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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断层地震动作用下设计速度反应谱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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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断层地震动是一种特点明显且破坏力巨大的地面运动，其速度反应谱与远场地震动的速度
反应谱有显著不同。本文从美国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ＰＥＥＲ）强震数据库选取具有特定震
级、震源机制、土层剪切波速和断层距的３０条近断层地震记录作为输入；运用状态空间法，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地震动作用下单自由度体系的运动方程计算得到体系的速度反应谱；通过标准化、
求均值的方法研究速度反应谱的特征；按照速度反应谱峰值对应的周期对所选的３０条地震记录进
行分组，并用分段线性拟合方法建立了设计速度反应谱；通过不同组的设计速度反应谱与速度反应
谱平均值的对比，验证本文提出的设计速度反应谱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近断层地震动下的速
度反应谱谱形包括四个阶段；结构的阻尼比对速度反应谱的谱形没有影响，但是会影响速度反应谱
的谱峰值，结构阻尼比不同时，两两比较后的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６．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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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Ｕ４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９９７－０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８４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９９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ＤＵ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１，２，ＸＵ　Ｔｉａｎ－ｎｉ　２，ＷＡＮＧ　Ｙａ－ｎａｎ２，ＢＡＯ　Ｃｈａｏ２

（１．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ｏｆ　Ｔｅｃｈ．，

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　７３００５０，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ｏｆ　Ｔｅｃｈ．，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　７３００５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　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ｈｉ－Ｃｈ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　Ｋｏｂ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ｒｉｄ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ｖ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ｐｕｌｓｅ－
ｔｙｐ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ｃｌｏｓｅ　ｓｃｒｕｔｉ－
ｎ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ｉ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ｕｌｓｅｓ．Ｎｅａｒ－
ｆａｕｌ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ｕｓ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ｈｉｓ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ｅａｋ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ａｋ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ｅａｋ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１７８２１１）

作者简介：杜永峰（１９６２－），男（汉族），甘肃正宁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结构抗震和减灾控制研究．
Ｅ－ｍａｉｌ：ｄｏｏｙｆ＠ｓｏｈｕ．ｃｏ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ｆａｒ－ｆａｕｌ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ｄ　３０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ｆａｕｌ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ａ
ｍｏ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ｎ，ａ　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ＬＡＢ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ｓｔａｔ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Ｎｅｘｔ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３０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
ｂｌ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ａ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
ｔ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ａｓｃｅｎ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ｐｅａｋ　ｓｅｇｍ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ｎ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ｐ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ｐｅａｋ　ｉｓ　１６．６８％ａｆｔｅｒ　ｐａｉｒｗｉ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ｐｅａｋ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０　引言

近年来，全球发生过多次灾害性的近断层地震，
如中国汶川地震、中国台湾集集地震、日本Ｋｏｂｅ地

震、美国Ｎｏｒｔｈｒｉｄｇｅ地震等。从这些地震中取得了

大量的近断层脉冲型地震记录数据，引起了世界地

震工程界的密切关注和广泛研究。这些地震记录都

包含有明显的长周期速度脉冲。近断层地震动不仅

能引起建筑结构的严重破坏，也会造成边坡工程失

稳而引发一系列的工程灾害，对经济建设及人民的

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１］。因此更有必要从近断

层地震动的角度出发，研究结构在近断层地震作用

下的真实响应，以便让结构抗震设计更加可靠合理。
不同地震动记录包含着不同的地震动加速度峰

值、速 度 峰 值、位 移 峰 值、以 及 强 震 持 时 等 多 种 信

息［２］。就地震动峰值而言，它的大小反应了地 震 过

程中某一时刻地震动的最大强度，而且也直接反映

出了地震作用及其产生的振动能量和引起结构变形

的大小，是地震对结构影响大小的尺度［３］。目 前 抗

震设计规范［４］通常只是考虑了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加

速度响应；基于位移的抗震设计则考虑了结构的位

移响应，李慧等［５］还研究了近断层脉冲型地震动作

用下的位移反应谱。但是，目前并未对结构的速度

响应作出分析研究。中频结构最大地震响应取决于

速度，且速度反应谱可以通过结构频率将结构的加

速度和位移联系起来，是加速度和速度反应谱的纽

带，即Ｓｖ＝ωＳｄ＝
Ｓａ
ω
。裴星洙等［６］通过Ｓａ＝ωＳｖ 关

系得到设计用速度谱，并将其作为目标速度谱，采用

不同的地震地面运动位相特性，生成了对应抗震设

防烈度、地震分组、场地类别的罕遇地震人工波，并

使所得的人工波速度谱曲线与目标谱进行拟合。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表明［７－８］，能够揭示建筑结构

