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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标准体系进展综述

晁洪太　关友义　刘敏　杨勇　徐凯　刘洋
湖北省地震局，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摘要　中国地震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构成。目

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地震标准共计 ７５６项，其中，国家标准 １２９项，行业标准 ２９９项，地方标准 １６０

项，团体标准 ２３项，企业标准 １４５项。从技术角度分类，这些地震标准可以划分为地震基本概念

与规定类、地震监（观）测类、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地震勘探类、通

用设备抗震（振）类以及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等 ７个类别。本文利用文献调研方法，总结了我

国地震标准体系的进展，并对未来地震标准化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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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标准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标准化水平已成为评价

国家之间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陈渭，２００８；王敏华，２０１０）。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标
准体系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杜飞进，２０１５；俞可平，２０１５），也有利于
促进各领域、各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我国，标准化工作已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国家依

法规范管理标准化工作（宫向东，１９９９ａ、１９９９ｂ、１９９９ｃ；房庆等，２００３；王忠敏，２００４；王平，
２００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７；甘藏春等，２０１７）。

地震标准化是我国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冯义钧等，２００４；中国标准出版社第六
编辑室，２０１０；中国地震局，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早在 １９５９年和 １９６４年，我国就曾两次编制《地震
区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草案）》，到 １９７４年正式颁布《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ＴＪ１１—７４（试行）》，标志着我国地震标准的起步和发展（陈国兴，２００３；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管理组，２０１０；罗开海等，２０１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地震标准化工作，地震
标准化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地震行业和地震科技领域的发展（李学良，１９９２；
肖承邺，１９９６；何永年，１９９７；冯义钧，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１ｂ、２０１１；冯义钧等，２０１１；何少林等，２０２０）。
至今，我国地震标准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社会对地震安全的新需求，都对地震标准化工作和地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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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利用文献调研方法，总结了我国地震标准体系的进展，并对未来地震标准化工作提

出了一些建议。

１　地震标准体系

中国地震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构成（图 １）。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经授权的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国

家标准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ＧＢ）、推荐性国家标准（ＧＢ／Ｔ）和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ＧＢ／Ｚ）。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５月，我国正在实施的地震标准共计 ７５６项，其中，国家标准 １２９项，
行业标准 ２９９项，地方标准 １６０项，团体标准 ２３项，企业标准 １４５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
务院批准发布或经授权的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行业标准由国务院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发布；地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经授

权的省级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发布；团体标准由社会团体组织制定实施；企业标

准由企业制定实施。

图 １　中国地震标准体系框

从技术角度分类，这些地震标准又可以详细划分为以下 ７个类别（图 ２）：地震基本概念
与规定类、地震监（观）测类、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地震勘探

类、通用设备抗震（振）类以及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５月，正在实施的 ７５６
项地震标准中，地震基本概念与规定类 １０项，地震监（观）测类 １３１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
２９４项，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１１３项，地震勘探类１３２项，通用设备抗震（振）类５３项，
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 ２３项。

图 ２　地震标准分类逻辑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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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地震标准进展及特点
２．１　国家标准
　　据统计，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经授权的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
的国家标准共计 １２９项（表 １），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 ２６项，占比 ２０．１％；推荐性国家标准
１０２项，占比 ７９．１％；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１项，占比 ０．８％。

表 １ 中国地震标准（国家标准部分）目录

序

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发布

机关

发布日期

（年月日）
实施日期

（年月日）
　标准

分类
备注

１ ＧＢ１７７４０—２０１７ 地震震级的规定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Ⅰ 代替 ＧＢ１７７４０—１９９９

２ 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 中国地震烈度表 ①② ２００８１１１３ ２００９０３０１ Ⅰ 代替 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１９９９

３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 防震减灾术语 ①②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 Ⅰ 代替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０

第 １部分：基本术语

４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２—２００５ 防震减灾术语 ①② ２００５０３２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 Ⅰ

第 ２部分：专业术语

５ ＧＢ／Ｔ３８２２６—２０１９ 地震烈度图制图规范 ⑥② ２０１９１２１０ ２０２００７０１ Ⅰ

６ＧＢ／Ｔ１９５３１．１—２００４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０４０６２１ ２００４０９０１ Ⅱ

