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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地震局现行《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规范》和该规范 １９９４年实施以来所

积累的经验制定的。
制定本标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切实做好建设工程场地及区域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制定本标准时，广泛听取了我国工程界、地震界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以及国家地震烈度评定委员

会委员的意见。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聿贤、时振梁、冯启民、张裕明、金严、杜玮、吴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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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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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方法，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大型厂矿企业、大城市和经济建设开发区的选址、确定抗震设防要求、制定发展规划和防震减灾对策。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５０２６７—１９９７ 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Ｊ７—１９８９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ＪＧＪ８３—１９９１ 软土地区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本底地震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一定地区内没有明显构造标志的最大地震。
 场地相关反应谱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考虑地震环境及场地条件影响得到的地震反应谱。
 地震带 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ｅｌｔ

地震活动性与地震构造条件密切相关的地带。
 地震地质灾害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在地震作用下，地质体变形或破坏所引起的灾害。
 地震动参数 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地震引起地面运动的物理参数，包括加速度、反应谱等。
 地震构造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与地震孕育和发生有关的地质构造。
 地震构造区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具有同样地质构造和地震活动性的地理区域。
 地震活动断层 ｓｅｉｓｍｏ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

曾发生和可能再发生地震的断层。
 地震区 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环境均相类似的地区。
 断层活动段 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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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活动断层上，活动历史、几何形态、性质、地震活动和运动特性等具有一致性的地段。
 构造类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ｏｇ

一种地震活动性分析方法，该方法认为具有同样构造标志的地区，有发生同样强度地震的可能。
 古地震 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没有文字记载、采用地质学方法发现的地震。
 活动断层 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

晚第四纪以来有活动的断层。
 活动构造 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晚第四纪以来有活动的构造，包括活动断层、活动褶皱、活动盆地、活动隆起等。
 能动断层 ｃａｐａｂｌｅｆａｕｌｔ

地表或近地表处有可能引起明显错动的活动断层。
 起算震级 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中参与计算的最低震级。
 潜在震源区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ｚｏｎｅ

未来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震源所在地区。
 一致概率反应谱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在相同超越概率水平下，不同周期点的反应谱值所组成的谱。
 震级档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中，所能分辨的震级间隔。一般为 ０５级。
 震级上限 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在地震带或潜在震源区内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震级。

 符号

本标准采用下列符号：

爛牏——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面积；

牄——震级频度关系斜率；

ｄ爛牏——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面积微元；

牊（犡）——衰减关系中不确定性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

牊牏（犤）——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的方向性函数；

牊牏，爩牐——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第 牐个震级档地震年平均发生率的权系数；

牊（牠）——强度包络函数；
爤——地震烈度；
爩——地震震级；

爫爩——震级分档档数；

爫爳——潜在震源区总数；

爮（牂≥牫）——地震烈度或地震动参数值大于等于某一给定值概率；
爲——震中距；

爲０，爲０（爩）——近场距离饱和因子；

爳——场地类别参数；

牠１——强度包络函数上升段截止时间；

牠２——强度包络函数平稳段截止时间；

牅——强度包络函数下降段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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牪——给定的地震动参数；
牁——地震动参数；

牁牉——表征强度包络函数特性参数，可以是 牠１、牠２和 牅；

牂——地震烈度或地震动参数；
牫——给定的地震烈度或地震动参数；
犤——可能的主破裂方向；
犡——回归分析中不确定性随机变量；
犲——衰减关系的标准差；

牤牏，爩牐——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第 牐个震级档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牤爩牐——地震带内第 牐个震级档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分级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共分四级，各级工作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Ⅰ级工作包括地震危险性的概率分析和确定性分析、能动断层鉴定、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和地震

地质灾害评价。适用于地震安全性要求高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中的主要工程。
 Ⅱ级工作包括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及地震小区划。适用于《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１９９０）》烈度值Ⅵ
度及Ⅵ度以上地区的大城市、重要经济开发区以及覆盖区域较大的重要生命线工程中的主要工程。
 Ⅲ级工作包括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和地震地质灾害评价。适用于《中国地震

烈度区划图（１９９０）》烈度值Ⅵ度及Ⅵ度以上地区除Ⅰ级、Ⅱ级以外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中的主要工程。
 Ⅳ级工作依据现行《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１９９０）使用规定》。对需要进行地震烈度复核者进行地震

