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点击此处添加 ICS 号

CCS 点击此处添加 CCS 号

51
四 川 省 地 方 标 准

DBXX/TXXXX—XXXX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Regional seismic safety evaluation

（征求意见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2021.8.18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XX/TXXXX—XXXX

I

目  录

前 言...........................................................................................................................................................II

1 适用范围............................................................................................................................................................. 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3 术语和定义......................................................................................................................................................... 3

4 实施方案............................................................................................................................................................. 6

5 区域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7

6 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9

7 目标区断层勘察和活动性鉴定.......................................................................................................................10

8 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11

9 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13

10 概率地震危险性评价.....................................................................................................................................13

11 目标区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14

12 目标区场地地震地质灾害评价.....................................................................................................................16

13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服务系统建设.................................................................................................18

附 录 A （规范性） 地震动预测方程分区....................................................................................... 19

附 录 B （规范性） 加速度反应谱的公式和参数........................................................................... 22

附 录 C （规范性） 崩塌滑坡评价因子取值表............................................................................... 23

参 考 文 献...................................................................................................................................................24



DBXX/TXXXX—XXXX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四川省地震局提出、归口并监督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震灾风险防治中心、中国地震局成都青藏高原地震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荣军、梁明剑、马 超、刘玉法、易桂喜、史丙新、刘 韶、亢川川、黎小

刚、何 强、何玉林、刘 祥。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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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作内容、技术要求和技术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类经济开发区、新区、产业聚集区、特色小镇以及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等较大范围，开展的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评价结果主要适用于建（构）筑

物及市政设施的抗震设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740 地震震级的规定

GB 17741—2005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GB 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T 36072 活动断层探测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 50269 地基动力特性测试规范

DZ/T 0286—20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JGJ 83—2011 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

DZ/T0170 浅层地震勘查技术规范

DZ/T0073 电阻率剖面法技术规程

DZ/T0151 区域地质调查中遥感技术规定（1:50000）

CH/Z 3003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CH/Z 3004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17741—20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目标区 target zone

规划建设用地的范围。

3.2

地震构造 seismic structure

与地震孕育和发生有关的地质构造。

[GB17741—2005 定义3.1]

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E%E7%A9%BA%E6%95%B0%E5%AD%97%E8%88%AA%E7%A9%BA%E6%91%84%E5%BD%B1%E6%B5%8B%E9%87%8F%E5%A4%96%E4%B8%9A%E8%A7%84%E8%8C%83/124625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E%E7%A9%BA%E6%95%B0%E5%AD%97%E8%88%AA%E7%A9%BA%E6%91%84%E5%BD%B1%E6%B5%8B%E9%87%8F%E5%A4%96%E4%B8%9A%E8%A7%84%E8%8C%83/1246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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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构造 active structure

晚第四纪以来有活动的构造，包括活动断层、活动褶皱、活动盆地、活动隆起等。

[GB17741—2005 定义3.2]

3.4

发震构造 seismogenic structure

曾发生和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质构造。

[GB17741—2005 定义3.3]

3.5

构造类比 structure analog

根据预测地震烈度确定的地震对各地的影响程度。

[GB17741—2005 定义3.4]

3.6

活动断层 active fault

晚第四纪以来有活动的断层。

[GB17741—2005 定义3.5]

3.7

断层活动段 active fault segment

在一活动断层上，活动历史、几何形态、性质、地震活动和运动特性等具有一致性的地段。

[GB17741—2005 定义3.6]

3.8

古地震 paleo-earthquake

没有文字记载、采用地质学方法发现的地震。

[GB17741—2005 定义3.8]

3.9

地震区 seismic region

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环境均相类似的地区。。

[GB17741—2005 定义3.9]

3.10

地震带 seis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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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活动性与地震构造条件密切相关的地带。

[GB17741—2005 定义3.10]

3.11

地震构造区 seismic tectonic zone

具有同样地质构造和地震活动性的地理区域。

[GB17741—2005 定义3.11]

3.12

本底地震 background earthquake

一定地区内没有明显构造标志的最大地震。

[GB17741—2005 定义3.13]

3.13

潜在震源区 potential seismic source zone

未来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区。

[GB17741—2005 定义3.14]

3.14

空间分布函数 spat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中，表征地震带内各震级档地震发生在每个潜在震源区可能性的函数。

[GB17741—2005 定义3.15]

3.15

震级档 magnitude interval

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中的震级分档间隔。

注：一般取 0.5 级

[GB17741—2005 定义3.16]

3.16

震级下限 lower limit magnitude

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中，影响工程场地地震危险性的最小地震震级。

[GB17741—2005 定义3.17]

3.17

震级上限 upper limit magn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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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中，地震带或潜在震源区内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的震级极限值。

[GB17741—2005 定义3.18]

3.18

地震动参数 ground motion parameter

表征地震引起的地面运动的物理参数，包括峰值、反应谱和持续时间等。

[GB17741—2005 定义3.19]

3.19

超越概率 probability of exceedance

在一定时期内，工程场地可能遭遇大于或等于给定的地震烈度值或地震动参数值的概率。

[GB17741—2005 定义3.20]

3.20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 ground motion characteristic period of response spectrum

规准化的反应谱曲线开始下降点所对应的周期值。

[GB17741—2005 定义3.21]

3.21

场地相关反应谱 site-specific response spectrum

考虑地震环境和场地条件影响所得到的地震反应谱。

[GB17741—2005 定义3.22]

3.22

地震地质灾害 earthquake induced geological disaster

在地震作用下，地质体变形或破坏所引起的灾害。

[GB17741—2005 定义3.23]

4 实施方案

4.1 基础资料准备

4.1.1 收集基础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a) 与区域、近场区相关的地震活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大地测量等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

