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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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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地震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震灾风险防治中心、辽宁省地震局、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中国地震

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44号，联系电话：024-86580139。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44号，联系电话：024-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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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建筑物地震易损性评估、地震灾害风险

评估、评估结果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技术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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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3694—2013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19428—2014 地震灾害预测及其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18208.4—2011 地震现场工作 第4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GB 17742 中国地震烈度表

GB 18306—2015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 17741—2005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GB 50223—2008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T 24335—2009 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地震灾害 earthquake disaster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和社会功能的破坏。

[来源：GB/T 18027.1—2008,5.1]

风险 risk

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

注：通常用事件后果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组合来表示风险。

[来源：GB/T 23694—2013,1.1]

地震灾害直接损失 earthquake-caused direct loss

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地震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地震救灾投入费用。

[来源：GB/T 18208.4—2011,3.1]

地震易损性评估 seismic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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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强度地震作用下承灾体发生不同破坏程度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和评价。

普适型数据 general data

采用公里网格（或较小行政区）作为调查单元得到的承灾体数据，包括房屋、人口、国内生产总值

（GDP）、设防状况、土地利用类型等通用信息。

地震灾害风险 seismic disaster risk

未来某一时间内，某地区由于地震发生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和社会功能破坏等的可能

程度。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seismic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对未来某一时间内，某地区遭受的地震灾害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

[来源：GB/T 23694—2013,1.1，有修改]

区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seismic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region

根据统计学原理，选择典型剖析、抽样预测等方法对给定区域的承灾体（建筑、生命线工程等）群

体进行整体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来源：GB/T 50413—2007,2.0.3，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分类和工作内容

4.1.1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分为以下两类：

——单体地震灾害风险评估：针对单个承灾体采用详实型（或标准型）数据进行评估；

——区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以公里网格（或较小的行政区单元）承灾体作为评估单元，采用普

适型数据进行评估。

4.1.2 根据分类，主要内容及要求见表 1。

表 1 不同分类工作主要内容及要求

序号 工作名称

工作分类

一级工作 二级工作 三级工作

单体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区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1 地震动影响场生成 A A B

2 建筑物地震易损性评估 A B C

3 生命线工程地震易损性评估 A B —

4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A B C

注：表中的“A”表示工作内容、详细程度和精度要求“高”，“B”表示“较高”，“C”表示“一般”，

具体要求分别在各专题工作中详细规定，“—”表示该工作可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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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调查与收集

4.2.1 在进行现场资料调查前，应先收集工作区内人口、经济、环境等基本信息，工程结构的总体分

布情况，各类建（构）筑物的构造特点及其占比等。

4.2.2 若所调查区域内、周边地区或同类地区近期遭受破坏性地震，应收集震害调查数据和损失评估

报告等震害相关资料，同时应收集不同版本的地震区划图、震害预测、抗震防灾规划等相关资料。

4.2.3 建筑物基础数据应共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普查数据，并按不同结构类型、不用年代制备成

公里网格数据。

4.2.4 社会、经济和人口数据应共享国务院普查办以及各级普查部门的数据。

4.2.5 地震动影响场对应的超越概率水平为 50 年 63%、10%、2%以及 100 年 1%。

评估结果

按四个不同超越概率水平，给出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结果，编制不同比例尺的地震灾害风险区划图。

5 建筑物地震易损性评估

基本要求

5.1.1 工作区域内量大且面广的建筑物，应按结构类型分类，每类抽取一定数量样本进行地震易损性

分析，并给出相应的易损性矩阵，或按群体模拟、类比方法给出群体易损性矩阵。

5.1.2 计算分析得出的各类建筑物易损性矩阵应与实际震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差别较大时应提供充

分理由，否则应参照实际震害资料对易损性矩阵进行调整。

建筑物分类

5.2.1 建筑物可分为重要建筑物和一般建筑物。

5.2.2 重要建筑物应包括符合 GB50223 第 3.0.2 条定义的特殊设防类(甲类)、重点设防类(乙类)建筑

物。

5.2.3 一般建筑物指除重要建筑物以外的建筑物，区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应按一般建筑物进行处

