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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修订《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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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岩土工程勘察角度入手，提出在运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 "##%）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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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 "##%）（以下

简称新规范）已于 "##" 年 % 月 % 日作为国家标准开

始实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0 %% $ 1’）（以下

简称老规范）将于 "##" 年 %" 月 +% 日废止。"##%
年 ’ 月，笔者有幸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震设

计规范高级研讨班，会上建设部勘察设计司、标准定

额司、抗震办公室领导和规范修订组主要成员作了

重点介绍并展开讨论。通过学习，结合自己的实践

经验及对老规范的应用情况，在岩土工程勘察方面

与老规范比较，浅谈一下运用新规范时应注意的问

题。

!" 抗震设防目标

新规范与老规范抗震设防目标一致，仍为“ 小

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采用 + 个概率水准

和 " 个阶段设计来体现。

+ 个概率水准：根据我国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

地震发生概率的统计分析，&# 年内超越概率约为

(+2的地震烈度为众值烈度，比地震基本烈度约低

%3 & 度，规范取为第一水准烈度，重现期为 &# 年；&#
年超越概率约 %#2的烈度即《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规定的地震基本烈度或新修订的《 中国地

震动参数区划图》（,- %1+#( $ "##%）规定的峰值加

速度所对应的烈度，规范取为第二水准烈度，重现期

为 *)& 年；&# 年超越概率 "2 4+2的烈度可作为罕

遇地震的概率水准，规范取为第三水准烈度，重现期

约 "### 年。

" 个阶段设计来实现 + 个概率水准设防目标：

承载力验算、弹塑性变形验算。

另外新规范把“抗震设防烈度为 ( 度及以上地

区建筑必须进行抗震设计”作为强制性条文。老规

范中，抗震设防烈度为 ( 度地区建筑，除规范有具体

规定外，可不进行地震作用计算。

#" 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

#5 !"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及设防标准

#5 !5 !" 抗震设防分类

新规范中规定甲类建筑为重大建筑工程和可能

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乙类建筑为地震时使用

功能不能中断或需尽快恢复的建筑；老规范中规定

甲类建筑为特殊要求的建筑，乙类建筑为国家重点

抗震城市的生命线工程的建筑。

#5 !5 #" 抗震设防标准

地震作用：新规范中规定甲类建筑按地震安全

性评价结果确定，老规范中规定甲类建筑按专门研

究的地震动参数。

抗震作用：新规范中规定甲类建筑比本地区抗

震设防烈度提高 % 度，乙类建筑一般情况下同老规

范，对较小的乙类建筑，当其结构改用抗震性能较好

的结构类型时不提高，丁类建筑比本地区抗震设防

烈度适当降低，( 度时不应降低；老规范中规定甲类

建筑采取特殊的抗震措施，丁类建筑比本地区抗震

设防烈度降低 % 度，( 度时可不降低。

#5 #" 地震影响

新规范中明确规定，地震影响采用设计基本地

震加速度和设计特征周期来表征。可与《 中国地震

动参数区划图》（,- %1+#( $ "##%）（ 峰值加速度区

划图和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相匹配。抗震设防

烈度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的对应关系见表 %。

附录 6 中列出了全国近 "’## 个县及县级以上

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

震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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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抗震设防烈度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对应关系

抗震设防烈度 # $ % &

设计基本

地震加速度
’( ’)!

’" !’
（’" !)）!

’" *’
（’" +’）!

’" ,’!

