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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农村自建房在抗震来临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农村自建房在建设过程前

中后应对地震而做好哪些措施以及如何改进。现居农村自建房建筑结构形式还是以砖混和砌体结构为

主，其建筑年限相对较长，其抗震性能可见一斑。加之，此类房屋地基处理较为简单，随着建筑年限

的增加，房屋地基沉降导致房屋开裂破损，地震安全隐患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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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self-built houses in China in the event of an 

earthquake，as well as what measures are taken before，during and after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rural 

self-built houses to cope with earthquakes and how to improve them. The building structure of rural self-built 

houses is still dominated by brick and masonry structures，with relatively long building years，and its seismic 

performance can be seen. In addition，the foundation treatment of such houses is relatively simple，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building age，the foundation settlement of houses leads to cracks and damages，which is a big 

potential risk for earthquak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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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地处欧亚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交汇区域，地震

活动频次高、强度大、灾害重影响广。在仅占全球陆地面积 1/14

的国土上，发生的陆上破坏性地震却达到了全世界的 1/3。我

国大陆已知存在 495 条主要活动断层，在６个地震构造区内分

布有 23 个地震带。 

地震来临时农村自建房更容易发生震害
[1]
，而农村自建房

中常见的四种结构：框架结构、砖混结构、砌体结构和混合结

构。框架结构：以钢筋混凝土构造建筑主体结构的自建房；砖

混结构：以普通烧结砖砌墙，钢筋混凝土构造梁、柱、板的自

建房；砌体结构：以普通烧结砖砌墙，无明显梁、柱，结合混

凝土板、预制板构造的建筑物；混合结构：除以上三种结构以

外建筑结构（砖木、土木等）形式的自建房。农村仍存在大量

以上结构住房，因其缺少抗震结构加固
[2]
，其建筑结构本身没

有抗震性能，年久失修多成危房，且居住人员多为老弱者，行

动避险能力相对较低，无论发生多大的地震，都可能造成地震

灾害。 

部分自建房选址不合理，未避开地震断裂带、洪涝区域低

洼处、台风常登陆点、地质不稳定区等灾害易发区域。 

1 农村自建房在抗震设防上存在以下问题 

1.1 构造柱存在的常见问题 

房屋未设构造柱或构造柱设置的位置不当，该设的地方未

设；房屋转角处构造柱的纵筋未加大；构造柱纵筋与圈梁，特

别是在屋面圈梁内的锚固长度不够；构造柱在楼、屋面上下端

处箍筋未加密。；构造柱与砖墙间未设马牙搓，直上直下；构

造柱与砖墙间拉接筋的相互锚固长度不足或间距不当。 

  

图 1  构造柱无马牙搓      图 2  构造柱有马牙搓 

由于没有构造柱的砖墙存在滞回曲线较狭窄、耗能能力较

小、抵抗水平反复荷载的能力较差等问题，其抗震能力不佳，

如图 1所示。构造柱无马牙搓、钢筋搭接长度不够，很多农村

自建房都设了构造柱，如图 2 所示，但由于经济原因仍有 30

％左右的自建房没有设置构造柱，即使设置了构造柱的自建

房，几乎绝大多数砌砖的时候根本就不做马牙搓。 

1.2 圈梁存在的主要问题 

缺少圈梁、过梁，主次梁设置不合理，梁与竖向构件的连

接等各方面都存在缺陷。致使整体受力体系不合理，在地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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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破坏明显；另外，为增大室内空间，圈梁的使用较多，承

重墙体布置在梁端，整体结构体系混乱，如图 3所示。 

另外在楼梯间圈梁被外窗洞口处未与窗过梁连成整体或未按

规定加长窗过梁。圈梁未设置转角钢筋、采用预制楼板、钢筋搭

接长度不够、未设置拉结筋、层高超限、无节制加盖等问题。 

  

图 3  圈梁过度设置 

1.3 框架梁柱钢筋及房屋的体型与间距存在的常见问题 

框架梁柱节点的箍筋，特别是柱顶部的箍筋未加密或加密

长度不够；框架梁柱的箍筋端部未弯成 135 度，只弯折 90 度，

且端部直段锚固长度不足 10 倍箍筋直径混于一般梁柱箍。 

现在不少农房追求新、奇、怪，出现了平立面体型的不规

则。如平面出现了 T 形 L 形、u 型凹形、H 形等复杂平面；立

面为收进型、错层型、多塔型等等。体形虽然活泼新颖，但结

构上容易造成刚度和强度上的突变而引起应力集中或变形集

中，形成薄弱环节，对抗震十分不利。 

1.4 无节制的加盖和改造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周边自建房因经济效益使然，一些

