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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现有一大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建造的房屋已经超过了

设计基准期，且全国又有较多的建筑安全储备不足，城市的部分住宅结构逐渐进

入老龄化，因此需要根据检测、鉴定结果进行加固改造。 

目前老房屋中砌体结构存量相当庞大，本文为大家介绍 YJK软件中砌体结构

抗震鉴定的相关内容。 

一、A 、B类砌体建筑抗震鉴定的依据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抗震鉴定分为两级。 

第一级鉴定应以宏观控制和构造鉴定为主进行综合评价， 

第二级鉴定应以抗震验算为主结合构造影响进行综合评价。 

程序中的抗震鉴定均为二级鉴定。 

 
A 类砌体房屋： 

当第一级鉴定不满足时，除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应采用计入构造影响的综

合抗震能力指数法进行二级鉴定。 

当 A 类砌体房屋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不均匀或 7、8、9 度时的房屋层数分

别超过六、五、三层时，可按计入构造影响的抗震承载力验算方法进行二级鉴定。 

 

 
B 类砌体房屋：应同时进行抗震措施鉴定与抗震承载力鉴定。 

当 B 类砌体房屋层高相当且规则均匀时，也可按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

进行鉴定。 

 



 

依据《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A、B 类砌体建筑均可按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或抗震承载力验算方法进行

抗震鉴定。 

 

二、砌体建筑抗震鉴定计算方法 

⑴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法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多层砌体房屋采用综合抗震能力指数的方法进行第二级鉴定时，应根据房屋

不符合第一级鉴定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楼层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方法、楼层综合

抗震能力指数方法和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 

楼层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和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应

按房屋的纵横两个方向分别计算。当最弱楼层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最弱楼层综合

抗震能力指数、最弱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大于等于 1.0 时，可评定为满足抗震

鉴定要求；当小于 1.0 时，应对房屋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三种能力指数做为鉴定结果的各自前提条件： 

当结构体系、整体性连接和易引起倒塌的部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但横墙

间距和房屋宽度均超过或其中一项超过第一级鉴定限值的房屋，可采用楼层平均

抗震能力指数。 



 
当结构体系、楼屋盖整体性连接、圈梁布置和构造及易引起局部倒塌的结构

构件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的房屋，可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当横墙间距超过刚性体系规定的最大值、有明显扭转效应和易引起局部倒塌

的结构构建不符合第一级鉴定要求的房屋，当最弱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小于 

1.0 时，可采用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⑵抗震承载力验算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与《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抗震承载力验算表达式：  

 



①影响系数Ψ1与Ψ2 如何取值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影响系数分为体系影响系数Ψ1 与局部影响系数Ψ2。 

程序中此影响系数由用户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由人工确定后输入，每自然

层分纵向、横向分别输入。 

由于加固前和加固后的影响系数不同，此系数也应根据鉴定阶段和加固阶段

分别输入。 

鉴定阶段：不勾选“计算采用加固后影响系数”，按前 x 体系、前 y 体系与前

x 局部、前 y 局部四项系数执行。 

加固阶段：需勾选“计算采用加固后影响系数”，按后 x 体系、后 y 体系与后

x 局部、后 y 局部四项系数执行。 

 

此处所输入的影响系数，对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计算和构件抗震承载力验

算均起作用。 
体系影响系数Ψ1 取值： 

可由表 5.2.14-1 各项系数的乘积确定。 

当砖砌体的砂浆强度等级为 M0.4 时，尚应乘以 0.9;丙类设防的房屋当有构

造柱或芯柱时，尚可根据满足本标准第 5.3 节相关规定的程度乘以 1.0~1.2 的系

数；乙类设防的房屋，当构造柱或芯柱不符合规定时，尚应乘以 0.8~0.95 的系数。 

 

局部影响系数Ψ2 取值： 

可由表 5.2.14-2 各项系数中的最小值确定。 



 
②砌体抗震受剪承载力 R 如何计算 

软件对于 A、B 类砌体建筑，其抗震承载力计算公式按鉴定标准执行： 

 



 
软件对于 C 类砌体建筑，按现行砌体规范计算抗震承载力： 

 



 

 
从以上公式中对比，可以看出 A、B 类砌体结构与 C 类砌体结构抗震承载力

验算的不同： 

①砌体的抗剪强度、构造柱混凝土抗拉强度与钢筋抗拉强度：A、B类按鉴定

标准附录 a执行，C 类按现行砌体规范执行。 

②砌体抗震抗剪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数按各自的表格取值不同。 

③确定墙体约束修正系数时，构造柱间距的规定不同。 

④钢筋参与工作系数取值不同，鉴定标准是固定值 0.15，现行规范按表格

取值。 



⑤层间墙体竖向截面的总水平纵向钢筋的配筋率，现行规范有要求，鉴定标

准没有要求。 

三、砌体建筑抗震鉴定结果查看 

（1）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当最弱楼层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最弱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最弱墙段综合

抗震能力指数大于等于 1.0时，可评定为满足抗震鉴定要求；当小于 1.0时，表

示鉴定不满足，应对房屋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2）抗震承载力验算 

当砌体墙的抗震鉴定（承载力）结果显示通过，表示抗震鉴定满足要求；若

显示未通过，则表示抗震鉴定不满足要求，应对其进行加固处理。 

 

总之，砌体建筑抗震鉴定的解决方案如下： 

⑴A 类砌体房屋： 

当第一级鉴定不满足时，除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应采用计入构造影响的综

合抗震能力指数法进行二级鉴定。 

当 A 类砌体房屋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不均匀或 7、8、9 度时的房屋层数分

别超过六、五、三层时，可按计入构造影响的抗震承载力验算方法进行二级鉴定。 

B 类砌体房屋： 

应同时进行抗震措施鉴定与抗震承载力鉴定。若层高相当且规则均匀时，

也可按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进行鉴定。 

⑵砌体房屋采用综合抗震能力指数的方法进行第二级鉴定时，分别采用楼层



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方法、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和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

法。 

⑶抗震鉴定结果可按综合抗震能力指数与抗震承载力结果分别查看。 

⑷影响系数分为体系影响系数Ψ1 与局部影响系数Ψ2。由用户根据建筑的实

际情况，按鉴定阶段与加固阶段分别输入。 

影响系数对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计算和构件抗震承载力验算均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