抗震机理的是能量原理，因为地震对结构的作用从

本质上讲是 一 种 能 量 的 传 递、转 化 与 耗 散 的 过 程。
地震总输入能是由激励与结构速度响应的乘积在激

励作用时间内进行积分得到的。因此结构的速度在

分析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从结构的地震动速度记录出发，针对某一

类地震记录，分析结构的真实设计速度反应谱，以期

为结构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并使利用设计速度谱生

成的某种场地条件下的人工波更加精确，使结构时

程分析结果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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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近断层地震记录的选取

李明等［９］划分了近断层地震动区域。根据其划

分原则，选取全球９次近断层地震中的３０条地震记

录作为本文输入结构的地震作用，采用的３０条地震

记录均来自美国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ＰＥＥＲ）
强震数据库，选择原则为［１０］：

（１）选取矩震 级 大 于５．５级 的 地 震 记 录，突 出

了近断层地震异于远场地震的强度特征；
（２）根 据 大 多 数 学 者 公 认 的 近 断 层 地 震 的 定

义，选取震源距小于２０ｋｍ的地震记录；
另外，本文在ＰＥＥＲ强震数据库中选取的地震

记录的特征是震源机制类型为走滑断层、土层剪切

波速为１８０～３６０ｍ／ｓ。
根据上述原则所选取的９次地震记录如表１所

示。表中的震源距和最大速度对应的周期为不同地

震记录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１　选用的近场地震记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ｅａｒ－ｆａｕｌ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记录

名称

记录

条数

矩震级／
ＭＷ

震源

距／ｋｍ
最大速度对应

的周期Ｔｖ／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ｖａｌｌｅｙ－０６　 １４　 ６．５３ （０．１，１２．４） （１．０，１０）

Ｋｏｂｅ－Ｊａｐａｎ　 ３　 ６．９ （０．３，１．５） （０．６，１．８）

Ｍａｍｍｏｔｈ　Ｌａｋｅｓ－０６　 １　 ５．９４　 １６．２　 １．２
Ｗｅｓｔｍｏｒｌａｎｄ　 ２　 ５．９ （６．５，１６．７） （２．６，７．０）

Ｓａｎ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２　 ５．８　 ７．０ （２．０，２．４）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ｎ　Ｈｉｌｌｓ－０２　 ３　 ６．５４ （１．０，１８．５） （２．０，３．０）