新规范规定建筑设计特征周期应根据其所在场

地的设计地震分组和场地类别确定，将设计近震、远

震改称为设计地震分组，更好地体现了震级和震中

距的影响，设计地震分为 + 组，对!类场地，第一、

二、三组的设计特征周期分别取为 ’- +) .、’- ,’ .、
’- ,) .。

老规范对地震影响的规定，采用了抗震设防烈

度和设计近震、设计远震的概念。抗震设防烈度是

作为一个地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烈度，一般情况

采用《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规定的 )’ 年超

越概率 !’/ 的地震基本烈度。

!" 场地、地基和基础

!( 0" 场地

!( #( #" 建筑地段的划分

选择建筑场地时，仍按地质、地形、地貌划分对

建筑抗震有利、不利、危险地段，其它地段可视为可

进行建设的一般地段。

!( #( $" 建筑场地的类别划分

新规范中规定建筑场地的类别划分应以土层等

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为准。

（!）土层的等效剪切波速：将剪切波的平均方

法改用以走时为权的平均，称为等效剪切波速，即多

层土与匀质土在剪切波速的传播时间上的等效。

#.1 2 $’ % &（$’ 为场地评定用的计算深度，取覆盖层

厚度和 *’ 3 两者的较小值，& 为剪切波速在地表与

计算深度之间的传播时间），无实测资料时，应根据

岩土名称和性状估算出土层剪切波速，分层计算再

进行累计。老规范中规定土层剪切波速是按以厚度

为权的平均方法求得的。如：某场地覆盖层厚度为

!% 3，各土层情况及建筑场地划分见表 *。

表 *" 某场地土层情况及建筑场地划分

岩土名称
埋深

4 3
厚度

4 3

剪切波

速 #. 4
（3·. 5 ! ）

素填土 ’ 6 ,( ’ ,( ’ !+’
粉土 ,( ’ 6 $( ’ +( ’ !#’
粉质粘土 $( ’ 6 !*( ’ )( ’ *,’
粉质粘土 !*( ’ 6 !%( ’ #( ’ +,’

按老规范

地 下 !)
3 土层平

均剪切波

速 #.3 2
*!) 3 4 .

按 新 规 范

地下 !% 3
土 层 的 等

效 剪 切 波

速 #.1 2
*’) 3 4 .

建筑场地类别 ! !

新规范"类场地的范围稍有扩大，避免了!类

至#类的跳跃。如：7 场地覆盖层厚度为 $) 3，土

层平均剪切波速为 !,) 3 4 .；8 场地覆盖层厚度为

%* 3，土层平均剪切波速为 !+) 3 4 .。情况变化不

大，按老规范 7 场地建筑场地类别为!类，8 场地建

筑场地类别为#类，出现跳跃现象；而按新规范 7
场地建筑场地类别为"类，8 场地建筑场地类别为

#类，避免了跳跃现象。

当等效剪切波速 #.1",’ 3 4 . 时，!类和 "类

场地的分界线从 & 3 改为 !) 3，覆盖层厚度由原来

的 + 6 & 3 改为 + 6 !) 3，在这一区间内适当扩大了

!类场地的范围。如：某场地覆盖层厚度为 !* 3，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为 !+’ 3 4 .。按老规范，建筑场

地类别为"类；而按新规范建筑场地类别为!类。

对场地初步勘察阶段、详细勘察阶段测量土层

剪切波速钻孔的数量做了明确要求。如：在场地初

步勘察阶段，对大面积的同一地貌单元，测量土层剪

切波速的钻孔数量，应为控制性钻孔的 ! 4 + 6 ! 4 )，

山间河谷地区可适量减少，但不宜少于 + 个。对层

数 9 !’ 层且高度 9 +’ 3 丙类建筑应有实测剪切波

速资料，对丁类建筑及层数$!’ 层且高度$+’ 3 丙

类建筑，当无实测剪切波速时，应利用当地经验估计

各土层的剪切波速。

（*）建筑场地覆盖层厚度的确定：新规范中规

定对建筑场地覆盖层厚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般情况下应按地面至剪切波速 9 )’’ 3 4 . 的土层

顶面的距离确定；地面 ) 3 以下存在剪切波速 9 相

邻上层土剪切波速 *- ) 倍的土层，且其下卧岩土的

剪切波速均 : ,’’ 3 4 . 时，可按地面至该土层顶面

的距离确定；剪切波速 9 )’’ 3 4 . 的孤石、透镜体，

应视同周围土层；土层中的火山岩硬夹层，应视为刚

体，其厚度应从覆盖土层中扣除。布孔方案中若无

地区经验，对中软土! 6"类场地，钻孔孔深应钻至

)’ 3 来确认一下；对" 6#类场地，钻孔孔深应钻

至 %’ 3 来确认一下。附近有资料时，应说明距此拟

建物距离、是否为同一地貌单元等。老规范中规定

场地覆盖层厚度应按地面至剪切波速 9 )’’ 3 4 . 的

土层或坚硬土顶面的距离确定，未考虑孤石、硬夹层

等特殊情况，在划分建筑场地类别时易做出错误结

论。如：有一建筑场地 ’ 6 $- ’ 3 为硬塑状态粉质粘

土，剪切波速为 *#’ 3 4 .；$- ’ 6 !’- ’ 3 为密实混合

土，剪切波速为 )+’ 3 4 .；!’- ’ 6 !#- ’ 3 为坚硬状态

粘土，剪切波速为 +%’ 3 4 .；以下均为剪切波速 9
)’’ 3 4 . 的灰岩。按老规范，根据中硬场地土、覆盖

层厚度为 $- ’ 3，建筑场地类别划分为$类；而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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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根据等效剪切波速为 !"# $ % &（中硬土）、覆盖

