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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破坏准则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抗倒塌研究进展

潘　元，刘伯权，邢国华，吴　涛
（长安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要：为了进一步研究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倒塌性能，全面总结了各国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倒塌性能试

验研究与理论分析的现状，重点介绍了抗震结构破坏准则在建筑结构抗地震倒塌研究中的应用情

况；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了基于破坏准则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地震倒塌研究存在的问

题，建议应在构件破坏准则的基础上确定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倒塌准则和损伤评估指标。研究

成果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地震倒塌的定量设计及计算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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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建筑结构在大震作用下的抗倒塌能力是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的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经过抗震设计的结构震害明

显较轻，但是仍有一些按照规范设计的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发生倒塌破坏并造成严重人员伤亡［１２］，除

去地震烈度过大这一客观因素以外，深入研究钢筋

混凝土结构地震倒塌破坏机理，对于改进和完善中

国今后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提高抗地震倒塌能力具

有深远意义。

就防止结构体系在强震作用下发生倒塌而言，

结构抗震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外界对结构的作用

效应与结构自身的相应抗力加以比较，并考虑其中

的随机性以保证结构的可靠性。问题在于选择怎样

的物理量以正确表征地震引起的结构破坏，这就是

抗震结构破坏准则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钢筋混

凝土结构抗倒塌设计原则虽已列入中国《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送审稿），但是相关研究工作开展得极

不充分。本文中笔者全面总结了各国建筑结构抗倒

塌性能试验研究与理论分析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

了抗震结构破坏准则在建筑结构抗地震倒塌研究中

的应用情况，为进一步研究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

地震倒塌性能提供参考。

１ 结构抗倒塌研究进展

现行 《建 筑 抗 震 设 计 规 范》（ＧＢ５００１１—

２００１）
［３］中抗震设计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证大震作

用下人民的生命安全，要求结构发生倒塌破坏的概

率尽可能降低至一定可接受的水平。然而，迄今为

止各国规范［４１０］中有关结构抗倒塌设计的条款均为

基于经验或者概念意义的考虑所得，缺乏充足的试

验依据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结构抗倒塌能力并未被

有效探究以指导工程实际。

１．１ 倒塌模式分类

建筑物按最终倒塌模式［１１］一般可分为：倾覆倒

塌和竖向倒塌。倾覆倒塌主要是在结构抗侧强度和

刚度退化后由重力二阶效应引起的过大层间变形所

致；竖向倒塌主要是由结构各承重构件失效所致，实

际工程的倒塌破坏均兼有这２种特征。合理的结构

地震倒塌评价指标应反映以上２种破坏形式。

结构若按破坏过程可分为：结构整体倒塌和结

构连续倒塌。结构整体倒塌由于发生概率低［１２］，一

般不作为研究的重点（经过抗震设计的结构均有一

定的冗余度）；结构连续倒塌是结构局部某关键构件

破坏导致相邻构件失效，继而引发更多构件破坏，最

终产生和初始触因极不相称的大范围坍塌［１３１４］。

１．２ 结构抗连续倒塌的研究进展

结构抗连续倒塌的研究最早始于２０世纪“二

战”时期，Ｂａｋｅｒ等
［１５１６］以炸弹等武器爆炸引起的动

力效应对框架结构受力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而

１９６８年因煤气爆炸造成英国ＲｏｎａｎＰｏｉｎｔ２２层装

配式结构公寓连续倒塌事件则被公认为结构抗连续

倒塌研究的起点［１７１８］，从此国外开展了较为广泛的

结构抗连续倒塌性能研究，其间发生的１９９５年美国

俄克拉荷马州城市联邦政府工作大楼［１９］和２００１年

世贸双塔［２０］等多起重大连续性倒塌事件，更加推动

了这一研究的迅速发展。

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各国研究者主要

借助于灾害调查评估、试验研究和非线性数值分析

对结构抗连续倒塌进行了研究。

１９７５年Ｔａｙｌｏｒ
［２１］针对当时加拿大规范的附录

Ｃ对结构连续倒塌反应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偶然

荷载是结构发生倒塌的主要原因且其取值不易确

定［２２］，建议控制结构的局部损伤以防止倒塌，并给

出了结构抗连续倒塌的初步设计实例。１９７８年Ｅｌ

ｌｉｎｇｗｏｏｄ等
［２３］针对于建筑结构的连续倒塌破坏讨

论了直接设计法和间接设计法的优缺点，推荐使用

直接设计法和构件损伤控制。１９８３年Ｇｒｏｓｓ等
［２４］

对结构连续倒塌设计的替代荷载路径法进行探讨，

开发了用计算机程序进行结构抗倒塌的初步设计。

１９９１年 Ｗｏｏｄ等
［２５］对１９８５年智利大地震进行的震

后灾害调查结果表明，基底剪力和层间位移角可以

表征结构破损，指出混凝土结构底层是薄弱环节，结

构进行抗震设计应满足截面的最小配筋率要求。

１９９４年刘伯权等
［２６］基于低周疲劳试验建立了

抗震结构倒塌的验算指标，并通过１８０００多个结构

倒塌反应算例得到了结构倒塌反应主要影响因素的

显著性水平和显著性顺序，将结构划分为强结构、中

强结构和弱结构３种类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倒塌验

算方法。１９９８年Ｃｏｒｌｅｙ等
［２７］对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城市联邦政府工作大楼由爆炸引起的倒塌破坏进行

了灾害调查分析，认为对新建建筑进行细部设计时

可通过增大结构延性来改善结构抗连续倒塌性能；

对已建结构则可通过对柱进行局部加固、增加填充墙

或抗弯框架形成多重防线来改进结构的抗倒塌能力。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突发事件（煤气爆炸、恐