第 １部分：测震

７ＧＢ／Ｔ１９５３１．２—２００４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０４０６２１ ２００４０９０１ Ⅱ

第 ２部分：电磁观测

８ＧＢ／Ｔ１９５３１．３—２００４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０４０６２１ ２００４０９０１ Ⅱ

第 ３部分：地壳形变观测

９ＧＢ／Ｔ１９５３１．４—２００４地震台站观测环境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０４０６２１ ２００４０９０１ Ⅱ

第 ４部分：地下流体观测

１０ＧＢ／Ｔ２０４８５．４２—２０１８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①② ２０１８０３１５ 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Ⅱ

第 ４２部分：高精度地震计的
重力加速度法校准

１１ ＧＢ／Ｔ３１０７７—２０１４ 水库地震监测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Ⅱ

１２ ＧＢ／Ｔ３２６５４—２０１６ 地震加速度检波器 ①②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２０１７０５０１ Ⅱ

１３ ＧＢ１７７４１—２００５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①② ２００５０３２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１７７４１—１９９９

１４ ＧＢ１８３０６—２０１５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①② ２０１５０５１５ ２０１６０６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１８３０６—２００１

１５ ＧＢ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００５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５００１１—２００１；
ＧＢＪ１１—８９；ＴＪ１１—７８；

ＴＪ１１—７４

１６ ＧＢ５００２３—２００９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③① ２００９０６０５ ２００９０７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５００２３—９５；

ＴＪ２３—７７

１７ ＧＢ５００３２—２００３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

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④① ２００３０４２５ ２００３０９０１ Ⅲ 代替 ＴＪ３２—７８

１８ ＧＢ５０１１１—２００６ 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④① ２００６０６１９ ２００６１２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５０１１１—８７

１９ ＧＢ５０１１７—２０１４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 ③① ２０１４０５１６ ２０１５０２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Ｊ１１７—８８

２０ ＧＢ５０１９１—２０１２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２０５２８ ２０１２１０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５０１９１—９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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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

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发布

机关

发布日期

（年月日）
实施日期

（年月日）
　标准

分类
备注

２１ ＧＢ５０２２３—２００８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③① ２００８０７３０ ２００８０７３０ Ⅲ
代替 ＧＢ５０２２３—２００４；

ＧＢ５０２２３—９５

２２ ＧＢ５０２６０—２０１３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３０１２８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５０２６０—９６

２３ ＧＢ５０２６７—２０１９ 核电厂抗震设计标准 ③⑥ ２０１９１１２２ ２０２００６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５０２６７—９７

２４ ＧＢ５０４１３—２００７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④① ２００７０４１３ ２００７１１０１ Ⅲ

２５ ＧＢ５０４５３—２００８
石油化工建（构）筑物

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③① ２００８０９２４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Ⅲ

２６ ＧＢ５０５５６—２０１０
工业企业电气设备

抗震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００５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Ⅲ

２７ ＧＢ５０９０９—２０１４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抗震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 Ⅲ

２８ ＧＢ５０９１４—２０１３
化学工业建（构）筑物

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③① ２０１３０９０６ ２０１４０５０１ Ⅲ

２９ ＧＢ５０９８１—２０１４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４１００９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Ⅲ

３０ ＧＢ５０９９２—２０１４
石油化工工程地震

破坏鉴定标准
③① ２０１４０５１６ ２０１５０２０１ Ⅲ

３１ ＧＢ５０９９４—２０１４
工业企业电气设备

抗震鉴定标准
③①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 Ⅲ

３２ ＧＢ５１１４３—２０１５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２０１６０８０１ Ⅲ

３３ ＧＢ５１１８５—２０１６ 煤炭工业矿井抗震设计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６０８１８ ２０１７０４０１ Ⅲ

３４ ＧＢ５１２４７—２０１８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 ③① ２０１８０３１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Ⅲ

３５ ＧＢ／Ｔ１８５７５—２０１７
建筑幕墙抗震性能

振动台实验方法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０１４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Ｔ１８５７５—２００１

３６ＧＢ／Ｔ２０６８８．１—２００７ 橡胶支座 ①② ２００７０５１４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 Ⅲ

第１部分：隔震橡胶支座实验方法

３７ＧＢ／Ｔ２０６８８．２—２００６ 橡胶支座 ①② ２００６０８２４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 Ⅲ