危险性概率分析。适用于Ⅰ级、Ⅱ级、Ⅲ级以外的工程。

 区域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

 研究范围和图件比例尺

 区域取对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有影响的范围，不应小于工程场地外围 １５０ｋｍ。
 区域图件比例尺宜采用 １∶１００万。对精度要求稍低的图件，可采用较小比例尺。所有图件都应

标明场点位置。
 区域地震活动性

 地震目录的编制，应遵照以下原则：
——收集正式出版的地震目录和地震部门公布的地震报告，编制区域地震目录；
——历史地震目录包括本区域自有地震记载以来的全部破坏性地震事件；
——区域性地震台网地震目录给出自有区域性台网观测以来全部可定震中参数的地震事件，其震

级下限可视地区和工作级别而定。
 地震震中分布图的编制，应遵照下列规定：

——编制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注明资料起止年代；
——编制区域性台网记录的地震震中分布图，图中标明台站位置并注明资料起止年代。

 地震活动时空特征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分析不同时段各级地震的可靠性与相对完整性；
——分析地震的空间分布图像；
——分析地震活动强弱随时间的起伏特点，评价未来地震活动水平。

 应收集、补充本区域震源机制解资料，编制震源机制分布图。
 应收集并分析历史地震的场地烈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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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地震构造

 根据实地调查和已有资料编制地震构造图，图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第四纪以来活动的断层及其性质和运动特性；
——第四纪以来活动的盆地及其性质；
——现代构造应力场方向；
——破坏性地震的震中。

 对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和确定性分析结果有较大影响的断层，在资料不充分时，应重点补充下

列内容：
——查明断层最新活动时代、性质和运动特性；
——进行断层活动性分段；
——分析重点地段的古地震强度和活动期次。

 Ⅰ级工作，应建立区域地球动力学模型。
 宜收集已有资料，编制下列基础图件：

——区域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图，必要时编制新构造图；
——布格重力异常图，必要时进行延拓或均衡重力异常计算，编制相应图件；
——航磁异常图，必要时进行延拓和居里面计算，编制相应图件；
——地壳结构图。

 地震区和地震带划分

 应依据下列因素划分地震区：
——地球物理场和地壳结构的区域性差异；
——大地构造和构造发展史的差异；
——地震活动的区域性差异。

 应依据下列因素划分地震带：
——地震活动空间分布的成带性；
——地震与活动构造带的一致性。

 区域地震构造综合分析

 应根据本章 ６１～６４各节规定工作的结果，对区域不同震级的地震构造进行综合分析，其震级

可取为 ６级、７级、８级。

 近场及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

 研究范围和图件比例尺

 近场可取为工程场地及其外延 ２５ｋｍ的地区，Ⅰ级、Ⅱ级和Ⅲ级工作必须在此范围内进行实地

调查。
 场区可取为工程场地及其外延 ５ｋｍ的地区，Ⅰ级工作必须在此范围内进行能动断层调查和鉴

定。
 近场地震构造图和震中分布图比例尺宜采用 １∶２０万，Ⅰ级工作必须采用 １∶１０万。
 说明活动构造细节的图件，可根据研究对象选定比例尺，探槽剖面图宜采用 １∶１０至 １∶５０；地
质和地貌平面图和剖面图宜采用 １∶１００至 １∶１０００。
 近场地震活动性

 破坏性地震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近场所有已知破坏性地震，重新确认其震中位置和强度；
——凡证据不充分或有怀疑的破坏性地震，在进行资料核查和现场调查后，确认震中位置和强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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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级小于 ４３４
地震活动与活动构造关系的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编制震中分布图，分析其与活动构造的关系；
——Ⅰ级工作，对地震事件重新定位。

 应利用近场震源机制资料，包括小地震综合断层面解资料，进行局部构造应力场分析和分区。
 近场和场区的活动构造

 应对主要断层进行详细的断层活动性鉴定，包括活动时代、性质、运动特性、分段等。
 应采集测年样品，进行断层活动时代判定，在覆盖区应配合相应的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探方

法，探明断层位置。
 宜收集地壳形变和考古资料，分析现代构造活动特点。
 Ⅰ级工作应进行第四纪地质和地貌调查，并应提出第四纪地质构造的剖面图和平面图，说明第

四纪构造活动特点。
 Ⅰ级工作必须在场区 １∶２．５万地质图的基础上进行能动断层鉴定。
 近场及场区地震构造综合评价

 应编制近场地震构造图。
 应对近场及场区地震构造作出综合评价。

 场地工程地震条件

 场地勘察

 场地范围可取工程建设规划的范围。
 勘察内容应包括现场调查，收集、整理和分析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资料。
 应编制钻孔分布图、钻孔柱状图、工程地质分区图。
 钻探符合下列规定：