怖袭击和汽车撞击等）日益增多和特大地震频繁发

生，结构抗连续倒塌性能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科

研工作者的关注。

试验研究［２８３７］手段从最初的拟动力子结构试验

逐步扩展至足尺振动台试验，现场抗倒塌性能试验

研究［３８４０］成 果也 时有 发表。随 着 数 值 分 析 技

术［４１４４］的日益成熟和通用（专用）分析程序［４５５４］逐

２５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年



步推广应用，研究方法从灾害调查分析为主［５５］逐步

扩展为以总结灾害经验和数值分析二者并重［５６５９］。

研究对象从理想的单自由度体系［６０６２］延伸至较

符合实际工程的多自由度体系［６３６５］，部分文献中甚

至研究了填充墙［６６６７］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框架结构。目前各国学者的研究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研究并论证制定抗连续

倒塌规范条文的可行性与意义，指出抗连续倒塌的

研究方向；②研究结构遭遇初始破坏后的倒塌机理；

③研究防止结构连续倒塌的构造措施；④对结构物

倒塌过程进行仿真模拟和试验验证等。

１．３ 结构抗倒塌设计规程

通过上述的研究，几个主要的多地震国家先后

在各自规范（规程）中制定了结构抗倒塌设计相关条

款，多数均为概念设计，其中ＡＳＣＥ７是目前惟一一

本详细阐述结构抗连续倒塌设计的规范［６８］。根据

Ｅ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等的建议，ＡＳＣＥ７中给出了结构抗连

续倒塌的２种设计方法：直接设计法和间接设计法。

间接设计法主要通过规定结构构件的最小配筋率、

整体性、延性、冗余度等措施来实现抗倒塌设计；直

接设计法则又可细分为以下２种方法：替代荷载路

径法和局部加强法。其中替代荷载路径法已被美国

ＧＳＡ２００３和ＵＦＣ４０１００１规范采用，成为探讨其

合理性及改进设计的方法。中国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就已提出“大震不倒”的抗震设计基本准则，但由

于当时中国国情和国力所限，结构抗倒塌设计方法

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６９］，直至２００８年汶川发生特

大地震才再次引起了政府管理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的

高度重视。

２ 结构抗地震倒塌研究进展

建筑物的抗倒塌性能是结构设计应关注的首要

问题。对防止结构体系在各种荷载作用下发生破坏

而言，结构设计的主要任务［７０］是将外界作用对结构

的效应与结构自身的相应抗力加以比较，并考虑其

中的随机性以保证结构的可靠性。然而从结构破坏

的实例来看，大量工程事故都与偶然荷载有关，对于

倒塌破坏更是如此。

概括起来，引起结构倒塌破坏的偶然荷载可分

为２类：爆炸（或冲击）荷载和地震荷载。从荷载角

度而言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冲击荷载一般持时短、

强度大，爆炸能量的衰减与距离成正比，有效影响范

围有限；而地震荷载持时相对较长，地震产生的能量

极大，影响范围极广，危害性更大。因此，进行结构

抗地震倒塌研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尤其对于地震

多发国家更是如此。

２．１ 地震破坏机理

进行结构抗地震倒塌研究，首要问题在于选择

怎样的物理量以正确表征地震引起的结构破坏，这

就是抗震结构破坏准则［７１］所要解决的问题。结构

的破坏形式总是与施加于结构的作用（输入）及结构

（系统）的特性有关，只有了解地震动的特性与结构

的特性，才能了解地震破坏。通过多年来对地震动

宏观震害经验和仪器量测数据的分析和总结，一般

认为地震动的特性可以通过３个要素来描述，即振

幅、频谱和持时。这３个要素的不同组合使结构破

坏呈现不同形式，通常可归纳为２种形式
［７２］：首次

超越破坏和累积损伤破坏。

２．２ 单参数破坏准则

导致结构破坏的地震反应除与地震动特性有

关，还取决于结构的动力特性，相应的破坏准则也受

人们在这２个方面认识水平的影响。在静力阶段，

输入地震动只考虑根据历史震害估计的地震最大加

速度，设计准则是静力强度准则；在反应谱阶段，通

过反应谱考虑了地震动的振幅与频谱，也考虑了结

构的动力特性（自振周期、振幅和阻尼）的影响，但

是，在设计中仍把地震惯性力看作静力，是一种等效

静力法，设计准则仍采用静力强度准则。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结构非线性反应研究盛行，

以美国伊利诺大学的Ｎｅｗｍａｒｋ为首的研究者们取

得了有意义的成果。他们提出了用延性这个简单的

概念来概括结构超过弹性阶段的抗震能力［７３］，并把

延性大小作为衡量结构抗震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由于延性定义不能反映结构刚度和强度退化，部分

研究者试图对其进行改进。Ｂｉｇｇｅｒ等首先提出了破

坏比的概念，破坏比定义为初始切线刚度与最大变

位处一个减小了的割线刚度之比。尽管不断减小的

割线刚度能反映强度的退化，但未得到普遍重视。

以上涉及的静力强度准则、延性准则等均可统称为

单参数破坏准则。

强调延性对结构抗震的有利作用，强调结构的

变形反应并把延性准则简化为可在设计中采用的简

单形式，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地震

工程学取得的一大进展，并为许多抗震规范所采用。

但是，将变形（延性）作为判断结构地震破坏的惟一

标准却没有说明问题的全部，延性准则只反映了地

震动振幅和频谱的影响及结构非线性反应的部分影

响，没有考虑地震动持时对结构的累积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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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双参数破坏准则

随着实际震害经验的积累、强震观测资料的日

益丰富、结构试验结果的不断增多以及计算机的普

及和功能的增强，地震反应分析方法日臻完善，人们

对地震动及结构特性的认识日益深化。人们注意到

单以振幅和频谱来表征地震动是不够的，应该在振

动过程中考察结构的破坏。除考虑结构在大地震脉

冲下的首次超越破坏外，还应考虑累积损伤破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对结构累积损伤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钢结构的疲劳问题上［７４７５］。Ｙａｏ等根据所做

