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高阻尼增强隔震橡胶新

型材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项目名称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项目、高阻尼增强隔震橡胶项目

二、承办单位概况

项目承办单位为山东同方防震技术有限公司。

（一）公司设施及人员条件

1、公司设施条件建设

我公司现有两处工作地点，建筑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包括办公

室、会议室、实验室、计算室、报告厅、阅览室、图书室、职工活动

室。

    我公司近几年先后购置了大中型仪器设备 22 台（套），大部分为

国际、国内先进设备，其中有：悬挂式波速测井仪、电法仪、电子水

准仪、工程地质勘察 CAD 软件，并购置了一批先进的投影仪、荧幕、

复印机、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

2、公司人员配备情况

    我公司拥有较强的专业技术和科研人员队伍，目前共有 66 名科

研技术人员，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6 人，硕士学位 10 人，研究生 25 人，

大学学历 25 人，具有高级职称的 20 人，中级职称的 32 人。



3、客座专家及客座研究情况

我公司聘请中国工程院周福霖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冯启民、

河南理工大学教授邹正盛、中国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

山有、中国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蒋伟等客座专家。

在周福霖院士的指导下，对建设工程的减隔震技术进行了深入研

究。

在冯启民教授指导下，在区域性震害防御和重大建设项目设防等

领域进行了研究。进行了济南市高新区东部新区、青岛市黄岛区等地

区地震小区划工作、为相关地区提供了防震减灾依据。

    在邹正盛教授指导下，在断层活动性等领域开展了研究。

    在李山有研究员指导下，在结构工程抗震方面开展了研究。

在蒋伟研究员指导下，在地震地质方面开展了研究。

（二）公司内部建设与运行管理情况

1、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布局设计及运转情况

我公司设总经理 1 名，负责公司全面工作；设副总经理两名，协

助总经理工作；领导班子对公司管理委员会负责。

公司设有总工办、减隔震技术研究中心、地震安评研究中心、地

震安评一室、地震安评二室、物探勘察中心、实验室、办公室、财务

室等部门。

2、公司成立有山东省地震安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该中心是政府批准成立，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可为项目的实施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自公司成立以来，总经理负责公司建设的全面工作，两名副总经

理，一名负责技术和研发，一名负责行政，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共谋

发展，各部门之间也紧密配合、协调统一，运转良好。

3、公司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建立与作用发挥情况

    我公司成立时就设立了专家指导委员会、由山东省地震局原研究

员王锜为主任，成员有上海地震局原研究员刘文龙、中国地震局地质

所研究员曹学锋、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冯启民、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高惠

英、河南理工大学教授邹正盛、中国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李山有、中国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蒋伟等。指导委员会成员为公司发

