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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四川省高烈度区多高层建筑钢结构技术标准》 

的通知 

川建标发〔2019〕404 号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和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编的《四川省高烈度区多高层建筑钢结构技术标准》已经我厅组

织专家审查通过，现批准为四川省推荐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

号为：DBJ51/T129－2019，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在全省实施。 

该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解释。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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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四川省高抗震设防烈度区高层钢结构建筑技术规程〉

编制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发〔2016〕994）号的相关要求，由中

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会同教学、

设计、科研、施工等有关单位共同完成的。 

编制过程中，标准编制组遵照国家和四川省有关方针和政策，

在总结四川省高抗震设防烈度区多高层钢结构建筑设计、施工及

验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我国现有施工技术水平和今后的发展

方向，经过调研和试验，适当地借鉴了部分国内外标准，力求做

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 

根据高烈度区多高层钢结构建筑设计、施工及验收各环节，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材料、4  钢

结构抗震设计、5  围护系统设计、6  钢结构加工制作、7  钢结

构安装及验收等章节。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中国五冶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

时，请将有关意见或建议反馈给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五冶路 9 号五冶大厦技术部；邮编 :610063；邮

箱：wyjszx@mcc5.com.cn；联系电话：028-85957315），以供修

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 ：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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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编 单 位 ： 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汇源钢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劲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唐世荣   代小强   吴朝昀   侯兆新 

 王月栋   廖兴国   胡云洁   姜友荣 

 周  元   陈  庆   黄  珊   王永景 

 付  航   赵家斌   刘建国   邹  力 

 何建波   熊耀清   胡朝晖   余志祥 

 许  浒   饶  俊   蔡建利   李健全 

主要审查人： 张  瀑   陈至诚   顾  于   郑  挺 

 毕  琼   杨转运   褚云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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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钢结构抗震设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  多高层建筑钢结构地震作用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

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及《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

术规程》JGJ99的有关规定。 

4. 1. 2  多高层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

标准》GB50223的规定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 

4. 1. 3  建筑设计宜选用规则的体型。结构的平面布置宜规则、

对称，并应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建筑的立面和竖向剖面宜规则，

结构的侧向刚度沿高度宜均匀变化，竖向抗侧力结构的截面尺寸

和材料强度宜自下而上逐渐减少，应避免抗侧力结构的侧向刚度

和承载力突变。 

4. 1. 4  对于因工艺需求而必须采用的体型特别复杂的工业建

筑，应对其采用的结构体系进行专门论证。 

4. 1. 5  多高层民用建筑的结构体系应根据建筑物的类别、房屋

的高度、地震的烈度、建筑类型等因素确定，多高层民用建筑钢

结构体系的选型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多层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可采用表 4.1.5-1 所列的结

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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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1  多层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结构体系 

结构体系 多层建筑 高层建筑 

框架 适用 部分适用 

框架-中心支撑 适用 适用 

框架-偏心支撑 

框架-屈曲约束支撑 

框架-延性墙板结构 

适用 适用 

筒体结构 一般不采用 适用 

注：1表内筒体不包括混凝土筒； 

    2 高层建筑采用框架结构的适用高度见本条第 2款。 

2  乙类和丙类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采用框架结构的最大适

用高度应符合表 4.1.5-2的规定。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钢结构，

适用的最大高度宜适当降低。 

表 4.1.5-2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房屋采用框架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 

                                                    单位：m 

结构类型 
8度 9度 

（0.40g） （0.20g） （0.30g） 

框架 90 70 50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

的部分）； 

2  框架柱包括全钢柱及钢管混凝土柱； 

3  甲类建筑，8 度地区宜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 1 度后符合

本表要求，9度时应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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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乙类建筑和高层建筑钢结构不应采用单跨框架结构，

多层丙类建筑不宜采用单跨框架结构。 

4  高度超过 50 m 的建筑，宜采用框架-偏心支撑、框架-屈

曲约束支撑、框架-延性墙板体系等消能支撑或筒体。 

5  9度设防时，高层钢结构建筑不宜使用伸臂桁架及腰桁架。 

4. 1. 6  甲、乙类及需要提高抗震安全性的钢结构建筑，特别是

位于 8度（0.3g）、9度等高烈度地震区，且地震时有特殊使用要

求的建筑或地震后需要尽快恢复使用功能的建筑，宜采用隔震、

消能减震技术。 

4. 1. 7  高层建筑宜采用规则的体系。当结构布置不规则、采用

新的结构类型或抗震设防标准有特殊要求时，宜采用结构抗震性

能化设计方法进行补充分析与论证。 

4. 1. 8  高层建筑钢结构的高宽比不宜大于表 4.1.8的规定。 

表 4.1.8  高层建筑钢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烈度 8 9 

最大高宽比 6.0 5.5 

注：1  计算高宽比的高度从室外地面算起； 

2  当塔形建筑的底部有大底盘时，高宽比的高度可按大底盘以上

计算。 

4. 1. 9  钢结构房屋应根据设防分类、烈度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

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筑的

抗震等级应按表 4.1.9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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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钢结构房屋的抗震等级 