的软钢疲劳试验得出了其寿命曲线，计算了单层钢

刚架在ＥｌＣｅｎｔｒｏ地震波和Ｔａｆｔ地震波作用下的最

大反应和疲劳损伤，指出在地震强度较大或结构屈

服强度较小的情况下，应该用疲劳损伤而不是最大

位移反应量来确定结构的破坏。日本神户大学的

Ｍｉｚｕｈａｔａ等分别做了薄壁圆管和８个缩尺比例均

为１∶４的单层钢框架模型疲劳试验，应用金属疲劳

理论计算了ＥｌＣｅｎｔｒｏ地震波作用下的疲劳损伤，

得出与Ｙａｏ等类似的结论。

结构累积损伤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取得了

新进展。研究的重点从钢结构转到钢筋混凝土结

构，并注意到反复荷载引起的结构刚度、强度和滞回

耗能能力退化以及变形和能耗（疲劳）间的相互影

响。日本京都大学的Ｉｅｍｕｒａ根据钢筋混凝土梁的

疲劳试验，得出了其寿命曲线。Ｍｉｚｕｈａｔａ等用７个

缩尺比例均为１∶４的钢筋混凝土单跨框架进行了

固定变位的疲劳试验，得出了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疲

劳寿命，并将结构的破坏指数表示为最大变形和累

积疲劳损伤的线性组合。Ｂａｎｏｎ等
［７６］首先将结构

破坏表示为最大变形和累积耗能的函数，并建立了

变形和能量的双参数破坏准则。但是可能由于所统

计数据的离散性太大，或者是因为所做试验仅为受

弯构件，未能引起学术界和工程界的足够重视。

１９８５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Ｐａｒｋ和洪华生等建

立了最大反应变形和累积耗能线性组合的地震破坏

评估模型，即ＰａｒｋＡｎｇ双参数准则，具体损伤指数

犇可按式（１）计算，即

犇＝δｍ／δｕ＋［β／（犙ｙδｕ）］∫ｄ犈 （１）

式中：δｍ 为地震作用下结构的最大变形；δｕ 为单调

荷载下结构的极限变形；犙ｙ为屈服强度；ｄ犈为滞回

能增量；β为非负参数。

由于ＰａｒｋＡｎｇ双参数准则
［７７］反映了破坏是由

大的荷载幅值和重复的循环加载效应联合作用所引

起的这一事实，较好解释了地震动的３个要素各自

对结构破坏的影响，在各国地震工程界得到了广泛

应用。陈永祁等［７８］于１９８６年对ＰａｒｋＡｎｇ双参数

准则进行了适当修正，然而修正后的准则最大缺点

是忽略了加载幅值和加载路径变化对累积损伤的影

响，这一点已为文献［７９］的对比试验结果所证实。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ＭｃＣａｂｅ等
［８０］提出了基