层厚度为 "’( ) $，建筑场地类别划分为!类。

新规范按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

将场地类别划分为 * 类，见表 !。

表 !+ 新规范建筑场地类别划分

等效剪切波速

!&, %（$·& - " ）

场地类别

" ! # $
!&, . /)) )
/))!!&, . 0/) 1 / !/
0/)!!&, . "*) 1 ! ! 2 /) . /)
!&,""*) 1 ! ! 2 "/ . "/ 2 #) . #)

老规范根据场地土类型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将场

地类别划分为 * 类，见表 *。

表 *+ 老规范建筑场地类别划分

场地土类型
场地覆盖层厚度 "34 % $

) ) 1 "34"! ! 1 "34"5 5 1 "34"#) "34 . #)
坚硬场地土 "
中硬场地土 " " ! !
中软场地土 " ! ! #
软弱场地土 " ! # $

老规范有意扩大!类场地范围，因此在临界附

近出现一些反常现象。如：6 场地覆盖层厚度为 *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为 "!) $ % &；7 场地覆盖层厚

度为 #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为 0’) $ % &。按老规范

6 场地建筑场地类别为!类，7 场地建筑场地类别

为"类，出现反常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而按新规

范都定为!类，较好地解决了此类问题。

!8 "8 !# 断裂工程抗震评价

活动断裂是指 " 万年以来（ 全新世）活动过的

断裂。发震断裂是指近期（/)) 年）以来发生过 / 级

及以上地震，未来 ")) 年可能产生 / 级及以上地震

的活动断裂。新规范规定场地内存在发震断裂时，

应对断裂的工程影响进行评价，指出了在什么条件

下可忽略发震断裂错动对地面建筑的影响，在什么

条件下应避开主断裂带，最小避让距离是多少，具体

见表 /。

表 /+ 主断裂带的最小避让距离

烈度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

甲 乙 丙 丁

# 专门研究 !)) $ 0)) $ ⋯

5 专门研究 /)) $ !)) $ ⋯

!8 "8 $# 地形影响评价

新规范规定当需在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

的山丘、非岩石的陡坡、河岸和边坡边缘等不利地段

建造丙类及丙类以上建筑时，除保证其在地震作用

下的稳定性外，还应估计不利地段对设计地震动参

数可能产生的放大作用，其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

乘以增大系数，其值可根据不利地段的具体情况确

定，但不宜大于 "( ’。

!8 %# 地基和基础

!8 %8 "# 地基基础抗震设防与抗震验算

新规范中规定建筑场地为"类时，甲、乙类建筑

应允许仍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采取抗震构

造措施。明确了对不超过 # 层且高度在 0/ $ 以下

的一般民用框架房屋可不进行天然地基及基础的抗

震承载力验算。增加了黄土地基的地基抗震承载力

调整系数，如：坚硬黄土为 "( !，可塑黄土为 "( "，新

近堆积黄土及流塑黄土为 "( )。

!8 %8 %# 地基液化评价

新规范中规定初判时地质年代为第四纪晚更新

世及其以前时，9、# 度时可判为不液化；老规范中对

地质年代为第四纪晚更新世及其以前时统判为不液

化土。

当初步判别认为需进一步进行液化判别时，仍

应采用标准贯入法进行液化判别。新规范中规定一

般判别深度为 "/ $，当采用桩基或埋深 . / $ 的深

基础时，尚应判别 "/ 2 0) $ 范围内土的液化。液化

指数仍按孔计算。液化等级增加了判别深度为 0)
$ 一栏（ 见表 ’）。老规范中规定只判别到地面下

"/ $。

表 ’+ 液化等级

液化等级 轻微 中等 严重

判别深度为 "/ $
时的液化指数

) 1 #":"/ / 1 #":""/ #": . "/

判别深度为 0) $
时的液化指数

) 1 #":"’ ’ 1 #":""# #": . "#

新规范将老规范中“不应将未经处理的液化土

层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修订为“ 不宜将未经处理

的液化土层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明确了液化等

级为中等液化和严重液化的古河道、现代河滨、海

滨，当有液化侧向扩展或流滑可能时，在距常时水线

约 ")) $ 以内不宜修建永久性建筑，否则应进行抗

滑动验算、采取防土体滑动或结构抗裂措施。

!8 %8 !# 桩基设计

新规范中桩基设计增加了桩基抗震验算和液化

土中桩的配筋要求。桩基处理后，外围土、桩间土对

拟建物仍有影响，不能单从基础底面考虑，仍从地面

算起，建筑场地类别仍按初始状态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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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进“ 打滑层”钻头的设计要点

