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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后，隔震建筑在大量工程建设中得到应用。尽管隔震建筑的结构设计

已经比较成熟了，但后期的维护和管理还不完善。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在隔震建筑维

护与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介绍了日本和美国隔震建筑维护管理的经验，并从施工过程、竣工验收、

日常检查和ＢＩＭ技术等４个方面，对隔震建筑维护和管理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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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震建筑是在基础结构和上部结构之间设置隔

震层，通过延长结构的自振周期，来减小地震时传入

上部结构的能量，从而降低上部结构的地震响应［１］。

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后，隔震建筑在中国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和应用，特别是在地震灾区和高烈度区［２］。

但隔震建筑的关注点还主要集中在隔震设计和隔震

产品的研发方面［３４］，而较少关注后期的维护和管

理［５６］。由于相比传统的抗震建筑，隔震建筑有一个

特殊的隔震层。隔震层在地震时能否真正发挥作

用，直接关系到隔震建筑的抗震安全［７］。因此，必须

对隔震层进行维护和管理。而在现场调查中，发现

隔震建筑在施工过程中和交付使用后，由于施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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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建设单位不了解隔震原理，隔震层不能发挥作

用，成为“伪隔震建筑”。

本文总结中国隔震建筑的维护和管理中的不

足，并介绍日本、美国等国外隔震建筑维护和管理的

经验和措施，并对中国隔震建筑的维护管理提出了

一些建议。

１　中国隔震建筑维护与管理的不足

要使隔震层发挥作用，隔震建筑的维护管理需

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１）保证隔震支座及其连接的

有效性；２）保证隔震构造的可移动性，且确保其不会

对人身安全造成伤害；３）保证穿越隔震层管线的使

用安全性，避免地震时管线破裂。但隔震建筑的实

际情况却存在很多不足。

１．１　细部构造有缺陷

要发挥隔震建筑的优势，就要保证隔震层可以

水平自由移动。例如，楼梯或室外台阶出口处在隔

震层的位置，需要留有水平分缝，如图１（ａ）所示。

但在实际工程中，施工人员往往会缺乏这个意识。

在图１（ｂ）中，图片右侧可以看到黑色的橡胶隔震

垫，楼梯由于在该水平位置未设置分缝，在芦山地震

中被拉裂。

图１　楼梯处的隔震缝

　

有些隔震建筑尽管留出了隔震沟的位置，由于

隔震层的平面并非规则的矩形，且施工人员缺乏对

隔震原理的认识，导致隔震沟的实际有效宽度远小

于设计宽度，如图２（ａ）所示。该隔震建筑设计的隔

震沟宽度应为５００ｍｍ，但实际可以自由移动的宽度

仅仅５０ｍｍ。此外，隔震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业主未

经设计单位同意，就随意改造，导致其无法正常工

作。例如，某隔震建筑在后期增加了外挂电梯，而该

电梯未做隔震构造处理，极大的限制了隔震层的水

平位移，如图２（ｂ）所示。

穿越隔震层的设备管线（如输电、给排水、供暖、

煤气管道等）本应采用柔性管道，如图３（ａ）所示。

图２　隔震沟

　

但在实际工程中，却采用刚性连接，使得管线在遭受

地震作用时不仅阻碍了隔震层自由运动，而且管线

也容易发生破坏，如图３（ｂ）所示。

图３　隔震层管道连接

　

１．２　隔震标识未设置

施工单位和物业管理单位本应按照《建筑隔震

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ＪＧＪ３６０—２０１５）
［８］的要求设

置隔震标识，明确隔震构造的特殊性、使用及维护事

项，如图４（ａ）。而实际调查中发现，由于在隔震支

座旁未设置标识牌，导致业主将隔震层作为储藏室

来使用，在隔震支座旁堆放杂物，影响了隔震支座在

地震时正常发挥作用，如图４（ｂ）。

图４　隔震标识

　

１．３　防火措施不到位

隔震支座大多是橡胶制品，其耐火性能通常比

较差，威胁着隔震建筑（特别是层间隔震建筑）的结

构安全［９］。所以，就需要对隔震支座采取防火保护

的措辞，如图５所示。而实际调查中发现，隔震支座

安装完成后直接裸露在外面，未对其进行防火保护

的处理，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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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隔震支座的防火措施

　