于等效滞回耗能的破坏准则，该准则可以应用于地

震动的谱分析，也可以通过损伤指数确定简单结构

的延性系数，Ｆａｊｆａｒ
［８１］在这一准则的基础上发展了

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理论。１９９３年Ｓａｄｅｇｈｉ等
［８２］

提出了能量耗散破坏准则，将损伤指数表示为滞回

耗能与最大变形耗能之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低周

疲劳试验中［８３］首次循环单周耗能明显大于剩余循

环单周耗能这一事实。与此同时，欧进萍等［８４８５］、牛

荻涛等［８６］通过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对ＰａｒｋＡｎｇ双

参数准则进行改进，为抗震结构的灾害评估和可靠

性分析提供了依据。１０年后，王东升等
［８７］也对双参

数准则进行了改进，改进的地震损伤模型的规格化

最大位移与规格化滞回耗能是非线性组合，可以近

似考虑加载路径对损伤的影响。

不难看出，各国学者虽然对ＰａｒｋＡｎｇ双参数

准则进行了修正，但能量毕竟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际工程应用，能量的计算总是

比较困难的。

２．４ 破坏准则研究进展

１９９５年，刘伯权等完成了２０根大比例钢筋混

凝土柱的低周疲劳试验，对钢筋混凝土柱的低周疲

劳特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得到了以延性比为参

数的钢筋混凝土柱的低周疲劳寿命曲线。试验加载

方式包括单调加载、等幅对称位移循环加载、等幅不

对称位移循环加载和变幅位移循环加载。基于试验

结果与理论分析，提出了反映结构低周疲劳特性的

等效延性破坏准则，即

犇＝μ
ｍａｘ

μ
 ＝

μｍａｘ
犽μｐ

（２）

式中：μｍａｘ为地震最大位移反应确定的最大位移比，

μｍａｘ＝Δｍａｘ／Δｙ，Δｍａｘ为地震波作用下结构的最大位移，

Δｙ为结构的屈服位移；μｐ为极限延性，即单调荷载下

结构的层间最大延性；μ
为考虑低周疲劳特性的等

效层间延性系数；犽为等效系数，犽＝（４珦犖）－０．１５２μｐ，

珦犖 为等效滞回次数。

珦犖 可通过式（３）计算，即

珦犖 ＝∑
犻

狀犻（μ
犻

μｐ
）１／０．１５２ （３）

４５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年



式中：狀犻为延性水平μ犻下的滞回次数。

等效延性破坏准则将首次破坏和累积损伤破坏

统一在一个表达式中，其形式简单、概念明确，与工

程人员熟知的延性指标联系，有利于在实际工程中

推广应用。但是限于语言的原因，破坏准则应与位

移延性直接联系这一思想未能在国际上广泛传播。

１９９８年，Ｒａｏ等将位移延性比这一指标引入

ＰａｒｋＡｎｇ双参数准则，修正后的准则形式为位移延

性和滞回耗能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犇＝ μ
ｃｙδ

μｓｔ
＋β

′ ∑犈ｃｙδ

∑犽
′犈ｓｔδ

（４）

式中：μｓｔ为单调荷载下结构的位移延性；μｃｙδ为循环

位移系数，其大小介于１和μｃｙ之间，μｃｙ为循环荷载

下结构的最大位移延性系数；β
′为结构反应常数，由

试验确定；犈ｃｙδ为在循环位移δ下耗散的能量；犈ｓｔδ

为单调荷载作用下最大位移为δ时耗散的能量；犽
′

为单元受弯承载力系数，其大小介于１和２之间，对

称配筋时取２；δ为循环位移大小。

该准则初步考虑了加载幅值和加载路径对累积

损伤的影响，但没有能有效考虑轴压比对抗震结构

的影响。尽管如此，由于该准则与工程人员熟知的

延性指标联系，在抗震结构的动力分析方面得到了

广泛应用［８８９０］。

１９９９年，ＥｌＢａｈｙ等对１２个桥梁工程中广泛应

用的圆形截面桥墩柱进行了低周疲劳试验［９１９２］，得

到了其寿命曲线，并根据 Ｍｉｎｎｅｒ线性损伤理论确

定了其累积损伤指标。

进入２１世纪后，抗震结构累积损伤研究取得了

新进展。２００９年，Ｚｈａｎｇ等
［９３］将研究对象转向钢管

混凝土结构，对１２个大比例钢管混凝土柱进行了低

周疲劳试验，得到了桥梁工程中钢管混凝土柱的寿

命曲线。近年来，混凝土结构抗震破坏准则［９４］本身

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但破坏准则在结构抗地震

倒塌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２．５ 破坏准则在动力分析中的应用

２００２年，Ｅｌｗｏｏｄ等基于修正的ＰａｒｋＡｎｇ双参

数准则发展了以剪切破坏为主的框架柱剪压复合

作用模型，并通过开源程序 ＯＰＥＮＳＥＥＳ对其完成

的振动台试验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框架结构的抗连

续倒塌性能。

２００７年，Ｍｏｈａｍｍｅｄ等
［９５］在Ｅｌｗｏｏｄ等研究的

基础上，建立了以发生弯曲破坏为主的框架柱的分

析模型，在 ＯＰＥＮＳＥＥＳ平台上开发了框架结构各

构件移除策略程序，即若构件在地震作用下损伤指

数犇大于１，则立刻移除，按照替代荷载路径法的思

路进行设计，采用基于增量动力分析（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ＤＡ）方法对结构抗地震倒塌能

力进行评价。

２００９年，Ｋｉｍ等注意到框架结构的移除柱被移

除实际上相当于瞬时在该处施加一个同样大小的反

力，对关键移除柱的框架结构进行抗倒塌分析时应

考虑动力的重分布。因此，Ｋｉｍ 等应用ＰａｒｋＡｎｇ

双参 数 准 则确 定各构件 的损伤 状 态，并 基 于

ＯＰＥＮＳＥＥＳ开发了结构抗连续倒塌分析程序。

为了迭代计算方便，以上分析均采用简化的双

参数准则判定构件的损伤状态，但仍未能合理反映

加载幅值及加载路径对结构累积损伤的影响。

３ 存在的问题

概括起来，现阶段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地震

倒塌设计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１）合理的抗震破坏准则匮乏。现有准则未能

反映荷载幅值和作用路径变化对结构累积损伤的影

响，尤其是高轴压大位移幅值下的低周疲劳试验资

料缺乏。

（２）替代荷载路径法中被移除构件确定方法单

一。设计时一般将底层柱逐个移除以确定重分布荷

载的传递路径，缺乏科学的识别方法和依据，其可作

为衡量构件是否失效的标准需进行深入研究。

（３）地震倒塌准则和评价指标较少。鉴于结构

地震倒塌反应的复杂性，仅靠位移角来评价结构能

否实现“大震不倒”存在不足，应在构件破坏准则的

基础上确定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倒塌准则和损伤

评估指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地震倒塌的定量设

计及计算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４ 结　语

（１）为了进一步研究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倒塌性

能，总结了各国建筑结构抗倒塌性能试验研究与理

论分析的研究现状，重点介绍了抗震结构破坏准则

在建筑结构抗地震倒塌研究中的应用情况，指出了

基于破坏准则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地震倒塌研

究存在的问题。

（２）结构抗地震倒塌量化设计越来越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破坏准则作为评价结构（尤其是构件）

破损状态的重要工具，应在抗地震倒塌分析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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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清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结

构专家组．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分析［Ｊ］．建筑结构学

报，２００８，２９（４）：１９．

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８，２９（４）：１９．

［２］ 王亚勇．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启示———三水准设防和抗

震设计基本要求［Ｊ］．建筑结构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４）：２６

３３．

ＷＡＮＧＹａｙｏ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ｔｆｒｏ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ａｍ

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８，２９（４）：２６３３．

［３］ ＧＢ５００１１—２００１，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Ｓ］．

ＧＢ５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Ｃｏｄｅ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Ｓ］．

［４］ ＡＣＩ３１８０８，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ｄ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ＣＩ３１８０８）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Ｓ］．

［５］ ＧＳＡ２００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Ｎｅｗ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

［６］ ＵＦＣ４０１００１，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ｏＲｅｓ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

［７］ ＡＳＣＥ／ＳＥＩ７０５，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Ｌｏａｄｓｆｏｒ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Ｓ］．

［８］ ＢＳ６３９９１：１９９６，Ｌｏ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Ｐａｒｔ１：Ｃｏｄｅ

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ＤｅａｄａｎｄＩｍｐｏｓｅｄＬｏａｄｓ［Ｓ］．

［９］ ＩＣＣ２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ｄｅ［Ｓ］．

［１０］ ＣＣＢＦＣ１９９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ｄｅ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Ｓ］．