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每个专家来公司指导工作的时间不少于 30 个

工作日，有的多达 6 0 多个工作日。

    专家们对山东及周边地震活动及地震构造背景、地震工程技术、

抗震设防措施和对策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几百项建设工程地震环境

条件以及在此环境背景下工程抗震设防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提出

符合场地实际条件的抗震设防要求，为提高这些重要建设工程的防震

抗震能力做出了积极努力。专家们还对建筑工程、建筑物减隔震技术

进行了长年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4、公司管理模式及经济、社会效益



公司为独立法人，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按规定实行独立核算。公

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健康运行，为省内外 1000 多项重要建设工程开展

了地震安全性评价，评价项目量在全省及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在

地震安全性评价这一领域走在了前列，在科技研究及新技术应用方面

起了行业带头作用，为建设工程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抗震设防依据，提

高了工程防震抗震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公司各项制度的建立与管理

    我公司建立之初，就建立了科研开发、人事管理、创新奖励、工

作纪律、行政后勤等各项管理制度，其中有：科研计划和成果管理办

法、研究成果及资料管理制度、公司奖励办法及人事、培训、物资、

财务等一系列制度。各项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公司正常运行，职工执

行制度、遵守制度尉然成风。

6、公司与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合作情况及人才培养情况

公司与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

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察公司、中国海洋大学地震工程与地质工程研究

所、济南大学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冯启民、邹正盛、李山

有、蒋伟等专家学者聘为公司客座教授，经常到公司讲学授课，我们

还定期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在以上科研院所及高校听课培训，吸收新的

知识。通过与高端科学院所及大学的合作交流，为深入研究、成果转

化、资源共享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三）公司建设的方向、目标及水平情况

公司下一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建筑结构减隔震技术的推广应用，

与国内外知名公司交流、合作，特别是与新西兰著名减隔震技术公司

合作，引进先进的技术、工艺及设备，建设世界一流的橡胶隔震支座

生产基地。邀请中国工程院周福霖等两名院士全程给予指导。

加大科研投入，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隔震设计人员，为隔震支座的

实际工程应用提供针对性服务；与国内院校及相关科研机构开展长期

合作，对减隔震技术进行长期研究，不断改进技术，并及时将研究成

果转化、应用。

另外，在地震工程技术理论及实际研究的基础上，对山东及周边

和环渤海地区的工程建设，从地震活动及地震构造背景、地震工程技

术、抗震设防措施和对策上进行分析研究，既对建设工程的地震环境

条件以及在此背景下工程抗震设防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提出符合场

地实际条件的设防依据，又对工程结构抗震的理论问题通过在检测基

础上的研究予以发展和提高，进而制定指导工程结构抗震的实际标准

与具体措施，提高和强化建筑物、构筑物抗震设防的科学性、合理性，

使建构筑物合理投入、科学设防，进一步提高建筑物的防震抗震能力。



三、项目建设背景

（一）地震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地震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是群灾之首，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

中，并一直以来对人类的生命安全及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对过

去的 100 年的地震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有 8 级以上的地震 1～2

次，7 级以上的有 10～20 次，6 级以上的有 20～100 次。世界上具有

破坏性的强烈地震平均每年约多达 18 次。

    我国整体位于欧亚板块，受到三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

块、非洲板块的挤压，构造活动活跃；地处世界上两个最活跃的地震

带，即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裂隙地貌众多。



我国是世界上多地震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灾害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

之一。据统计，我国有 41%的国土及一般以上的城市位于地震基本烈

度 7 度或 7 度以上的地区，6 度及其以上的地区则占国土面积的 79%。

在 20 世纪有 33%的陆上破坏性地震发生在我国，死亡人数 50 多万，

占全世界同期地震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20 世纪死亡 20 万人以上的

大地震全球共两次，都发生在我国，一次是 1920 年的宁夏海原的 8.5

级地震，死亡 20 余万，伤者不计其数；另一次是 1976 年唐山的 7.8

级地震，死亡达 24 万余人。大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如 1976 年的唐山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顷刻之间使一座百

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成为废墟；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点 28 分发生在中