理。

5.2.4 一般建筑物可分为以下几类：

——砌体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木（竹）结构；

——土木/石木结构；

——混杂结构：

——其他结构。

建筑物破坏等级划分

建筑物破坏等级可按GB/T 24335—2009进行划分，特殊结构类型可参照执行。

基础资料调查与收集

5.4.1 建筑物其调查内容和要求包括：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工作区内的建筑物进行逐栋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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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提供的普查表进行填写；

——同一调查单元内属性相同的同类建筑物，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建筑物进行普查,其它建筑

物的同类信息可参照填写。

5.4.2 区域建筑物应按三级工作要求进行，其调查内容和要求包括：

——基于建筑物普查数据，按不同结构类型、不同年代制备成公里网格数据；

——建筑物数据按公里网格(或较小的行政区划) 给出建筑总数量和面积，各类建筑数量和面积、

设防状况、建筑年代等所占比例；

——采用抽查方法调查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建筑，抽查样本应兼顾建造年代、层数、设防标准、场

地情况、地域分布及用途等诸多因素合理选取。每种类型结构的样本数不宜少于 50 栋，对于

高层建筑和工业厂房可适当减少。

地震易损性分析方法

区域建筑物应按三级工作要求进行，其地震易损性分析可选用下列方法：

——基于模糊相似理论的群体地震易损性模拟方法；

——基于实际震害完善的群体易损性模拟方法；

——其它群体地震易损性分析方法。

主要成果

主要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基础资料调查汇总成果；

——抽样建筑单体易损性分析结果；

——不同类型建筑物的地震易损性矩阵；

——各类建筑物抗震能力综合评价结果。

6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基本要求

6.1.1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内容包括人员伤亡评估、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和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6.1.2 人员伤亡评估主要进行因地震造成的死亡数量的评估。

6.1.3 经济损失评估主要进行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6.1.4 建筑物直接经济损失评估主要进行因地震造成的建筑物主体结构损失、装饰装修损失、室内财

产损失。

数据调查

区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应调查：

——公里网格(或较小行政区)单元内人口总数、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等；

——有关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等；

——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基础建设投资等；

——各类建筑物的平均重置造价及单位面积平均室内外财产值；

——以上数据通过共享各级普查办的基础资料。

人员伤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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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三级工作可以较小行政区、单元小区和公里网格为评估单元给出死亡总数和分布。

6.3.2 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地震危险性、建筑物抗震能力差异和地震易损性、人员伤/亡率、人口分布以

及人员在室率等因素进行人员死亡评估。

直接经济损失估计

应按不同的地震动强度下给出工作区的建筑物直接经济损失总值，按照GB/T 18208.4—2011第7章

执行。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区

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应按表2给出的分级指标进行地震灾害风险等级划分。

表 2 区域地震灾害风险等级分级指标

风险等级 分级指标（以区/县行政区为估算单元）

1级
死亡人数≥500；

或 (直接经济损失/区域内上年度 GDP) ≥ 1%

2级
500＞死亡人数≥100；

或 1%＞(直接经济损失/区域内上年度 GDP) ≥0.2%

3级
100＞死亡人数≥50；

或 0.2%＞(直接经济损失/区域内上年度 GDP) ≥0.1%

4级
50＞死亡人数＞0；

或 0.1%＞(直接经济损失/区域内上年度 GDP) ≥0.03%

5级 (直接经济损失/区域内上年度 GDP)＜0.03%

7 评估结果

区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成果表达形式

应给出不同超越概率地震作用下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结果：

——以公里网格为单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死亡结果；

——以区/县为行政单元的地震灾害风险等级；

——以直接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表征的各类承灾体地震灾害风险的比例及分布；

——各类地震灾害风险图件。

地震灾害风险图件比例尺

各类地震灾害风险图件比例尺应满足以下要求：

——省级行政区不低于 1:25 万；

——市县级行政区不低于 1:5 万。

地震灾害防治对策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地震灾害防治对策应确定为：

——抗震薄弱环节，应提出相应的抗震措施；

——区域和城市土地利用的防震减灾效能分区，划分为有利建设区、不利建设区、危险建设区三

类，提出土地利用防灾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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