第 ２部分：桥梁隔震橡胶支座

３８ＧＢ／Ｔ２０６８８．３—２００６ 橡胶支座 ①② ２００６０８２４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 Ⅲ

第 ３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座

３９ＧＢ／Ｔ２０６８８．５—２０１４ 橡胶支座 ①② ２０１４１０１０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 Ⅲ

第５部分：建筑隔震弹性滑板支座

４０ ＧＢ／Ｔ２１０７５—２００７ 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 ①② ２００７０８０２ ２００８０３０１ Ⅲ

４１ ＧＢ／Ｔ２４３３５—２００９
建（构）筑物地震

破坏等级划分
①②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 Ⅲ

４２ ＧＢ／Ｔ２４３３６—２００９
生命线工程地震

破坏等级划分
①②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 Ⅲ

４３ ＧＢ／Ｔ２８４１４—２０１２ 抗震结构用型钢 ①② ２０１２０６２９ ２０１３０３０１ Ⅲ

４４ ＧＢ／Ｔ３４５５３—２０１７
门在地震作用下角变形时的

开启性能实验方法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０１４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 Ⅲ

４５ＧＢ／Ｔ３４５６０．６—２０１７ 结构钢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０１４ ２０１８０７０１ Ⅲ

第 ６部分：抗震型建筑
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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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期 晁洪太等：中国地震标准体系进展综述

续表 １

序

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发布

机关

发布日期

（年月日）
实施日期

（年月日）
　标准

分类
备注

４６ ＧＢ／Ｔ３７２６７—２０１８
建筑抗震支吊架

通用技术条件
⑥② ２０１８１２２８ ２０１９１１０１ Ⅲ

４７ ＧＢ／Ｔ３７３５８—２０１９ 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 ⑥② ２０１９０３２５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Ⅲ

４８ 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２０ 建筑抗震韧性评价标准 ⑥② ２０２００３３１ ２０２１０２０１ Ⅲ

４９ ＧＢ／Ｔ５０４７０—２０１７
油气输送管道线路

工程抗震技术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７０５２７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Ⅲ 代替 ＧＢ／Ｔ５０４７０—２００８

５０ ＧＢ／Ｔ５０５７２—２０１０
核电厂工程地震

调查与评价规范
③① ２０１００５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Ⅲ

５１ ＧＢ／Ｔ５１３３６—２０１８ 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 ③⑥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４０１ Ⅲ

５２ ＧＢ２１７３４—２００８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
①② ２００８０５０７ ２００８１２０１ Ⅳ

５３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１—２００６ 地震现场工作 ①② ２００６０６０２ ２００６１００１ Ⅳ

第 １部分：基本规定

５４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２—２００１ 地震现场工作 ⑤ ２００１０２０２ ２００１０８０１ Ⅳ

第 ２部分：建筑物安全鉴定

５５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３—２０１１ 地震现场工作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Ⅳ 代替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３—２０００

第 ３部分：调查规范

５６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４—２０１１ 地震现场工作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Ⅳ 代替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４—２００５

第 ４部分：
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５７ ＧＢ／Ｔ１９４２８—２０１４
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

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①②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Ⅳ 代替 ＧＢ／Ｔ１９４２８—２００３

５８ ＧＢ／Ｔ２３６４８—２００９
社区志愿者地震应急

与救援工作指南
①② ２００９０４１７ ２００９０９０１ Ⅳ

５９ＧＢ／Ｔ２４４３８．１—２００９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①②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 Ⅳ

第 １部分：基本指标

６０ＧＢ／Ｔ２４４３８．２—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０５０１ Ⅳ

第 ２部分：扩展指标

６１ＧＢ／Ｔ２４４３８．３—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Ⅳ

第 ３部分：
分层随机抽样统计方法

６２ ＧＢ／Ｔ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

数据共享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２０１０１００１ Ⅳ

６３ ＧＢ／Ｔ２４８８９—２０１０
地震现场应急

指挥管理信息系统
①② 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２０１０１００１ Ⅳ

６４ ＧＢ／Ｔ２６３７６—２０１０ 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 ①②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Ⅳ

