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恰县铁列克乡某学校宿舍--隔震分析报告 

徐颖（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勘察设计院新疆分院）联系电话：18299166020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乌恰县铁列克乡，抗震设防烈度 8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峰值为 0.30g，设计地震

分组第三组，II类场地， 场地特征周期 0.45s。采用框架结构形式，地上 2层，建筑结构高度 7.7m，

宽 9.3m，高宽比 0.828。属于重点设防类，乙类建筑。 

2 设计依据 

本工程隔震设计所依据的主要规范、图集如下： 

（1）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3）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4）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版）； 

（5） 《叠层橡胶支座隔震技术规程》（CECS126：2001）； 

（6）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 版）； 

（7）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8）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9） 《建筑结构隔震构造详图》（03SG610－1）； 

（10） 《建筑工程叠层橡胶隔震支座性能要求和验收规标准》（DBJ53/T-47-2020）； 

（11） 《建筑工程叠层橡胶隔震支座施工及验收标准》（DBJ53/T-48-2020）； 

（12） 《建筑隔震工程专用标识技术规程》（DB53/T-70-2015）； 

（13） 《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2021）； 

（14）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 

（15）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2021）； 

（16）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3 分析模型和设计计算参数 

在 YJK4.0.0 软件中建立了隔震模型后（图 3.1、3.2所示），需对隔震分析信息进行定义。该结

构整体规则，且高度小于 60m，依据《新隔标》4.1.3-2、3条，可仅采用复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结合迭

代计算的方法进行隔震结构的设计工作，无需与时程分析进行包络设计，本项目采用 YJK弹性时程分

析模块进行时程分析，辅助计算隔震层位移及支座内力。 

 

 

图 3.1 YJK 中建立的隔震模型 

 

 
图 3.2 隔震支座的模拟 

在 YJK软件中定义隔震结构设计方法为“直接设计法”，底部剪力比由设防地震下的复振型分解

反应谱法结合迭代分析确定。 

4  隔震支座布置 

本工程采用的橡胶隔震支座，在选择其直径、个数和平面布置时，采用时程分析法对以下指标进



行复核： 

（1）根据《新隔标》第 4.6.2-4条，隔震层刚度中心与质量中心宜重合，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偏

心率不宜大于 3%。 

（2）根据《新隔标》4.6.3-1条，同一隔震层内各个橡胶隔震支座的竖向压应力宜均匀，在重力

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各支座的竖向压应力不应超过乙类建筑的限值 12MPa。  

（3）根据《新隔标》第 4.6.8条，由隔震层抗风装置和隔震支座屈服力设计值共同构成的隔震层

抗风承载力设计值应不小于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水平剪力标准值的 1.4倍。 

（4）根据《新隔标》第 4.6.9-2条规定，隔震结构应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抗倾覆验算，由上部

结构重力代表值计算的抗倾覆力矩与罕遇地震下倾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 1.1。 

（5）根据《新隔标》6.2.1-1条，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橡胶隔震支座的最大竖向压应力不应超过

乙类建筑的限值 25MPa。 

（6）根据《新隔标》6.2.1-2条，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橡胶隔震支座的竖向拉应力不应超过乙类

建筑的限值 1MPa。 

（7）根据《新隔标》第 4.6.6-1条，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支座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应不大于支

座直径的 0.55 倍和各层橡胶厚度之和的 3倍二者的较小值。 

该结构共使用了 19个支座，各类型支座数量及力学性能详见表 4。隔震支座平面布置见图 4.1。

隔震结构屈重比为 0.045。 

表 4-1   有铅芯隔震支座力学性能参数 

类别 符号 单位 LRB600-II 

使用数量 N 套 12 

第一形状系数 S1 S1 / 24.3 

第二形状系数 S2 S2 / 5.41 

竖向刚度 Kv kN/mm 2300 

等效水平刚度 

(剪应变) 
Keq kN/mm 1.78(100%) 

屈服前刚度 Ku kN/mm 15.77 

屈服后刚度 Kd kN/mm 1.21 

屈服力 Qd kN 63 

橡胶层总厚度 Tr mm 111 

支座总高度 H mm 208 

 

 

 

 

表 4-2   无铅芯隔震支座力学性能参数 

类别 符号 单位 LNR500-II 

使用数量 N 套 7 

第一形状系数 S1 / 21.5 

第二形状系数 S2 / 5.38 

竖向刚度 Kv kN/mm 1800 

等效水平刚(剪应变) Kh kN/mm 
1.01 

(100%) 

橡胶层总厚度 Tr mm 93 

支座总高度 H mm 187 

 

 



 

 

图 4.1  隔震支座编号及布置图 

5 验算隔震结构的偏心率 

隔震结构的偏心率是隔震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日本和台湾规范明确规定隔震系统的偏心率不得大于 3%。本报告在进行隔震层设计时，也对隔震系统的偏心率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为：X方向 0.11%，

Y方向 1.11%，详见表 5.1。 

表 5.1 隔震结构的偏心率 

·方向 层号 塔号 重心坐标(m) 刚心坐标(m) 偏心距(m) 弹力半径(m) 偏心率(%) 