房屋高度 
抗震设防烈度 

8 9 

≤50 m 三 二 

＞50 m 二 一 

注：1  高度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允许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和场

地、地基条件确定抗震等级； 

2  一般情况，构件的抗震等级应与结构相同；当某个部位各构件

的承载力均满足 2 倍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内力要求时，构件抗震等级应

允许按降低一度确定。 

4. 1. 10  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的

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不应大于 1/250；在罕遇地震

作用下，薄弱层或薄弱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不应大于层高的 1/50。 

4. 1. 11  钢结构房屋需要设置防震缝时，应根据抗震设防烈度、

结构类型、结构单元的高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地震扭转效应等，

留有足够的宽度，其两侧上部结构应完全分开，且缝宽应不小于

相应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 1.5倍。 

4. 1. 12  多高层建筑钢结构消能减震、隔震结构设计应满足现行

国家和行业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高层民用建

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及《建筑消能减震技术规程》JGJ297

等规范、规程的相关规定。 

4. 1. 13  多高层建筑钢结构消能减震设计和隔震设计确定方案

时，应与采用抗震设计的方案进行对比分析，也可按抗震性能目

标的要求进行性能化设计。抗震性能设计应分析结构方案的特殊

性，选用适宜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并采取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

目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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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荷载与作用 

4. 2. 1  多高层建筑钢结构荷载及作用，应满足现行国家和行业

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及《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的要求。  

4. 2. 2  对于《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中没有明确规定的

特殊工业建筑的设计荷载取值应按照工艺需求确定。 

4. 2. 3  计算构件内力时，楼面及屋面活荷载可取为各跨满载。

楼面活荷载大于 4 kN/m2时，宜考虑楼面荷载的不利布置。 

4. 2. 4  抗震设防烈度 9度抗震设计时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8度

抗震设计时，大跨度和长悬臂结构应计入竖向地震作用。 

4. 2. 5  高低层相邻的屋面，在设计低层屋面构件时应适当考虑

施工时临时荷载，该荷载应不小于 5 kN/m2。 

4. 2. 6  电梯荷载应按支承曳引机钢梁的实际方向确定作用位置。 

4. 2. 7  宜考虑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温度作用对钢结构的影响。 

4. 2. 8  擦窗机等清洁设备应按实际情况确定荷载大小及作用

位置。  

4. 2. 9  中、小学建筑的上人屋面、外廊、楼梯、平台、阳台等

临空部位的防护栏最薄弱处承受的最小水平推力不应小于

1.5 kN/m。 

4.3  结构设计 

4. 3. 1  多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钢

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9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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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多高层建筑钢结构的计算模型应根据结构的实际情况确

定，能正确地反映结构的刚度和质量分布， 应采用空间结构模型

进行计算。结构的计算模型和基本假定应与构件及其连接的实际

性能相符合。 

4. 3. 3  计算高层建筑钢结构的内力和位移时，一般可假定楼板

在其自身平面内为绝对刚性，但在设计中应采取构造措施保证楼

板的整体刚度。对开孔面积大、有较长外伸段的楼面及设置腰桁

架或伸臂桁架的上下楼层，需考虑楼板在其自身平面内的变形，

计算时应采用楼板平面内的实际刚度。 

4. 3. 4  多高层钢结构整体布置应符合抗震概念设计的要求，建

筑物平面及竖向宜规则，平面布置应考虑柱网及梁系布置合理，

每层楼盖平面内主要框架柱的两个方向均应设框架梁，抗侧力体

系所形成的刚度中心与建筑物质心宜接近，构件应传力明确，类

型宜统一，节点构造应简单可靠。 

4. 3. 5  楼层宜布置在同一水平标高面。 

4. 3. 6  梁与柱连接在一、二级抗震等级时，宜采用加强型或减

弱型连接。 

4. 3. 7  多高层建筑钢结构阻尼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多遇地震计算：高度不大于 50 m时，可取 0.04；高度大