业主在已经建成的老房子上再加盖一层或者几层，更有甚者为

了追求大空间采取“偷墙换梁”，使该层竖向承重构件减少成

为软弱底层，楼房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3]
。加盖的楼层多是彩

钢瓦屋面，这种材料施工便捷，价格低廉，即使被发现违规需

要拆除，经济损失也较小，因而被众多业主所采用。 

1.6 地基选择不规则 

地基的不均匀沉降也是造成高烈度区民居建筑损坏的重

要因素。山地区多处于山坡软土地带或者建筑物临近河流，同

时民居建筑的基坑开挖普遍较浅，在地震过程中出现地基的不

均匀沉降，基础梁遭到破坏，并造成上部结构的承重墙体墙体

开裂和外闪。 

2.农村自建房抗震技术建议及改进措施 

2.1 设置拉结钢筋、圈梁构造柱要闭合。 

 

图 4  砖墙与构造柱连接（单位：mm） 

在房屋的转角处、十字接头、丁字接头处设置拉结钢筋；

在屋顶和楼层下设置圈梁并应闭合，和墙体中的构造柱要连接

起来如图 4所示。未设置拉结筋墙体拉筋是增加建筑墙体整体

稳定的一种有效方法，钢筋一端锚入构造柱中，另一端深入墙

体且深入长度不小于 600ｍｍ。拉筋将墙体和构造柱紧密结合，

增加了建筑墙体的稳定性和整体性
[5]
。 

2.2 农村民居建设纳入规范化管理 

应该把我们的农村民居建设纳入规范化管理范围
[4]
。比如

说有正规的设计单位，有正规的施工单位，有正规的质量检测

或者材料检测单位，来进行农村民居建设的指导。 

一要指导村民建房前进抗震设计，选择规则、稳固、延性

好的构造屋型；二要加强对施工人员教育培训，使他们掌握抗

震施工的技能技巧，按设计高质量进行施工；地震、建设、土

管等部门组成检查组，定期对村民盖房进行检查指导，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工程监理单位，要深入村镇，加强对施工全过

程监理，以确保民房抗震措施的落实；三要教育村民及时进行

危旧房屋的修缮加固。对屋架腐蚀，墙体裂缝等房屋要及时拆

除，以免酿成灾祸。 

2.3 自建房楼梯应按规范设置 

某框架-剪力墙结构梯板中部的水平裂缝如图 5（a）所示，

图 5（b）为该结构梯板施工图纸，可以看出，设计时未将梯板

的负筋拉通，致使地震时梯板中部出现水平裂缝。所以自建房

中楼梯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操作建造。 

  

（a）楼梯水平裂缝       （b）梯板施工图 

图 5  某结构楼梯破坏图 

除了因梯板负筋未拉通造成的梯板水平裂缝以外，地震后

基础出现不均匀沉降也会将梯板拉裂，造成楼梯梯段的破坏。 

2.4 建筑布置应合理 

在抗震方面，农村自建房应把其合理的建筑布置放在首

位。总体布局宜方正规整，平面及立面应简单对称，房屋的层

高、总高以及高宽比应该在合理范围内。 

主要包括砂浆的配比和强度、自制预制板的制作工艺和预

应力筋选用及砌体材料的质量控制等。 

2.5 政府部门应规范自建房建造 

（1）.应加大对村镇自建房审批的检查力度有关部门强调

自建房应提供专业人员设计的完整施工图，并对房屋的抗震构

造进行必要的审批。同时应加大自建房的监管力度，强调自建

房必须由有专业资质者承建，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发给相应

的建房许可证，准予开工建设。（2）.加强建筑从业人员的职

业和技能培训 一是重视对建筑施工人员的培训，使自建房的

承建人具施工员的资质证书，并须持证上岗。（3）.加强在自

建房的防震专项检查有关部门应对在建的各类建筑物开展经

常性的检查，特别是对自建房进行必要的检查指导，为自建房

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和技术咨询，以保证新建房屋具有必要的抗

震防震性能。（4）.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3.结论和建议 

对农村自建房的震害进行了分类，汶川地震后的新建房屋

比老旧房屋表现相对更好。而砖混结构民居由于抗震构造措施

的随意性、结构的竖向不规则、墙体尺寸不符合规定和场地处

理不完善等原因，破坏形式更为复杂，有如下结论和建议： 

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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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工作的有序进行。通过自动化的工作流程，DCMS 减少了手