X 2 1 15.8324 15.8449 0.1230 11.1260 0.1121 

Y 2 1 4.3075 4.1845 0.0125 11.1274 1.1050 

6 验算隔震支座压应力 

荷载组合为：1.0恒载+0.5活载，各个支座压应力见表 6.1，由表可知，支座压应力最大值为 5.67Mpa，乙类建筑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压应力限值为 12MPa，支座满足要求。 

 

 

 

 



 

表 6.1  恒载和可变荷载组合下各支座压应力 

支座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支座型

号 

LRB600 LRB600 LRB600 LRB600 LRB600 LRB600 LRB600 LNR500 LNR500 LNR500 LRB600 LNR500 LNR500 LRB600 LRB600 LRB600 LNR500 LNR500 LRB600 

压应力

(MPa) 

3.26 3.10 3.38 3.94 4.10 2.04 3.64 4.72 5.67 3.02 3.62 2.64 2.63 3.04 3.42 3.55 4.81 5.49 2.06 

7 隔震层抗风承载力验算 

根据《新隔标》第 4.6.8条，由隔震层抗风装置和隔震支座屈服力设计值共同构成的隔震层抗风承载力设计值应不小于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水平剪力标准值的 1.4倍。隔震层必须具备足够的屈服前刚度和

屈服承载力，以满足风荷载和微振动的要求。如下按规范要求，进行隔震层抗风承载力验算： 

w wk RwV V  ，即 

Vwk-X(kN) Vwk-Y(kN) Vrw-X(kN) Vrw-Y(kN) Res-X Res-Y 是否满足 

76.32 231.69 756.00 756.00 76.32*1.4 < 756.00 231.69*1.4 < 756.00 满足 

 

式中： RwV ——抗风装置的水平承载力设计值。由抗风装置和隔震支座水平屈服力设计值共同组成； w ——风荷载分项系数，取 1.4； wkV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 

 

8 设防地震（中震）分析 

8.1 反应谱迭代分析 

应《新隔标》第 4.2.2-1 条要求，隔震结构的自振周期应根据不同地震作用烈度下的支座水平位

移确定，可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结合迭代计算确定。同时根据规范条文说明 4.3.2条，《新隔标》

中采用的振型分解反应谱法默认是基于考虑阻尼矩阵的复振型分解反应谱法，以保证隔震层大阻尼比

情况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现使用 YJK软件提供的基于复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自动迭代计算的功能，

计算出隔震前（柱底铰接处理）与隔震后结构的自振周期在表 9 中给出。此外，《叠层橡胶支座隔震

技术规程》规定：隔震房屋两个方向的基本周期相差不宜超过较小值的 30%。 

由表 8.1 可知，采用隔震技术后，结构的周期明显延长，且满足相关规定要求。 

 

 

 

表 8.1  YJK 模型隔震前后结构的周期 

振型 YJK隔震前 YJK隔震后 两方向差值（%） 

1  0.3874 1.6062 

0.3 2  0.3866  1.6011 

3  0.3302  1.5288 

 

基于复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结合迭代计算得出的设防地震下楼层剪力与隔震前结构（柱底铰接处理）

进行对比，得出隔震后/前结构的底部剪力比，进而确定上部结构的抗震措施。 

由表 8.2分析得到隔震层以上结构隔震前后，结构底部剪力比值的最大值为 0.32，据《新隔标》

第 6.1.3-2条，隔震后结构与隔震前结构底部剪力比不大于 0.5时，上部结构可按设防烈度降低 1度

确定抗震措施。因此，上部结构框架的抗震等级由一级降为二级。 

表 8.2  结构层剪力比计算结果 

 



 

层号 
X向剪力 Y向剪力 

非隔震(kN) 隔震(kN) 剪力比 非隔震(kN) 隔震(kN) 剪力比 

5 895.44 153.77 0.17 858.95 152.31 0.18 

4 4652.2 1162.27 0.25 4685.71 1138.99 0.24 

3 6991.24 2207.51 0.32 7158.73 2158.64 0.30 

隔震支座层 \ \ \ \ \ \ 

表 8.3中设防地震下上部结构最不利层间位移角为：X向：1/1014；Y向：1/595，二者均满足《新

隔标》表 4.5.1 中规定的限值要求。 

表 8.3  结构层间位移角计算结果 

层号 X向 Y向 

层间位移角 层间位移角 

5 1/1762 1/2098 

4 1/983 1/1000 

3 1/688 1/655 

隔震支座层   

9  时程分析补充验算 

 

  

 

9.1 时程分析 

根据《新隔标》4.1.3-3条，对于房屋高度大于 60m，不规则建筑，或隔震层支座、阻尼装置及其

他装置的组合复杂隔震建筑，需在反应谱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时程分析进行校核。同时根据 4.1.3条对

应条文说明，时程分析作为补充计算，主要针对计算结果的隔震层和上部结构的剪力和层间位移进行

复核。 

9.2.1 地震动时程选取 

根据《新隔标》4.1.3 条，每条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的结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振型分解

反应谱计算结果的 65%，多条时程计算的结构底部剪力的平均值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

的 80%。同时为了确保地震波选择的严谨性，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6）》第 5.1.2 

条规定：采用时程分析法时，应按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用实际强震记录和人工模拟的加速

度时程，其中实际强震记录的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 2/3，多组时程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

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 

本工程选取了实际 5条强震记录和 2条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7 条时程曲线如图 9.2.1所示，7条时

