工程地震术语

工程地震学

为工程建设服务的地震学 包括地震危险性分析 地震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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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小区划 工程场地的地震震动参数评定等

地震

由于地球内部运动累积的能量突然释放或地壳中空穴顶板塌

陷 使岩体剧烈振动 并以波的形式向地表传播而引起的地面颠簸

和摇晃

板内地震

由大陆板块运动引起的发生于板块内部的地震 其地点比较

分散 频度较低 危害性大且震源机制复杂

板间地震

由大陆板块运动引起的发生在板块边缘的地震 其发生地点

集中 频度较高 强度不太大且震源机制较简单

人工诱发地震

由于人类活动 如工业爆破 核爆破 地下抽液 注液 采矿 水

库蓄水等诱发的地震

爆破诱发地震

由于爆破 如采矿爆破和地下核试验等引起的地震

水库诱发地震

由于水库蓄水或大量泄水引起库区及附近发生的地震

矿山陷落地震

矿山采空区由于空穴顶板陷落引起的地震

地震波

地震发生时所产生的地震震动的传播形式 典型的地震震动

波形包含三组主要波群 波 纵波 波 横波 和 波 面波

后者包括勒夫 波 瑞利 波及其他波

地震震级

衡量一次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尺度 常用里氏震级表示

里氏震级

在距震中 处 用伍德 安德生 地震

仪所测定的水平最大地震震动位移振幅 以 为单位 的常用对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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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断裂

晚更新世以来有过活动且将来有可能再度活动的岩层断裂

它是地震可能发生地点的重要标志 分为发震断裂与非发震断裂

两种

断裂活动段

岩层断裂带中发生活动的部分

地表断裂

岩层破碎带延伸到地表的断裂 兼指断裂运动引起地表或接

近地表处产生的地裂或错动

断裂距

某一工程结构 场地或观测点到地表断裂的垂直距离

震源

地震发生时 在地球内部产生地震波的位置

震源深度

震源到地面的垂直距离

浅源地震

震源深度在 以内的地震

深源地震

震源深度超过 的地震

震中

理论上为震源在地表的垂直投影点 亦指地表上地震灾害最

严重的地方 分现场 宏观 震中和仪器震中

仪器震中

仪器测定的震源在地表的垂直投影点

现场震中

地震烈度最高的地点 又称宏观震中

震中距

在地震影响范围内 地表某处至震中的距离

地震烈度

地震对地表和工程结构影响的强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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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度分布

一次强地震后 地震烈度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

烈度异常

某一烈度区内局部出现偏高烈度或偏低烈度异常点的现象

烈度异常区

许多烈度异常点密集在一起的地区 高于所在烈度区的称为

高烈度异常区 低于所在烈度区的称为低烈度异常区

等震线

在同一地震中 具有相同地震烈度地点的联线

等震线图

在同一地震中 由不同烈度的等震线构成的图样 等震线图的

型式有呈同心圆的 同心椭圆的或不规则形状的

极震区

等震线图上烈度最高的区域

有感面积

多数人能感觉到地震的地域面积 常作为等震线图的最远边

界

地震烈度表

按照地震时人的感觉 地震所造成的自然环境变化和工程结

构的破坏程度所列成的表格 可作为判断地震强烈程度的一种宏

观依据

地震预报

根据地震前兆和地震活动规律判断 预测今后可能发生的地

震 包括震中位置 时间和震级 分为长期 中期 短期和临震预报

四种

地震危险性

在给定区域或场地内可能遭遇的地震震动参数和地表破坏潜

势

潜在震源

在未来一定时间内 可能发生危及工程结构安全的震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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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的地震危险性时 将潜在震源划分为点源 线源和面源

点源

地震能量从一点集中释放的潜在震源

线源

地震能量沿着断裂线释放的潜在震源

面源

地震能量在一定面积内释放的震源

本底地震

在所考虑的区域 扣除点源 线源 面源 内以均等的概率随机

发生的最大震级的地震

地震发生概率

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不同震级地震发生的概率

地震活动性

地震活动的时间 空间分布

地震重现期

在同一地区内某一震级地震重复发生所需要的时间间隔

年平均发生率

某一区域内发生震级大于给定下限值地震的总数与统计年数

的比值

超越概率

在一定时期内 地震震动强度超过给定值的概率

地震震动参数

表示地震震动强度 频率特性和持续时间等基本特征的参数

如峰值加速度 峰值速度 峰值位移 反应谱 加速度时程等

地震震动衰减规律

地震震动强度随震源距或震中距增大而衰减的规律

烈度衰减规律

地震烈度随震中距增大而衰减的规律

地震能量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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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能量通过地震波在地壳内传播并以声 光 电 热 振动等