６５ ＧＢ／Ｔ２７９３２—２０１１
地震灾害间接经济

损失评估方法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Ⅳ

６６ ＧＢ／Ｔ２７９３３—２０１１
震后恢复重建

工程资金初评估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Ⅳ

６７ＧＢ／Ｔ２８２２１．１—２０１１
灾后过渡性安置区

基本公共服务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４０１ Ⅳ

第 １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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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

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发布

机关

发布日期

（年月日）
实施日期

（年月日）
　标准

分类
备注

６８ＧＢ／Ｔ２８２２１．２—２０１１
灾后过渡性安置区

基本公共服务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４０１ Ⅳ

第 ２部分：环境

６９ＧＢ／Ｔ２８２２１．３—２０１１
灾后过渡性安置区

基本公共服务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４０１ Ⅳ

第 ３部分：安全

７０ＧＢ／Ｔ２８２２１．４—２０１２
灾后过渡性安置区

基本公共服务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１０５ ２０１２１２０１ Ⅳ

第 ４部分：商业

７１ＧＢ／Ｔ２８２２１．５—２０１１
灾后过渡性安置区

基本公共服务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４０１ Ⅳ

第 ５部分：文化体育

７２ＧＢ／Ｔ２８２２１．６—２０１１
灾后过渡性安置区

基本公共服务
①②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０４０１

第 ６部分：帮扶救助

７３ ＧＢ／Ｔ２８９２１—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Ⅳ

７４ＧＢ／Ｔ２８９２３．１—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

产品制作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Ⅳ

第 １部分：分类、编码与制图

７５ＧＢ／Ｔ２８９２３．２—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

产品制作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Ⅳ

第 ２部分：监测专题图产品

７６ＧＢ／Ｔ２８９２３．３—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

产品制作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Ⅳ

第 ３部分：风险评估专题图产品

７７ＧＢ／Ｔ２８９２３．４—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

产品制作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Ⅳ

第 ４部分：损失评估专题图产品

７８ＧＢ／Ｔ２８９２３．５—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

产品制作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Ⅳ

第 ５部分：救助与恢复
重建评估专题图产品

７９ ＧＢ／Ｔ２９４２５—２０１２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响应划分基本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０７０１ Ⅳ

８０ＧＢ／Ｔ２９４２８．１—２０１２
地震灾害紧急

救援队伍救援行动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０６０１ Ⅳ

第 １部分：基本要求

８１ＧＢ／Ｔ２９４２８．２—２０１４
地震灾害紧急

救援队伍救援行动
①②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Ⅳ

第 ２部分：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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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期 晁洪太等：中国地震标准体系进展综述

续表 １

序

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发布

机关

发布日期

（年月日）
实施日期

（年月日）
　标准

分类
备注

８２ ＧＢ／Ｔ３０３５２—２０１３ 地震灾情应急评估 ①②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Ⅳ

８３ ＧＢ／Ｔ３０３５３—２０１３ 人员密集场所地震避险 ①②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Ⅳ

８４ ＧＢ／Ｔ３１０７９—２０１４ 社区地震应急指南 ①②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Ⅳ

８５ ＧＢ／Ｔ３１０９５—２０１４ 地震情况下的电梯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Ⅳ

８６ ＧＢ／Ｔ３３４１３—２０１６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震灾 ①②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Ⅳ

８７ ＧＢ／Ｔ３２５７２—２０１６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代码 ①②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 Ⅳ

８８ ＧＢ／Ｔ３３７３５—２０１７ 中小学校地震避险指南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Ⅳ

８９ ＧＢ／Ｔ３３７４３—２０１７ 医院地震紧急处置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Ⅳ

９０ ＧＢ／Ｔ３３７４４—２０１７
地震应急避难

场所运行管理指南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Ⅳ

９１ ＧＢ／Ｔ３５５６１—２０１７ 突发事件分类与编码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２０１８０７０１ Ⅳ

９２ ＧＢ／Ｔ３５６２４—２０１７
城镇应急避难场所

通用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Ⅳ

９３ ＧＢ／Ｔ３５６４９—２０１７ 突发事件应急标绘符号规范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２０１８０７０１ Ⅳ

９４ ＧＢ／Ｔ３５６５１—２０１７ 突发事件应急标绘图层规范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２０１８０７０１ Ⅳ