程反应谱和规范反应谱曲线如图 9.2.2所示，隔震前结构的基底剪力对比结果分别如表 9.2.1所示，

选取的各条时程波信息在表 9.2.2中给出。

 



 

图 9.2.1-1 13 时 37 分,人工波 2_X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2 13 时 37 分,人工波 2_Y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3 CapeMendocino_NO_3749,TG(0.50)_X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4 CapeMendocino_NO_3749,TG(0.50)_Y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5 Chi-Chi_Taiwan-06_NO_3431,TG(0.52)_X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6 Chi-Chi_Taiwan-06_NO_3431,TG(0.52)_Y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7 Gilroy_NO_2015,TG(0.50)_X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8 Gilroy_NO_2015,TG(0.50)_Y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9 Gilroy_NO_2015,Tg(0.50)_X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10 Gilroy_NO_2015,Tg(0.50)_Y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11 SanFernando_NO_55,TG(0.57)_X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12 SanFernando_NO_55,TG(0.57)_Y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13 aa 人工波 1_X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9.2.1-14 aa 人工波 1_Y 方向加速度时程曲线 

2、地震波编号及全称如下（后文如未特殊声明，均按此序号对地震波排序）： 

地震波编号 时程全程 

1 13时 37分,人工波 2 

2 CapeMendocino_NO_3749,TG(0.50) 

3 Chi-Chi_Taiwan-06_NO_3431,TG(0.52) 

4 Gilroy_NO_2015,TG(0.50) 

5 Gilroy_NO_2015,Tg(0.50) 

6 SanFernando_NO_55,TG(0.57) 

7 aa人工波 1 

《抗规》5.1.2 规定：输入的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的有效持续时间，一般从首次达到该时程曲线

最大峰值的 10%那一刻算起，到最后一点达到最大峰值的 10%为止；无论是实际的强震记录还是人工

模拟波形，有效持续时间一般为结构基本周期的（5~10）倍。详细情况见下表： 

 

 

 

  

地震波编号 

第一次达到该

时程曲线最大

峰值 10%对应

的时间（S） 

最后一次达到

该时程曲线最

大峰值 10%对

应的时间（S） 

有效持续时间

（S） 

结构第一周期

（S） 
比值 

1 1.254000 27.778000 26.524000 1.606 16.51 

2 4.055000 23.550000 19.495000 1.606 12.14 

3 1.045000 46.985000 45.940000 1.606 28.60 

4 0.010000 37.345000 37.335000 1.606 23.24 

5 0.030000 42.985000 42.955000 1.606 26.74 

6 0.185000 25.255000 25.070000 1.606 15.61 

7 1.140000 27.704000 26.564000 1.606 16.54 

 

图 4-15 地震波反应谱和规范谱对比（隔震模型）  

《抗规》规定：多组时程波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

线相比，在对应于结构主要振型的周期点上相差不大于 20%。 

由上图可知，各时程平均反应谱与规范反应谱满足要求。 

 

 

 

 

 



 

9.3 罕遇地震抗倾覆分析 

根据《新隔标》第 4.6.9-2条规定，隔震结构应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抗倾覆验算，由上部结构重力代表值计算的抗倾覆力矩与罕遇地震下倾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 1.1。该隔震结构的抗倾覆分析由复振型

分解反应谱（罕遇地震谱）法结合自动迭代隔震层等效刚度和阻尼比的方法确定，结果如下表 9.3.1所示。 

 

 



 

9.4.1 隔震层水平位移计算 

罕遇地震下隔震层水平位移计算采用的荷载组合： 1.0×恒荷载＋0.5×活荷载＋1.0×水平地震；其荷载组合为： 1D+0.5L+1 Fek 。得到罕遇地震下各个支座最大水平位移，详见表 9.4.1。 

表 9.4.1 罕遇地震时隔震结构各支座最大位移 

支座 

编号 
支座型号 

支座位移（m） 支座位移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0.0度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90.0度 平均值（m） 

R1 R2 T1 T2 T3 T4 T5 R1 R2 T1 T2 T3 T4 T5 X 向 Y 向 最值 

1 LRB600 184.61 235.14 195.59 239.14 236.30 236.30 179.24 181.27 236.92 206.04 243.08 234.04 234.04 178.94 215.19 217.62 217.62 

2 LRB600 183.44 235.12 201.10 246.68 230.92 230.92 181.99 191.98 232.95 193.84 257.11 236.88 236.88 183.35 215.74 219.00 219.00 

3 LRB600 186.69 229.57 192.98 240.14 235.08 235.08 175.75 180.05 235.40 201.61 243.29 233.24 233.24 180.48 213.61 214.80 214.80 

4 LRB600 187.40 230.70 194.20 243.76 234.08 234.08 178.22 181.67 233.77 199.92 243.57 231.71 231.71 179.83 214.63 214.60 214.63 

5 LRB600 185.68 234.20 196.39 242.38 235.43 235.43 180.63 183.86 236.56 203.82 245.18 233.72 233.72 180.64 215.73 216.78 216.78 

6 LRB600 185.37 236.57 196.29 240.47 236.39 236.39 181.54 181.76 234.20 203.41 244.29 232.21 232.21 179.64 216.15 215.39 216.15 