方式将能量耗散的现象

地震能量吸收

地震释放的能量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而被各种物质所吸

收 如地震能量转化为工程结构自身的动能和应变能

地震区划

根据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制定的地震震动强度的分区

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中国境内地震基本烈度的地理分布图

地震小区划

根据地震区划图及小范围内的场地条件所给出的地震影响分

布 亦称地震影响小区划

结构动力学术语

结构动态特性

表示结构动态特征的基本物理量 一般指结构的自振周期或

自振频率 振型和阻尼

自由振动

在不受外界作用而阻尼又可忽略的情况下结构体系所进行的

振动

自振周期

结构按某一振型完成一次自由振动所需的时间

自振频率

当外力不复存在时 结构体系每秒振动的次数 又称固有频

率

基本周期

结构按基本振型完成一次自由振动所需的时间 又称第一自

振周期

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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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按某一自振周期振动时的变形模式

基本振型

多自由度体系和连续体自由振动时 最小自振频率所对应的

振动变形模式 又称第一振型

高阶振型

多自由度体系和连续体自由振动时 对应于二阶频率以上 含

二阶 的振动变形模式

共振

当干扰频率与结构自振频率接近时 振幅急剧增大的现象

振幅

结构振动时 其位移 速度 加速度 内力 应力 应变等

的最大变化幅度 即在振动曲线中 从波峰或波谷到横坐标基线

的距离

阻尼振动

振动体系由于受到阻力造成能量损失而使振幅逐渐减小的振

动

阻尼

使振幅随时间衰减的各种因素

临界阻尼

对静止弹性体系的某点给以初始位移后 使该点返回并越过

原位一次并渐渐回归原位所需要的阻尼

阻尼比

阻尼与临界阻尼的比值 临界阻尼比的简称

耗能系数

一个振动周期内能量耗散量与振幅最大处所具弹性势能的比

值 又称能量耗散系数 或能量耗散比

自由度

结构计算时 确定物体在空间的位置所需的最少独立坐标数

单自由度体系

仅需一个独立坐标的结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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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由度体系

具有二个以上 含二个 独立坐标的结构系统

集中质量

为了简化计算 将结构的全部质量按约定的原则集中在适当

位置的若干个点上 这些点上的质量 称为集中质量

地震反应

地震震动使工程结构产生内力与变形的动态反应

随机地震反应

根据地震干扰作用的随机统计特征 分析出结构体系随机反

应的统计特征 如平均值 方差 相关函数 谱密度等

结构 液体耦联振动

地震时 贮液构筑物中的部分液体和结构同步运动形成附加

液体动压力 并与结构的弹性变形耦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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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震观测和抗震试验术语

强震观测术语

强震观测

用仪器观察和记录强震时地面 地下的运动过程及工程结构

的反应过程

强震观测台网

设置在一个地区的各强震台或各种类型的台阵的集合 用以

满足专门研究的需要 并便于统一管理

强震观测台阵

根据不同观测目的 由多台相同或不同型式仪器组成的仪器

群体 一般分为地震震动观测台阵和结构反应观测台阵

强震仪

用来记录强震时地震震动的仪器 它由拾振系统 记录系统

控制系统 触发启动系统 计时系统和电源系统组成

三分量地震计 仪

记录地震震动一个垂直分量和两个正交水平分量的地震计

加速度仪

强震仪的一种主要类型 用以记录地震震动加速度时程 分为

光学记录加速度仪 磁带记录加速度仪和数字式加速度仪

光学记录加速度仪

用机械光学照像系统记录的加速度仪

磁 带 记 录 加 速 度 仪

用磁带记录的加速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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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加速度仪

地震震动信息采用数字电路处理并用盒式磁带或固态记忆器

件记录的加速度仪

加速度仪启动器

由地震本身触发而使强震仪启动的惯性开关 又称触发器 是

强震仪最关键的一个部件 分水平启动器和竖向启动器

启动时间

强震仪自接收地震信号触发启动到正常运转 开始记录所需

的时间

触发阈值

启动器启动强震仪开始工作的最小加速度值

加速度仪放大倍数

加速度仪记录幅值与地震震动幅值之比 又称加速度仪灵敏

度

时标

强震记录上表示时间间隔的标记

强震记录

由强震仪记录的地震震动全过程

加速度图

根据地震震动记录绘制的加速度 时间历程图

数据处理

在分析应用地震记录之前 将其数字化的过程 包括仪器校正

和基线校正 以减小由于记录纸或胶卷冲洗变形和数字化读数过

程以及仪器记录失真引起的误差

基线校正

对地震记录的基线 零线 的校正

地震震动

由地震引起的岩土震动

强地震震动

由地震引起的岩土强烈震动 一般指峰值加速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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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震动 简称强震