９５ＧＢ／Ｔ３５９６５．１—２０１８ 应急信息交互协议 ①② ２０１８０２０６ ２０１８０８０１ Ⅳ

第 １部分：预警信息

９６ＧＢ／Ｔ３５９６５．２—２０１８ 应急信息交互协议 ①② ２０１８０２０６ ２０１８０８０１ Ⅳ

第 ２部分：事件信息

９７ ＧＢ／Ｔ３６７５０—２０１８ 家用防灾应急包 ⑥② ２０１８１０１０ ２０１９０５０１ Ⅳ

９８ ＧＢ／Ｔ３７２２８—２０１８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⑥② ２０１８１２２８ 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Ⅳ

９９ ＧＢ／Ｔ３７２３０—２０１８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

预警颜色指南
⑥② ２０１８１２２８ 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Ⅳ

１００ＧＢ／Ｔ３８５６５—２０２０ 应急物资分类及编码 ⑥② ２０２００３０６ ２０２０１００１ Ⅳ

１０１ＧＢ／Ｔ５１３２７—２０１８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③⑥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 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Ⅳ

１０２ＧＢ／Ｚ２８５９７—２０１２
地震情况下的电梯和

自动扶梯要求汇编报告
①②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０６０１ Ⅳ

１０３ ＧＢ１２９５０—９１ 地震勘探爆炸安全规程 ⑤ １９９１０６０５ １９９２０３０１ Ⅴ

１０４ ＧＢ１５５６３—２００５ 震源药柱 ①② ２００５０９０６ ２００６０８０１ Ⅴ 代替 ＧＢ１５５６３—１９９５

１０５ＧＢ／Ｔ２４２６０—２０２０ 石油地震检波器 ⑥② ２０２００３３１ ２０２０１００１ Ⅴ 代替 ＧＢ／Ｔ２４２６０—２００９

１０６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１—２００９
石油海上数字地震

采集拖缆系统
①② ２００９０７１０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 Ⅴ

第 １部分：水听器技术条件

１０７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２—２０１７
石油海上数字地震

采集拖缆系统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９０７ ２０１８０４０１ Ⅴ 代替 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２—２０１０

第 ２部分：水听器拖缆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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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

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发布

机关

发布日期

（年月日）
实施日期

（年月日）
　标准

分类
备注

１０８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３—２０１０
石油海上数字地震

采集拖缆系统
①② ２０１００９０２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Ⅴ

第 ３部分：中央记录系统

１０９ＧＢ／Ｔ２５２１７．４—２０１９
冲击地压测定、

监测与防治方法
⑥② 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２０２００５０１ Ⅴ

第 ４部分：微震监测方法

１１０ＧＢ／Ｔ３３５８３—２０１７
陆上石油地震勘探

资料采集技术规程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Ⅴ

１１１ＧＢ／Ｔ３３６８４—２０１７ 地震勘探资料解释技术规程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Ⅴ

１１２ＧＢ／Ｔ３３６８５—２０１７
陆上地震勘探数据

处理技术规程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Ⅴ

１１３ＧＢ／Ｔ３６０７２—２０１８ 活动断层探测 ①② ２０１８０３１５ 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Ⅴ

１１４ＧＢ／Ｔ２４２４．２５—２００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实验 ⑤ ２０００１０１７ ２００１０６０１ Ⅵ

第 ３部分：实验导则
地震实验方法

１１５ＧＢ／Ｔ４７９７．７—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地震振动和冲击

①②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００９１１０１ Ⅵ

１１６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２０００

电气继电器

第 ２１部分：量度继电器和
保护装置的振动、

冲击、碰撞和地震实验

第 １篇：振动实验（正弦）

⑤ ２００００１０３ ２００００８０１ Ⅵ 代替 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８９

１１７ＧＢ／Ｔ１３５４０—２００９
高压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的抗震要求
①②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０１００４０１ Ⅵ 代替 ＧＢ／Ｔ１３５４０—９２

１１８ＧＢ／Ｔ１３６２５—２０１８
核电厂安全级电气

设备抗震鉴定
⑥② ２０１８０５１４ ２０１８１２０１ Ⅵ 代替 ＧＢ／Ｔ１３６２５—９２

１１９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３—２０１７ 电气继电器 ①②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２０１８０７０１ Ⅵ