7 LRB600 187.65 231.02 195.02 244.36 233.90 233.90 178.03 182.92 233.59 198.49 243.82 232.00 232.00 180.47 214.84 214.76 214.84 

8 LNR500 186.76 235.39 197.87 242.67 235.80 235.80 180.45 185.03 236.32 202.29 245.35 234.28 234.28 181.54 216.39 217.01 217.01 

9 LNR500 185.93 234.71 198.54 244.23 234.17 234.17 180.83 187.07 235.36 199.71 246.02 234.48 234.48 182.19 216.08 217.04 217.04 

10 LNR500 185.38 236.74 198.42 242.74 234.81 234.81 182.04 185.45 233.52 199.90 245.35 233.66 233.66 181.12 216.42 216.09 216.42 

11 LRB600 186.95 230.44 195.60 245.63 232.51 232.51 178.28 184.71 232.45 195.64 244.58 232.00 232.00 181.35 214.56 214.68 214.68 

12 LNR500 185.33 236.99 199.56 254.70 234.03 234.03 182.85 187.57 232.74 197.60 246.55 234.68 234.68 182.21 218.21 216.58 218.21 

13 LNR500 185.87 237.13 197.46 241.20 236.29 236.29 181.74 183.25 234.29 202.40 244.78 232.94 232.94 180.56 216.57 215.88 216.57 

14 LRB600 185.34 229.34 198.28 249.72 229.26 229.26 179.17 191.12 231.79 189.80 251.40 234.53 234.53 184.68 214.34 216.84 216.84 

15 LRB600 186.96 230.75 196.95 247.85 231.58 231.58 179.20 187.08 231.93 193.58 245.55 232.89 232.89 182.23 214.98 215.16 215.16 

16 LRB600 187.36 231.31 197.92 248.43 231.38 231.38 179.20 188.11 231.51 192.03 245.91 233.67 233.67 182.76 215.28 215.38 215.38 

17 LNR500 185.79 234.90 199.76 246.49 233.19 233.19 181.78 189.37 234.74 197.59 247.21 235.43 235.43 183.15 216.44 217.56 217.56 

18 LNR500 186.28 235.51 200.81 246.66 233.14 233.14 181.18 190.43 234.40 195.82 247.27 236.36 236.36 183.76 216.67 217.77 217.77 

19 LRB600 185.28 237.09 200.01 245.20 233.64 233.64 182.56 188.16 231.87 195.82 246.47 235.19 235.19 182.21 216.77 216.42 216.77 

 

由表 9.4.1 可知，隔震层最大水平位移 219mm，小于 0.55D=275mm（D为最小隔震支座直径，本工程采用隔震支座最小直径为 500mm）及 3Tr=279mm（Tr为最小隔震支座的橡胶层总厚度）中的较小值。 

根据《建筑隔震设计标准》5.4.1条规定：上部结构与周围固定物之间应设置完全贯通的竖向隔离缝以避免罕遇地震作用下可能的阻挡和碰撞，隔离缝宽度不应小于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的最大水平位移

的 1.2 倍且不应小于 300mm。对相邻隔震结构之间的隔离缝，缝宽取最大水平位移值之和，且不应小于 600mm。对于相邻的高层隔震建筑，考虑到地震时上部结构顶部位移会大于隔震层处位移，因此隔震缝要

留出罕遇地震时隔震缝的宽度加上防震缝的宽度，方才合适。 

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之间，应设置完全贯通的水平隔离缝，缝高可取 50mm，并用柔性材料填充；当设置水平隔离缝确有困难时，应设置可靠的水平滑移垫层。 

隔震构造措施的具体做法参考图集《楼地面变形缝》（04J312）和《建筑结构隔震构造详图》（03SG610-1）。 

9.4.3 隔震支座应力验算 

根据《抗规》12.2.4条规定及《建筑隔震设计标准》第 6.2.1 条规定：隔震橡胶支座在罕遇地震的水平和竖向地震同时作用下，拉应力不应大于 1.0MPa。 

隔震支座拉应力验算采用的荷载组合：1.0×恒荷载-1.0×水平地震－0.5×竖向地震，即： 1D-1Fek-0.5Fevk， 

隔震支座压应力验算采用的荷载组合：1.0×恒荷载+0.5×活荷载+1.0×水平地震+0.4×竖向地震，即： 1D+0.5L+1Fek+0.4Fevk，得到罕遇地震下各个支座承受的最大拉应力和压应力，详见下表，隔震支

座拉压应力满足规范要求。



 

9.4.3.1 隔震支座压应力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0.0度\组合为 COMB3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压力平均

值（KN） 

压应力

（MPa） 

1 1 282700 -1533.04 -1680.55 -1549.90 -1552.50 -1552.50 -1513.21 -1553.88 -1562.22 -5.53 

2 1 282700 -1460.19 -1399.34 -1717.87 -1574.22 -1574.22 -1320.65 -1436.51 -1497.57 -5.30 

3 1 282700 -1572.90 -1553.48 -1763.27 -1787.73 -1787.73 -1478.74 -1524.65 -1638.36 -5.80 

4 1 282700 -1613.27 -1605.29 -1734.32 -1764.27 -1764.27 -1549.40 -1583.01 -1659.12 -5.87 

5 1 282700 -1576.71 -1571.64 -1707.71 -1677.08 -1677.08 -1537.98 -1654.07 -1628.90 -5.76 