自由场地震震动

地震引起的地面震动 不包括微地貌 工程结构和设施振动反

馈对地面震动的影响

地震震动持续时间

在地震震动的加速度时程中 超过某一强度的或可能引起工

程结构破坏的那段地震震动的持续时间

地震震动强度

某一场地地震震动的强烈强度 用加速度 速度 位移 宏观地

震烈度或谱烈度等量表示

谱烈度

相对速度反应谱曲线在周期 与 之间所包围的面

积 其值在总体上反映某一场地的地震震动强度 又称谱强度

峰值加速度

地震震动过程中 地表质点运动的加速度最大绝对值

峰值速度

地震震动过程中 地表质点运动的速度最大绝对值

峰值位移

地震震动过程中 地表质点运动的位移最大绝对值

抗震试验术语

抗震试验

用各种动力加载设备模拟实际动态作用施加于结构 构件或

其模型上 并测定结构动态特性和地震反应的试验

现场试验

在现场对结构或场地土进行的试验 场地土的现场试验一般

称为原位试验

天然地震试验

在频繁出现地震的地区或短期预报可能出现较大地震的地

区 建造一些试验性建筑物 或在已有的建筑物上安装测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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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测量建筑物地震反应的试验

人工地震试验

采用地面或地下爆破法引起地震震动 对地面或地下建筑物

进行模拟天然地震的试验

模拟地震震动试验

用大型振动台或计算机和加载器联机模拟地震震动过程 对

结构或构件进行的动力或伪动力试验

伪动力试验

由计算机和加载器联机 按动态反应测量数据实时分析结果

反馈控制加载器组成闭环试验系统 以模拟地震震动过程中结构

实际变形和受力情况的试验

振动台试验

在振动台上对结构模型或小的原型结构进行共振试验或地震

反应试验

结构动态特性测量

测量并分析结构在自振或共振条件下的反应曲线 以确定结

构的自振周期 或自振频率 阻尼系数和结构振型等动态特性

自由振动试验

激发结构自由振动以测定其线性动态特性的试验

初位移试验

强迫结构产生初始变形后突然释放 使结构在一个平面内的

静力平衡位置附近作自由振动的试验

初速度试验

通过重物下落 锤击 爆炸或小型火箭产生的冲击力给结构以

初速度 使之作自由振动的试验

强迫振动试验

结构在施加动态作用状态下的试验

偏心块起振试验

利用两个相反方向转动的偏心块所产生的谐波激振力 对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型结构进行的强迫振动试验 可多台同步并用 以实现平移或扭转

激振

液压激振试验

用电液伺服激振器激发结构作谐波或任意波运动的试验

人激振动试验

人在建筑物顶部或某楼层住返摆动 使人体与建筑物自振周

期同步的激振试验 适用于自振周期较长的柔性结构

环境振动试验

利用风 海浪 机械运转 车辆行驶等环境因素引起的地面微

振 测定地面振动固有特征和工程结构动态特性的试验

动态参数识别

利用动态测量所得的动态作用和反应信号 或仅有反应信

号 确定结构系统的质量 刚度和模态特性等动态参数

伪静力试验

对结构 构件进行多次低周反复作用的静力试验 用以模拟地

震时结构 构件在反复振动中的受力和变形过程

循环加载试验

在一定时间内多次重复的加载试验

滞回曲线

在反复作用下结构的荷载 变形曲线 它反映结构 构件或岩

土试件在反复受力过程中的变形特征 刚度退化及能量消耗 是确

定恢复力模型和进行非线性地震反应分析的依据 又称恢复力曲

线

骨架曲线

反复作用下各滞回曲线峰点的连线 又称初始加载曲线

恢复力模型

将滞回曲线典型化而得到的反映恢复力 变形关系的数学表

达表

土动态特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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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土动态特性的试验

共振柱试验

视圆柱形土体试件为弹性杆件 利用共振方法测定其振动频

率 以求得土的动弹性模量的试验

动力三轴试验

在给定的周围压力下 沿圆柱形土试件的轴向施加某种谐波

或随机波动作用 测定其变形和孔隙水压力的发展 以确定土的强

度参数 包括饱和可液化土的液化特性等 的试验

剪切波速测试

在场地某处激振 在相隔一定距离处记录振动信号到达时间

以确定横波在场地土内传播速度的现场测试方法 包括单孔法 跨

孔法等

单孔法

在钻孔孔口附近地表施加水平冲击力 测量孔内不同深度处

冲击信号的到达时间 以确定剪切波在岩土层内传播速度的方法

跨孔法

在两个相邻钻孔中分别激振和接收信号 以确定剪切波在岩

土层内传播速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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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和地基抗震术语

