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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标准 

《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制订标准的背景和依据 

四川省位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强烈变形地带，该区域地

质构造错综复杂，活动断裂带密集，地震强度大，频度高，是我国最

重要的强震活动地区之一，历史上曾发生多次 7.0 级及以上破坏性地

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自汶川、芦山地震后，党和国家对自然灾害的监测和早期预报预

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

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

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

灾害风险转变，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切实提

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全社会

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建设若

干重点工程。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

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防震减灾规划

（2016-2020 年）提出了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地震预警、地

震烈度速报等预警信息服务。提供地震速报、地震灾情速报、震动图、

地震背景等应急信息服务，及时向社会公众和政府机构等提供地震烈

度速报等紧急地震信息服务。 

目前，四川省地震局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

目”、“‘8.8’九寨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项

目”和“四川西部地震监测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等项目，“先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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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建立四川省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在国家级和省级项目的支撑

下，随着项目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我国的地震监测能力得到全

面提升。四川省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先后在 2021 年 9 月 6 日泸县

6.0 地震、2022 年 6 月 1 日芦山 6.1 级地震、6 月 10 日马尔康 6.0

级及 9 月 5 日泸定 6.8 级地震中成功发布地震预警信息，这为地震预

警信息的发布策略、发布内容、信息呈现等关键技术环节的标准制定

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建成后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将具备完善的地

震预警能力和乡镇级烈度速报能力，将为紧急地震信息发布提供了可

靠的数据来源。项目建设过程中汇集了大量国内相关行业的顶级专家

和学者，能为本规范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专业意见。 

《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地方标准着力于研究规范地震预警信

息发布的基本规定、发布流程、信息呈现方式及发布内容、信息更新

与取消、信息安全等，结合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四川子项

目、“8.8”九寨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项目等重

大工程建设任务，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制定出

切实可行、符合我省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实际需求的标准、规范，不断

推进四川省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正常并有效防控社会风险。 

二、 国内外标准制定情况 

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健全的地震预警信息发布体系的国家和地区

为数不多，日本在建设和推广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应用最为成

功，这与日本的法律制度和顺畅的协调组织关系密不可分。目前，日

本政府共制定几百部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其《灾害对策基本法》、《灾

害对策基本法实施令》、《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大地震对策特

别措施法》和《气象业务法》中都有关于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相关规

定。其中《气象业务法》对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名称、内容和条件以

及运营和信息发布的责任和义务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同时，日本在地

震烈度和预警信息发布、信息保密、台网日常运维管理等方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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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的标准、规程等，并明确气象厅是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发布

的唯一出口，通过法律法规制度和地震规范标准确保了日本预警信息

快速化、标准化、权威化，提高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质量和可靠性。

墨西哥在 20世纪 90 年代建成了地震预警系统 SAS，其地震预警发布

特点有三点：第一发布信息主体是商业电台；第二发布预警信息的方

式是在特定部门处置专用接收机；第三发布对象是特定的人负责接收

并启动相应的预警机制。美国的地震预警机制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利用

先进仪器，以概率的算法为核心最终发布地震概率分布图，社会公众

根据概率分布图自己判断采取怎样的避震措施。分析美国的地震预警

发布技术，其关键在于民众对地震有强烈的认识，自己关注，自己做

决策。 

我国地震预警系统研究与应用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理论模型和

信息发布区域网日趋成熟，在借鉴国外已有的地震预警管理系统和自

行研发的基础上，己经逐步形成了多个高铁、核电站地震预警系统，

这些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健壮性和稳定性在不断完善中。地震预

警的管理有些省份已走在前列。像北京地震预警系统己进入试运行阶

段，福建省出台的地方标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发挥了预警信息发

布有效的规范管理，四川省已建立地震预警发布系统并已投入使用，

广东省完成各种灾害预警发布渠道共享湖北省完成地震预警应急预

案修订，台湾地区地震预警信息播报己面向公众投入使用。目前全国

有良好政策的环境，加之各地地震预警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地震预警

信息等紧急地震信息的发布急需配套的规范标准并严格的执行。 

目前，在国内针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的预警和紧急信息发布主要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执行，在以往重特大