6 1 282700 -1028.49 -1135.74 -984.46 -1093.86 -1093.86 -984.79 -1049.79 -1053.00 -3.72 

7 1 282700 -1492.03 -1588.76 -1504.92 -1577.85 -1577.85 -1517.87 -1500.34 -1537.09 -5.44 

8 2 196000 -1239.59 -1255.81 -1261.37 -1290.01 -1290.01 -1271.17 -1276.31 -1269.18 -6.48 

9 2 196000 -1316.20 -1315.71 -1322.81 -1337.72 -1337.72 -1303.85 -1320.83 -1322.12 -6.75 

10 2 196000 -942.95 -961.76 -967.36 -1020.41 -1020.41 -852.64 -973.92 -962.78 -4.91 

11 1 282700 -1414.35 -1414.59 -1456.62 -1527.73 -1527.73 -1344.42 -1430.06 -1445.07 -5.11 

12 2 196000 -941.09 -1076.77 -962.88 -993.15 -993.15 -951.47 -977.50 -985.15 -5.03 

13 2 196000 -959.22 -908.55 -1125.65 -1061.84 -1061.84 -825.54 -959.18 -985.98 -5.03 

14 1 282700 -1414.14 -1513.88 -1404.38 -1521.08 -1521.08 -1411.98 -1433.18 -1459.96 -5.16 

15 1 282700 -1458.28 -1462.48 -1567.59 -1615.85 -1615.85 -1385.34 -1419.90 -1503.61 -5.32 

16 1 282700 -1448.02 -1517.73 -1448.66 -1523.32 -1523.32 -1438.87 -1434.56 -1476.35 -5.22 

17 2 196000 -1281.87 -1240.12 -1328.57 -1345.49 -1345.49 -1218.85 -1334.09 -1299.21 -6.63 

18 2 196000 -1477.07 -1473.66 -1492.36 -1541.25 -1541.25 -1501.38 -1522.07 -1507.01 -7.69 

19 1 282700 -970.15 -983.22 -1164.72 -1123.98 -1123.98 -861.68 -1031.60 -1037.05 -3.67 

压应力限值为-25.0MPa，最大压应力值-7.69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90.0度\组合为 COMB3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压力平均

值（KN） 

压应力

（MPa） 

1 1 282700 -1542.96 -1564.55 -1758.97 -1721.67 -1721.67 -1443.13 -1612.33 -1623.61 -5.74 



 

2 1 282700 -1580.38 -1621.43 -1595.88 -1525.40 -1525.40 -1519.28 -1626.97 -1570.68 -5.56 

3 1 282700 -1578.51 -1630.51 -1537.33 -1698.78 -1698.78 -1637.44 -1647.18 -1632.65 -5.78 

4 1 282700 -1619.58 -1653.97 -1601.41 -1687.29 -1687.29 -1665.23 -1672.73 -1655.36 -5.86 

5 1 282700 -1550.38 -1583.15 -1549.33 -1612.50 -1612.50 -1523.97 -1540.23 -1567.44 -5.54 

6 1 282700 -1067.59 -1055.10 -1238.75 -1239.43 -1239.43 -993.34 -1199.64 -1147.61 -4.06 

7 1 282700 -1564.72 -1564.09 -1724.47 -1634.64 -1634.64 -1500.61 -1503.71 -1589.56 -5.62 

8 2 196000 -1206.50 -1211.32 -1283.59 -1268.90 -1268.90 -1167.46 -1227.51 -1233.46 -6.29 

9 2 196000 -1322.36 -1330.10 -1338.79 -1342.16 -1342.16 -1330.67 -1334.35 -1334.37 -6.81 

10 2 196000 -1045.33 -975.65 -1133.45 -1114.17 -1114.17 -971.58 -1137.22 -1070.22 -5.46 

11 1 282700 -1435.92 -1481.97 -1539.13 -1542.09 -1542.09 -1487.64 -1506.35 -1505.03 -5.32 

12 2 196000 -978.50 -981.95 -1194.42 -1131.17 -1131.17 -886.54 -1059.65 -1051.92 -5.37 

13 2 196000 -1055.14 -1106.17 -1082.21 -1079.99 -1079.99 -1005.44 -1130.78 -1077.10 -5.50 

14 1 282700 -1500.35 -1476.87 -1723.22 -1603.97 -1603.97 -1390.41 -1418.69 -1531.07 -5.42 

15 1 282700 -1460.39 -1504.19 -1438.26 -1502.09 -1502.09 -1512.53 -1518.93 -1491.21 -5.27 

16 1 282700 -1510.15 -1513.03 -1663.50 -1594.32 -1594.32 -1446.89 -1478.18 -1542.91 -5.46 

17 2 196000 -1234.40 -1265.31 -1223.64 -1288.47 -1288.47 -1198.54 -1248.60 -1249.63 -6.38 

18 2 196000 -1426.06 -1430.84 -1536.17 -1514.29 -1514.29 -1347.33 -1460.92 -1461.41 -7.46 

19 1 282700 -1138.58 -1125.94 -1184.03 -1148.38 -1148.38 -1069.95 -1214.08 -1147.05 -4.06 

压应力限值为-25.0MPa，最大压应力值-7.46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0.0度\组合为 COMB4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压力平均