［１１］ ＤＥＩＥＲＬＥＩＮＧＧ，ＬＩＥＬＡＢ，ＨＡＳＥＬＴＯＮＣＢ，ｅｔａｌ．

ＡＴＣ６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Ｃ／Ｃ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ＶＥＮＴＵＲＡＣ，ＨＡＲＶＥＹＤ，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ｓ．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ＡＳＣＥ，

２００８：１１０．

［１２］ 刘伯权，赖　明，白绍良．地震作用下剪切型结构的可

靠性分析［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１９９６，１６（１）：３９

４８．

ＬＩＵＢｏｑｕａｎ，ＬＡＩＭｉ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Ｔｙ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１６（１）：３９４８．

［１３］ ＫＩＭ ＨＳ，ＫＩＭＪ，ＡＮＤ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９，４０（１）：１８．

［１４］ Ｅ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ＢＲ．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Ｒｉｓｋｆｒｏｍ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６，２０（４）：３１５

３２３．

［１５］ ＢＡＫＥＲＪ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ｓａ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Ｗａｒｔｉ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Ｒ］．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４８：３０５３．

［１６］ ＢＡＫＥＲＪＦ，ＬＥＡＤ Ｗ Ｅ，ＬＡＸＰ．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Ｆｒａｍｅ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ｉｇｈ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Ｂｏｍｂｓ

［Ｒ］．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４８：８０

１１３．

［１７］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ＤＥＬＡＴＴＥＮ．ＲｏｎａｎＰｏｉｎｔ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ｏｗｅｒ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ｄ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２００５，１９（２）：１７２１７７．

［１８］ ＫＡＥＷＫＵＬＣＨＡＩ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ＥＢ．ＢｅａｍＥｌｅｍ

ｅ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４，８２（７／８）：６３９６５１．

［１９］ ＳＯＺＥＮＭＡ，ＳＲＭＬＡＫＡＲＰＦ，ＣＯＲＬＥＹＷＧ．Ｔｈｅ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ＣｉｔｙＢｏｍｂ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ｔｈｅＭｕｒｒａ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１９９８，１２（３）：１２０１３６．

［２０］ 陆新征，江见鲸．世界贸易中心飞机撞击后倒塌过程

的仿真分析［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０１，３４（６）：８１０．

ＬＵ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

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Ｃｅｎｔｅｒ

［Ｊ］．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３４（６）：８

１０．

［２１］ ＴＡＹＬＯＲ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７５，２（４）：５１７５２９．

［２２］ ＢＲＥＥＮＪＥ，ＳＩＥＳＳＣ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ｙｍ

ｐｏｓｉｕｍＳｕｍｍａｒｙ［Ｊ］．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９，７６

（９）：９９７１００４．

［２３］ Ｅ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 Ｂ Ｒ，ＬＥＹＥＮＤＥＣＫＥＲ Ｅ Ｖ．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１９７８，１０４（３）：４１３

４２３．

［２４］ ＧＲＯＳＳＪＬ，ＭＣＧＵＩＲ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１９８３，１０９（１）：１１５．

［２５］ ＷＯＯＤＳＬ，ＳＴＡＲＫ Ｒ，ＧＲＥＥＲＳＡ．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

ＥｉｇｈｔｓｔｏｒｙＲ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５ＣｈｉｌｅＥａｒｔｈ

６５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年



ｑｕａｋ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１１７（２）：６００６１９．

［２６］ 刘伯权，赖　明，杨　红．多层建筑考虑低周疲劳特性

的地震倒塌反应分析［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１９９４，１４（２）：８６９３．

ＬＩＵＢｏｑｕａｎ，ＬＡＩＭｉｎｇ，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ｔｏｒｙ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Ｔａｋ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ｏｗ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１４（２）：８６９３．

［２７］ ＣＯＲＬＥＹＷ Ｇ，ＭＬＡＫＡＲＰＦ，ＳＯＺＥＮ Ｍ Ａ，ｅｔａｌ．

Ｔｈｅ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ＣｉｔｙＢｏｍｂ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ｎｄ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ｈａｚａｒ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１９９８，１２（３）：

１００１１２．

［２８］ 魏　琏，戴国莹．唐山地震作用下一座三层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倒塌的分析［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１９８１，１（１）：２５３３．

ＷＥＩＬｉａｎ，ＤＡＩＧｕｏｙ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

ａＴｈｒｅｅｓｔｏｒｅｙ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ａＦａｃｔｏ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１，１（１）：２５３３．

［２９］ 王志浩，苗启松，陈肇元．冲击波作用下剪力墙房屋的

倒塌试验研究［Ｊ］．建筑结构学报，１９９３，１４（１）：２６

３４．

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ａｏ，ＭＩＡＯ Ｑｉ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ａｏｙｕ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ｈｅａｒ

Ｗ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Ｂｌａｓ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１９９３，１４（１）：２６３４．

［３０］ ＶＩＡＮＤ，ＢＲＵＮＥＡＵＭ．Ｔｅｓｔｓｔ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ａｍ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１２９（１２）：１６７６１６８５．

［３１］ ＥＬＷＯＯＤ ＫＪ．ＳｈａｋｅＴａｂｌｅＴｅｓｔｓ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Ｌｏａ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ｓ［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２００２．

［３２］ ＥＬＷＯＯＤＫＪ，ＭＯＥＨＬＥＪＰ．Ｄｒｉｆ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２００５，２１（１）：

７１８９．

［３３］ 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 Ｍ，ＭＡＴＳＵＭＩＹＡ Ｔ，ＳＵＩＴＡ Ｋ，

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ｎ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ＴｈｒｅｅｓｔｏｒｅｙＳｔｅｅｌＭｏ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ａｃｅＣｙｃｌｉｃ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Ｊ］．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３５