果；

b) 与近场区、目标区相关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地球物理勘探、工程地质勘察、水文地质调查、

地质灾害等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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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整理掌握的基础资料形成的初步成果，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区域地震构造图；

b) 近场区地震构造图，叠加已有断层调查资料分布点等；

c) 目标区工程地质资料图，叠加钻孔勘探、地球物理勘探、断层分布及调查点等；

d) 其他有支撑作用的基础性图件。

4.2 实施方案的编写要求

4.2.1 实施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

4.2.2 对特别需要设置的专题，应编制专题实施方案。

4.3 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4.3.1 明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任务来源、总体要求。

4.3.2 应根据目标区工程建设的抗震设防需求，明确采用的超越概率水平。

4.3.3 分析目标区所处的地震环境、地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等，明确需要解决的地震地质、工

程地质、地震动参数确定、地震地质灾害评价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以及技术途径。

4.3.4 应根据收集资料分析，确定目标区图件：内容包含物探测线布设方案、布设钻孔分布方案以及

目标断层调查方案。

4.3.5 明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主要工作环节以及各工作环节的衔接，应包含以下工作内容：

a) 区域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

b) 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

c) 目标区断层勘察和活动性鉴定；

d) 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

e) 目标区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

f) 目标区概率性地震危险性评价；

g) 目标区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h) 目标区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i) 技术服务系统建设。

4.3.6 明确预估的工作量、工程预算、实施进度计划等。

4.3.7 明确质量保证体系与安全生产措施

5 区域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

5.1 区域范围和图件

5.1.1 根据目标区所处的地震构造、地震活动、历史地震影响等地震环境，以及目标区内建设工程对

地震动参数的需求，确定区域范围。区域范围应不小于目标区外延 150km，在区域外围如果存在高震级

潜在发震构造，或对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可能产生影响的远源历史大地震时，区域范围应适当扩

大。

5.1.2 区域新构造图、区域破坏性地震震中分布图、区域中小地震震中分布图、区域地震构造图等图

件的比例尺应不小于 1：1 000 000。区域大地构造分区图、区域地震台网监测能力分布图的比例尺可

适当缩小。

5.1.3 所有区域图件应标明目标区位置。

5.2 地震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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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地震资料收集和地震目录编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根据正式公布的地震目录和地震报告，收集整理相关地震资料；

b) 历史地震资料包括区域内自有地震记载以来的全部破坏性地震事件；

c) 仪器记录地震资料包括区域内自有仪器记录以来所记录到的可定地震参数的全部地震事件；

d) 编制区域破坏性地震目录。包括发震时间、震中位置地理坐标（经度、纬度)与参考地名、震级、

震中烈度、震源深度及震中定位精度信息；历史地震震级依据 Ms 震级确定；破坏性地震同时存在宏观

震中与微观震中时，采用宏观震中位置。资料日期截止到上一年年底或距报告审查时间不超过 2 个月。

5.2.2 区域地震震中分布图的编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分别编制区域破坏性地震（震级 M≥Ms 4.7)震中分布图和区域中小地震震中分布图，区域中小

地震震中分布图包括震级 M≥最小完整震级且≤Ms 4.6 的地震事件；

b) 注明资料起止时间；

c) 标注重要地震事件的震级和发震日期。

5.2.3 地震活动时空特征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区域地震台网监测能力；

b) 区域地震资料完整性分析；

c) 区域地震活动成带、丛集、弥散、重复等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d) 区域地震震源平均深度，分别给出强震和中小地震的震源深度的优势分布区间，以及地震密集

带震源深度分布特征分析；

e) 区域地震活动强度与频度特征，以及区域范围涉及的主要地震统计区地震活动随时间变化特征

与未来 100 年地震活动趋势分析。

5.2.4 区域现代构造应力场特征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收集、增补本区域震源机制解资料，编制震源机制解分布图；宜收集 GPS、原地应力测量等资

料，充分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b) 区域现代构造应力场方向、性质及分区等特征；

c) 区域现代构造应力场与区域构造活动的关系。

5.2.5 区域历史地震影响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收集分析对目标区有影响的地震烈度资料；

b) 选用适用于本地区的地震烈度衰减关系，计算目标区地震影响烈度；

c) 给出目标区最大历史地震影响烈度；

d) 历史地震影响评价，包括目标区范围所遭受到的最大历史地震影响烈度及烈度的频次特征。

5.2.6 区域地震活动性影响综合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地震资料完整性和可靠性评价；

b) 地震活动空间分布特征评价；

c) 地震活动时间分布特征评价；

d) 区域现代应力场特征评价；

e) 历史地震影响评价。

5.3 地震构造

5.3.1 区域地质构造分析，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收集区域地层、地质构造等方面的资料；

b) 编制区域大地构造分区图；

c) 分析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d) 区域大地构造分区图，包括大地构造分区、主要断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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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区域地球物理场特征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收集重力、航磁和地壳结构等地球物理场资料，宜收集航磁延拓资料；

b) 编制区域重力异常分布图、区域航磁异常分布图，以及区域地壳厚度分布图，应标明深大断裂

和 6 级以上地震分布，图件比例尺不低于 1:2 500 000；

c) 分析区域地球物理场特征及其与强震活动的关系；

d) 宜收集地壳深部构造资料，分析强震活动的深部构造背景。四川盆地地区宜收集石油剖面资料。

5.3.3 区域新构造分析，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收集区域新构造时期地层、地质构造与地貌资料；

b) 编制区域新构造图，分析地震发生的新构造背景；

c) 分析区域新构造运动演化特征、区域地貌特征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

d) 分析新构造运动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5.3.4 区域断层活动性评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收集区域主要断层活动性资料；

