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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申

编者按：8月 3日，云南鲁甸县发生 6.5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房屋大量倒塌。据了

解，震区房屋抗震性能普遍较差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而回溯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

系列地震，不难发现，抗震性差已经成为农房的一大通病，亟待正视。

--------------------------------------------------------------------------------------------------------------------------------

当地震来临时，造成人员伤亡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房屋。房屋建筑的抗震性强弱，直接影

响到灾害的严重程度。尽管国家应对地震已出台多套政策和措施，然而，云南鲁甸“8•03”

地震造成数万间房屋倒塌，震痛了人心，也震出了的农村房屋的抗震设防之痛。

“单纯解释云南鲁甸‘8•03’地震伤亡人数多很容易，主要原因是农房缺少抗震措施，

地震一来,房屋垮塌，伤亡就不可避免。但是农房为什么缺少抗震措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一缺钱，二缺知识。”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结构专家徐珂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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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受损较大

当地震来临时，造成人员伤亡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房屋。防灾减灾界有一句著名的论断：

“杀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相关资料显示，地震中人员伤亡总数 95%以上是由房屋倒塌

造成的，仅有不足 5%的人员伤亡是直接由地震及地震引发的水灾、海啸和山体滑坡等次生

灾害导致的。

资料显示，我国地处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地震集中发生地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

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复杂。在我国发

生的地震又多又强，其绝大多数又是发生在大陆的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大都在 20公里以内。

因此，我国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国家，也是蒙受地震灾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

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建筑物构成较大影响。“地震对建筑的损害主要是对建筑结构的损

害。地震以‘波’的表现形式出现，先到达地表的是纵波，表现形式为上下震动，这样的震

动很容易把房屋的结构震松；随后到达的是横波，呈现水平晃动。受纵波损害的房屋结构实

际已经松散，在水平晃动的时候很容易倒塌。”我国工程抗震专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工业

大学教授曹万林说。

房屋建筑的抗震性强弱，直接影响到地震灾害的严重程度。在地震灾害中，农村房屋首

当其冲，受损最为严重，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也最大。“城镇房屋特别是公共建筑一般采用

框架结构，经过正常建设监督流程，工程质量有保证，在地震中震害较轻，主要表现以建筑

填充墙裂缝为主。而乡村房屋，特别是农民自建房屋质量千差万别，缺乏质量监督流程，很

多年久失修的老房屋，在地震中受损严重。这个特点符合‘工程质量好，震害轻；工程质量

差，震害重’的认识。”2013年芦山地震后，徐珂参加了重建工作组进入天全县，在分析研

究当地房屋受损情况后，他得出上面的结论。

他介绍，《建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

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意味着凡是参与建筑工

程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确保建筑建成后达到预期使用要求，那么抗震安全

也在这个层面来管理。但是第八十三条又明确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

用本法。”因此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属于《建筑法》的监管范围。《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八十条同样注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因此农民自建房的质

量管理在工程领域长期以来是空白地段，房屋安全标准可以说不受任何约束，更多地取决于

农民的个体意识。

农房抗震设防并不难

业内人士指出，农房抗震设防并不是技术上的难题。一般来说，农民建房时，只要增加

一些如构造柱、圈梁等抗震构造措施，在房屋的四角、纵横墙交界处和门窗洞口的两侧设立

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在每层楼板处和墙基础中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就可以使房屋抗震能力

大大增强。即使地震中房屋有损坏，也不易彻底倒塌。另外，房屋各构件，例如墙体、屋面

板或屋架、大梁、挑梁等应互相拉接牢固，这也是避免房屋坍塌的有效措施。

徐珂认为，像现在农村中很常见的砖混农房，如果增加抗震措施，可能只增加土建造价

的 2%—5%。以建造面积为 300平方米的农房计算，可能只需增加费用 1万元左右。

徐珂在汶川和芦山发生地震后分别对学校建筑和农民自建房进行过调研。以学校为例，

在地震前，汶川农村地区的教学用房造价非常低，极端例子是每平方米造价不足百元，建设

要求很低，盖成的房屋只要能用就行。这类房屋在汶川地震时倒塌、破坏的比例很高。在汶

川地震后，国家针对全国学校安全情况进行过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新建房屋提高抗震等级，