温姝静

（辽宁有色地质局机械仪器研究所，辽宁 大石桥 !!"##$）

中图分类号：%&’() ( * !+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 + 我所针对钻探施工常遇到的“打滑层”的特点，

合理设计钻头参数，制作了多种规格的“打滑层”钻

头，钻进效果较好，为用户解决了钻进难题。笔者在

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以下“打滑层”钻头设计要点。

（!）选用高品级人造金刚石。高品级人造金刚

石具有晶形好、单粒抗压强度高、热稳定性好等特

点，钻进坚硬岩石具有特别明显的优点，是低品级金

刚石所无法比拟的，也是突破“打滑层”的关键。

（.）选用中细粒度人造金刚石。当前国内人造

金刚石强度与国外先进水平比有很大差距，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使用粗粒度金刚石，由于强度不够，会

造成金刚石磨钝而又不能及时脱粒，新的金刚石不

能及时出露而发生打滑现象。按目前国内高品级金

刚石水平，选用细粒度混目金刚石是可行的。

（’）选用较低浓度的金刚石含量。由于浓度

低，金刚石颗粒相对减少，每粒金刚石的钻压就会增

加，有利于金刚石出刃切入岩石，可以提高钻速。

（(）选用中等偏低硬度的胎体。以往由于金刚

石品级不高，钻进“ 打滑层”时多采用较软胎体，便

于金刚石的出露，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金刚石

品级的不断提高，采用高品级金刚石继续采用软胎

体，势必造成金刚石的过早脱粒，高品级金刚石的优

势得不到发挥。但并非胎体硬度越硬越好，应与使

用的金刚石相匹配，且与所钻岩层相适应，二者兼

顾，故采用中等偏低硬度的胎体较为合适。

（"）选用自由面较多的唇面形状。钻进“ 打滑

层”在岩层完整的情况下，应选用自由面较多的唇

面形状，如梯齿形、尖齿形、二阶梯形等。实践证明：

自由面越多，越有利于岩石破碎，有利于提高钻速。

（&）选用金刚石单晶保径。钻进“打滑层”岩石

特别坚硬，如果选用针状硬质合金或聚晶保径就会

严重阻碍进尺。这两种材料对于特别坚硬岩石来

说，只能是消极“防御”，不能主动“进攻”，而金刚石

单晶对于坚硬的孔壁是有克取作用的，它可以变消

极“防御”为主动“进攻”，有利于提高钻速。

（$）选用扇形水口。扇形水口对于绳索取心钻

头尤为重要，扇形水口与直水口对比，可增加钻头内

径唇面切削线的长度，有利于钻头内外唇面均衡磨

损。水口数量在满足排粉、冷却的条件下，不宜过

多。

（/）钻头进行预出刃处理。钻头进行预出刃处

理，对于钻进“打滑层”特别重要，钻头下孔不经“初

磨”就可以直接进尺，减少了初磨时间，提高了钻进

速度。

+ 收稿日期：.##’ - #’ - #(
+ 作者简介：温姝静（!0&/ - ），女，辽宁葫芦岛人，辽宁有色地质局

机械仪器研究所工程师，探矿工程专业，从事钻头工艺设计工作，辽

宁省大石桥市，（#(!$）&."#/!’

**********************************************

。

!" 结语

随着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职业资格制度的

逐步实行，岩土工程师的责任更加重大。新规范

"’! 条中有 ". 条被确定为强制性条文，通过强制性

条文使之法制化，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实施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监督规定》，违反强制性条文规定，就应追

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正确理解与运用新规范显

得尤为重要。

当然，还有一些细小差异本文未能一一列出，本

文只想从岩土工程勘察方面浅淡一下在运用新规范

时的一些粗浅看法，以便与同行共勉，不当之处敬请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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