b) 编制主要断层活动特征一览表，包括断层走向、断层带长度及其区内长度、断层活动性分段、

最新活动的性质与产状、最新活动时代及其依据、断层及其附近破坏性地震等内容；

c) 对可能产生较大影响，且展布和活动性依据不充分的区域性断层，补充相应调查工作，每条断

层应不少于 1 个确定其活动性的有效观测点；

d) 分析区域主要断层展布、最新活动时代、断层性质、运动特征及速率、断层活动性分段、重点

地段古地震的强度及活动期次等特征；

e) 对控制区域地震活动的主要断层进行详细的论述。

5.3.5 区域地震构造图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第四纪以来活动的主要断层及其分段，并区分活动时代、活动性质与产状；

b) 第四纪主要活动褶皱，并区分活动时代；

c) 历史地震和现代地震地表破裂带；

d) 第四纪以来活动盆地及其性质；

e) 新近纪以来的地层；

f) 新近纪或第四纪地层等厚线；

g) 岩浆岩；

h) 破坏性地震震中位置，并标注重要地震的震级与发震时间。

5.3.6 区域地震构造环境综合评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分析区域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新构造运动特征、断层活动特征等与区域强震活动的关系，

评价区域地震构造条件；

b) 评估发震构造最大潜在地震能力，不同震级档的发震构造标志、主要发震构造评价，分析地震

构造特征及其背景地震活动特征。

6 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

6.1 近场区范围和图件比例尺

6.1.1 近场区范围应不小于目标区外延 25km，当外延 25km 范围之外存在对目标区有影响的历史地震

或潜在发震构造时，应适当扩大近场区范围。

6.1.2 收集近场区地质构造、地形地貌资料，编制近场区地质构造图和剖面图，基础地质资料满足不

小于 1:250 000 调查精度。

6.1.3 近场区地震构造图、近场区地震震中分布图和近场区主要断层活动性鉴定材料图的比例尺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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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1:250 000。

6.1.4 活动构造细节图件，根据需要选定比例尺。探槽剖面图比例尺宜不小于 1:50，地质和地貌平面

图和剖面图比例尺宜取 1:1 000 ～1:100。

6.1.5 所有近场区图件应标明目标区位置。

6.2 地震活动性

6.2.1 应对参数有疑问且可能影响目标区的地震事件进行核查。

6.2.2 应编制近场区地震目录（包括震级 M≥Ms 4.7 的历史地震和 M≥ML2.0 的现今地震）和近场区地

震震中分布图。

6.2.3 地震活动性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近场区地震活动强度、频度水平；

b) 近场区地震活动密集、丛集、弥散等空间分布特征，以及震源深度分布特征；

c) 分析近场区地震与构造的关系。

6.3 地震构造

6.3.1 应分析近场区地质构造特征，根据地貌与第四系发育特征，分析新构造运动特征。

6.3.2 应结合地震构造背景，确定近场区主要断层。

6.3.3 近场区主要断层活动性鉴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鉴定内容包括活动时代、活动性质和分段等；

b) 基岩或浅覆盖区断层，采用露头追索、微地貌测绘、槽探、测年等地质地貌手段进行调查，有

不少于 2 个能够确定其活动性的有效控制点；

c) 覆盖区隐伏断层，已有资料不能确定已知主要断层的活动时代时，选用有效的地球物理勘探、

钻孔地质联合剖面探测和测年等手段进行勘察；

d) 调查活动褶皱的最新变形时代与特征；

e) 收集地壳形变、考古等资料，分析断层现今活动特征；

f) 编制近场区主要断层活动性鉴定材料图，包括观测路线、观测点、地球物理勘探测线、槽探与

钻探等实际资料位置和编号；

g) 编制近场区断层活动性特征一览表，包括断层走向、断层长度及其区内长度、断层活动性分段、

最新活动的性质与产状、最新活动时代及其依据、断层及其附近破坏性地震、断层到目标区的距离等内

容。

6.3.4 近场区地震构造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第四纪以来有活动的主要断层、褶皱及其活动时代；

b) 断层活动性质和产状；

c) 第四系分布；如果资料满足，宜提供厚度等值线分布；

d) 第四纪盆地的范围及其活动性质；

e) 破坏性地震震中位置；

f) 地震地表破裂带。

6.3.5 近场区地震构造环境综合评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分析近场区地震活动与构造活动的关系；

b) 评价近场区地震构造特征。

7 目标区断层勘察和活动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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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图件比例尺

目标区地质构造图、目标区断层活动性鉴定实际材料图和目标区活动断层分布图的比例尺应宜采用

1:50 000～1:10 000。

7.2 断层活动性鉴定

7.2.1 地质构造特征分析，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收集地质构造基础资料；

b) 编制目标区地质构造图；

c) 应明确给出目标区断裂活动时代地质地貌证据。

7.2.2 存在可能通过目标区的断层时，应查明断层通过目标区的位置与展布、性质、产状、活动时代、

可能的断错位移与速率等。断层调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在基岩出露区，对主要断层开展现场地质调查，查明出露断层的性质、产状、破碎带发育情况。

