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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标准《四川省区域性地震安全性

评价规范》解读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5 月，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下达《关于下

达 2021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定项目立项计划（第三批）的通

知》（川质监函〔2021〕347 号），将《四川省区域性地震安

全性评价规范》列入标准制修定项目，项目编号：

202103/T069。

（二）发布情况

2022 年 10 月 24 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四川省

地方标准公告〔2022 年发字第 5 号〕，批准发布《四川省区

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规范》，标准编号：DB51/T 2946-2022。

实施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

（三）必要性和意义

国内外大量震例研究表明，活动断层是地震的根源，也

是地震灾害的元凶。震灾防御经验表明，探明活动断层的空

间位置和构造属性，科学评价其地震危险性，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合理避让采取有效的工程措施，是减轻地震灾害风险和

减少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是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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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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统一组织开展的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评价结果适用于该区域发展规划、国

土空间规划及防震减灾对策制定等工作。进行区域性地震安

全性评价既是国家防灾减灾、保障地震安全的重要环节，也

是减轻地震灾害、避免大地震产生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

失、避免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和环境破坏的有效途径。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规范》规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

价的技术思路、技术要求和技术方法，适用于四川省范围内

开展的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标准的实施将会对规范

四川省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市场、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

管理、提高建设工程地震安全保障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对

服务于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的联合审批及四川省标准地建

设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四）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四川省地震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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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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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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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

方标准制定工作规范》（DB14/T1665-2018）、《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进行。“规范”在四川地震安全评价工作

经验和地震系统相关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实施过程的基础

上，对技术规范进行了全面完整的编制。

2.适用性原则。

“规范”编写充分考虑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与

建设工程联合审批制度及四川省标准地建设的接轨，既要保

持技术上先进性、合理性，也必须兼顾适应新形势下地震安

全性评价工作的需要，体现新的可操作性的需求。

3.规范性原则。

本次编写采用章、节、条、款四级的条文编排方式，各

自用于不同表达：

章——划分工作环节，例如以 1-13 表示。

节——划分工作项目，例如以 1.1-1.3 表示。

条——罗列具体调查和分析内容，例如以 1.1.1-1.1.3

表示

款——罗列调查与分析要求和指标，例如以1)- 4)表示。

其中，款是具体要求，所以规定不能模糊，必须明确具



— 4—

体要求和效果，本次编写通过增加款的方式来细化调查、分

析及实施的技术要求。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除前言、附录及参考文献外，共计 13 部分，其

中：

1.范围

规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使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技术规范和规程。主要包

括：《GB 1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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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0269 地基动力特性测试规范》、《GB/T 55017 工程勘察通

用规范》、《DZ/T 0170 浅层地震勘查技术规范》、《JGJ 83 软

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等 7 项。

3.术语和定义

对本标准采用的主要术语进行了定义，包含：目标区和

背景地震。

4.实施方案

本章规定了基础资料准备和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实

施方案主要内容。

5.区域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

本章规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区域工作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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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图件要素、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的主要工作内容。

6.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

7.在区域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的基础上，进行近

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进而为后续目标区断层勘

查和活动性鉴定、目标区地震危险性分析提供依据。本章规

定了近场区工作范围、产出图件要素与精度，明确了近场区

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的主要工作内容与要求。目标区断层

勘查和活动性鉴定

在区域、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的基础上，

进行目标区断层勘查及其活动性鉴定，并评价活动断层对目

标区的影响。。本章规定了目标区勘查范围、产出图件要素

和相关的工作内容。

8.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

在搜集目标区附近已有工程地质条件资料的基础上，根

据目标区浅部土层结构和目标区建设工程的功能布局规划，

合理布置物探测线和地震钻孔，开展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

件勘测与分类工作。本章规定了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

测产出图件要素和主要工作内容、主要对地球物理勘探、钻

探、取样和测试等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

9.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

本章规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中地震动预测方程

选取的技术要求，并论证方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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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概率地震危险性评价

本章明确了地震统计区与潜在震源区划分、潜在震源区

的参数确定、地震危险性分析计算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11.目标区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本章规定了目标区地震反应分析模型建立、输入地震动

时程的确定、地震反应分析计算、控制点场地地震动参数的

确定的主要工作内容，明确了编制目标区地震动参数分区图

的要点，以及目标区场地地震动时程和设定场地地震动参数

确定的要求。

12.目标区场地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本章规定了断层错动、砂土液化、软土震陷、滑坡和崩

塌等地震地质灾害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与要求。

13.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服务系统建设

本章规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服务系统的主

要建设内容和服务功能。

三、 主要技术指标确定依据、验证方法及预期效果

（一）主要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主要有技术报告和技术服务系

统两个技术指标，分述如下：

1.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报告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报告应给出区域地震活动

