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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场地影响系数是地震工程中的重要参数，反映
了地震波在不同场地条件下的传播特性，对于
准确评估地震灾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场地类别和峰值加速度是影响场地影响系数的
两个关键因素，不同场地类别和峰值加速度下，
场地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深入研究场地影响系数与场地类别和峰
值加速度间的关系，对于提高地震灾害风险评
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和意义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场地影响系数的计算
方法、影响因素分析、实验验证等方面。

未来，随着地震观测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地震灾害风险评估需求的不断
提高，场地影响系数与场地类别和
峰值加速度关系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和精细化。

国内外学者在场地影响系数与场地类别
和峰值加速度关系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研究旨在揭示场地影响系数与场地类别和峰值加速度间的内在关系，为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提供科学

依据。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收集和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建立场地影响系数与场地类别和峰值加

速度关系的数学模型；通过实例分析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探讨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

局限性。

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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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影响系数概述



场地影响系数是描述地震波在场地中传播时受到的影响程度，反映场地对地震动的放大或减小效应。

场地影响系数的计算方法通常包括经验公式法、数值模拟法和实验法等。其中，经验公式法基于大量实测数据和统计分析，

得出适用于不同场地类别的经验公式；数值模拟法通过建立场地模型，模拟地震波在场地中的传播过程，计算场地影响系数；

实验法则是通过现场试验或室内模拟试验，直接测量地震波在场地中的传播情况，进而计算场地影响系数。

场地影响系数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VS

场地影响系数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密

切相关。不同场地类别对地震动的放

大效应不同，导致同一地震动在不同

场地中的峰值加速度存在差异。因此，

场地影响系数可以用来修正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以更准确地反映场地对地

震动的影响。

场地影响系数还与地震动的频谱特性

有关。不同场地类别对地震动不同频

率成分的放大效应不同，导致地震动

在传播过程中频谱特性的变化。因此，

在研究场地影响系数时，需要考虑地

震动的频谱特性。

场地影响系数与地震动参数的关系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场地影响系数的大小。如山

脊、山谷等地形会对地震波产生散射和聚焦效应，导致场

地影响系数的变化。

场地土类别

不同土类别对地震波的放大效应不同，如软土对地震波的

放大效应较强，而硬土则相对较弱。

场地覆盖层厚度

覆盖层厚度越大，对地震波的放大效应越明显。当覆盖层

厚度达到一定值时，场地影响系数趋于稳定。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的高低会影响场地的动力特性和阻尼特性，从而

影响场地对地震动的放大效应。一般来说，地下水位越高，

场地对地震动的放大效应越强。

场地影响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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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类别和峰值加速度概
述



场地类别的划分和特征

场地类别划分

根据地质条件、土壤类型、地形地貌

等因素，将场地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如Ⅰ类、Ⅱ类、Ⅲ类等。

场地特征描述

各类场地具有不同的土层结构、剪切

波速、覆盖层厚度等特征，这些特征

对地震动的传播和放大效应有显著影

响。



峰值加速度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峰值加速度是指地震动过程中，质点加速度的最大值，是描述地震动强度的重要参数。

峰值加速度定义

通过地震动记录或模拟分析，获取质点加速度时程曲线，进而确定峰值加速度的大小。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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