（１）：３１９．

［３４］ ＫＡＳＡＩＫ，ＯＯＫＩＹ，ＭＯＴＯＹＵＩＳ，ｅｔａｌ．Ｅ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ｅｓｔｓｏｎ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Ｓｔｅｅ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Ｐａｒｔ１—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ｍｐｅｒｓ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ｏｒｓ［Ｃ］／／ＡＳ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０７．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ＡＳＣＥ，２００７：１１２．

［３５］ ＳＵＩＴＡＫ，ＹＡＭＡＤＡＳ，ＴＡＤＡ Ｍ，ｅ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ｓｔｓｏｎ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Ｓｔｅｅ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Ｐａｒｔ１ —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４ｓｔｏｒｙＭｏ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ｓ［Ｃ／Ｃ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ＶＥＮＴＵＲＡ Ｃ，

ＨＡＲＶＥＹＤ，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Ｃｒｏｓｓ

ｉｎｇＢｏｒｄｅｒｓ．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ＡＳＣＥ，２００８：１１０．

［３６］ ＹＡＶＡＲＩＳ，ＥＬＷＯＯＤＫＪ，ＬＩＮＳＨ，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ｔｏｒｙ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ｇ

［Ｃ］／／ＡＳ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９ＡＴＣ ＆ ＳＥ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ＡＳＣＥ，２００９：４８９４９９．

［３７］ ＹＩＷＪ，ＨＥＱＦ，ＸＩＡＯＹ，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 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１０５（４）：４３３４３９．

［３８］ ＳＡＳＡＮＩＭ，ＢＡＺＡＮＭ，ＳＡＧＩＲＯＧＬＵ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ＡＣＩ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１０４（６）：７３１７３９．

［３９］ ＡＫＩＮＣＩＮＯ．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ｉｍｎｅｙｓ［Ｃ］／／

ＡＳ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９ＡＴＣ＆ＳＥＩ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ＡＳＣＥ，２００９：９６４９７１．

［４０］ ＳＡＳＡＮＩ Ｍ，ＳＡＧＩＲＯＧＬＵ 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ｏｔｅｌ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３４（３）：４７８４８８．

［４１］ ＢＡＮＧＡＳＨＴ，ＭＵＮＪＩＺＡＡ．Ａ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Ｂｅａｍ 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ＦＥＭ／Ｄ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Ｃ］／／ＡＳ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ＡＳＣＥ，２００２：１３３

１３７．

［４２］ 金伟良，方　韬．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破坏性能的离

散单元法模拟［Ｊ］．工程力学，２００５，２２（４）：６７７３．

ＪＩＮ 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ＦＡＮＧＴａ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ｂ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２（４）：６７７３．

［４３］ ＳＣＯＴＴＭＨ，ＦＥＮＶＥＳＧＬ．Ｋｒｙｌｏｖ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Ａｃｃｅｌ

７５第２期　　　　　　　潘　元，等：基于破坏准则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倒塌研究进展



ｅｒａｔｅｄ Ｎｅｗｔ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ｍｅ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１３６（５）：４７３４８０．

［４４］ 吕大刚，于晓辉，王光远．基于单地震动记录ＩＤＡ方

法的结构倒塌分析［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２００９，

２９（６）：３３３９．

ＬＵ Ｄａｇａｎｇ，ＹＵ Ｘｉａｏｈｕｉ，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ｕ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ｒｅｃｏｒｄ

ＩＤＡ 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２９（６）：３３３９．

［４５］ ＳＵＹＰ，ＱＩＪＲ，ＬＩＵＹ．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Ｃ］／／ＡＳ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ＡＳＣＥ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

ＡＳＣＥ，２００８：１７．

［４６］ ＰＵＪＯＬＳ，ＳＭＩＴＨＰＡＲＤＯＪＰ．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ｂｒｕｐｔＣｏｌｕｍｎＲｅｍｏｖａｌ［Ｊ］．Ｅｎｇｉｎ

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９，３１（４）：８６９８７４．

［４７］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Ｏ 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ＣｏｒｎｅｒＦｌｏｏｒＰａｎｅｌｓ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９，

３１（３）：７４９７５７．

［４８］ ＴＳＡＩＭ Ｈ，ＬＩＮＢ 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ｏｌ

ｕｍ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８，３０

（１２）：３６１９３６２８．

［４９］ ＫＷＡＳＮＩＥＷＳＫＩ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ｆｏｒａＭｕｌｔｉｓｔ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０，３２（５）：１２２３１２３５．

［５０］ ＬＥＥＣＨ，ＫＩＭＳ，ＨＡＮＫＨ，ｅｔａｌ．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ｅｌｄｅｄＳｔｅｅｌ

ＭｏｍｅｎｔＦｒａｍ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６５（５）：１１３０１１３７．

［５１］ 唐曹明，徐培福，徐自国，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楼

层刚度比限制方法研究［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４２

（１２）：１２８１３４．

ＴＡＮＧ Ｃａｏｍｉｎｇ，ＸＵ Ｐｅｉｆｕ，ＸＵ Ｚｉｇｕｏ，ｅｔ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Ｃ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４２（１２）：１２８１３４．

［５２］ 师燕超，李忠献，郝　洪．爆炸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的连续倒塌分析［Ｊ］．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８（６）：６５２６５８．

ＳＨＩＹ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ＨＡＯＨｏ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ＵｎｄｅｒＢｌａｓ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８（６）：６５２６５８．

［５３］ 陆新征，李　易，叶列平，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

连续倒塌设计方法的研究［Ｊ］．工程力学，２００８，２５（增

２）：１５０１５７．

ＬＵ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ＬＩＹｉ，ＹＥＬｉｅ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ｅ

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Ｒｅｓ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ｆｏｒ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ｓ［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２００８，２５（Ｓ２）：１５０１５７．

［５４］ 宣　纲，顾祥林，吕西林．强震作用下混凝土框架结构

倒塌过程的数值分析［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２００３，２３（６）：２４３０．

ＸＵＡＮ Ｇａｎｇ，ＧＵ 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ＬＵ Ｘｉｌ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ＲＣ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２３（６）：２４