动协调和沟通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DCMS 支持移动访问，

使得团队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访问项目信息和资源。这

种灵活性对于施工现场的团队成员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经常需

要在现场不同位置工作。移动访问功能使得团队成员能够及时

获取所需信息，加快决策过程。DCMS 还通过集成的项目管理软

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和报告功能。项目管理者可以利用

这些工具，对项目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识别项目中的瓶颈和风

险点。通过可视化的报告，管理者可以更直观地向团队成员展

示项目状态和问题，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协作。DCMS

还支持定制化的权限管理，确保团队成员只能访问与其职责相

关的信息。这种权限管理不仅保护了项目信息的安全，还减少

了团队成员处理无关信息的负担，提高了协作的针对性和效

率。DCMS 通过集成的培训和教育模块，帮助团队成员提升对系

统和工具的理解和使用能力。通过在线培训和模拟演练，团队

成员可以更快地掌握 DCMS 的使用，提高工作效率。 

五、DCMS 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与对策 
在实施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DCMS）的过程中，尽管其带

来诸多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主要

包括技术集成、用户接受度、数据安全、成本效益分析和培训

需求等方面。技术集成是 DCMS 实施过程中的一大挑战。DCMS

需要与现有的项目管理软件、建筑信息模型（BIM）、物联网

（IoT）设备等技术无缝集成，以实现数据的实时收集、传输

和分析。这一过程中，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的兼容性问题、数

据格式的统一以及接口的标准化都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为

了应对这一挑战，项目管理者需要与技术供应商紧密合作，确

保技术集成的顺利进行，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法，提高系统

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用户接受度也是 DCMS 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由于 DCMS 涉及到新的工作方式和流程，一些团队成员可能会

对变化产生抵触情绪。为了提高用户接受度，项目管理者需要

进行有效的变革管理，包括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进行充分的

沟通和培训，以及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与 DCMS

的实施和使用。数据安全是 DCMS 实施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挑

战。由于 DCMS 涉及到大量的敏感数据，包括项目信息、财务

数据和个人隐私信息，因此需要采取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这

包括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网络安全以及数据备份和恢复策略。

项目管理者需要与 IT 安全专家合作，确保 DCMS 的数据安全，

并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和风险评估。 

结语： 
本文探讨了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DCMS）在现场工程管理

中的应用，并分析了其对提升施工效率、降低成本、确保工程

质量和安全管理的积极影响。DCMS 通过集成先进的信息技术，

实现了项目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技

术集成、用户接受度、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但通过有效的

对策，这些挑战可以得到妥善解决。DCMS 的实施不仅能够为建

筑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也将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展望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DCMS 将更加成熟和完善，

为施工现场管理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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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抗震构造措施不完备可分为平面内构造柱设置不足

和构造柱竖向分布不规则两类。平面内构造柱设置不足容易造

成纵横墙连接失效、横墙剪切破坏或者水平裂缝严重。 

构造柱竖向分布不规则容易造成上部结构整体性破坏。建

议严格按照规范设置构造柱，纵横墙之间、高大的门窗洞口、

受集中荷载部位必须设置构造柱，每条构造柱应通到屋顶。 

（2）.注意选址安全，使农民建房避开地震断裂带、抗震

不良场地和滑坡、泥石流、塌陷、洪水等自然灾害易发生地段，

提高抗灾能力。为避免随意选址，地方城管部门牵头编制村 镇

民居选址、规划和设计指南. 

（3）.为避免建筑材料质量低劣，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加强

村镇建筑材料的质量监管；为避免村镇房屋的施工质量低劣，

对农村 工匠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建立农村民居抗震减灾技术

服务网，为农村建房提供长期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 

（4）.为避免村镇房屋的抗震性能低下，房屋的设计和施

工都要依据国家的相关规范、法规，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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