场 地 术 语

场地

工程群体所在地 大体相当于一个厂区 居民点或自然村的范

围 同一类场地应具有相近的反应谱特征

场地条件

场地区域及附近的地形 土质 基岩起伏及其他地质条件

有利地段

坚硬土或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硬土 基岩面平坦等对工程

抗震有利的地段

不利地段

软弱土 液化土 突出的条状山咀 高耸孤立的山丘 非岩质的

陡坡 河岸和边坡的边缘 平面分布上成因 岩性和状态明显不均

匀的土层 如故河道 断层破碎带 暗埋的塘浜沟谷及半填半挖地

基 等在地质 地形 地貌方面对工程抗震不利的地段

危险地段

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 崩坍 地陷 地裂 泥石流 发震断裂带

上可能发生地表错位等对工程抗震危险的地段

场地类别

根据场地覆盖层厚度和场地土刚度等因素 按有关规定对建

设场地所做的分类 用以反映不同场地条件对基岩地震震动的综

合放大效应

计算基岩面

土层地震反应分析中按规定采用的岩土分界面

场地覆盖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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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面至剪切波速大于规定值的土层或坚硬土顶面的距离

场地土

场地范围内的地基土

场地土类型

为确定场地类别而对场地土刚度所作的划分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

地面以下规定范围内各土层剪切波速按各土层厚度加权而得

的平均值

土体抗震稳定性

场地土体抵抗地震引起的地面破坏如地裂缝 滑坡 崩塌等的

性能

地裂缝

地震时地面出现的裂缝 分为构造性地裂缝和非构造性地裂

缝

构造性地裂缝

与发震断裂走向吻合的地裂缝

非构造性地裂缝

与土层松软程度 含水量 重力作用以及土体滑塌有关的地裂

缝 又称重力性地裂缝

震陷

在强裂地震作用下 由于土层加密 塑性区扩大或强度降低而

导致工程结构或地面产生的下沉

矿坑震陷

未经充分支护或经回采后的采空区 在强烈地震和岩土层自

重作用下引起的地面塌陷

地基抗震术语

地震地基失效

由于地震引起的滑坡 不均匀变形 开裂和砂土 粉土液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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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基丧失承载能力的破坏现象

液化

土体由固态变为流态的现象

液化势

土发生液化的潜在可能性

喷水冒砂

土液化时 土中水连带砂土颗粒喷出地表的现象

液化初步判别

根据土层地质年代 粘粒含量 地下水位深度 上覆非液化土

层厚度等较易获得的资料直接进行的液化评估

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以标准贯入试验来判断地基土液化与否的一项经验指标

液化指数

衡量地震液化引起的场地地面破坏程度的一种指标

液化等级

按液化指数等指标对液化不良影响进行的分档

液化安全系数

土的液化强度与地震剪应力之比

液化强度

经指定循环次数作用面达到液化时 试样中的动应力

抗液化措施

根据工程结构重要性和地基液化等级所采取的全部或部分消

除液化危害的措施 包括对基础和上部结构采取措施和对可液化

土层进行处理

地基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天然地基抗震验算中 对地基承载力设计值的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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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抗震设计术语

抗震设计术语

抗震设计

对地震区的工程结构进行的一种专业设计 一般包括抗震概

念设计 结构抗震计算和抗震构造措施三个方面

二阶段设计

建筑结构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应进行抗震承载能力验算和在罕

遇地震作用下应进行薄弱部位弹塑性变形验算的抗震设计要求

工程结构抗震类别

根据工程结构地震破坏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在减轻地震灾害中

应起的作用而进行的抗震设计分类

抗震概念设计术语

抗 震 概 念 设 计

基于震害经验建立的抗震基本设计原则和思想 包括工程结

构总体布置和细部构造

设计近震和设计远震

在抗震设计中 按震级或震中距远近对设防烈度相同的地震

震动的一种划分 简称近震和远震 以反应谱的差异来体现

多道抗震设防

在同一工程中 通过控制各次要部件和主体结构在地震中破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坏的顺序来达到抗震防御目标的一种抗震概念设计原则

抗震结构整体性

通过加强构件间的连接来充分发挥各构件的承载能力和变形

能力 以提高结构整体抗震性能的一种抗震概念设计要求

塑性变形集中

在地震作用下 工程结构抗震薄弱部位的弹塑性变形显著大

于相邻部位的现象

强柱弱梁

使框架结构塑性铰出现在梁端的设计要求 用以提高结构的

变形能力 防止在强烈地震作用下倒塌

强剪弱弯

使钢筋混凝土构件中与正截面受弯承载能力对应的剪力低于

该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能力的设计要求 用以改善构件自身的抗

震性能

柔性底层

用变形能力大的延性框架代替房屋底层的抗震墙 以减少地

震震动向上部各层传递的一种抗震设计思想

抗震构造设计术语

抗震构造措施

为提高工程结构抗震性能而必须采取的细部构造措施

抗侧力体系

抗御水平地震作用的结构体系

抗震墙

主要用以抵抗地震水平作用的墙体 有时称剪力墙

抗震支撑

在工程结构中用以承担水平地震作用并加强结构整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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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系统 分为竖向支撑和水平支撑