Ｅｒｚｉｎｃａｎ－Ｔｕｒｋｅｙ　 １　 ６．６９　 ４．４　 ７．６
Ｋｏｃａｅｌｉ－Ｔｕｒｋｅｙ　 ２　 ７．５１　 ４．８ （７．０，７．４）

Ｄｕｚｃｅ－Ｔｕｒｋｅｙ　 ２　 ７．１４ （６．６，１２．０） （３．４，１０）

２　脉冲型地震动速度反应谱

２．１　速度反应谱的建立

单自由度体系在地震作用下的运动方程为

ｍ̈ｘ＋ｃｘ＋ｋｘ＝－ｍ̈ｘｇ （１）
式中，ｍ、ｃ、ｋ分别为体系的质量、阻尼系数和刚度

系数；̈ｘｇ 为地面运动加速度。上式左右两边同除以

ｍ，可得

ｘ̈＋２ξωｘ＋ω
２　ｘ＝－̈ｘｇ （２）

式中，ω为无阻尼时体系的自振圆频率；ξ为体系的

临界阻尼比。
对上式进行求解得到体系的相对速度反应为

ｘ（ｔ）＝－ξωｘ（ｔ）－∫
ｔ

０
ｘ̈ｇ（τ）ｅ－ξω（ｔ－τ）

ｃｏｓωｄ（ｔ－τ）［ ］ｄτ （３）

式中ωｄ 为有阻尼时体系的自振圆频率。

反应谱［１１］提供 了 一 种 方 便 的 手 段 来 概 括 线 性

单自由度体系对地面运动的某个特定分量（加速度、
速度、位移）的峰值反应。而某个特定分量的峰值关

于体系自振周期的函数图形就是该分量的反应谱。
由公式（３）可知，单自由度体系的最大相对速度

Ｓｖ 为

Ｓｖ＝ｍａｘｘ（ｔ） （４）

　　地面运动加速度ｘ̈ｇ给定的前提下，最大相对速

度Ｓｖ 只是ξ和ω的函数，也可以说是ξ和Ｔ（＝
２π
ω
）

的函数。若阻尼比ξ已知，最大相对速度Ｓｖ 就仅仅

是Ｔ 的函数，此时函数Ｓｖ（ξ，Ｔ）就会变成Ｓｖ（Ｔ），
这就是相对速度谱函数———以周期Ｔ 为横坐标，最

大相对速度Ｓｖ（Ｔ）为纵坐标绘制的图形。
建立速度反应谱时，假设阻尼比ξ为定值，分别

取０．０５、０．１５、０．２；周 期 Ｔ 的 取 值 范 围 为０．０２
～１０ｓ，时间间隔为０．０２ｓ。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表１
选取的近断层地震记录进行地震响应分析，得到结

构在不同阻尼比条件下的速度反应 谱 及 其 平均值，
如图１所示。分析结构的阻尼比主要是为了对比普

通抗震结构与隔震结构的速度响应之间的区别。图

１中的粗实线为不同阻尼比时由３０条地震波计算得

到的平均值。从图中可以看出阻尼比小的抗震结构

的速度响应比阻尼比大的隔震结构的速度响应大。

２．２　速度反应谱的特征研究

只有对速度反应谱的谱形、峰值、特征周期等进

行研究，才能定量地描述速度反应谱。
从图１可以看出，大多数地震记录得到的速度

反应谱谱形都较相似，含有峰值、上升段、下降段、水
平段。由于地震记录频谱成分的复杂性及地面运动

的不规则性，结构的速度谱出现了两个或更多个峰

值。对３０条地震记录得到的速度谱进行平均，得到

图１（ｄ）的速度谱平均值，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速度

反应谱随周期的变化是多峰值点的，当周期大于某

一定值后曲线的形状会呈现出与周期轴大致平行的

趋势，且随着结构阻尼比的增加结构的速度反应谱

值减小，与文献［１２］得到的现象一致。
以谱最大值为基准，对速度反应谱的谱值进行

标准化（消除量纲影响，使不同的峰值参数具有可比

性）处理，可得到如图２所示的标准化速度谱及粗实

线代表的平均值。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标准化后速

度反应谱的 谱 值 随 阻 尼 比 的 增 大 呈 现 出 增 大 的 趋

势，但不同阻尼比得到的结构速度反应谱走势基本

相同，唯一区别在于速度响应峰值有所不同。
由于隔震结构隔震层与主体结构的阻尼特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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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未标准化的速度反应谱
Ｆｉｇ．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图２　 标准化速度反应谱
Ｆｉｇ．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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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着差异，杜永峰等［１３］通过建立多级串联非比