１．４　技术标准不健全

中国隔震相关的技术标准有重设计、而轻维护

的情况，这也和我们隔震建筑的发展阶段相关。例

如，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
［１０］中，

只规定了隔震设计方面的条文，而未明确隔震建筑

在使用过程中如何维护；在《叠层橡胶支座技术规

程》（ＣＥＣＳ１２６：２００１）
［１１］中虽然有检查和维护的条

文，但未明确如何检查、怎么维护、多久进行一次

维护。

２　国外隔震建筑维护与管理的现状

２．１　日本

在日本，隔震建筑的维护管理措施比较完备，日

本隔震构造协会（ＪＳＳＩ）不仅有《隔震建筑的维持管

理基准》等的技术标准、构造图集［１２１３］，而且还有隔

震检测的专业人员，去推进维护管理工作，以下一些

方面值得中国借鉴。

１）清晰的检查计划。规定了详细的时间节点：

竣工检查为１次，正常检查为每年２次，定期检查为

第１、３、５、１０年各１次，之后每１０年１次，临时检查

为灾后１次。

２）详细的检查条例。规定了检查对象及项目，

包括隔震装置、构造措施、管道３个方面，并针对叠

层橡胶支座检查制定了支座损伤、水平变位、垂直变

位、螺栓螺母偏斜、钢材锈蚀等方面的测定标准。

３）仔细的隔震构造。房屋正门入口处标明该建

筑为隔震建筑及注意事项，并要求对隔震层做耐火

保护措施，配备火灾感应器或灭火器，设立防火

标志。

４）完善的管理体系。建筑物所有者委托建筑管

理者进行正常检查，委托隔震功能维护管理者进行

定期检查与临时检查。而隔震功能维护管理者分析

检查结果，并报告给建筑物所有者和提出相应的措

施，如图６所示。这样就做到了责任明晰，管理

到位。

图６　日本维护管理体系

　

２．２　美国

与日本不同，美国在维护管理方面并不是由某

个机构负责，而是与建筑其他功能一样，全部交由建

筑师或结构工程师设计与控制［１４］。

１）独立的设计管理体系。与日本不同，美国并

没有统一的规定去完成隔震建筑管理与维护，而是

交由建筑师或工程师针对不同的建筑情况设计出相

应的维护方案，其灵活性较高，也比较有针对性。

２）隔震建筑的使用证书。在竣工验收时，必须

由建筑师或结构工程师对隔震建筑进行检查与记

录，保证其隔震构造措施合格后，再向建筑所有者发

放使用证书。

３）水平位移的记录装置。在隔震层安装水平位

移记录装置，得到实际地震作用下隔震建筑的响应

数据，有助于推动隔震研究的进步。

４）保证防火安全措施。要求隔震层应满足防火

标准，隔震支座能够承受一定的高温。与日本类似，

美国隔震建筑也有自己的防火标准，并对隔震层做

了相应的防火措施。

３　对中国隔震建筑维护与管理的建议

３．１　设计与施工

１）培训专业人才。加强施工技术人员培训，在

相关从业资格考试中增加隔震知识考点，加强施工

人员对隔震建筑的原理和构造认识，并从设计单位

指派有隔震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去施工现场进行指

导，避免在施工阶段造成“伪隔震建筑”。

２）加强防火措施。在设计阶段考虑隔震支座防

火措施，可配置消防设施、加强隔震支座自身耐火能

力，以保证隔震建筑的安全性。

３）增加位移监控。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隔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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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上增设水平位移记录装置，获取实际地震响应数

据，推进隔震研究进展。

３．２　竣工与验收

１）错误构造返工。专业人员验收，对于构造措

施不满足隔震要求的建筑，应返工进行整改。

２）增设使用证书。针对隔震建筑增设“隔震建

筑使用许可证”，由专业人士检查编制报告，并上报

政府机关后方可颁发此证，使隔震建筑投入使用。

３）施工信息保存。隔震相关应用产品、施工记

录等资料应完整保留，并报送相关主管部门，以方便

后期管理与维护时进行查阅。

３．３　检查和维护

１）增设隔震标识。隔震建筑应设置标识，描述

隔震建筑的功能，提醒房屋使用责任人对隔震层支

座及隔震构造的维护。隔震标识应醒目，内容应简

单，形式应统一，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置放于门厅

入口处、建筑物周围隔震沟、隔震层隔震缝处。

２）明确责任划分。应明确后期管理与维护的责

任主体，建议由物业公司负责收取费用，并指派专业

人员定期进行检查与维护。

３）编制技术标准。编制一套隔震建筑的维护与

管理标准，明确何时应进行管理维护、给出定量判定

指标及相应的检测方法，对不满足正常使用的部分

如何进行整改等。

３．４　犅犐犕技术应用

ＢＩＭ 模型所储存的建筑物信息，不仅包括建筑

物的几何信息，还包含大量的建筑性能信息［１５］。利

用ＢＩＭ技术可以将隔震支座数量、分布情况、几何

尺寸、生产厂家以及周边环境信息全部储存在ＢＩＭ

模型中，帮助使用者对隔震建筑进行更好的后期维

护和管理。定期检查和维护时候，检查人员可随时

查阅每个隔震支座的具体情况，维护的数据也可以

上传到ＢＩＭ模型，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尽快排除

安全隐患。

４　结语

随着隔震建筑日益增多，其地震时变形集中在

隔震层，对其进行检查、维护和管理，对于隔震建筑

正常发挥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隔震建筑中存

在的问题入手，借鉴国外隔震建筑维护管理的经验，

提出了针对性的维护管理建议，希望能够施工人员、

物业管理人员和业主方参考，确保隔震建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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