约束砌体

为加强结构整体性和提高变形能力而采用的由圈梁和构造柱

分割包围的砌体

圈梁

为加强结构整体性和提高变形能力 在砌体房屋的墙中或基

础面上设置的水平约束构件 分为钢筋混凝土圈梁和钢筋砖圈梁

构造柱

为加强结构整体性和提高变形能力 在房屋中设置的钢筋混

凝土竖向约束构件

约束混凝土

通过设置较多箍筋限制横向变形 以提高抗压强度和变形能

力的混凝土

防震缝

为减轻不规则体形对抗震性能的不利影响 将建筑物分割为

若干规则单元的间隙

隔震

在结构的某些部位设置隔离装置 以阻滞地震能量传播的措

施

滑动摩擦隔震

在基础和上部结构间设置低摩擦系数的水平滑动层 以阻滞

地震剪切波传播和消耗地震能量的隔震方法

滚球隔震

用若干组滚球支承上部结构以阻滞地震剪切波传播 并采取

措施使结构震后恢复原位的隔震方法

叠层橡胶隔震

用若干由刚性材料和橡胶间隔分层叠合组成的橡胶垫支承上

部结构 以延长结构的自振周期 达到避震目的的隔震方法

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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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的某些部位设置阻尼器吸收地震能量 以减轻结构所

受的地震作用

抗震计算设计术语

抗震计算方法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采用的计算方法 分为静力法 底部剪力

法 振形分解法和时程分析法

静力法

以地震震动最大水平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的比值作为地震烈

度系数 以工程结构的重力和地震烈度系数的乘积作为工程结构

设计用的地震作用

底部剪力法

根据地震反应谱理论 按地震引起的工程结构底部总剪力与

等效单质点体系的水平地震作用相等以及地震作用沿结构高度分

布接近于倒三角形来确定地震作用分布 并求出相应地震内力和

变形的方法 又称伪静力法

振型分解法

以结构的各阶振型为广义坐标分别求出对应的结构地震反

应 然后将对应于各阶振型的结构反应相组合 以确定结构地震内

力和变形的方法 又称振型叠加法

振型参与系数

施加在结构上的地震作用中 反映某一振型影响的计算系数

平方和方根 法

取各振型反应的平方和的方根作为总反应的振型组合方法

又称均方根法

完全二次型方根 法

取各振型反应的平方与不同振型耦连项的总和的方根作为总

反应的振型组合方法

时程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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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震加速度记录或人工加速度波形输入结构基本运动方程

并积分求解 以求得整个时间历程内结构地震反应的方法 运动方

程可采用时域分析或频域分析方法求解

时域分析

当结构受到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函数表示的任意振动激励作用

时 按时间过程进行的振动分析 将激励时间过程划分为许多小时

段 使每个时段的激励相当于一个冲量作用于结构 则可求得在每

个时段结束时的结构反应 又称步步积分法

频域分析

当结构受到以频率为自变量的函数表示的任意振动激励作用

时 按频率进行的振动分析 对于线性结构 将任意激励按频率从

零到无穷大展开为各个简谐分量项 求出结构对每个分量的反应

并叠加 则可得到结构的总反应

地震作用

由地震引起的对工程结构的外加动态作用 分为水平地震作

用和竖向地震作用

反应谱

在给定的地震震动作用期间 单质点体系的最大位移反应 最

大速度反应或最大加速度反应随质点自振周期变化的曲线

设计反应谱

结构抗震设计所采用的反应谱

楼面反应谱

对于给定的地震震动 由结构中特定高程的楼面反应过程求

得的反应谱

反应谱特征周期

与设计反应谱曲线下降段起点对应的周期

地震影响系数

单质点弹性体系在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加速度反应与重力加速

度比值的统计平均值 根据地震烈度 近震 远震 场地类别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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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振周期确定

地震作用效应

在地震作用下结构产生的内力 剪力 弯矩 轴向力 扭矩等

或变形 线位移 角位移等

地震作用效应系数

结构或构件的地震作用效应与产生该效应的地震作用的比

值

地震作用效应调整系数

考虑到抗震分析中结构计算模型的简化和弹塑性内力重分布

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结构或构件设计时对地震作用效应进行调

整的系数

变形二次效应

结构或构件在重力和地震作用下引起的水平位移使重力对结

构或构件产生附加内力 此附加内力又进而影响位移的现象 习称

效应

鞭梢效应

在地震作用下 高层建筑或其他建 构 筑物顶部细长突出部

分振幅剧烈增大的现象

晃动效应

在地震作用下 油罐 水池中自由液体表面的长周期振动效

应 晃动引起的液体动压力称为对流压力

地震动水压力

地震时水体对建筑物或构筑物产生的动态压力

地震动土压力

地震时土体对建筑物或构筑物产生的动态压力

结构抗震可靠性

在设计基准期内 在设计预期的地震作用下 工程结构实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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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抗震功能的概率