自然灾害的发布和响应过程中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国内学者徐华全

等（2016）对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范围、方式、内容以及过程控制进

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规范建议，为地震紧急信息发布的规范化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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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和方法提供了方向；李纪恩等（2012）通过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立法

是规范各部门操作程序，预警信息的发布过程亦应在法律层面上就一

些基本问题进行统一，从整体上提升地震预警系统的实效性。王林等

（2014）提出制定相关法律和技术规程为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提供依

据，必须通过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地震局和各相关部门、相关

行业的职责，从法律上要求各行业用户在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立即

按照应急预案采取紧急处置措施，以规范行业用户的行为，避免人为

错误的发生，提升地震预警信息的实效性，减少经济损失和次生灾害

的产生。从地区来说，针对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方面，北京市、河北省、

天津市、安徽省等 24 个省局已颁布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地方法规。地

方标准制定方面，2017 年实施的福建省地方标准《地震预警信息发

布》（DB35/T 1666-2017）规定了地震预警等级、预警图标、预警声

音、预警信息发布要求和演练预警信息发布要求，适用于地震预警信

息的发布与传播。现阶段，包括辽宁、广东、河北等省份也陆续制定

并颁布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地方标准，江苏、云南、海南等省份预警

信息发布地方标准已经编制中。  

三、 标准的定位 

1、标准的性质 

《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定位为四川省地方标准。 

2、标准的目的 

《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是《四川省地震预

警管理办法》的细化，对四川省境内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行为进行管理

和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为预警信息发布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撑。 

3、标准的适用原则 

本标准编制强调针对性、指导性、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地震预警

信息发布的基本规定、信息呈现方式及内容、信息更新与取消、信息

安全等进行了规范，适用于四川省范围内面向社会公众的地震预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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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发布。 

同时《地震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试行）》和《四川省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四川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将对本标准制定工作起到管

理和规范的作用。 

四、 主要工作过程 

1、2023 年 7 月，《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地方标准通过四川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审查。同月，四川省地震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

组。 

2、2023 年 8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召开编制工作启动会，标准编

制组成员参加了会议。标准管理部门领导强调了标准编制的意义和重

要性，并要求编制组严格按照标准编制要求进行标准文本和标准编制

说明的撰写，标准编制组组长分别介绍了标准的编制背景和主要内

容，并根据项目进度需求和人员岗位特点对编制组成员进行了工作部

署和分工。 

3、2023 年 9 月-11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分别针对标准编制涉及

的内容开展了文献查阅、实地调研等前期工作，通过分析国内外地震

预警建设及标准制定情况，结合四川省现状及地震预警信息发布业务

需求，完成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工作组讨论稿）。 

4、2023 年 12月-2024 年 2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分别前往中国地

震台网中心、黑龙江省地震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地震局、海南省地震局、江苏省地震局、四川省雅安市、四川

省凉山州、四川省甘孜州等地对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管理、信息发布内

容需求进行多维度的调研和咨询。 

5、2024 年 3月，标准编制工作组结合调研情况，对标准工作组

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了紧急地震信息的发布内容、发布渠道、呈

现方式、发布策略等，并邀请标准审查专家对标准内容、标准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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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咨询，形成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征求意见稿讨论稿）。 

6、2024 年 4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邀请行业内专家，对《地震预

警信息发布规范》（征求意见稿讨论稿）进行咨询，进一步规范和完

善了标准的基本要求、信息发布的内容、发布流程、信息更新与取消

以及信息安全等，最终形成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规范》（征求意见

稿）。 

五、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四川省防震减

灾条例》、《四川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相一致，不与其它法律、法规、

标准相违背。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