现场采集断层活动年代测试样品，采取释光、
14
C、电子自旋共振等有效测年方式，定量鉴定断层最新活

动年代，给出断层空间展布，断层破碎带宽度并判定可能存在的最新的断层错动等。

b) 在第四系覆盖区，应论证地球物理勘探方法的有效性，选用适宜的方法对隐伏断层开展地球物

理勘探；

c) 目标区外延500m范围内存在主要断层，或者目标区外延1km范围内存在指向目标区的主要断层，

至少布设 1 条测线，查明断层是否通过目标区；

d) 地球物理勘探发现有断层异常的，应加密测线进行异常追踪，并根据实际需要开展钻探、探槽

等工作，对异常进行验证；

e) 每条断层至少有 2 个可靠的地质地貌或地球物理勘探证据，证明断层的最新活动和活动特征。

7.2.3 对目标区第四纪活动断层开展断层活动性鉴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鉴定内容按照 6.3.3 条 a)条进行；

b) 收集分辨率优于 1m 的卫星遥感影像，编制活动断层解译图，进行现场验证；

c) 按照 6.3.3 条 b)、c)、d)、e)的规定鉴定断层活动性；

d) 编制目标区断层活动性鉴定实际材料图；

e) 存在晚更新世活动断层或全新世活动断层时，需按照 GB/T 36072 相关要求进行定位并给出比例

尺不小于 1:1 0000 编图成果，并说明活断层避让距离，其活动性鉴定同时符合 GB/T 36072 的规定。

7.3 目标区断层图件及资料

7.3.1 编制目标区活动断层分布图、断层活动性特征一览表等。

7.3.2 评价主要断层的性质、活动时代、断错位移与运动特征等。

7.3.3 评价目标区活动断层对目标区的影响。

8 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

8.1 图件比例尺

8.1.1 目标区地质地貌填图、目标区工程地质分区图和目标区钻孔布置图等图件比例尺应宜采用 1:50

000～1:10 000。

8.1.2 钻孔柱状图图件比例尺视土层结构复杂程度而定，宜采用 1:1 000～1:100

8.1.3 控制性综合工程地质剖面图图宜采取适当比例成图。

8.2 工程地质条件资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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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开展目标区工程地震勘察前应收集、整理和分析目标区相关的卫星遥感影像、地貌、地层、岩

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资料等。

8.2.2 应对目标区进行地质地貌填图，根据目标区地球物理勘探、工程地质条件、钻探和原位测试结

果，编制目标区工程地质分区图。

8.2.3 应评价目标区地震地质灾害。

8.3 地球物理勘探

8.3.1 目标区被第四系覆盖时，应采用浅层地震等有效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进行控制性探测；

8.3.2 控制性探测至少应布设 2 条不同方向的地球物理勘探测线；

8.3.3 结合钻孔勘察以及地球物理勘探测线，勾绘目标区第四系覆盖层厚度，判别场地内是否存在隐

伏断裂。

8.4 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孔勘察

8.4.1 开展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察，钻探、取样和试验应按照 GB 50021 的有关规定进行。

8.4.2 地震工程钻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依据目标区工程地质条件和目标区建设工程的功能布局规划，合理布置钻孔。划分目标区场地

类别，除 I 类场地外，II、III 类场地控制孔的空间间隔应不大于 700m，对于浅部土层结构复杂地段应

当加密钻孔进行控制；

b) 钻孔深度达到基岩，或剪切波速不小于 500m/s 处，且其下不存在更低波速岩土层。若钻孔深度

超过 100m 时，剪切波速仍小于 500m/s 且 100m 以下的剪切波速值可依据相关资料类比或通过经验模型

确定时，可终孔。

8.4.3 采集分层岩土的原状土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个钻孔宜进行原状土样采集并选取典型钻孔进行动三轴或共振柱试验；

b) 对揭露地层自然分层中有代表性岩土层取样，间隔分布的同类岩土层间距超过 5m 时，分别取样。

8.4.4 测试钻孔岩土层物理性能指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测试物理性能指标包括比重、天然密度等；

b) 测试可能发生饱和砂土液化土层的标准贯入锤击数、粘粒含量等指标，并测量地下水位、可液

化地层厚度、埋深等。

8.5 场地岩土动力性质测量

8.5.1 测量场地岩土动力性质，应按照 GB/T 50269 的有关规定进行。

8.5.2 测量钻孔岩土层波速，应符合以下规定：

测量不同深度岩土剪切波速，测量深度间距不大于 1m，并在地层分界面附近加密测点。

8.5.3 应通过动三轴或共振柱试验，测量岩土动剪切模量比与剪应变关系、阻尼比与剪应变关系。

8.6 资料处理

8.6.1 应以目标区建设规划布置图为底图，编制目标区钻孔布置图，包括所有地震工程钻孔和收集钻

孔位置，标注钻孔编号、孔口标高、钻孔深度等信息。

8.6.2 结合目标区浅部土层结构三维模型和钻孔勘测、原位测试、岩土样试验结果等，建立目标区地

层结构数据体，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钻孔柱状图包括层序号、层底埋深(m)、层厚(m)、地质时代、土类名称与土质描述等信息；

b) 根据钻孔及地质资料编制不同方向的控制性综合工程地质剖面图；

c) 建立目标区土层结构三维模型，各类数据的平面控制节点间隔不大于 700m，竖向控制节点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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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5m。

