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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9428—2003《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与GB/T19428—

2003相比技术变化如下:
———第3章中增加了“地震灾害预测”和“建筑物震害影响因子”的术语和定义,修改了“设定地震”

和“场地效应”的定义,删除了“地震环境”和“构造类比”的术语和定义(见3.2、3.3、3.5、3.8);
———第4章中通过列表规定了不同级别工作相应的内容和详细程度;增加了对行业、小城市、县城、

社区的工作级别的规定(见表1、4.1.4、4.1.5);
———第5章中增加了地震动参数小区划图的比例尺要求,增加了地震烈度作为震害预测地震输入

的规定(见5.8、5.10、5.11);
———第6章中增加了何种情况下可不编制场地类别划分图的条款(见6.4.3);
———第7章中细化了结构分类;给出了详查、抽查和普查的适用范围和调查内容;规定了不同级别

工作的抽样率最低限;强调地震易损性分析结果应与实际震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见7.1、7.2、

7.5);
———第8章中补充了隧道等部分生命线工程震害预测的规定,给出了利用震害率并考虑地震地质

灾害影响进行供水、燃气管网震害预测的分析方法(见8.1.5、8.1.6、8.2);
———第9章中删除了甲级工作对其他次生灾害的要求;删除了对策内容要求;删除了火灾蔓延、毒

气扩散等灾种的数值模拟内容;修改了调查内容的具体要求(见9.1.3、9.2);
———第10章中增加了建筑物室内装修损失、生命线工程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内容(见10.1.3、

10.4.4); 
———第11章将“震前预防对策”改为“地震灾害防御辅助对策”;将“地震应急辅助对策”改为“地震

灾害预测信息”(见11.1、11.2);
———第12章重新编写了“信息管理系统”各条款内容;
———按结构类型细化了“建筑物信息调查表”作为附录A;增加了“生命线工程信息调查表”作为附

录B;增加了“次生灾害源信息调查表”作为附录C;增加了“人口与经济数据信息调查表”作为

附录D;将原来的附录D按数据大类给出了具体的数据代码作为附录E;将原来的附录C进行

了修改和完善作为附录F;
———修改和完善了部分条款的表述。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5)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四川省地震局、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广东省地震局、福建

省地震局、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山东省地震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柏涛、冯启民、李谊瑞、孙景江、李山有、郭恩栋、张令心、聂树明、李志强、

林均岐、戴君武、黄宏生、余世舟、陈洪富、赵凤新、王东明、冯义钧、肖兰喜、范灵春、张桂欣。
本标准于2003年12月首次发布,2013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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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9428—2003自颁布实施以来,指导了全国二十几个城市和诸多大型企业的地震灾害预测

工作,其产出成果在我国城市防震减灾规划、地震应急等工作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成修订本标

准的主要原因是:
———该领域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原标准的部分条文已不适合当今防震减灾工作的需要;
———地震灾害预测数据成果的服务范围已经扩展到城市防震减灾规划、地震应急管理以及社会服

务工程等方面;面向不同的服务对象,需要提供多尺度、多精度的技术数据服务和支持;
———针对我国新的结构类型和设防结构的多样性,需要吸收一些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的研究成果;
———兼顾几个方面的方法、模型、数据、结果与结论等服务支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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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行地震灾害预测以及建立其信息管理系统的工作内容、技术方法、技术要求及成果

表达形式。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乡镇(社区)以及由若干城市所组成的区域,也适用于行业、大中型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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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17741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GB/T18208.4—2011 地震现场工作 第4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GB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218—200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20258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GB/T23705—2009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GB/T24335—2009 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GB/T24336—2009 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GB/T27932—2011 地震灾害间接经济损失评估方法

GB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震灾害 earthquakedisaster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和社会功能的破坏。
[GB/T18207.1—2008,定义5.1]

3.2
地震灾害预测 earthquakedisasterprediction
对未来地震可能造成的灾害作出估计。估计某一区域在遭遇一定强度地震作用下,工程结构可能

发生的破坏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危害程度和社会影响等。
注:修改采用GB/T18207.1—2008,定义5.9。

3.3
设定地震 scenarioearthquake
为进行地震灾害预测而给出的对某一区域可能产生震害或可以体现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结果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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