第 ２１部分：量度继电器
和保护装置的振动、

冲击、碰撞和地震实验

第 ３篇：地震实验

１２０ＧＢ／Ｔ１８６６３．２—２００７
电子设备机械结构

公制系列和英制系列的实验
①② ２００７０１２３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 Ⅵ

第 ２部分：
机柜和机架的地震实验

１２１ＧＢ／Ｔ５０７６１—２０１８
石油化工钢制设备

抗震设计标准
③① ２０１８０１１６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 Ⅵ 代替 ＧＢ／Ｔ５０７６１—２０１２

１２２ＧＢ／Ｔ５１２７３—２０１８
石油化工钢制设备

抗震鉴定标准
③① ２０１８０１１６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 Ⅵ

１２３ＧＢ／Ｔ５１３６９—２０１９
通信设备安装工程

抗震设计标准
③⑥ ２０１９０６０５ ２０１９１１０１ Ⅵ

１２４ＧＢ／Ｔ２２５６８—２００８ 公共地震信息发布 ①② ２００８１１１３ ２００９０３０１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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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

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发布

机关

发布日期

（年月日）
实施日期

（年月日）
　标准

分类
备注

１２５ＧＢ／Ｔ２４３６２—２００９
地震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与标志
①②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Ⅶ

１２６ＧＢ／Ｔ３２６３４—２０１６
公共预警短消息

业务技术要求
①②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 Ⅶ

１２７ＧＢ／Ｔ３４２８３—２０１７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系统管理平台

与终端管理平台接口规范

①② ２０１７０９０７ ２０１８０４０１ Ⅶ

１２８ＧＢ／Ｔ３６９６６—２０１８
公共预警短消息

业务测试方法
⑥② ２０１８１２２８ ２０１９０４０１ Ⅶ

１２９ＧＢ／Ｔ３７５２７—２０１９
基于手机客户端的

预警信息播发规范
⑥② ２０１９０６０４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Ⅶ

　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②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⑤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Ⅰ地震基本概念与规定类；Ⅱ地震监（观）测类；Ⅲ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Ⅳ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Ⅴ地震
勘探类；Ⅵ通用设备抗震（振）类；Ⅶ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

本表列出的地震标准为正在实施的版本（或称新版本），备注中被代替的版本为修订前的版本（或称老版本）。

上述 １２９项国家标准中，地震基本概念与规定类 ５项，占比 ３．９％；地震监（观）测类 ７
项，占比 ５．４％；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 ３９项，占比 ３０．２％；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 ５１项，
占比 ３９．５％；地震勘探类 １１项，占比 ８．５％；通用设备抗震（振）类 １０项，占比 ７．８％；地震信
息服务与科普类 ６项，占比 ４．７％（表 ２、图 ３（ａ））。

表 ２ 中国地震标准分类统计

分类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项数 占比／％

地震基本概念与规定类 ５ ３．９ ４ １．３ １ ０．６ ０ ０ ０ ０

地震监（观）测类 ７ ５．４ ８５ ２８．４ １１ ６．９ １ ４．３ ２７ １８．６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 ３９ ３０．２ ７８ ２６．１ ９６ ６０．０ １８ ７８．３ ６３ ４３．４

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 ５１ ３９．５ ２０ ６．７ ３６ ２２．５ １ ４．３ ５ ３．４

地震勘探类 １１ ８．５ ７７ ２５．８ １ ０．６ ２ ８．７ ４１ ２８．３

通用设备抗震（振）类 １０ ７．８ ３４ １１．４ ２ １．３ １ ４．３ ６ ４．１

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 ６ ４．７ １ ０．３ １３ ８．１ ０ ０ ３ ２．１

合计 １２９ １００ ２９９ １００ １６０ １００ ２３ １００ １４５ １００

需要指出的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安全有更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

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

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７）。在 ２６项强
制性国家标准中，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 ２２项，主要为建设工程抗震设计规范或抗震鉴定标
准方面；地震勘探类 ２项，涉及人工勘探爆炸震源管理方面，对安全有特殊要求；另有 ２项分
别属于地震基本概念与规定类和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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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地震标准分类占比
（ａ）国家标准；（ｂ）行业标准；（ｃ）地方标准；（ｄ）团体标准；（ｅ）企业标准