于 50 m且小于 100 m时，可取 0.03； 

2  当偏心支撑框架部分承担的地震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

震倾覆力矩的 50%时，其阻尼比可比本条 1款相应增加 0.005； 

3  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分析时，阻尼比可取 0.05。 

4. 3. 8  框架梁宜采用热轧 H型钢或焊接 H型钢；大跨度梁、承

受扭矩的梁可采用焊接箱型截面。 

4. 3. 9  框架梁现场拼接可采用翼缘焊接腹板高强度摩擦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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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全部采用高强度摩擦型螺栓连接。框架梁拼接计算时，梁

的全塑性受弯承载力应考虑轴力的影响。 

4. 3. 10  钢结构承重构件的螺栓连接，应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

连接。考虑罕遇地震时连接滑移，螺栓杆与孔壁接触，极限承载

力按承压型连接计算。 

4. 3. 11  钢柱柱脚宜优先采用埋入式，外包式柱脚可在有地下室

的建筑中采用。柱脚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钢结构设

计标准》GB50017、《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规定。 

4. 3. 12  梁与柱刚性连接时，若采用梁翼缘焊接腹板螺栓连接，

应先进行螺栓连接后焊接。 

4. 3. 13  高烈度区由地震作用组合控制截面设计的框架梁柱栓

焊混合用接头，当梁翼缘板的塑性截面模量小于梁全截面塑性模

量的 70%时，梁腹板与柱的连接螺栓不得少于 2列，且螺栓总数

量不得小于计算值的 1.5倍。 

4. 3. 14  各楼层及屋盖应采用刚性楼（屋盖）板，楼（屋）板应

与主次梁可靠连接。在地震作用下将产生应力突变的部位，应布

置楼面水平传力体系（如支撑）并进行验算。 

4. 3. 15  钢结构建筑宜采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压型钢板组合楼

板、钢筋桁架楼承板组合楼板等，楼板应与钢梁可靠连接。设计

时，宜比选结构性能、使用与施工条件、防火、隔声要求及工程

造价等因素，合理选用楼板形式。 

4. 3. 16  组合楼板应对其施工和使用两个阶段分别按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行

业有关标准的规定。 

4. 3. 17  压型钢板组合楼板的设计和构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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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及下列规定： 

1  压型钢板应采用楼盖专用的板型，住宅结构楼板宜选用

燕尾型（闭口）压型钢板； 

2  压型钢板兼作受力钢筋时，组合楼板应满足耐火时限的

要求，并有消防部门的认证； 

3  楼盖压型钢板应连续跨越 2~3 跨铺设，并进行施工阶段

验算； 

4  对楼板有大洞口等情况，宜在楼板内设置钢水平支撑； 

5  住宅结构中压型钢板组合楼板的自振频率不宜小于 8Hz。 

4. 3. 18   钢筋桁架楼承板组合楼板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当进行施工阶段设计时，应计算钢筋桁架弦杆和腹杆的

轴力、钢筋桁架和底板连接点的作用效应以及钢筋桁架楼承板的

挠度，满足施工阶段承载力及刚度要求。 

2  在使用阶段钢筋桁架楼承板的正截面承载力、斜截面承

载力及挠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的规定。 

3  应在钢筋桁架楼承板纵向连接处布置板面、板底连接钢

筋，连接钢筋应根据计算确定并满足构造要求。连接钢筋与钢筋

桁架的上弦、下弦钢筋可采用绑扎搭接连接，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4  钢筋桁架组合楼板在与钢柱交接处被切断，柱边板底应

设支承件，板内应布置附加钢筋。 

4.4  消能减震及隔震设计 

4. 4. 1  消能部件可根据需要沿结构主轴方向分别布置，布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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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宜选取变形较大部位，尽量均匀布置，形成均匀合理的受力

