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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韧性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抗震韧性评价的要求、建筑损伤状态判定、建筑修复费用计算、建筑修复时间计

算、人员伤亡计算、建筑抗震韧性等级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和既有建筑的抗震韧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抗震韧性 seismicresilienceofbuilding
建筑在设定水准地震作用后,维持与恢复原有建筑功能的能力。

3.2
建筑抗震安全功能 seismicsafetyfunctionofbuilding
建筑在设定水准地震作用下,保障人员生命安全的性能。

3.3
建筑基本功能 fundamentalfunctionofbuilding
满足建筑使用要求、维持其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建筑性能。
注:包括建筑空间正常使用,结构安全和设备正常运转。

3.4
建筑综合功能 comprehensivefunctionofbuilding
建筑维持其基本功能,并保持外观和内部装饰、装修完好的性能。

3.5
安全性恢复 safetyrecovery
建筑经修复后,其抗震安全功能得以复原。

3.6
功能性恢复 functionalrecovery
建筑经修复后,其基本功能得以复原。

3.7
综合性恢复 comprehensiverecovery
建筑经修复后,其综合功能得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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