国四川汶川县的 8.0 级地震，共造成 68858 人遇难，36586 人受伤，

失踪 18618 人。

据专家研究预测，目前地震活动正处于相对活跃的时期，全球可

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免受到地震频繁活动的影响。在这地震相对

活跃的时期，也正是我国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时期，若受到强烈地震

的影响，势必会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造成影响，而其产生的经济

损失也是不可估计的，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二）减隔震技术具有的先进性

    针对如何能降低地震对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影响，国内外各相

关领域的专家都在进行着大量的研究。目前在建筑物结构设计中通常



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抗震设计方法，近年来隔震设计理论和方法趋于

成熟，也已进入结构设计和运用领域，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结构隔震的概念与原理

（1）隔震的概念  

在基础和上部结构之间设置隔震装置，以避免或减小地震能量向

上部结构传输，以减小建筑物的地震反应，实现地震时建筑物只发生

较轻微运动和变形，从而使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不损坏或倒塌。隔震

系统一般由隔震器、阻尼器等所组成，它具有竖向刚度大、水平刚度

小，能提供较大阻尼的特点。

（2）隔震的原理  



    利用隔震层延长结构的周期，适当增加结构的阻尼，使结构的加

速度反应大大减小，同时使结构的位移集中于隔震层，上部结构像刚

体一样，自身相对位移很小，结构基本上处于弹性工作状态，从而建

筑物不产生破坏或倒塌。

2、隔震结构的特点与使用范围

（1）隔震结构的特点  

    隔震层的集中大变形和所提供的阻尼将地震能量隔离和消散掉，

地震能量不能向上部结构全部传输，因而上部结构的地震反应大大减

小，震动减轻，结构不产生破坏，人员安全和财产安全均可以得到保

证。

（2）隔震结构的适用范围  

隔震结构体系可以用于下列类型的建筑物：

①医院、银行、保险、通信、警察、消防、电力等重要建筑。

②首脑机关、指挥中心以及放置贵重设备、物品的房屋。

③图书馆和纪念性建筑。

④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

3、隔震系统的组成与类型

（1）隔震系统的组成

    隔震系统一般由隔震器、阻尼器、地基微震动与风反应控制装置

等部分组成。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可使几种功能由同一元件完成，以

方便使用。



    隔震器的主要作用是：一方面在竖向支撑建筑物的重力，另一方

面在水平方向具有弹性，能提供一定的水平刚度，延长建筑物的周期，

以避开地震动的卓越周期，降低建筑物的地震反应，能提供较大的变

形能力和自复位能力。

    阻尼器的主要作用是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抑制结构产生大的位

移反应，同时在地震终了时帮助隔震器迅速复位。

    地基微震动与风反应控制装置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隔震系统的初期

刚度，使建筑物在风荷载和轻微地震下保持稳定。

（2）隔震系统的类型

    常用的隔震器有建筑隔震橡胶支座、螺旋弹簧支座、摩擦滑移支

座等。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是建筑隔震橡胶支座。

    常用的阻尼器有弹塑性阻尼器、粘弹性阻尼器、粘滞阻尼器、摩

擦阻尼器等。

    常用的隔震系统主要有建筑隔震橡胶支座隔震系统、摩擦滑移加

阻尼器隔震系统、摩擦滑移摆隔震系统等。其中建筑隔震橡胶支座隔

震系统技术相对成熟，应用最为广泛。

4、减隔震技术比传统的抗震技术具有的优越性

传统的针对地震作用的结构设计方法以抗震设计为主，旨在通过

使得结构本身获得足够的强度、刚度和延性来“抵抗”



地震作用。在我国现行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中对于各种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及构造措施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与

介绍。不同地区应根据其所属设计地震分组，由我国现行的《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确定抗震设防建筑的抗震

设防类别，并根据相应类别确定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特征周期，针

对不同结构形式进行相应的结构的抗震计算和验算，以达到“小震不

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虽然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可行，在实际中

收到一定效果，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抗震结构若想达到足够的

强度、刚度和延性，就必然对结构构件及材料有很高的要求，这就使

得建筑的经济性不尽人意；现有规范是按照设防分类进行设计，但由

于地球内部构造的复杂性与地震的突发及难以预知性，在抗震设防烈

度低的地区也不能完全否定大地震的可能性，在此类地区一旦有大震

发生，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隔震设计方法是通过在结构内部或结构

与基础之间某位置设置隔震元件，通过隔震元件起到“隔离”地震的

作用，从而使得结构本身所承受的地震作用减弱。隔震设计方法的应

用已是大势所趋。

    隔震层的集中大变形以及所提供的阻尼可以将地震作用隔离和消

散掉，进而减小了地震能量向上部结构的传输，最终可以使上部结构

的地震反应大大减小，震动减弱，结构不产生破坏，人员安全和财产

安全均可以到保证。基础隔震结构与传统抗震结构相比，具有以下优

越性：



    （1）可以较大幅度地减轻结构的地震反应。根据基础隔震结构

在地震中的强震记录和振动台模拟地震试验可知，与传统结构（基础

固定）的加速度反应相比，隔震体系的上部结构加速度反应呈现出明

显降低的状态隔震结构的加速度只相当于传统结构加速度的 1/4~1/2，

可使上部结构的设防烈度降低 1~2 度，大大提高了结构安全度；



（2）抗震设防标准提高，确保安全；

（3）防止了非结构构件破坏和建筑物内物品的振动、移动和翻

倒。在中小地震作用下，隔震结构一般不会出现损坏的状态，仍处于

弹性工作阶段；在罕遇大地震作用下，隔震结构一般仅发生局部破坏

或非结构构件破坏，而不致倒塌，甚至可以做到“大震不坏”，从而

保证建筑物及其人身财产的安全；

    （4）结构设计自由度增大。由于上部结构地震作用减少很多，

使得建筑和结构设计时的严格限制大大放宽，上部结构布置灵活，设

计简单；

（5）抗震措施简单，由于地震能量大部分被隔震元件吸收，因

而上部结构不必过多地考虑抗震措施；

（6）降低工程造价，隔震后因上部结构的地震作用小，故构件

断面、配筋减少，且结构构造简单，施工方便，8 度区可降低造价

5%~15%，9 度区可降低造价 10%~20%；

（7）震后无须修复且特别耐高震级余震。地震后，只对隔震装

置进行必要的检查，而无须考虑建筑结构物本身的修复。地震后可很

快恢复正常生活或生产，这带来极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三）国家政策支持

   



 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完善建筑工程隔震减震

技术的推广应用。1998 年 4 月 6 日，建设部颁发《关于在抗震设防

区采用隔震技术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保障隔震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一