例 阻尼隔震结构动力分析模型，研究了隔震结构的

地震响应。因此隔震结构的阻尼比大于抗震结构的

阻尼比，在文中为了便于分析，选择隔震结构的阻尼

比为０．２０。根 据 每 条 速 度 反 应 谱 峰 值 对 应 的 周 期

Ｔｖ 将所选的地震记录分成３组，见表２。

由分析可知［１２］，虽然每个地震加速度记录都不

相同，可是所获得的反应谱求平均值后，可以得到共

同的特征。图３（ａ）～图３（ｃ）是３组标准化速度反

应谱，图中黑色实线为求均值后得到的各组的平均

速度反应谱。可以看出，平均速度反应谱的峰值分

布在０．８～１．０之间，平均速度反应谱的峰值可近似

取０．９。由于 速 度 是 加 速 度 与 位 移 的 纽 带，已 知 结

构的速度就 可 以 根 据 公 式 求 得 结 构 的 加 速 度 和 位

移，所以可以用速度反应谱的峰值区间求得加速度

和位移，验证所求值的准确性。从图３中可以更清

楚地看出，结构的速度反应谱包含上升段、下降段、
水平段、峰值。

图３　各组的标准化速度反应谱
Ｆｉｇ．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表２　地震记录分组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组号 Ｔｖ的范围 地震记录数量

Ｚ１　 ０．６，３．０　 １３
Ｚ２　 ３．０，７．０　 ８
Ｚ３ ＞７．０　 ９

２．３　设计速度反应谱的拟合表达式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近断层地震动作用

下结构速度反应谱的特征。
根据文中得到的平均速度反应谱，采用分段线

性拟合的方法，可得到结构的设计速度反应谱，如下

式所示：

β＝
Ｓｖ
Ｓｖｍａｘ

＝

Ｐｖ

Ｔｖ
Ｔ　　　　［０，Ｔｖ）

Ｐｖ　　　　　［Ｔｖ，Ｔｖ１）
（Ｐｖ－Ｐｖ１）
Ｔｖ２－Ｔｖ１

（Ｔｖ１－Ｔ）＋Ｐｖ１ 　［Ｔｖ１，Ｔｖ２）

Ｐｖ１　［Ｔｖ２，１０）

烅

烄

烆
（５）

式（５）中，Ｓｖ 是 速 度 反 应 谱 谱 值，Ｓｖｍａｘ 是 速 度 谱 最

大值；Ｐｖ 是速度反应谱的峰值，根据以上的 统 计 结

果近似取为０．９；Ｔｖ 是 该 峰 值 在 横 坐 标 上 的 投 影；

Ｔｖ１ 是速度反应谱水平段与下降段的交接点在横坐

标上的投影值，大约是Ｔｖ 的１．５倍；Ｐｖ１ 是速度反

应谱下降段 与 水 平 段 的 交 接 点 在 纵 坐 标 上 的 投 影

值；Ｔｖ２ 是该 交 接 点 在 横 坐 标 上 的 投 影 值，大 约 是

Ｔｖ的２．０倍。根 据 上 式 可 得 到 速 度 反 应 谱 的 图 形

如图４所示。

图４　设计速度反应谱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图５（ａ）～图５（ｃ）是上述３组地震记录作用下

设计速度反应谱与各组平均反应谱的对比。从对比

图中可以看出，设计速度反应谱与实际地震记录的

平均速度反应谱在谱形上的相似性，都有上升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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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组的设计速度反应谱与平均速度反应谱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降段、平稳段、水平段四个阶段。从图中对比可以看

出文中的设计速度谱相对准确。

３　结论

文中根据速度峰值对应的周期对地震记录进行

分组，通过标准化、求均值的方法研究了近断层地震

动作用下结构的速度反应谱的特征，并用线性拟合

的方法得到了结构的设计速度反应谱，还对比了速

度峰值对应周期与震级的关系。通过本文研究，可

以得到如下结论：
（１）设计速 度 反 应 谱 的 形 状 由 四 个 阶 段 组 成，

分别是：上升段、下降段、平稳段和水平段。
（２）经过标 准 化、平 均 化 的 方 法 得 到 的 设 计 速

度反应谱的峰值在０．８～１．０之间。
（３）阻尼比对设计速度反应谱的谱形并没有影

响，但对设计速度反应谱的峰值大小有影响，两两比

较后的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６．６８％。
反应谱的特征与震源机制、地震波的传播途径、

场地类型有很大的关系，本文的设计速度反应谱只

是在走滑断层、土层剪切波速在１８０～３６０ｍ／ｓ时得

到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将会对不同影响

因素下的速度谱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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