３０．

［５５］ ＩＲＴＥＭＥ，ＴＵＲＫＥＲＫ，ＨＡＳＧＵＬＵ．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ｔｏＬｏｗｒｉｓｅＲ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

Ｔｕｒｋｉｓ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７，２１（５）：３５１３６０．

［５６］ 苏幼坡，张玉敏，王绍杰，等．从汶川地震看提高建筑

结构抗倒塌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Ｊ］．土木工程学

报，２００９，４２（５）：２５３２．

ＳＵＹｏｕｐｏ，Ｚ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ｊｉｅ，ｅｔａｌ．

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Ｊ］．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４２

（５）：２５３２．

［５７］ 张富文，吕西林．框架结构不同倒塌模式的数值模拟

与分析［Ｊ］．建筑结构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５）：１１９１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Ｆｕｗｅｎ，ＬＵ Ｘｉｌ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ＲＣ

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９，３０（５）：１１９１２５．

［５８］ 林旭川，潘　鹏，叶列平，等．汶川地震中典型ＲＣ框

架结构的震害仿真与分析［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０９，

４２（５）：１３２０．

ＬＩＮＸｕｃｈｕａｎ，ＰＡＮＰｅｎｇ，ＹＥＬｉｅ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ＣＦｒａｍｅ

ｉｎ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４２（５）：１３２０．

［５９］ 叶列平，陆新征，赵世春，等．框架结构抗地震倒塌能

力的研究———汶川地震极震区几个框架结构震害案

例分析［Ｊ］．建筑结构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６）：６７７６．

ＹＥＬｉｅｐｉｎｇ，ＬＵ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Ｓｈｉｃｈｕｎ，ｅｔ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ＲＣ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８５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年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ＲＣ

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Ｕｎｄ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ｉｎ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９，３０（６）：６７７６．

［６０］ ＯＴＡＮＩＳ．Ｒ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ａｍａｇ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Ｄ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ｉ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１９９９，１５（３）：４８５５０１．

［６１］ 刘伯权，白绍良，刘　鸣．抗震结构的等效延性破坏准

则及其子结构试验验证［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１９９７，１７（３）：７７８３．

ＬＩＵＢｏｑｕａｎ，ＢＡＩＳ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ＬＩＵ Ｍｉｎｇ．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１７（３）：７７８３．

［６２］ 甘　泉，黄良璧．钢筋混凝土抗震框架倒塌分析［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８，３０（１）：１

４．

ＧＡＮＱｕａｎ，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ｂｉ．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Ｃ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３０（１）：１４．

［６３］ ＢＡＯ Ｙ Ｈ，ＫＵＮＮＡＴＨＳＫ，ＥＬＴＡＷＩＬＳ，ｅｔａ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ＲＣ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１３４（７）：１０７９１０９１．

［６４］ ＬＡＳＫＡＲ Ａ，ＧＵ Ｈ Ｃ，ＭＯ Ｙ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ａ２ｓｔｏｒ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ｒａｍｅ

［Ｃ］／／ＡＳ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ＡＳＣＥ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ＡＳＣＥ，２００８：

１１１９．

［６５］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Ｄ，ＢＲＥＩＤＴ Ｍ，ＮＧＵＹＥＮ Ｖ，ｅ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８，８６（２１／２２）：２０６４

２０７８．

［６６］ ＧＵＮＡＹＳ，ＫＯＲＯＬＹＫＭ，ＭＡＲＤ，ｅｔａｌ．ＩｎｆｉｌｌＷａｌｌｓ

ａｓａＳｐｉｎｅ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Ｎｏｎｄｕｃｔｉｌ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ｓ［Ｃ］／／ＡＳ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９ＡＴＣ ＆ＳＥ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ＡＳＣＥ，

２００９：１０９３１１０４．

［６７］ ＳＡＳＡＮＩ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ａ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Ｉｎ

ｆｉｌｌｅｄ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８，３０（９）：

２４７８２４９１．

［６８］ ＭＵＮＳＨＩＪ．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ｖ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Ｂｌａｓｔ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Ｒｅ

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Ｓ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ＡＳＣＥ，２００４：

１１０．

［６９］ 沈聚敏，周锡元，高小旺，等．抗震工程学［Ｍ］．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ＳＨＥＮ Ｊｕｍｉｎ，ＺＨＯＵ Ｘｉｙｕａｎ，ＧＡＯ Ｘｉａｏ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７０］ 刘伯权．抗震结构的破坏准则及可靠性分析［Ｍ］．北

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ＬＩＵＢｏｑｕａｎ．Ｄａｍａｇ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５．

［７１］ 刘伯权，白绍良，赖　明．抗震结构的破坏准则评述及

探讨［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报，１９９３，１５（４）：１８，

２１．

ＬＩＵＢｏｑｕａｎ，ＢＡＩＳ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ＬＡＩＭｉｎｇ．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３，１５（４）：１８，２１．

［７２］ 瞿伟廉，李桂青．建筑结构地震破坏机制的探讨［Ｊ］．

工程抗震，１９９０（３）：２７３０．

ＱＵ Ｗｅｉｌｉａｎ，ＬＩＧｕｉｑ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ｒｉ

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３）：２７３０．

［７３］ ＮＥＷＭＡＲＫＮＭ．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Ｂｌａ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６：４５６５．

［７４］ ＫＡＳＩＲＡＪＩ，ＹＡＯＪＴＰ．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６９，９５（８）：１６７３１６９２．

［７５］ ＴＡＮＧＪＰ，ＹＡＯＪＴＰ．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７２，９８（３）：６９５７０８．

［７６］ ＢＡＮＯＮＨ，ＩＲＶＩＮＥＨＭ，ＢＩＧＧＳＪ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ｍ

ａｇｅｉ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ｒａｍ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１，１０７（９）：１７１３１７２９．