值（KN） 

压应力

（MPa） 

1 1 282700 -1580.64 -1663.50 -1610.16 -1564.28 -1564.28 -1518.12 -1630.99 -1590.28 -5.63 

2 1 282700 -1505.15 -1542.35 -1651.80 -1680.04 -1680.04 -1373.41 -1558.49 -1570.18 -5.55 

3 1 282700 -1624.32 -1583.31 -1757.00 -1873.08 -1873.08 -1525.91 -1682.39 -1702.73 -6.02 

4 1 282700 -1725.22 -1691.60 -1814.32 -1897.74 -1897.74 -1648.54 -1763.93 -1777.01 -6.29 

5 1 282700 -1660.60 -1633.92 -1680.80 -1726.43 -1726.43 -1618.91 -1648.01 -1670.73 -5.91 

6 1 282700 -1076.10 -1136.72 -1104.71 -1122.58 -1122.58 -991.76 -1120.98 -1096.49 -3.88 



 

7 1 282700 -1661.09 -1692.43 -1629.75 -1628.26 -1628.26 -1574.96 -1612.07 -1632.40 -5.77 

8 2 196000 -1294.09 -1314.36 -1305.97 -1280.73 -1280.73 -1293.69 -1300.89 -1295.78 -6.61 

9 2 196000 -1484.33 -1484.08 -1490.84 -1505.62 -1505.62 -1472.17 -1488.87 -1490.22 -7.60 

10 2 196000 -1032.41 -1051.64 -1060.95 -1109.87 -1109.87 -944.98 -1063.40 -1053.30 -5.37 

11 1 282700 -1568.78 -1570.27 -1611.22 -1681.68 -1681.68 -1500.74 -1585.58 -1599.99 -5.66 

12 2 196000 -961.95 -1051.38 -984.90 -999.13 -999.13 -908.70 -1005.35 -987.22 -5.04 

13 2 196000 -962.62 -998.66 -1072.04 -1112.23 -1112.23 -846.70 -1011.71 -1016.60 -5.19 

14 1 282700 -1537.28 -1574.09 -1497.46 -1508.38 -1508.38 -1444.76 -1450.21 -1502.94 -5.32 

15 1 282700 -1545.66 -1502.66 -1630.96 -1732.51 -1732.51 -1470.33 -1579.96 -1599.23 -5.66 

16 1 282700 -1605.35 -1629.09 -1576.19 -1609.84 -1609.84 -1532.48 -1558.68 -1588.78 -5.62 

17 2 196000 -1310.48 -1302.85 -1326.47 -1365.69 -1365.69 -1296.37 -1326.36 -1327.70 -6.77 

18 2 196000 -1514.40 -1558.14 -1521.14 -1506.57 -1506.57 -1514.11 -1518.93 -1519.98 -7.76 

19 1 282700 -1068.78 -1088.14 -1149.49 -1197.60 -1197.60 -959.05 -1110.96 -1110.23 -3.93 

压应力限值为-25.0MPa，最大压应力值-7.76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90.0度\组合为 COMB4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压力平均

值（KN） 

压应力

（MPa） 

1 1 282700 -1547.10 -1502.47 -1610.32 -1724.68 -1724.68 -1485.79 -1554.98 -1592.86 -5.63 

2 1 282700 -1481.73 -1539.90 -1440.82 -1380.98 -1380.98 -1450.06 -1483.12 -1451.09 -5.13 

3 1 282700 -1603.42 -1651.49 -1575.25 -1495.22 -1495.22 -1526.19 -1511.81 -1551.23 -5.49 

4 1 282700 -1698.22 -1733.92 -1683.31 -1622.67 -1622.67 -1648.82 -1637.03 -1663.81 -5.89 

5 1 282700 -1728.14 -1737.82 -1714.18 -1770.42 -1770.42 -1668.28 -1705.77 -1727.86 -6.11 

6 1 282700 -991.87 -956.98 -1018.80 -1094.63 -1094.63 -944.91 -975.23 -1011.01 -3.58 

7 1 282700 -1581.56 -1580.66 -1688.08 -1675.42 -1675.42 -1492.16 -1593.45 -1612.39 -5.70 

8 2 196000 -1346.29 -1357.03 -1385.56 -1399.47 -1399.47 -1312.71 -1378.48 -1368.43 -6.98 

9 2 196000 -1464.18 -1467.67 -1466.29 -1470.29 -1470.29 -1463.10 -1466.58 -1466.92 -7.48 

10 2 196000 -929.87 -886.83 -921.53 -953.53 -953.53 -906.07 -940.88 -927.47 -4.73 

11 1 282700 -1461.01 -1464.66 -1511.04 -1481.94 -1481.94 -1453.78 -1466.92 -1474.47 -5.22 



 

12 2 196000 -926.39 -878.27 -981.94 -1062.43 -1062.43 -867.26 -915.71 -956.35 -4.88 

13 2 196000 -936.12 -979.59 -902.58 -872.65 -872.65 -909.95 -929.78 -914.76 -4.67 

14 1 282700 -1428.98 -1441.66 -1595.38 -1577.95 -1577.95 -1319.71 -1460.83 -1486.07 -5.26 

15 1 282700 -1513.86 -1567.03 -1506.57 -1436.47 -1436.47 -1464.18 -1460.25 -1483.55 -5.25 