通过对上述国家标准的分析，以下 ４个特点值得关注：①推荐性标准 １０２项，占比
７９．１％，推荐性标准虽然不是强制性标准，但也是需要严格执行的标准；②地震应急救援与
灾情调查类标准 ５１项，具有较大占比，为 ３９．５％，体现了近年来国家对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
调查等工作的重视，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四川汶川 ８．０级特大地震之后，国家鼓励相关标准的制
定；③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仅 １项；④在 １２９项国家标准中，２０００年以后制定或新修
订的标准 １２８项，占比 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之前的仅 １项，占比仅为 ０．８％，充分体现了国家标准
的“与时俱进”。

２．２　行业标准
据统计，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的行业标准共计 ２９９

项，其中地震基本概念与规定类 ４项，占比 １．３％；地震监（观）测类 ８５项，占比 ２８．４％；建设
工程抗震设防类 ７８项，占比 ２６．１％；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 ２０项，占比 ６．７％；地震勘
探类 ７７项，占比 ２５．８％；通用设备抗震（振）类 ３４项，占比 １１．４％；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 １
项，占比 ０．３％（表 ２、图 ３（ｂ））。

在行业标准中，地震监（观）测类、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和地震勘探类的标准大致各占比

四分之一，其余类别合计占比四分之一。其中，地震监（观）测类标准 ８５项，占比最高，为
２８．４％，体现了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着力推进地震监（观）测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类标准主要为建设工程抗震设计规范或抗震鉴定标准方面，分别由国务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负责生命线工程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突

出了建设工程在地震安全方面的特殊要求；地震勘探类行业标准主要由国务院能源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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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发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上升，国家加大了能源资

源的勘探力度，行业标准的制定与之同步。通用设备抗震（振）类标准也占有一定比例，这类

行业标准主要由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发布，体现了国家对新型精密装备

设备抗震（振）的安全需要。此外，２０００年以后制定或新修订的行业标准 ２７７项，占比
９２．６％，２０００年之前的有 ２２项，占比 ７．４％。
２．３　地方标准

据统计，由省级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经授权的省级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制定发布的地方标准共计 １６０项。这些地方标准中，地震基本概念与规定类 １项，占比
０．６％；地震监（观）测类 １１项，占比 ６．９％；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 ９６项，占比 ６０．０％；地震应
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 ３６项，占比 ２２．５％；地震勘探类 １项，占比 ０．６％；通用设备抗震（振）类
２项，占比 １．３％；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 １３项，占比 ８．１％（表 ２、图 ３（ｃ））。

在地方标准中，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标准 ９６项，占大多数，占比 ６０．０％，主要为建设工
程抗震设计、抗震加固或抗震鉴定等方面，是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重要补充，该类标准

一部分涉及农村民居地震安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地震安全支撑，还有一部分突出了建设

工程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在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标准中，较多的是与地

震应急避难场所有关的标准，这也是近年来各地在城市建设方面推进力度较大的领域。地

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标准，体现了社会对地震信息服务和地震科普的需求。值得关注的是，

地方标准仅有 ３项为 ２０００年以前制定发布，其他 １５７项均为 ２０００年以后制定发布，其中
２０１０年之后制定发布 １２８项标准，占比 ８０．０％。
２．４　团体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

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

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据统计，目前正在实施的团体标准共计 ２３
项。其中，地震监（观）测类 １项，占比 ４．３％；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 １８项，占比 ７８．３％；地震
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 １项，占比 ４．３％；地震勘探类 ２项，占比 ８．７％；通用设备抗震（振）类
１项，占比 ４．３％（表 ２、图 ３（ｄ））。

团体标准是对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重要补充，起步相对较晚，值得大力发展。目前正

在实施的团体标准中，主要为建设工程抗震设计、抗震加固或抗震鉴定等方面。团体标准均

为 ２０００年以后制定实施，其中 ２０１０年之后制定实施 ２１项，占比 ９１．３％。
２．５　企业标准

据统计，由各类企业制定实施的企业标准共计 １４５项，其中地震监（观）测类 ２７项，占比
１８．６％；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 ６３项，占比 ４３．４％；地震应急救援与灾情调查类 ５项，占比
３．４％；地震勘探类 ４１项，占比 ２８．３％；通用设备抗震（振）类 ６项，占比 ４．１％；地震信息服务
与科普类 ３项，占比 ２．１％（表 ２、图 ３（ｅ））。