材料抗震强度

材料抵抗地震破坏的能力 其值为在地震作用下材料所能承

受的最大应力

结构抗震承载能力

结构抵抗强地震作用的能力 其值为在规定的条件下结构能

抵抗的最大地震作用 即结构抗震承载力

杆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结构构件截面抗震验算中 考虑静力与抗震设计可靠度的区

别和不同构件抗震性能的差异 将不同材料结构设计规范规定的

截面承载力设计值调整为抗震承载力设计值的系数

结 构 抗 震 变 形 能 力

在地震作用下 结构所能承受的最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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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危害和减灾术语

地震危害术语

危害

某一地区 在给定的时期内 由于发生某种有害事件而造成的

损失 包括人员伤亡 物资破坏 社会活动中断和环境恶化等

危险

发生某种有害事件的预兆 或在某一地区 在给定的时期内

发生某种有害事件的概率

地震危害分析

对某一地区在给定的时期内 不同强度地震可能造成的损失

所作的概率分析

可接受的地震危害

为确定工程结构的抗震设防标准 根据结构的使用期限 预期

地震发生时结构可能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的严重性 以及国家可

能承担的减轻地震灾害的费用等进行综合评定所提出的一种安全

准则

灾害

一种造成社会活动中断和人员 物资严重损失或环境严重恶

化的事件 按其发生的原因可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自然灾害

包括地震 洪水和飓风等

地震灾害

由地震产生的灾害 简称震灾或震害 一般分为地震原生灾

害和地震次生灾害

地震原生灾害

由地震直接产生的灾害 它造成房屋 道路 桥梁破坏 人畜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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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等

地震次生灾害

由地震原生灾害导致的灾害 它引发火灾 水灾 爆炸 溢毒

细菌蔓延和海啸等

海啸

因地震 或海底火山爆发 或海岸附近地壳变动 而形成的海

水剧烈波动现象

震害调查

对地震灾害的调查 可为综合调查或主要针对工程破坏的专

门调查

工程结构地震破坏等级

对工程结构地震破坏程度的划分 一般分为完好 含基本完

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和倒塌五个等级

完好

承重构件完好 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破坏 附属构件有不同程

度破坏 一般不加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轻微破坏

个别承重构件轻微损坏 个别非承重构件明显破坏 附属构件

有不同程度破坏 一般稍加修理即可继续使用

中等破坏

承重构件多数轻微损坏 部分明显损坏 个别非承重构件严重

破坏 需加一般修理或采取应急措施后方可适当使用

严重破坏

承重构件多数严重破坏或部分倒塌 应采取排险措施 需大修

或局部拆除

倒塌

承重构件全部或多数倾倒或塌落 需拆除

震害指数

评定工程结构震害的一种定量指标 震害指数为零表示无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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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震害指数为 表示倒塌 其他破坏情况取 的中间值

结构性破坏

损害结构承载能力的破坏

非结构性破坏

不损害结构承载能力的破坏 主要指非结构构件如间隔墙 饰

面 女儿墙 檐口的破坏

撞击损坏

具有不同振动周期的相邻工程结构 地震时因互撞而引起的

损坏

工程震害分析

采用震害调查 理论计算 模拟试验等手段 分析工程震害产

生的原因和破坏机理

减轻地震灾害术语

减轻地震灾害

在地震发生前采取的旨在减少或消除其危害的措施

震害预测

某一地区 在预期的不同强度的地震作用下 对工程破坏 经

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等所作的概率估计

易损性

某种可能的破坏将造成的损失程度 以 无损 到

全毁 表示

累积损坏

数次地震作用累积造成的损坏

地震经济损失

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的总和 通常以

各个项目损失的币值总和表示 它取决于三个因素 即地震烈度

工程结构的数量 分布和易损性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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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生命线工程破坏的损失 财产损

失 以及因停产造成净产值减少的损失

地震间接经济损失

地震后因生命线工程破坏 工矿企业停产减产引起相关企业

产值降低的损失 重建费用 保险赔偿费用 以及与救灾有关的各

种非生产性消耗

地震社会损失 影响

由地震造成的居民无家可归 就业率降低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

加及生态环境恶化等损失

地震人员伤亡

由于地震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人身伤亡

地震破坏率

地震破坏的工程数与原有工程数之比 或地震破坏工程所需

的修复费用与原工程造价之比

修复费用

工程结构遭地震破坏 包括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破坏 后的修补

和加固费用

抗震减灾规划

为减轻地震灾害所制定的规划 主要内容包括 提高工程结构

和生命线工程抗震能力的措施 防止地震次生灾害发生及事后补

救的措施 应急和疏散计划 临震准备和震后抢救计划 抗震减灾

人员培训和群众性宣传等

城市抗震减灾规划

为提高城市综合抗震能力所制定的抗震减灾规划 它是城市

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

工矿企业抗震减灾规划

针对工矿企业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制定的抗震减灾规划 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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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与本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及所在城市的抗震减灾规划相衔