16 1 282700 -1516.51 -1515.50 -1625.02 -1599.03 -1599.03 -1444.35 -1528.47 -1546.85 -5.47 

17 2 196000 -1365.55 -1392.84 -1392.46 -1435.54 -1435.54 -1320.19 -1383.98 -1389.44 -7.09 

18 2 196000 -1593.64 -1603.40 -1639.45 -1666.68 -1666.68 -1517.19 -1609.59 -1613.81 -8.23 

19 1 282700 -987.47 -1009.30 -972.12 -919.58 -919.58 -974.77 -990.42 -967.61 -3.42 

压应力限值为-25.0MPa，最大压应力值-8.23 

  

注释:负值表示受压,正值表示受拉。  

本工程隔震支座最大压应力为-8.23，小于-25.0Mpa,满足规范要求。  

9.4.3.2 隔震支座拉应力 

根据《抗规》12.2.4条规定：隔震橡胶支座在罕遇地震的水平和竖向地震同时作用下，拉应力不应大于 0.0Mpa。  

隔震支座拉应力验算采用的地震波工况按主方向角度可分为如下组别：  

1)0.00度  

13时 37分,人工波 2 [0.00]  

CapeMendocino_NO_3749,TG(0.50) [0.00]  

Chi-Chi_Taiwan-06_NO_3431,TG(0.52) [0.00]  

Gilroy_NO_2015,TG(0.50) [0.00]  

Gilroy_NO_2015,Tg(0.50) [0.00]  

SanFernando_NO_55,TG(0.57) [0.00]  

aa人工波 1 [0.00]  

2)90.00度  

13时 37分,人工波 2 [90.00]  

CapeMendocino_NO_3749,TG(0.50) [90.00]  

Chi-Chi_Taiwan-06_NO_3431,TG(0.52) [90.00]  

Gilroy_NO_2015,TG(0.50) [90.00]  

Gilroy_NO_2015,Tg(0.50) [90.00]  

SanFernando_NO_55,TG(0.57) [90.00]  



 

aa人工波 1 [90.00]  

校核的组合如下：  

COMB5:恒载 0.85 活载-0.08 EPA 主波-510.00(cm/s2) 次波 433.50(cm/s2) 竖向波 0.00(cm/s2)  

COMB6:恒载 0.70 活载-0.15 EPA 主波-255.00(cm/s2) 次波 433.50(cm/s2) 竖向波 0.00(cm/s2)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0.0度\组合为 COMB5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

波 1 

地震

波 2 

地震

波 3 

地震

波 4 

地震

波 5 

地震

波 6 

地震

波 7 

拉力平

均值

（KN） 

拉应力

（MPa） 

1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1 282700 0.00 0.00 20.55 64.10 64.10 0.00 0.00 21.25 0.08 

7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 2 196000 0.00 0.00 58.87 81.17 81.17 0.00 0.00 31.60 0.16 

13 2 196000 0.00 10.86 0.00 5.17 5.17 0.00 0.00 3.03 0.02 

14 1 282700 0.00 0.00 33.06 0.00 0.00 0.00 0.00 4.72 0.02 

1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 1 282700 0.00 0.00 0.00 1.09 1.09 0.00 0.00 0.31 0.00 

拉应力限值为 0.0MPa，最大拉应力值 0.2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90.0度\组合为 COMB5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

波 1 

地震

波 2 

地震

波 3 

地震

波 4 

地震

波 5 

地震

波 6 

地震

波 7 

拉力平

均值

（KN） 

拉应力

（MPa） 

1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1 282700 0.00 0.00 46.34 0.00 0.00 0.00 0.00 6.62 0.02 

3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1 282700 26.15 23.16 63.37 43.20 43.20 0.00 80.95 40.01 0.14 

7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 2 196000 0.00 0.00 12.63 0.00 0.00 0.00 15.85 4.07 0.02 

11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 2 196000 32.35 48.97 63.59 51.51 51.51 5.89 87.08 48.70 0.25 

13 2 196000 0.00 3.85 92.23 74.74 74.74 0.00 51.00 42.37 0.22 

14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 1 282700 0.00 0.00 81.26 69.50 69.50 0.00 72.46 41.82 0.15 

拉应力限值为 0.0MPa，最大拉应力值 0.2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0.0度\组合为 COMB6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

波 1 

地震

波 2 

地震

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

波 6 

地震

波 7 

拉力平

均值

（KN） 

拉应力

（MPa） 



 

1 1 282700 0.00 0.00 0.00 74.28 74.28 0.00 0.00 21.22 0.08 

2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1 282700 0.00 0.00 38.19 118.87 118.87 0.00 14.63 41.51 0.15 

7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 2 196000 0.00 0.00 0.00 35.45 35.45 0.00 0.00 10.13 0.05 

11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 2 196000 0.00 0.00 48.97 117.28 117.28 0.00 17.28 42.97 0.22 

13 2 196000 15.09 26.74 0.00 42.64 42.64 0.00 0.00 18.16 0.09 

14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 1 282700 0.00 4.75 3.25 67.89 67.89 0.00 0.00 20.54 0.07 

拉应力限值为 0.0MPa，最大拉应力值 0.2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90.0度\组合为 COMB6的工况结果汇总 