些规定。为了规范建筑工程隔震减震产品市场，保障采用隔震减震技

术的建筑工程的抗震安全和工程质量，建设部制定了《建筑工程隔震

减震产品市场准入管理暂行规定》，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第四十

三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研究开发和推广使用符合抗震设防要

求、经济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发布《关于做好<建筑业 10 项新技

术（2010）>推广应用的通知》中就包括建筑隔震技术。《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意见》（国发〔2010〕18 号）文件第三部

分“切实提高城乡建筑物抗震能力”中提出“加强抗震新技术、新材

料研究和推广应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防灾减灾与抗震 2011 年工

作总结和 2012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开展‘建筑隔震减震技术

应用’工作试点，探索创新工作模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防灾减灾

与抗震 2012 年工作总结和 2013 年工作要点》中提出“积极稳妥推广

减隔震技术在建设工程中的应用，并适时开展相关检查工作”。

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国务院、各部委的文件精神，全国多个

省市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开展了隔震减震技术的推广工作。重庆市城乡

建设委员会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发布《关于推广应用建筑隔震技术

的通知》，要求各区县（自治县）城乡建委、各有关单位应采取有效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9/25/content_21001084.htm


措施，积极推广建筑隔震技术的应用。云南省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发

布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减隔震技术发展与应用的

意见》（云政办发[2011]55 号），明确要求



按照政府引导、合理使用、突出重点、财政补贴、抗震安全的原

则，在全省符合适用条件的高烈度设防区全面推行减隔震技术。云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

我省减隔震技术发展与应用工作的通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2 年 4 月 16 日发布《关于转发<抗震防灾工作暨推广建筑隔震减

震技术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提出“推广应用隔震减震技术，强

化抗震设防监管，对于有效减轻地震灾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市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做好建筑隔震减震技术的推广应

用和工程质量的监管工作，充分发挥隔震减震技术在提高建筑工程抗

震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2012 年 7 月 19 日，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发出《关于加快减隔震技术应用的通知》，要求自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对 8 度和 9 度抗震设防区符合适用条件的 3 层以上幼儿园，

单体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中小学校舍、县以上医院的 3 层以

上医疗用房应当采用减隔震技术。

山东省对于隔震减震技术的应用也正在制定措施。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山东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办法》中第十一条

第八小条规定“组织开展减震、隔震、抗震等新技术研发推广，鼓励

采用节能、环保、抗震等新型建筑材料，提高建设工程抗震性能”。

（四）社会影响

除了政策扶持外，隔震减震技术还得到了媒体舆论的高度评价。

2007 年 12 月 11 日的《科技之谜》以“小胶垫岂能‘隔离’



大地震”为题对隔震技术特别是橡胶隔震技术作了专题报道，指

出隔震技术不仅能节约建筑造价，还能解决许多常规技术无法解决的

问题。

2008 年 5 月 26 日《广州日报》：《全国首幢隔震楼现身粤 橡胶

支座悬空抗强震》。

2010 年 9 月 5 日《京华时报》：《新西兰强震仅两人重伤 隔震技

术世界领先》。

2011 年 5 月 13 日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隔离地震的建筑》。

2012 年 5 月 12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及凤凰

卫视对云南昆明实体高层建筑隔震实验进行了报道。

2013 年 4 月 11 日《西安晚报》：《西安推广建筑隔震技术 高楼

加层“抗震垫”地动房不动》。

2013 年 4 月 25 日《南方日报》：《“楼坚强”是橡胶支座隔震》。

2013 年 4 月 27 日中国新闻网《地震专家回应“楼坚强”：隔震

设计立大功》。

2013 年 5 月 12 日《华商报》：《地基上设“隔震层”不贵还抗震 西

安建筑也将推广》。

2013 年 5 月 16 日《华商报》：《隔震层”设计 经济又防震》。

各互联网媒体对隔震技术也进行了多次报道，使得社会各界对隔

震减震技术的发展及优越性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知。

http://gz.focus.cn/common/modules/newscenter/media_list.php?source_name=???????
http://www.jinghua.cn/
http://xa.focus.cn/common/modules/newscenter/media_list.php?source_name=??????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4/25/content_7185209.htm
http://www.chinanews.com/
http://www.hsw.cn/