9 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

9.1 地震动预测方程表达

9.1.1 地震动预测方程宜采用数学函数式或表格形式。

9.1.2 地震动预测方程应反映高频地震动的震级和距离饱和特性。

9.1.3 地震动预测方程宜考虑震源错动性质影响。

9.1.4 地震动时程的强度包络函数应表现上升、平稳和下降三个阶段的特征。

9.2 基岩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

9.2.1 具有足够强震动观测数据的地区，应采用由统计方法建立的地震动预测方程。

9.2.2 缺乏足够强震动观测数据的地区，应采用类比性方法确定地震动预测方程。

9.2.3 应论证地震动预测方程的适用性，宜采用 GB 18306 分区结果

10 概率地震危险性评价

10.1 地震统计区划分

10.1.1 应采用 GB 18306 中地震区、地震带的划分方案。

10.1.2 应基于地震区、地震带划分，并依地震活动性参数统计的需要，确定地震统计区。

10.2 潜在震源区划分

10.2.1 应在地震统计区内划分背景地震活动潜在震源区，并在背景地震活动潜在震源区内划分构造潜

在震源区。

10.2.2 划分背景地震活动潜在震源区时，应综合考虑以下构造条件或地震活动特征：

a) 新构造活动分区；

b) 第四纪构造活动形式及强度分区；

c) 中小地震活动度与频度分区。

10.2.3 划分构造潜在震源区时，应综合考虑以下构造条件或地震活动特征：

a) 破坏性地震震中；

b) 微震和小震密集带；

c) 古地震遗迹地段；

d) 地震空间分布图像的特征地段；

e) 断层活动分段与级联；

f) 第四纪断陷盆地；

g) 活动断层的端部、转折处或交汇处等特殊部位；

h) 深部构造。

10.2.4 确定潜在震源区边界，应考虑地震构造展布认识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地震活动空间分布的不确

定性。

10.2.5 应确定潜在震源区主破裂取向及其方向性函数。

10.3 地震活动性参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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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地震活动性参数应包括：

a) 地震统计区的震级上限；

b) 地震统计区的震级下限；

c) 地震统计区的震级－频度关系系数；

d) 地震统计区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e) 潜在震源区的震级上限；

f) 潜在震源区各震级档空间分布函数。

10.3.2 确定地震统计区的地震活动性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基于地震统计区内已发生的最大地震震级和地震构造特征，确定地震统计区震级上限；

b) 分析地震统计区地震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代表性，以及统计方法等导致的结果不确定性，

综合确定地震统计区震级－频度关系；

c) 分析地震统计区现代地震活动水平以及未来地震活动趋势，确定地震统计区的地震年平均发生

率；

d) 根据区域地震活动水平和震源深度确定震级下限。

10.3.3 确定潜在震源区的地震活动性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依据背景地震活动潜在震源区内中小地震活动水平和震级、地震构造背景，确定背景地震活动

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

b) 依据构造潜在震源区内地质构造条件以及地震活动特征，确定构造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

c) 依据潜在震源区内构造规模、活动性、大震复发特征等地震构造条件和各震级地震活动水平，

综合评定不同震级档地震在各潜在震源区内发生可能性，确定空间分布函数；

d) 潜源震级上限应该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活动性参数宜直接采用五代图参数，震源深度在四川盆

地内宜不大于 5km，西部强震区不大于 20km。如果潜源有修订，并跨越已有区带，边界也应相应修改，

活动性参数应做相应调整。

10.4 地震危险性分析计算

10.4.1 应根据目标区范围内地震动参数可能的分布特征，确定计算控制点。计算控制点应包括所有工

程地震钻孔。超越水准应不少于七个，分别为 50 年和超越概率为 63％、10%、2%和 100 年超越概率为

63％、10%、2%、1%。计算控制点不大于 700m。

10.4.2 应计算给出地震动参数超越概率曲线。

10.4.3 计算地震动反应谱时，周期点的分布应能控制反应谱形状。

10.4.4 应对地震动预测方程的统计不确定性进行校正。

10.4.5 宜分析潜在震源区及地震活动参数不确定性对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的影响。

10.4.6 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表述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图和表格的形式给出不同超越概率的地震动参数；

b) 以表格形式给出对计算控制点地震危险性起主要作用的各潜在震源区的贡献，并分析地震环境

对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的影响特征；

c) 总体性评价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10.4.7 在衰减关系适用边界 5km 范围内，应采用两种衰减关系分别计算，开展多方案概率危险性分析。

结果宜取两种衰减关系计算的最大值。

11 目标区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11.1 目标区地震反应分析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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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根据地震工程地质勘察结果，建立每个钻孔的土层反应分析模型。

11.1.2 应采用下列三者之一作为地震反应分析模型输入地震界面：

a) 钻探确定的基岩面；

b) 剪切波速不小于 500m/s 的土层顶面；

c) 钻孔深度超过 100m，且剪切波速有明显跃升的土层分界面或由其他方法确定的界面。

11.1.3 确定场地土层模型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根据场地地震工程地质勘察结果，综合确定场地分层土厚度、密度值、波速值及土动力参数等场地

土层模型参数。

11.2 输入地震动时程的确定

11.2.1 各计算控制点应按自由基岩表面地震动时程幅值的 50 %确定输入地震动时程。

11.2.2 合成自由基岩表面地震动时程的目标反应谱应选择指定超越概率水平的基岩地震动反应谱。

11.2.3 合成自由基岩表面地震动时程时，可采用人工合成的地震动时程或强震动观测记录作为初始地

震动时程，且符合以下规定：

a) 分析不同超越概率水平下对计算控制点地震动反应谱起控制作用的等效震级与等效地震距；

b) 人工合成的初始地震动时程，应基于目标地震动反应谱主要控制地震，确定其强度包络参数；

c) 以强震动观测记录作为初始地震动时程，应依据目标地震动反应谱主要控制地震，选择强震动

观测记录。

11.2.4 合成各计算控制点自由基岩表面地震动时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条目标谱合成地震动时程样本不少于5组，不同地震动时程样本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于0.16；

b) 合成地震动时程拟合目标地震动反应谱时，反应谱控制频率点按照如下原则取值：频率小于

0.2Hz 时频率增量取 0.02Hz、频率在 0.2Hz～3Hz 时频率增量取 0.1Hz、频率在 3Hz～10Hz 时频率增量

取 0.05 乘以频率值；

c) 在任一控制频率点处，合成地震动时程反应谱与目标地震反应谱之间的相对误差不超过 5 %；

d) 合成地震动加速度时程对应的速度和位移时程无基线漂移。

11.3 地震反应分析计算

11.3.1 采用等效线性法进行计算时，土层模型的土层厚度应划分得足够小，控制在所考虑的有效地震

波最短波长的 1/5～1/20 范围内取值。

11.3.2 土层反应分析模型的地震反应分析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针对每种基岩地震动输入的所有输入地震动时程样本进行地震反应分析；