编号 
支座

类型 

面积

（mm2） 

地震

波 1 

地震

波 2 

地震

波 3 

地震

波 4 

地震

波 5 

地震

波 6 

地震

波 7 

拉力平

均值

（KN） 

拉应力

（MPa） 

1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 2 196000 0.00 0.00 0.00 41.42 41.42 0.00 0.00 11.84 0.06 

14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 2 19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 1 282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拉应力限值为 0.0MPa，最大拉应力值 0.1 

  

注释:负值表示受压,正值表示受拉。  

 

10 层间位移角验算 

罕遇地震下层间位移角验算，得到罕遇地震下隔震结构层间位移角，详见表 10.1。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0.0度的工况结果汇总 

层

号 

塔

号 

主向 次向 
主向平

均值 

次向平

均值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5 1 1/1113 1/1179 1/894 1/930 1/930 1/1206 1/899 1/1669 1/1545 1/1432 1/1198 1/1198 1/2047 1/1539 1/1006 1/1473 

4 1 1/721 1/744 1/575 1/600 1/600 1/729 1/579 1/881 1/800 1/760 1/603 1/603 1/1167 1/818 1/642 1/770 

3 1 1/513 1/540 1/412 1/429 1/429 1/529 1/411 1/618 1/584 1/507 1/436 1/436 1/782 1/563 1/460 1/541 

2 1 1/493 1/499 1/407 1/420 1/420 1/495 1/406 1/615 1/603 1/529 1/437 1/437 1/773 1/567 1/445 1/546 



 

1 1 1/11132 1/11621 1/9187 1/9504 1/9504 1/11431 1/8966 1/14327 1/14233 1/12358 1/10510 1/10510 1/16518 1/13550 1/10084 1/12830 

  

地震波主方向与 X轴正向角度为 90.0度的工况结果汇总 

层

号 

塔

号 

主向 次向 
主向平

均值 

次向平

均值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地震波

1 

地震波

2 

地震波

3 

地震波

4 

地震波

5 

地震波

6 

地震波

7 

5 1 1/1251 1/1387 1/1010 1/1047 1/1047 1/1380 1/1020 1/1493 1/1308 1/1195 1/993 1/993 1/1705 1/1398 1/1143 1/1253 

4 1 1/686 1/692 1/546 1/570 1/570 1/692 1/551 1/949 1/881 1/788 1/647 1/647 1/1291 1/883 1/608 1/828 

3 1 1/473 1/474 1/379 1/393 1/393 1/484 1/377 1/681 1/637 1/574 1/463 1/463 1/962 1/630 1/420 1/597 

2 1 1/488 1/481 1/402 1/408 1/408 1/475 1/394 1/648 1/605 1/587 1/463 1/463 1/879 1/598 1/433 1/582 

1 1 1/10929 1/11386 1/9199 1/9449 1/9449 1/11336 1/8922 1/14638 1/14114 1/12967 1/10375 1/10375 1/20093 1/13620 1/10000 1/13152 

   

由上表可知，计算结果满足《新隔标》第 4.5.2 条限值要求 

11 施工与维护 

（1）隔震支座的检查和试验 

隔震支座的生产厂家应为通过产品型式检验的企业。建设单位应对厂方提供的每一种型号的隔震

支座按《抗规》12.1.5条规定进行抽检，合格后才能使用。 

（2） 施工安装 

①支承隔震支座的支墩（或柱）其顶面水平度误差不宜大于 5‰；在隔震支座安装后隔震支座顶面

的水平度误差不宜大于 8‰。 

②隔震支座中心的平面位置与设计位置的偏差不应大于 5.0mm。 

③隔震支座中心的标高与设计标高的偏差不应大于 5.0mm。 

④同一支墩上多个隔震支座之间的顶面高差不宜大于 5.0mm。 

⑤隔震支座连接板和外露连接螺栓应采取防锈保护措施。 

⑥在隔震支座安装阶段应对支墩（或柱）顶面、隔震支座顶面的水平度、隔震支座中心的平面位

置和标高进行观测并记录。 

⑦在工程施工阶段对隔震支座宜有临时覆盖保护措施，隔震房屋宜设置必要的临时支撑或连接，

避免隔震层发生水平位移 

（3）施工测量 

①在工程施工阶段应对隔震支座的竖向变形做观测并记录。 

②在工程施工阶段应对上部结构隔震层部件与周围固定物的脱开距离进行检查。 

（4）工程验收 

隔震结构的验收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外尚应提交下列文件： 

①隔震层部件供货企业的合法性证明。 

②隔震层部件出厂合格证书。 

③隔震层部件的产品性能出厂检验报告。 

④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⑤预埋件及隔震层部件的施工安装记录。 

⑥隔震结构施工全过程中隔震支座竖向变形观测记录。 

⑦隔震结构施工安装记录。 

⑧含上部结构与周围固定物脱开距离的检查记录。 

（5） 隔震层的维护与管理 

①应制订和执行对隔震支座进行检查和维护的计划。 

②应定期观测隔震支座的变形及外观情况。 

③应经常检查是否存在有限制上部结构位移的障碍物，并及时予以清除。 

④隔震层部件的改装、修理、更换或加固，应在有经验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⑤考虑到隔震技术的专业性，建议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人员应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最好是由对本

工程施工过程比较熟悉的人员参加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