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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针对建筑结构，介绍建筑结构抗震的基本知识，场地、地基与基础，建筑结构抗震计算方
法，结构抗震概念设计原则以及各类结构抗震设计。　　（2）在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基础上，增加了
建筑结构抗风设计和建筑结构抗火设计等内容，拓展为“建筑结构抗震与防灾”，以使学生不仅对地
震灾害而且对风灾和火灾有更深的了解，并掌握建筑结构抗震、抗风和抗火设计的原则和方法。　　
（3）强调结构抗震的概念设计，抗震概念设计贯穿始终，并将该内容单列一章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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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结构抗震与防灾》是教育科学“十一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按照我国现行建筑工程类专
业本科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等有关国家现行规范和规程编写
。《建筑结构抗震与防灾》着重介绍了建筑结构抗震基本知识，场地、地基与基础，建筑结构抗震计
算，结构抗震概念设计，砌体与砖混结构抗震设计，多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钢结构抗震设
计，隔震与消能减震设计，建筑结构抗风设计以及建筑结构抗火设计等十章内容，以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为主，同时介绍了建筑结构抗风和抗火等设计原则和方法。
《建筑结构抗震与防灾》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研究生和相关
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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