后来在芦山地震中就没有出现类似汶川地震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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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甸地震的灾情还是出人意料。“有些人觉得随着经济发展和工程技术提高，建

筑的抗震能力会越来越强，地震造成的灾难会有所减小，甚至还有人认为，现有的抗震技术

已经足够应付地震的破坏。但鲁甸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说明抗震设防的工作还没

有完全展开。”徐珂说。

知识和资金支持不到位

2013年鲁甸县有人口 40多万，年末农村人口平均存款不足 1万元，可以说经济因素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房的抗震升级。但是即便有钱，农民还面临缺少相关抗震知识的问题。

徐珂在芦山地震农房调研工作中发现，尽管雅安地区距离汶川很近，四川省也在汶川地

震后出台一系列农村抗震指导文件，但是灾区农民知之甚少，还有很多宣传文件过于专业化

导致农民很难理解。即使在芦山地震后，仍有很多农民在建设房屋时不采取抗震措施，或者

是有限的资金没有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他提到，农民建房主要依靠村镇盖房师傅，这些师傅的技术来自于以前的打工经验，整

体上没有受到系统训练，施工质量参差不齐。以砖混房屋中的构造柱为例，如果业主有钱就

多放钢筋，没有钱就少放钢筋，谈不上定量化施工，建出来的房屋也缺少质量监督，房屋抗

震能力难以保证。

其实，早在 2011年 6月，财政部就下发了《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要求在优先支持贫困农户，并向财政困难地区倾斜的同时，整体推进全国农村危房改造。同

年，《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全基本要求（试行）》颁布。随后，云南省相继出台了《农村危房

改造工程工作规程(施行)》《云南省农村危房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云南省农村危房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对农村危房进行改造。

但云南鲁甸农村危房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的建设，还是没有跑赢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执行力不够是深层次问题

除了缺钱和缺知识之外，从深层次来看农房建设还存在几大问题。徐珂分析道：“中国

的房地产主要在城市里，抗震设防的重心也偏向城市。对于广大偏远的农村来说，把农房拆

掉盖抗震的新房子，可能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钱从哪里来？并且相较于农房抗

震设防，一些地方政府更愿意进行容易出效果的农村风貌改造，殊不知这是本末倒置的做

法。”

徐珂告诉记者，原建设部曾就农民自建房问题于 2006年发布《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

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建村〔2006〕303号），提出农民建房要在选址、设计、施工、监

督等方面加强管理。“但是谁去具体执行仍是难题，在没有技术、资金投入和法律强制执行

的情况下，这类文件执行效果并不乐观。”徐珂说。

另外，此通知第六条还特别说明：“三层以上（含三层）的农民住房建设管理要严格执

行《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然而事实上，全国各地超

过两层的农民自建房比比皆是，徐珂在调研中并未发现有执行规定的案例。

他认为，从安全和震害的角度出发，从法律层面禁止农民自建超高房屋是必要的。在农

民缺少钱的情况下，应该让他们认识到建大而不安全的房屋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应该引

导他们把有限的钱用在建小而安全的房屋上。

徐珂指出，针对两层以下的农民自建房，也有《村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JGJ161-2008、

《村镇住宅结构施工及验收规范》等条例在报批和陆续颁布中。“但其模式仍采用城市房屋

建设管理方式，例如地基方面需要注册岩土工程师、安全方面需要注册结构工程师来提供专

业服务，设计和施工需要有资质的单位参与，提供各类质量文件和记录并移交住房管理部门

存档。这样做肯定是稳妥而合理的，农民也希望如此，但具体如何执行是一个难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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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珂提到，各地建设管理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标准图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上述难题。

但是这些具有良好抗震性的标准图集很多时候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居住需求。在抗震意识不

足的情况下，农民更愿意盖自己想要的房屋，因此做农民常用户型的足尺模型试验，发现其

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倒塌≠抗震性能好

鲁甸地震 80%倒塌房屋是土坯房，对此徐珂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土坯房完全不抗震。

其实土坯房和砖混房屋、框架建筑是一样的，掌握好抗震知识，并严格执行，就能有效增强

房屋的抗震能力。”

“中国的抗震规范从唐山大地震后就有专门的章节指导土坯房建设。其实，只要达到规

定要求，土坯房也会有很好的抗震效果。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建筑师在进行土坯房项目设计。