四、产品技术介绍

（一）建筑隔震橡胶支座技术介绍

1、建筑隔震橡胶支座发展应用

基础隔震目前有夹层橡胶垫隔震装置、铅芯橡胶支座、滚珠（或

滚轴）隔震、悬挂基础隔震、摇摆支座隔震、滑动支座隔震等多种，

其中橡胶支座隔震技术是隔震技术中应用最广、技术最成熟的，它具

有减震机理明确、减震效果显著、施工与安装方便等特点，而且已有

多项工程在实际地震中经受考验，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在竖向刚度很大，能承受很大的竖向荷载，支

座在水平方向有很大的柔度，使得建筑物的周期变长，能够有效地将

地震作用同上部建筑物隔离开来，减缓地震作用时上部建筑物的运动。

以建筑隔震橡胶支座作为隔震层的隔震结构主要适合于一定高

度的砖石或钢混结构，这类结构一般不会出现竖向提离问题，风载问

题也不占动荷载的主要地位。

世界上首座使用铅芯橡胶支座的建筑是 1981 年在新西兰建造的

惠灵顿 William Clayton 大楼，这是一座四层高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办

公楼，紧靠惠灵顿断层。1982 年日本建成第一座现代隔震建筑，是

一座两层民宅。1985 年，美国建成的加州圣丁司法事物中心是美国

的第一座隔震建筑，也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高阻尼橡胶隔震支座的建

筑。



如今铅芯橡胶垫的优点已得到广泛的认同，许多国家都采用这项

技术设计建造楼房、桥梁等建筑物。现在，日本基础隔震建筑不仅用

于中层、低层，而且随着对基础隔震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需求，日本

近期建成或正在建造一批基础隔震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如东京杉并花

园城、大阪 DT 办公楼、大阪楠叶塔楼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将它列入了发展中国家低价格住房天然橡胶隔震系统研究

项目，在中国的广东汕头、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意大利的 Reggio 

Calabria 和智利的圣地亚哥各建成示范性房屋。铅芯橡胶垫还被用于

建筑物的加固。美国犹他州盐湖政府大楼是一所建于 1894 年的五层

无配筋砖石结构建筑，离 Wasatch 断层只有 3 km，很容易为地震破

坏。该楼就采用了在基础下组合安装合成橡胶支座与铅芯橡胶支座隔

震的加固方案。新西兰议会大楼是用铅芯橡胶垫加固建筑物的另一个

重要例子。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隔震研究逐渐在我国得到重视，建筑隔震

橡胶支座技术逐渐为众多学者认识研究。同时，针对我国的国情，研

究的重点集中在以砌体结构为主要应用对象的隔震结构上。橡胶支座

技术应用情况有：1993 年在河南安阳用自主开发的铅芯橡胶支座建

造的一座底框住宅楼。1994 年，又在四川冕宁建成一座八层框架隔

震综合楼。1995 年~1996 年又陆续在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兴

建了一批隔震建筑。从 1997 年开始，橡胶支座隔震建筑开始在各地

推广，建筑面积明显增加。这些隔震建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GB



 50011～2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第十二章对隔震结构做了较

为详尽的规定。

在已建成的隔震建筑中，不少已经经受了实际地震的考验。如日

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校园内的一栋三层楼房，我国汕头和大理建成的夹

层橡胶垫隔震结构，在 1994 年和 1995 年分别经受了台湾海峡地震

(7.3 级)和云南地震(6.5 级)的考验。上述隔震结构在地震中的良好表

现，使人们对结构隔震技术充满了信心，并为隔震技术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隔震技术的优越性。

2、建筑隔震橡胶支座的性能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是由薄橡胶板和薄钢板分层交替叠合，经高温

高压硫化粘结而成。由于在橡胶层中加入若干薄钢板，并且橡胶层与

钢板紧密粘结，当橡胶支座承受竖向荷载时，橡胶层的横向变形受到

上下钢板的约束，使橡胶支座具有很大的竖向承载力和刚度。当橡胶

支座承受水平荷载时，橡胶层的相对位移大大减小，使橡胶支座可达

到很大的整体侧移而不致失稳，并且保持较小的水平刚度（约为竖向

刚度的 1/500~1/1000）。并且，由于橡胶层与中间钢板紧密粘结，橡

胶层在竖向地震作用下还能承受一定拉力。因此，建筑隔震橡胶支座

是一种竖向刚度大，竖向承载力高，水平刚度小，水平变形能力大的

隔震装置。

橡胶支座形状可为圆形、方形和矩形，一般多为圆形，因为圆形

与方向无关。支座中间一般设有圆孔，以使硫化过程中橡胶支座所受

热量均匀，从而保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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