性和地震构造评价、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评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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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区断层勘查和活动性鉴定、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

测、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概率地震危险性评价、目标区地

震动参数确定、目标区地震地质灾害评价、技术服务系统建

设等内容。

（1）应依据规划建设工程类型与地震构造、地震活动

背景的关系编制适用于本地区的实施方案，方案应能反映出

项目的主要特点，专题设置应详细合理。

（2）应依据目标区地震构造、地震活动背景资料，按

照《GB 17741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条文规定，

给出区域和近场破坏性地震目录及分布图、区域和近场现今

地震目录及分布图、区域和近场地震构造图，区域和近场地

震活动性及地震构造评价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必需

环节，其成果图件均需满足相应的精度要求。

（3）收集研究范围内的地形、地貌、遥感影像、形变、

地震、地质、地球物理等资料，开展断层活动性调查与探测，

查明研究范围内是否存在断层；对隐伏断层应优先采用浅层

地震勘探方法进行探测，必要时可采用多种方法联合探测；

对裸露区发育的断层，应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地质

-地貌、槽探等方法进行勘查。上述方法在近年来活动断层

探测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活动断层探测的有效方

法，并应满足《GB/T 36072 活动断层探测》的相关条文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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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是进行土层地震反应分

析的基础，由于目标区占地面积大，勘察和测试工作量巨大，

因此需要给出详细的钻孔勘察、取样、测试技术要求，钻孔

勘察、取样、测试技术要求应满足《GB 50021 岩土工程勘

察规范》、《GB 17741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规范相

关条文规定。应根据目标区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

水文地质、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别等地质条件，进行地

质单元分区，给出目标区地震钻孔分布图、地震钻孔柱状图、

地震钻孔剖面图、地貌单元图、地质单元分区图、地下水位

分布图、剪切波速度结构图、建筑场地类别分布图等成果图

件，其成果图件均需满足相应的精度要求。

（5）根据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结果，确定目

标区分层土体厚度、密度、波速及土动力学参数等土层模型

参数。以钻孔确定的基岩面作为地震输入界面，建立目标区

各控制孔土层地震反应分析模型，按自由基岩表面地震动时

程幅值的 50%确定目标区土层地震反应分析的计算点基底输

入地震动时程，开展地震反应分析计算，给出目标区多概率

水准作用下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反应谱和时程参数。

（6）根据目标区构造、地形、地貌、地层、地下水等

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结果，按照《GB/T 36072 活动断层

探测》、《JGJ 83 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等规范相关

条文规定，给出目标区多概率水准作用下的断层错动、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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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软土震陷、滑坡崩塌等地震地质灾害评价结果。

2、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服务系统

应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总报告、勘察测试及重要

专题分报告等全部成果数据资料进行分类入库，成果数据库

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服务系统运行的基础。

技术服务系统是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的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具有目标区基础信息查询、区域性地震安全性

评价成果展示、查询与输出、导入与更新、扩展及帮助等基

本功能。

（二）验证方法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报告和技术服务系统均需

通过技术审查后提交建设方使用，并根据建设方后续在目标

区内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防震减灾对策制定等环节的

实际应用效果进行验证和反馈。

（三）预期效果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规定了区域性地震

安全性评价的技术思路、技术要求和技术方法，适用于四川

省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中的地震活动性评价、地震构造评

价、主要断层活动性鉴定、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概率地

震危险性分析、地震动参数确定、地震地质灾害评价、数据

库及技术服务系统建设等重要技术环节工作，可以应用于四

川省内的一般建设工程的选址与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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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标准将会对规范四川省区

域性地震安全评价工作、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提高

建设工程地震安全保障发挥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

义。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四川省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规范》是四川省区域性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推荐性技术标准。标准符合我国现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四川省防震减灾条例》

等的相关规定和精神，有效衔接《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 GB317741-2005 ）、《 中 国 地 震 动 参 数 区 划 图 》

（GB18306-2015）等国家标准和《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

作大纲（试行）》（中震防函[2019]21 号）工作指南，并作为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川办发〔2019〕31 号）等文件要求，加强区域

评估和并联审批的有效举措，是指导和规范省内区域性地震

安全性评价工作的重要技术依据。对规范全省区域性地震安

全性评价市场、服务于工程建设项目的联合审批及本省标准

地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标准的制定将是国家

防灾减灾、保障地震安全的重要环节，也是减轻地震灾害、

避免大地震产生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避免造成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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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影响和环境破坏的有效途径。与现行有关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协调一致。

本标准引用了：《GB 1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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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0269 地基动力特性测试规范》、《GB/T

55017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DZ/T 0170 浅层地震勘查技术

规范》和《JGJ 83 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等相关术

语和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