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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蒸压粉煤灰砖砌体结构抗震能力，采用非线性时程分析方法，分别对两栋典型的蒸

压粉煤灰砖砌体结构进行了非线性地震反应分析，研究了在抗震设防“三水准”情况下结构的抗
震能力。结果表明：在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和8度地区分别建造7层和6层约束蒸压粉煤灰砖

砌体结构房屋，其抗震能力可以提高一度。
约束蒸压粉煤灰砖砌体结构；恢复力模型；非线性时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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