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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前言

　　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
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发育，导致我国地震频发并且灾害严重。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发生
了多次破坏性地震，建筑震害严重，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我国幅员辽阔，几乎每年都
有破坏性地震发生，这些地震大部分发生在村镇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发震频率高。
东部地区虽然是地震少发地区，但相对于建筑基本不考虑抗震来说，一旦发生地震，即使强度不大，
譬如6、7度，房屋也会遭受破坏，造成损失。总的来说，我国村镇遭受地震威胁始终是很严重的，如
何提高村镇建筑的抗震能力，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是摆在广大科技人员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
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应对目前村镇建筑安全存在的隐患。　　近两年，国家对村镇防灾减灾的研究非常重视，加大
了对村镇防灾建设的投入力度，投入逐年增加；2009年，国家启动了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项目，希望通
过这项工作能够解决农村贫困农民住有所居的问题。提高村镇房屋的综合防灾能力，任重而道远，还
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目前总体来说，村镇防灾建设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部分地区农村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每年在地震、台风、山洪、河洪等灾害中损毁的房屋主要是村镇建筑，这与村
镇经济的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模式、传统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村镇建筑的特点受当
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生产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结构简单，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格调基本一致，造价低廉，易于就地取材。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建筑仍为传统的土
、木、砖、石类结构，建筑的抗震能力相对较差。乡镇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中有现代砖混
和框架结构房屋，但在设计和建造上大多缺乏有效的监管，结构整体性差、节点连接薄弱，使得一些
经济发达地区的村镇房屋抗震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　　提高村镇建筑的抗震能力，减轻地
震灾害，从技术角度来说，建立和完善村镇抗震防灾技术标准体系应为当务之急。　　由于村镇建筑
在使用功能、结构类型、建筑材料、建造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建筑有很大差别，制定针对村镇建筑的抗
震技术标准应充分考虑到城市建筑和村镇建筑之间的差别。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08年6月13日发布
，2008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JGJ 161-2008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村镇
建筑抗震的行业标准，规程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简单有效、经济实用”的原则，提出了典型
村镇建筑的抗震技术措施，并确定了村镇建筑的设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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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实施指南》内容简介：《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JGJ 161-2008（
以下简称《规程》），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本
《规程》是我国目前第一本有关村镇建筑抗震的行业标准，该标准的实施将对我国村镇抗震建设起到
重要的指导作用。
《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实施指南》是由《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JGJ 161-2008编制组的
主要成员编写的，是以实施《规程》为目的的实施指南。《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实施指南》围
绕《规程》的章节对规程条文进行了详细介绍，从《规程》制订的政策、技术背景、抗震基本要求以
及场地、地基和基础、砌体结构房屋、木结构房屋、生土结构房屋、石结构房屋的抗震进行了充分的
阐释和展开，并进行了试设计和造价分析，各章后都附有相应的实例进行设计指导。《镇(乡)村建筑
抗震技术规程实施指南》的出版会给村镇建筑的抗震设计提供直接的指导，对《规程》的实施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为提高我国村镇的抗震能力提供技术支持。
《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实施指南》可供基层设计单位（如县设计室）、乡镇施工队和乡镇建设
技术人员，以及村镇建筑工匠等在村镇建筑的建造和管理过程中使用，也可供进行村镇建筑抗震防灾
研究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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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村镇建筑抗震　　1.1.1 村镇和村镇建筑　　（1）村镇　　村镇是村庄与乡镇的简称。据国家
统计局2006年度普查资料，全国目前共有40656个乡级行政单位，其中乡15365个，镇19391个；656026
个村级组织，其中637011个村。　　1984年。民政部在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小城镇应成
为农村发展工副业、学习科学文化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基地，逐步发展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文化
中心；同时建议对1955年和196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设镇规定进行调整。　　民政部拟定的标准
经国务院批准，内容如下：　　1）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　　2）总人口
在2万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00人的，可以建镇；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乡，乡政
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　　3）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
、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000人，如确有必要，
也可设置镇的建制。　　我国的镇分为建制镇和非建制镇两种，建制镇是指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镇
，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级别最低的一级城镇，它由国务院民政部负责审批；建制镇的管理模式与一般城
市相同，如需进行镇的总体规划，镇域内的基本建设要根据镇的总体规划实施。非建制镇是指没有按
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镇，不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级别最低的一级城镇，它是由当地县级政府自行审批，
个别地区镇政府与乡政府处于同一行政级别，但还是集镇性质。　　（2）村镇建筑　　我国村镇建
筑所采用的结构类型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民俗与传统习惯密切相关，房屋的结构形式和建筑风格
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建筑仍为传统的土木砖石类结构，乡镇和经济发达的东
部沿海地区农村中有现代砖混和框架结构建筑。　　农村房屋建造，通常是由当地的建筑工匠，根据
房主的经济状况和要求，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建造的，一般不经过设计单位设计。其特点是结构简单
，格调基本一致，造价低廉，易于就地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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