b) 计算土层反应分析模型地表地震反应的地震动时程、相应的地震动反应谱；

c) 基于输入地震动时程样本计算结果，综合给出每种基岩地震动输入下，土层反应分析模型所代

表场地的地表地震动峰值和地震动反应谱。

11.4 目标区场地地震动参数的确定

11.4.1 场地地震动参数应包括地表地震动峰值和地震动反应谱。

11.4.2 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a) Ⅰ类场地，可根据概率法地震危险性分析获得的基岩场地地震动反应谱确定；

b) 其它场地类别，应根据基于概率法基岩地震动输入的地震动场地相关反应谱确定。

11.4.3 可编制场地地表的地震动参数分区图，且符合以下规定：

a) 可用等值线形式表示场地地震动参数分区，应以场地类别为基础，相邻分区线两侧地震动参数

值幅值差异应为 5%～10%，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应不大于 0.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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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件比例尺宜采用 1:50 000～1:10 000；

c) 等值线划分时统一采用克里金插值，保证结果的统一性；

d) 当同时有基岩场地和其它场地时，宜将两者分开划分。

11.4.4 应给出每个钻孔的场地地震动反应谱形状及有关参数（阻尼比5 %，最小周期值应不大于0.04s，

最大周期值应不小于 6s）。

11.5 目标区场地地震动时程的确定

11.5.1 场地地震动时程的数量，应根据目标区内计算钻孔、超越概率水平、地震动输出层位数综合确

定。

11.5.2 宜采用人工合成地震动时程或选择实际记录地震动时程确定。

11.5.3 选择实际记录地震动时程确定目标区场地地震动时程，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选择以目标区场地地震动反应谱为实际记录地震动时程的目标反应谱；

b) 依据目标区场地地震危险性主要控制地震震级、距离，以及场地条件等因素，挑选对目标反应

谱匹配误差较小的实际地震动记录；

c) 选择同一次地震同一台站记录到的三分量强震动记录作为三维目标区场地地震动时程。

11.5.4 合成目标区场地地震动时程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采用多组时程法合成目标区场地地震动时程；同一超越概率水平下，每个地震动参数计算钻孔

合成至少 5 条场地地震动时程；

b) 以阻尼比为 5%的目标区场地地震动反应谱作为拟合目标反应谱，并基于目标反应谱主要控制地

震，重点关注的工程结构自振特性，确定其强度包络函数参数；

c) 确定初始地震动时程符合 11.2.3 条的规定；

d) 合成地震动时程拟合目标反应谱时，反应谱控制频率点、误差要求符合 11.2.4 条的规定。

11.6 设定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设定场点工程场地地震动参数，应根据工程结构特征、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和目标区地表地震动参数

数据库、地震动时程数据库综合确定。

a) 应提供场地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给出场地类别；

b) 根据场地类别，依据 GB 18306 双参数调整要求，以 50 年超越概率 63%、10%、2%的地震动参数

值，作为相应超越概率水准的区划标准地震动参数；

c) 依据工程结构所需的概率水准，选择距离场点 700m 范围内的控制点结果综合确定场地地震动参

数。其中，场点距离控制点小于 200m 时，取该控制点地震动参数和 GB 18306 地震动参数二者的高值作

为该场点的场地地震动参数；场点距离控制点大于 200m 时，选择该场点周围 700m 范围内的多个控制点，

取地震动参数大的控制点参数和 GB 18306 地震动参数二者的高值作为该场点的场地地震动参数；

d) 对需要地震动时程的建设工程，依据场点与选定控制点地震动参数结果差异，按比值法对选定

的控制点地震动时程进行调整处理，作为该场点的场地地震动时程。

11.7 编制地震动参数使用说明书

11.7.1 应编制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的使用说明，包括适用的工程类型。

11.7.2 设定场地地震动参数不能跨工程地质单元。

12 目标区场地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目标区场地地震地质灾害评价应包含活动断层错动、滑坡与崩塌、砂土液化、软土震陷、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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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涌以及岩溶等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12.1 断层错动

12.1.1 目标区及其外延 500m 范围内有活动断层通过或有指向目标区的活断层时，应评价潜在地震活

动断层影响带，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依据断层性质及产状、最大潜在地震和覆盖层厚度等因素评估潜在地震地表破裂影响带宽度；

b) 根据断错事件实测位移数据或依据统计关系估算等方法，计算断层未来百年最大可能位错值，

包括平行断层分量和垂直断层分量。

12.1.2 编制潜在地震地表破裂影响带分布图及其说明书，并满足以下要求：

a) 明确地震地表破裂影响带确定的适用工程对象；

b) 明确目标区与潜在地震地表破裂影响带的空间关系；

c) 阐述潜在地震地表破裂影响带的确定方法、资料依据等；

d) 图件比例尺应不低于 1:10 000；

12.1.3 依据活动断层性质、破裂带宽度、错动评价结果等，提出避让措施建议。

12.2 砂土液化

12.2.1 初步评价目标区场地地基土液化，宜符合以下规定：

a) 依据调查获得的场地地形、地貌、地层、地下水等与液化有关的场地条件，以及场地及其附近

历史强震液化遗迹资料，分析场地地震液化的可能性；

b)场地存在可液化土层且具液化可能性时，依照相应行业标准进行地震液化判别；

c)场地存在可液化土层且具液化可能性时，对地面以下 10m 深度内和 10m-30m 深度范围的可液化土

层进行地震液化判别，其中，地面以下 10m 深度范围内，可依照有关行业标准进行地震液化判别，地面

以下 10m-30m 深度范围，可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判别法进行地震液化判别。