［７７］ ＰＡＲＫＹＪ，ＡＮＧ ＨＳ，ＷＥＮＹＫ．Ｄａｍａｇ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ｔｒａ，

１９８７，３（１）：１２６．

［７８］ 陈永祁，龚思礼．结构在地震动时延性和累积塑性耗

能的双重破坏准则［Ｊ］．建筑结构学报，１９８６，７（１）：

３５４８．

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ｑｉ，ＧＯＮＧＳｉｌｉ．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ａｍａｇｅ

９５第２期　　　　　　　潘　元，等：基于破坏准则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倒塌研究进展



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１９８６，７（１）：３５４８．

［７９］ 刘伯权，徐云中，白绍良．钢筋混凝土柱在等幅对称位

移循环加载下的低周疲劳性能［Ｊ］．重庆建筑大学学

报，１９９６，１８（２）：３４４２．

ＬＩＵＢｏｑｕａｎ，ＸＵ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Ｌｏｗ

ｃｙｃｌｉｃＦａｔｉｇｕ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ｌ

ｕｍ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ｙｃｌｉｎ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６，

１８（２）：３４４２．

［８０］ ＭＣＣＡＢＥＳＬ，ＨＡＬＬ ＷＪ．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９，１１５（９）：２１６６２１８３．

［８１］ ＦＡＪＦＡＲＰ．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

ｔｒａ，２０００，１６（３）：５７３５９２．

［８２］ ＳＡＤＥＧＨＩＫ，ＬＡＭＩＲＡＵＬＴＪ，ＳＩＥＦＦＥＲＴＪＧ．Ｄａｍ

ａｇ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ｎＲ／Ｃ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ｙｃｌ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ＭＯＡＮ 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ＢａｌｋｅｍａＡＡ，１９９３：

１２９１３６．

［８３］ ＲＡＯＰＳ，ＳＡＲＭＡＢＳ，ＬＡＫＳＨＭＡＮＡＮＮ，ｅ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Ｃｙｃｌ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ＡＣＩ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８，９５（６）：６８２６９０．

［８４］ 欧进萍，牛荻涛，王光远．多层非线性抗震钢结构的模

糊动力可靠性分析与设计［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１９９０，１０（４）：２７３７．

ＯＵＪｉｎｐｉｎｇ，ＮＩＵＤｉｔａｏ，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Ｆｕｚｚ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ｕｌｔｉ

ｓｔｏｒ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０，

１０（４）：２７３７．

［８５］ 欧进萍，吴　波．有损伤压弯构件的恢复力试验研究

及其应用［Ｊ］．建筑结构学报，１９９５，１６（６）：２１２９．

ＯＵＪｉｎｐｉｎｇ，ＷＵＢ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ｅ

ｓ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ｎｆｌｅｘｕｒｅＭｅｍ

ｂｅｒｓ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１９９５，１６（６）：２１２９．

［８６］ 牛荻涛，任利杰．改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双参数地震

破坏模型［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１９９６，１６（４）：４４

５４．

ＮＩＵＤｉｔａｏ，ＲＥＮＬｉｊｉｅ．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ｆｏ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１６（４）：４４５４．

［８７］ 王东升，冯启民，王国新．考虑低周疲劳寿命的改进

ＰａｒｋＡｎｇ地震损伤模型［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３７

（１１）：４１４９．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Ｑｉｍｉｎ，ＷＡＮＧＧｕｏｘｉｎ．

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ｒｋＡ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ｉｎｇＬｏｗ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ｉｆｅ［Ｊ］．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３７（１１）：４１４９．

［８８］ ＫＡＥＷＫＵＬＣＨＡＩ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ＥＢ．ＢｅａｍＥｌｅｍ

ｅｎ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４，８２（７／８）：６３９６５１．

［８９］ ＳＡＲＭＡＢＳ，ＳＲＥＥＮＡＴＨＨＧ，ＢＨＡＧＡＶＡＮＮＧ，

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ｅＤｕｃｔｉｌｉｔｙｏｆ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ＭａｓｏｎｒｙＰａｎｅｌｓ［Ｊ］．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３，１００（３）：３３０３３６．

［９０］ ＹＡＮＺＨ，ＡＵＦＴＫ．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ＦｒａｍｅｓｗｉｔｈＰｌａｓｔｉｃＨｉｎｇｅｓａ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ａｌ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２００９，１８（３）：３１３３２５．

［９１］ ＥＬＢＡＨＹＡ，ＫＵＮＮＡＴＨＳＫ，ＳＴＯＮＥＷＣ，ｅｔ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ｌ

ｕｍｎｓ：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ａｎｄＬｏｗ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Ｔｅｓｔｓ［Ｊ］．

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９，９６（４）：６３３６４１．

［９２］ ＥＬＢＡＨＹＡ，ＫＵＮＮＡＴＨＳＫ，ＳＴＯＮＥＷＣ，ｅｔ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ｌ

ｕｍｎ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Ｔｅｓｔｓ［Ｊ］．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９，９６（５）：７１１７１９．

［９３］ ＺＨＡＮＧ Ｇ Ｗ，ＸＩＡＯ Ｙ，ＫＵＮＮＡＴＨ Ｓ．Ｌｏｗｃｙｃｌｅ

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ｔｕｂｅＣｏｌ

ｕｍｎｓ［Ｊ］．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１０６（２）：１５１

１５９．

［９４］ ＣＯＬＯＭＢＯＡ，ＮＥＧＲＯＰ．Ａ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Ｇｅｎｅｒ

ａｌｉｓ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５，

２７（８）：１１６４１１７４．

［９５］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Ｔ，ＭＯＳＡＬＡＭ Ｋ Ｍ．Ｔｏｗａｒｄｓ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ｉｎ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Ｃ］／／ＡＳ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ＡＳＣＥ，２００７：

１６．

０６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