体系。  

4. 4. 2  消能减震设计的计算分析应按照结构工作阶段进行；消

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超过 25%时，宜按 25%计算。 

4. 4. 3  当消能减震结构的抗震性能明显提高时，主体结构的抗

震构造措施可适当降低，降低程度可根据消能减震主体结构地震

剪力与不设置消能部件的结构地震剪力之比确定，最大降低程度

应控制在 1度以内。 

4. 4. 4  消能减震设计的消能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一般分为支撑

型、墙型、柱型、门架型和腋撑型等，设计时应根据工程具体情

况和消能器的类型合理选择连接形式。 

4. 4. 5  消能减震设计采用的预埋件、支撑和支墩、剪力墙及节

点板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强度和稳定性。 

4. 4. 6  消能减震结构竣工后，应对消能部件进行正常、定期维护

以及震后临时或应急检查，维护要求应符合相关规范、规程规定。 

4. 4. 7  隔震设计应根据预期的竖向地震力、水平向减震系数和

位移控制要求，选择适当的隔震装置及抗风装置组成结构的隔震

层，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支座应进行竖向承载力验算和罕遇地震下水平位移

验算； 

2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应根据水平向减震系数

确定；其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8 度（0.2g）、8 度（0.3g）和 9

度时分别不应小于隔震层以上结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20%、

30%和 40%。 

4. 4. 8  隔震建筑的高宽比应注意确保具有抗倾覆的安全裕度，

宜满足相应抗震结构类型要求及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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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隔震结构高宽比计算时，其高度取隔震层以上结构

的高度； 

2  抗倾覆验算应包括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和隔震支座拉压

承载能力验算； 

3  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时，应按罕遇地震作用计算倾覆力

矩，并按上部结构重力代表值计算抗倾覆力矩，抗倾覆力矩与倾

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 1.2； 

4  橡胶支座在罕遇水平和竖向地震的共同作用下，其最大

拉、压应力应满足表 4.4.8的要求。 

表 4.4.8  橡胶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的拉、压应力限值 

建筑类别 特殊设防类建筑 重点设防类建筑 标准设防类建筑 

拉应力限值/MPa 0 1.0 1.0 

压应力限值/MPa 20 25 30 

注：1  验算隔震支座最大压应力和最小压应力时，应考虑三向地震作用

产生的最不利轴力，其中水平和竖向地震作用产生的应力应取标准值； 

2  橡胶隔震支座的直径小于 300 mm时其压应力限值可适当降低。 

4. 4. 9  隔震层以下的结构（隔震层支墩、支柱及相连构件），应

采用罕遇地震下隔震支座底部的竖向力、水平力和力矩进行承载

力验算。 

隔震层以下的结构（包括地下室和隔震塔楼下的底盘）中直

接支承隔震层以上结构的相关构件，应满足嵌固的刚度比和隔震

后设防地震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并按罕遇地震进行抗剪承载力验

算。隔震层以下地面以上的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层间位移角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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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要求。 

隔震建筑地基基础的抗震验算和地基处理仍应按本地区抗震

设防烈度进行，甲、乙类建筑的抗液化措施应按提高一个液化等

级确定，直至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4. 4. 10  对于采用隔震结构的多高层钢结构，其上部结构底层不

应采用偏心支撑，宜采用屈曲约束支撑或中心支撑。 

4. 4. 11  隔震结构应采取不阻碍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发生大变形

的措施，穿越隔震层的门廊、楼梯、电梯、车道等部位，应防止

可能的碰撞。 

4. 4. 12  隔震支座安装时，隔震支座应在下支墩（柱）混凝土强

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75%后进行安装；安装前应将下支墩（柱）顶

面清理干净并对下支墩（柱）顶面水平度、中心标高、平面中心

位置及平整度进行测量和记录；安装过程中，宜采用机械设备吊

装，宜保持隔震支座水平，并应注意保护隔震支座。 

4. 4. 13  高层隔震结构应考虑施工阶段隔震支座在风荷载及其

他荷载作用下的不利受力状态。竖向荷载作用计算时，宜考虑不

同隔震支座竖向变形差异引起的结构附加内力。 

4. 4. 14  隔震结构中穿过隔震层的管线应采用柔性措施，其预留

的水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利用构件钢筋作避雷针时，

应采用柔性导线连接隔震层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的钢筋。其预留

的水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的 1.2倍。 

4. 4. 15  当结构变形缝没有贯穿隔震层顶板时，缝宽按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确定；当变形缝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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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层顶板时，缝宽应取相邻建筑最大水平位移之和，且不小于

500 mm。 

4. 4. 16  隔震结构设计时应设置检查口及隔震标识。隔震层应

设置进入检查口，进入检查口的尺寸应便于人员进入，且满足

运输隔震支座、连接板及其他施工器械的要求。隔震建筑应设

置标识，标识内容需包括隔震装置（含隔震支座、阻尼器或其

他装置）的型号、规格及维护要求，以及隔离沟、隔离缝的检

查和维护要求。  

4. 4. 17  隔震结构设计宜设置地震反应观测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