d) 地震液化评价，宜针对场地 50 年超越概率 10%、2%的概率水准地震动作用；

e) 根据钻孔液化判别结果以及历史地震砂土液化记载资料，评价场地地基土液化特征。

12.2.2 编制目标区场地地基土液化初步判别结果图，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给出 50 年超越概率 10%、2%地震动作用下场地不同液化程度的分布范围；

b) 图件比例尺不小于 1:50 000。

12.3 软土震陷

12.3.1 初步判断目标区场地软土震陷，宜符合以下规定：

a) 根据获得的调查资料，分析软土震陷分布与特征；

b) 对于含有较厚淤泥、淤泥质土、冲填土、杂填土或其它高压缩性软土覆盖层的钻孔，基于勘察

得到的软土层等效剪切波速等资料，按照 JGJ 83 中 6.3.4 的规定进行软土震陷判别与软土震陷等级评

价；

c) 根据钻孔软土震陷判别结果以及历史地震软土震陷历史记载资料，评价场地软土震陷范围；

d) 软土震陷判别，宜针对目标区相应概率水准 50 年超越概率 10%、2%的地震动作用。

12.3.2 应编制目标区场地软土震陷初步判断结果图，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给出 50 年超越概率 10%、2%地震作用下目标区不同软土震陷程度的分布范围；

b) 图件比例尺为不小于 1:50 000。

12.4 滑坡、崩塌

12.4.1 对目标区外延一定范围坡体开展调查,一般地区宜外延 500m，高、中山地区宜外延至Ⅰ级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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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范围。

12.4.2 坡体调查宜符合以下要求：

a) 在调查获得的资料基础上，鉴别地震崩塌、滑坡发育的地震地质条件；

b) 获取调查范围内主要坡体的坡度、坡高、坡向等地形地貌信息；

c) 通过必要的现场岩土体特征调查，结合地质图，获取岩土体岩性、完整性、风化程度、岩土体

内部结构等基本特征参数。

12.4.3 地震崩塌滑坡危险性指数 H，宜按下式计算：

H = Sa× Sp× Sr

式中：

Sa：代表斜坡坡度危险度分级因子；

Sp：地震峰值加速度危害度分级因子；

Sr：岩土体危险度分级因子。

a) 坡体坡度危险程度因子 Sa，宜根据坡体斜坡角度大小按附录 C 表 C.1 评价确定；地震动危险程

度因子 Sp，宜根据坡体位置处指定超越概率水平下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大小按附录 C表 C.2 评价确定。

b) 坡体性状危险程度因子 Sr，宜按附录 C表 C.3 确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① 坡体性状特征由坡体质地、坡体完整性、坡体结构等主要因素综合表征；

② 坡体质地简单划分为土质坡体和岩质坡体；

③ 岩体完整程度和岩石风化程度可依据 GB 50021 判定。

c) 应针对不同超越概率水准地震动作用，评价目标区及周边坡体地震崩塌滑坡危险性，坡体地震

崩塌滑坡危险程度宜根据地震崩塌滑坡危险性指数 H 按附录 C 表 C.4 确定。

12.4.4 编制目标区场地滑坡与崩塌判别结果图，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给出 50 年超越概率 10%、2%作用下目标区不同滑坡、崩塌危险度程度的分布范围；

b) 图件比例尺不小于 1:50 000。

12.5 其它地震地质灾害

应对目标区及其外延 500m 范围内的泥石流、岩溶、湖涌等进行资料收集和调查，定性评价可能对

目标区的影响。

13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服务系统建设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服务系统建设应包含设定场点工程场地地震动参数查询和地震地质灾

害查询等。

应具有以下服务功能：

a) 浏览、查询目标区基础资料；

b) 浏览、查询目标区地震动参数成果；

c) 浏览、查询目标区地震地质灾害评价成果；

d) 根据目标区内设定场地经纬度给定超越概率水准下的地震动参数，输出地震动参数使用说明书。

e) 根据目标区内设定场地经纬度给定地震地质灾害评价，输出地震地质灾害评价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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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地震动预测方程分区

A.1 地震动衰减关系分区

全国基岩地震动分区衰减关系分为 4 个区，分别为青藏区、新疆区、东部活跃区和中强地震区，见

图 A.1。

青藏区：柴达木-阿尔金地震带、六盘山-祁连山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巴彦卡拉地震带、鲜水河

-滇东地震带、藏中地震带、滇西南地震带、西昆仑-帕米尔地震带以及喜马拉雅地震带等地区。

新疆区：包括阿尔泰山地震带、北天山地震带、中天山地震带和南天山地震带等地区。

东部活跃区：银川-河套地震带、汾渭地震带、华北平原地震带、郯庐地震带、华南沿海地震带、

长江下游-南黄海地震带、朝鲜地震带等地区。

中强地震区：东北地震区、鄂尔多斯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右江地震带以及阿拉善地震带等地

区。

图 A.1 全国衰减关系分区图

A.2 基岩地震动衰减关系模型

当� < 6.5 时，

lg� (�,�) = �1 + �1�− � lg (� + � exp (� ×�))

当� ≥ 6.5 时，

lg� (�,�) = �2 + �2�− � lg (� + � exp (� ×�))

其中 Y为峰值加速度或反应谱值，单位为 gal；M 为面波震级；R 为震中距，单位为 km；A1、A2、

B1、B2、C、D、E 为模型系数。

A.3 分区基岩地震动衰减关系模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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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基岩基岩地震动衰减关系模型系数