接

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抗震设防区划和地质分布图等资料 规定土地使用等级

和范围 以控制发展规模 使人口合理分布的规划 它是抗震减灾

规划的组成部分

灾害保险

政府的或私人的一种保险证券 旨在补偿由于灾害造成的损

失

地震灾害保险

以地震危险区集中起来的保险费作为保险基金 用于补偿因

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 它是利用社会力量分担地震风

险的一种方式

震后救援

地震灾害发生期间或以后的援助或干预 旨在保护幸存者 及

时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 包括及时营救并提供食品 衣物 栖身场

所 医疗和安慰 以减轻痛苦

震后恢复

在一次地震灾害后的数周至数月内所采取的行动和措施 旨

在将受灾地区基本恢复到灾前生活状况 同时鼓励和促进根据具

体情况作必要的调整

震后重建

在一次地震灾害恢复期以后的数月至数年内 为重建一个地

区所采取的行动 包括住房的建设 工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的恢复

直至基本恢复到灾前状态 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必要的调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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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间地震

板内地震

爆破诱发地震

本底地震

鞭梢效应

变形二次效应

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不利地段

材料抗震强度

场地

场地覆盖层厚度

场地类别

场地条件

场地土

场地土类型

超越概率

城市抗震减灾规划

触发阈值

初速度试验

初位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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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记录加速度仪

单孔法

单自由度体系

倒塌

等震线

等震线图

地表断裂

底部剪力法

地基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地裂缝

地震

地震波

地震重现期

地震次生灾害

地震地基失效

地震动水压力

地震动土压力

地震发生概率

地震反应

地震活动性

地震间接经济损失

地震经济损失

地震烈度

地震烈度表

地震能量耗散

地震能量吸收

地震破坏率

地震区划

地震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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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社会损失 影响

地震危害分析

地震危险性

地震小区划

地震影响系数

地震预报

地震原生灾害

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保险

地震震级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地震作用

地震作用效应

地震作用效应调整系数

地震作用效应系数

地震震动

地震震动参数

地震震动持续时间

地震震动强度

地震震动衰减规律

点源

叠层橡胶隔震

动力三轴试验

动态参数识别

断裂活动段

断裂距

多道抗震设防

多遇地震烈度

多自由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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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设计

反应谱

反应谱特征周期

防震缝

非构造性地裂缝

非结构性破坏

峰值加速度

峰值速度

峰值位移

杆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高阶振型

隔震

工程地震学

工程结构地震破坏等级

工程结构抗震类别

工程抗震

工程抗震决策

工程震害分析

工矿企业抗震减灾规划

共振

共振柱试验

构件加固

构造性地裂缝

构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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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曲线

光学记录加速度仪

滚球隔震

海啸

罕遇地震烈度

耗能

耗能系数

滑动摩擦隔震

环境振动

环境振动试验

晃动效应

恢复力模型

活断裂

基本烈度

基本振型

基本周期

计算基岩面

极限安全地震震动

基线校正

极震区

集中质量

加速度图

加速度仪

加速度仪放大倍数

加速度仪启动器

剪切波速测试

减轻地震灾害

结构动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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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动态特性测量

结构抗震变形能力

结构抗震可靠性

结构抗震承载能力

结构抗震性能

结构体系加固

结构性破坏

结构延性

结构 液体耦联振动

静力法

抗侧力体系

抗液化措施

抗震措施

抗震对策

抗震概念设计

抗震构造措施

抗震加固

抗震鉴定

抗震减灾规划

抗震计算方法

抗震结构整体性

抗震设防

抗震设防标准

抗震设防烈度

抗震设防区

抗震设防区划

抗震设计

抗震试验

抗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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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墙

可接受的地震危害

跨孔法

矿坑震陷

矿山陷落地震

累积损坏

里氏震级

烈度分布

烈度衰减规律

烈度异常

烈度异常区

临界阻尼

楼面反应谱

面源

模拟地震震动试验

年平均发生率

喷水冒砂

偏心块起振试验

频域分析

平方和方根 法

谱烈度

启动时间

浅源地震

潜在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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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震震动

强剪弱弯

强迫振动试验

强震观测

强震观测台网

强震观测台阵

强震记录

强振仪

强柱弱梁

轻微破坏

圈梁

人工地震震动

人工地震试验

人工诱发地震

人激振动试验

柔性底层

三分量地震计 仪

设计地震震动

设计反应谱

设计近震和设计远震

深源地震

生命线工程

时标

时程分析法

时域分析

数据处理

数字加速度仪

水库诱发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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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变形集中

随机地震反应

天然地震试验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

土动态特性试验

土地利用规划

土体抗震稳定性

完好

完全二次型方根

法

伪动力试验

危害

伪静力试验

危险

危险地段

现场试验

现场震中

线源

修复费用

循环加载试验

严重破坏

液化

液化安全系数

液化初步判别

液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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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强度