制定实施上述企业标准的既有大型国有企业，也有中小型民营企业。在 １４５项企业标
准中，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类标准 ６３项，占比 ４３．４％，主要为建设工程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的应用，为强化建设工程地震安全作出了贡献；地震勘探类标准 ４１项，占比 ２８．３％，其中既
涉及勘探技术方法，又涉及勘探的装备技术。企业标准同样均为 ２０００年以后制定实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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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２０１０年之后制定实施 １２１项，占比 ８３．４％。

３　讨论与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文献所讨论的地震标准一般是指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主导的标准，而

本文所讨论的地震标准既包括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的标准，也包括与地震

相关的一些其他标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恢复首先面临的是城乡建筑的地震安全的威胁，

急需加强和规范建筑抗震设计工作，最初的地震标准就来源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的《地震区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草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建

设、交通、水利等行业相继制定修订了一系列工程抗震方面的标准，资源、能源、化工等行业

也颁布了一批与地震相关的标准。就防震减灾工作而言，特别是在 １９６６年邢台地震之后，
面对地震灾害的特殊性，从地震监（观）测到地震灾害调查和应急救援、地震信息服务和防震

减灾知识普及等方面，地震行业相应制定实施了一些属于标准化范畴的规程、规定和规范，

１９９０年之后陆续上升为行业及国家标准，相继制定颁布了一大批新的标准。
地震标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领域向多领域拓展的发展阶段。在国家的高度重视

下，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地震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我国地震标准体系已

经基本确立，但与新时代新需求相比还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特别是随着近年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社会对地震安全的新需求，都对

地震标准化工作和地震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地震标准化需要以规划为引领。规划的引领可以使地震标准体系的建立更加高效有

序，也可消除各类标准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因此，建议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地震标准化发展规划，包括 １０～１５年中长期规划和以 ５年为期的短期
规划。

随着基层对地震标准的需求越来越多，建议国家标准进一步向基层需求方向拓展。比

如，重大建设工程和生命线工程的抗震设计规范比较健全，但是针对“量大面广”的一般工业

与民用建筑，特别是农村民居的抗震设计规范反而比较薄弱。毋庸置疑，重大建设工程和生

命线工程对地震安全有特殊要求，需要国家标准作保障；然而，“量大面广”的一般建设工程

与人民生产生活更接近，而且往往是人员密集场所，同样需要国家标准作保障，这样可以充

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再比如，面向公众需求的地震信息服务与科普类标准也需要拓

展和加强，特别是随着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的实施，亟须制定该领域的国家标准。

在地震标准体系建设过程中，行业标准往往是培育国家标准的摇篮。一般来说，通过行

业标准的先期试点，及时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不断地修订完善，条件成熟时，可以

上升为国家标准。为了进一步加强地震标准体系建设，建议积极发展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

标准。

地方标准是地震标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突出地域特

色。地震领域地方标准化工作已经起步，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已有 ２９个省（区、市）制定
发布了地方标准，其中，四川、山东、福建、广东、北京、河北等省份均已超过 ９项，最多的是四
川省，达 １７项。但是，部分省份地方标准较少，２个省份未制定地方标准。因此，需要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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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很多，建议进一步加强地方标准的制定。

当前，团体标准刚刚起步，处于实验试点阶段。国家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方向之一就

是鼓励选择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产品类标准较多的领域，先行开展团体标准试点

工作，这为加强团体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大好机遇。社团组织直接面向并服务广大社会公

众，可以及时发现并满足社会公众的新型需求。团体标准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亟须加快团

体标准制定的步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企业标准的发展又极大地

促进了企业创新创业。当前，国家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方向是把政府单一供给的现行标

准体系，转变为由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共同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

国家还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为加快企业标准体系

建设提供了政策机遇，建议大力发展企业标准。

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化刚刚开始，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还不高，尚缺乏中国标准品牌。在地

震标准方面，我国更多的是借鉴国际标准，比如，核电厂选址地震安全规定、核电厂抗震设计

规范等标准就较多地借鉴了国际标准。当前，尚未有中国地震标准走向国际化，需要积极努

力逐步填补这项空白。鉴于我国在地震监测等领域的优势和特色，随着我国地震仪器设备

走向海外，应当推进中国地震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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