T(s) 方向 A1 B1 A2 B2 C D E σ

青藏区

PGA
长轴 2.331 0.646 3.846 0.413 2.431 2.647 0.366 0.245

短轴 1.017 0.614 2.499 0.388 1.866 0.612 0.457 0.245

0.20
长轴 2.876 0.615 3.97 0.446 2.41 2.647 0.366 0.261

短轴 1.609 0.578 2.655 0.418 1.85 0.612 0.457 0.261

1.00
长轴 0.541 0.868 2.691 0.537 2.265 2.647 0.366 0.300

短轴 -0.748 0.844 1.351 0.524 1.744 0.612 0.457 0.300

2.00
长轴 -0.342 0.907 1.539 0.618 2.156 2.647 0.366 0.342

短轴 -1.573 0.884 0.263 0.603 1.663 0.612 0.457 0.342

6.00
长轴 -1.065 0.824 -1.065 0.824 1.964 2.647 0.366 0.333

短轴 -2.111 0.791 -2.111 0.791 1.518 0.612 0.457 0.333

新疆区

PGA
长轴 1.835 0.722 3.434 0.475 2.403 1.772 0.424 0.245

短轴 1.001 0.718 2.646 0.465 2.131 0.825 0.465 0.245

0.20
长轴 2.380 0.690 3.546 0.511 2.383 1.772 0.424 0.261

短轴 1.592 0.680 2.778 0.498 2.113 0.825 0.465 0.261

1.00
长轴 0.031 0.948 2.278 0.602 2.242 1.772 0.424 0.300

短轴 -0.810 0.953 1.487 0.601 2.002 0.825 0.465 0.300

2.00
长轴 -0.853 0.988 1.113 0.686 2.134 1.772 0.424 0.342

短轴 -1.644 0.991 0.359 0.684 1.912 0.825 0.465 0.342

6.00
长轴 -1.626 0.913 -1.626 0.913 1.945 1.772 0.424 0.333

短轴 -2.235 0.898 -2.235 0.898 1.749 0.825 0.465 0.333

东部活跃区

PGA
长轴 2.024 0.673 3.565 0.435 2.329 2.088 0.399 0.245

短轴 1.204 0.664 2.789 0.420 2.016 0.944 0.447 0.245

0.20
长轴 2.558 0.643 3.680 0.470 2.309 2.088 0.399 0.261

短轴 1.779 0.628 2.918 0.454 1.999 0.944 0.447 0.261

1.00
长轴 0.226 0.895 2.409 0.559 2.157 2.088 0.399 0.300

短轴 -0.599 0.895 1.644 0.550 1.873 0.944 0.447 0.300

2.00
长轴 -0.666 0.936 1.247 0.641 2.047 2.088 0.399 0.342

短轴 -1.449 0.934 0.516 0.632 1.779 0.944 0.447 0.342

6.00
长轴 -1.432 0.859 -1.432 0.859 1.857 2.088 0.399 0.333

短轴 -2.041 0.841 -2.041 0.841 1.617 0.944 0.447 0.333

中强地震区

PGA 长轴 2.452 0.499 3.808 0.290 2.092 2.802 0.295 0.245

短轴 1.738 0.475 2.807 0.310 1.734 1.295 0.331 0.245

0.20 长轴 2.992 0.468 3.969 0.318 2.072 2.802 0.295 0.261

短轴 2.303 0.442 3.027 0.330 1.718 1.295 0.331 0.261

1.00 长轴 0.720 0.716 2.525 0.438 1.938 2.802 0.295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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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轴 0.016 0.695 1.465 0.471 1.596 1.295 0.331 0.300

2.00 长轴 -0.147 0.756 1.434 0.512 1.838 2.802 0.295 0.342

短轴 -0.826 0.736 0.445 0.540 1.510 1.295 0.331 0.342

6.00 长轴 -0.836 0.673 -0.836 0.673 1.660 2.802 0.295 0.333

短轴 -1.422 0.649 -1.422 0.649 1.361 1.295 0.331 0.333

注：σ为标准差；适用范围 M =5.0-7.0、R =0-2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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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加速度反应谱的公式和参数

预加速度反应谱的公式和参数：

)()( T
g

PGAT  

图 B.1 加速度反应谱的形式

式中，g 为重力加速度，一般取 1000cm/sec
2，PGA 为设计地震峰值加速度，单位：cm/sec

2
,式中，

T 为结构自振周期，T0、T1为反应谱的拐点周期，T0一般取 0.04s，速度 Tg为反应谱特征周期，m为地

震影响系数最大值，为衰减指数，1为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2 为阻尼调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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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崩塌滑坡评价因子取值表

表 C.1坡体坡度危险度分级因子 Sa

滑坡坡度(°) ≤20 21-40 ＞40

崩塌坡度(°) ≤40 41-60 ＞60

程度 低 中等 高

Sa 1 2 3

表 C.2地震险峰值加速度危害度分级因子 Sp 赋值

峰值加速度（g) ＜0.04 0.04-0.18 ≥0.19

对应烈度 ≤V VI-VII ≥VIII

程度 低 中等 高

Sp 1 2 3

表 C.3岩土体危险度分级因子 Sr 赋值

岩土体性状（R) 程度 Sr

岩石坚硬，节理不发育，结构完整，弱风化；或组成斜坡的地层倾向

与坡向相反
低 1

岩石较破碎，节理发育，结构不完整，中风化；或组成斜坡的地层倾

向与坡向斜交
中等 2

岩石较极破碎，节理密集发育，结构不完整，强风化；或组成斜坡的

地层倾向与坡向大致相同，并存在软弱地层
高 3

表 C.4 坡体地震崩塌滑坡危险度分级

危险程度 低 中等 高

危险性指数(H) 1-4 6-12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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