液化指数

液化势

液压激振试验

仪器震中

易损性

有感面积

有利地段

约束混凝土

约束砌体

运行安全地震震动

灾害

灾害保险

振动台试验

振幅

震害调查

震害指数

震害预测

震后重建

震后恢复

震后救援

震陷

震型

振型参与系数

振型分解法

震源

震源深度

震中

震中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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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回曲线

中等破坏

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撞击损坏

卓越周期

自由场地震震动

自由振动

自由振动试验

自由度

自振频率

自振周期

阻尼

阻尼振动

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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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推荐性英文术语索引

英文术语 术语词目 页次

烈度异常

加速度图

加速度仪

可接受的地震危害

活断裂

环境振动试验

环境振动

振幅

面源

人工地震试验

人工地震震动

人工诱发地震

地震震动衰减规律

年平均发生率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

本底地震

滚球隔震

隔震

基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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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烈度

反应谱特征周期

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液化等级

地震作用效应系数

倒塌

完全二次型方根

法

塑性变形集中

抗震概念设计

约束混凝土

约束砌体

构造柱

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临界阻尼

跨孔法

累积损坏

循环加载试验

阻尼振动

阻尼

阻尼比

危险地段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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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源地震

自由度

设计地震震动

设计近震和设计远震

设计反应谱

数字加速度仪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灾害

灾害保险

结构延性

动态参数识别

结构动态特性

结构动态特性测量

土动态特性试验

动力三轴试验

地震

地震作用

地震人员伤亡

工程震害分析

震害指数

震害调查

地震破坏率

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保险

减轻地震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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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害预测

抗震减灾规划

工矿企业抗震减灾规划

地震动土压力

工程抗震

工程抗震决策

震中

震源

抗震设防

抗震设防烈度

抗震设防标准

抗震设防区

抗震设防区划

地震动水压力

地震烈度

地震烈度表

地震震级

地震发生概率

地震预报

抗震对策

抗震措施

结构抗震性能

抗震构造措施

结构抗震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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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抗震强度

抗震试验

地震反应

地震重现期

地震经济损失

耗能

耗能系数

工程地震学

震中距

底部剪力法

超越概率

爆破诱发地震

有利地段

有感面积

现场震中

楼面反应谱

震源深度

强迫振动试验

断裂距

断裂活动段

自由场地震震动

自由振动

自由振动试验

频域分析

滑动摩擦隔震

基本振型

基本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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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构地震破坏等级

地裂缝

地震地基失效

地震震动

地震震动持续时间

地震震动强度

地震震动参数

危险

高阶振型

液压激振试验

滞回曲线

现场试验

地震间接经济损失

初位移试验

初速度试验

仪器震中

完好

抗震结构整体性

烈度异常区

烈度衰减规律

烈度分布

多遇地震烈度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罕遇地震烈度

板间地震

板内地震

等震线

等震线图

土地利用规划

抗侧力体系

生命线工程

线源

液化

抗液化措施

液化指数

液化势

液化安全系数

液化强度

集中质量

磁带记录加速度仪

加速度仪放大倍数

人激振动试验

极震区

矿山陷落地震

矿坑震陷

振型分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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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型参与系数

中等破坏

杆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地基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地震作用效应调整系数

多道抗震设防

多自由度体系

天然地震试验

自振频率

自振周期

计算基岩面

非结构性破坏

非构造性地裂缝

运行安全地震震动

光学记录加速度仪

峰值加速度

峰值位移

峰值速度

点源

震后重建

震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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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救援

潜在震源

撞击损坏

卓越周期

液化初步判别

地震原生灾害

伪动力试验

伪静力试验

随机地震反应

修复费用

结构抗震可靠性

水库诱发地震

共振

共振柱试验

反应谱

恢复力模型

里氏震级

圈梁

危害

偏心块起振试验

喷水冒砂

地震次生灾害

变形二次效应

地震作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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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抗震承载能力

抗震支撑

工程结构抗震类别

抗震计算方法

抗震设计

地震能量吸收

地震能量耗散

抗震鉴定

地震危险性

地震影响系数

防震缝

地震小区划

地震危害分析

土体抗震稳定性

抗震加固

抗震墙

地震波

地震区划

地震活动性

严重破坏

振动台试验

浅源地震

剪切波速测试

模拟地震震动试验

单自由度体系

单孔法

场地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场地类别

场地条件

场地土

骨架曲线

轻微破坏

晃动效应

地震社会损失 影响

柔性底层

谱烈度

平方和方根法

加速度仪启动器

启动时间

静力法

叠层橡胶隔震

强柱弱梁

强地震震动

强震仪

强震观测

强震观测台阵

强震观测台网

强震记录

强剪弱弯

结构性破坏

构件加固

结构体系加固

结构 液体耦联振动

震陷

地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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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性地裂缝

场地覆盖层厚度

三分量地震计 仪

时域分析

时程分析法

时标

触发阈值

海啸

二阶段设计

场地土类型

极限安全地震震动

不利地段

城市抗震减灾规划

振型

易损性

鞭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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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

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

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

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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