以著名的应县木塔为例，木塔的一层柱高 8.7米，内部建有两圈土坯墙，成为木塔重要的抗

震构件。从结构角度分析，这既承担了大部分地震剪力，又巧妙地减少了木结构受力的实际

高度，使应县木塔能够经历千年风霜和数次大地震的考验。应县木塔不仅设计巧妙，而且施

工质量好，经过探测，木塔的土坯墙保存较好，仅有局部空洞和小裂缝。”徐珂说。

他认为，土坯农房的病灶在于不合规。“很多农民住的土坯房质量很差，年久失修，存

在很多安全隐患，但农民没有钱也没有知识去进行抗震加固。在‘百病缠身’的土坯房上谈

抗震能力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徐珂说。

对于一些媒体报道的鲁甸房屋受损情况，徐珂从建筑专业的角度予以解读：“从媒体报

道中可以看出，没有倒塌的砖混房大部分是新建房屋，从结构体系、施工质量、材料能力、

使用年限都占优势，‘扛’住地震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砖混房‘扛’住地震这个问题，

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在芦山地震后就农民新建房屋进行过调研，得出如下结论：2008

年以后建成的房屋抗震性能有提高，但提高程度不能给予肯定性的结论。这是因为新建农民

自建房的抗震结构体系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农民依旧采用抗震不合理结构形式建房屋；芦山

地震比汶川地震震级小，新建农房能否经受汶川地震级别考验存在疑问；农民自建房没有建

设档案，施工质量难以定性评价，结合其他调研情况，很多有安全隐患的房屋在建成几年内

的结构性能表现良好，但随着时间推移构件性能开始下降。砌体结构最突出的表现是砂浆强

度迅速降低。”

“日本福岛地震动时间长达 300秒，汶川地震动时间达 110秒，芦山地震动为时间为

30秒，鲁甸地震动时间不足 20秒。抛开震级不谈，可以看出鲁甸地震能量释放与大级别地

震不能相提并论。这就好比被人一拳没有打倒的不一定是好拳手，被人连续重拳打击而不倒

才是好拳手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过 6.5级地震后，没有倒塌的房屋就是好房子。这

样的认识只会让我们满足于低级别的抗震安全效果，是十分危险的。”徐珂说。

农房抗震需落在实处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副院长王修信给本报撰文指出，长期的经

验证明，在地震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区，灾难发生后的救灾投入远远高于前期改造的费用。抗

震防灾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对此，他提出五条可以落在实处的建议：一是在国家层面应该建立强制性的法律条文，

对于地处高烈度防震区的农村地区，确实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应该将居民迁走；对于达不到设

防烈度要求的民居要进行强制性加固或重建。二是增加村镇防灾减灾的财政投入。资金投入

以政府为主，无法承担房屋抗震加固或重建的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托底。三是建立和完善村镇

防灾建设管理组织机构。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四是建立

村镇防灾能力建设推进机制，逐步将农村地区的建房纳入建设管理体系，建立村镇建筑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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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培训与施工上岗许可证发放制度。五是建立村镇防灾能力建设约束机制。要求农民

新建房屋应有适合当地防灾要求的设计图纸，可选用政府免费提供的标准图，或请有资质的

设计单位统一设计图纸。

农房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安全改造。“把农房拆掉盖新房子可能是解决安全问题的

有效手段，但是钱从哪里来？这是不现实的方案。在芦山地震后我们调研过，拆除一栋受损

的房屋也要花费 1万—2万元，因此指导农民把现有受损的房屋进行安全改造是可行的。”

徐珂表示。

事实上，对于农房抗震设防，不需过多的指导，农民也有一套自己可以方便操作且行之

有效的办法。徐珂向记者演示了《农宅自救五步法》的宣传片。这部在芦山地震后以当地两

户受损农房为蓝本来指导修复加固工作的宣传片，介绍了施工时间在 10天左右，包括墙体

清理、筋网埋固、喷水刷浆、分层抹灰、喷水养护五个步骤在内的农房自救修复办法。按照

该方法修复完成后，房屋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功能。“农民花费仅为新建房屋的 5%—10%，

达到预期效果。”徐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