——Ⅰ级工作钻探深度必须达到基岩或剪切波速大于等于 ７００ｍ燉ｓ处；
——Ⅱ级、Ⅲ级工作宜有不少于两个钻孔达到基岩或剪切波速大于等于 ５００ｍ燉ｓ处。若土层厚度超

过 １００ｍ，可终孔于满足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所需要的深度处；
——Ⅱ级工作场地钻孔布置应能控制土层结构和场地内不同工程地质单元。

 对可能产生地震地质灾害场地的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可能发生饱和土液化的场地，调查地下水位、标准贯入锤击数、粘粒含量。Ⅰ级工作要符合

ＧＢ５０２６７规定；
——在可能产生软土震陷的场地，调查软土层厚度分布及历史地震造成的软土层变形特点，并进行

分析；
——在可能产生崩塌、滑坡与地裂缝的场地，调查和收集地形坡度、岩石风化程度、古崩塌、古滑坡、

古河道等资料；
——对可能遭受海啸与湖涌影响的场地，搜集历史海啸与湖涌对场地及附近地区的影响资料；
——对地震作用下可能产生断层活动的场地，搜集断层分布、产状、断层带宽度、位错量及覆盖层厚

度等影响资料。
 场地土动力性能测定

 测定土动力性能，应包括下列内容：剪切波速、初始剪切模量、剪切模量比与剪应变关系曲线、阻
尼比与剪应变关系曲线。具体要求如下：

——应进行分层剪切波速测量，在土层岩性变化处，加密控制点；
——Ⅰ级工作必须对不同土层进行动三轴试验；
——Ⅱ级、Ⅲ级工作应对有代表性的土层进行动三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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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考虑竖向地震反应，应取得纵波速度、初始压缩模量比与轴应变关系曲线、阻尼比与轴应变

关系曲线。

 地震烈度与地震动衰减关系

 基础资料

 应搜集区域及邻区的等震线图或地震烈度资料。
 应搜集区域及邻区的强震观测资料。
 地震烈度衰减关系

 地震烈度衰减关系，可采用椭圆或圆模型，其形式为：
爤＝ 爞１＋ 爞２爩＋ 爞３ｌｇ（爲＋ 爲０）＋ 爞４爲＋ 犡 ……………………（１）

式中：爤——地震烈度；

爞牏——回归常数，其中 牏＝１，２，…；

爩——震级，级；
爲——震中距，ｋｍ；

爲０——近场距离饱和因子，ｋｍ；

犡——随机变量。
 确定模型参数时，宜采用有仪器记录的地震烈度资料。
 地震烈度衰减模型应体现近场烈度饱和并与远场有感范围相协调。
 若采用椭圆模型，长、短轴衰减关系的烈度差别在近震中处应小于半度，在远场应趋近于零度。
 选定的地震烈度衰减关系应和实际地震烈度资料进行对比。
 基岩地震动衰减关系

 在基岩地震动衰减模型中，应考虑加速度峰值和反应谱的高频分量在大震级和近距离的饱和特

性，其关系式可为：

ｌｇ牁＝ 爞１＋ 爞２爩＋ 爞３爩２＋ 爞４ｌｇ（爲＋ 爲０（爩））＋ 爞７爲＋ 犡 ……………（２）

爲０（爩）＝ 爞５ｅｘｐ（爞６爩） ……………………（３）
式中：爲０（爩）——近场距离饱和因子，ｋｍ。
 强度包络函数

 强度包络函数应由上升、平稳和下降三个阶段构成，其形式可为：

牊（牠）＝
（牠燉牠１）２ （牠燉牠１）
１ （牠１≤ 牠≤ 牠２）
ｅｘｐ［－ 牅（牠－ 牠２）］ （牠＞ 牠２

烅
烄

烆 ）
……………………（４）

式中：牊（牠）——强度包络函数；
牠——时间，ｓ；

牠１——强度包络函数上升段截止时间，ｓ；

牠２——强度包络函数平稳段截止时间，ｓ；

牅——强度包络函数下降段系数。
 强度包络函数的特征参数与震级、距离和场地条件的关系可采用下列模型：

ｌｇ牁ｅ＝ 爞１＋ 爞２爩＋ 爞３ｌｇ（爲＋ 爞４）＋ 爞５爳 …………………（５）
式中：牁ｅ——表征强度包络函数特性的参数，可以是 牠１，牠２或 牅；

爳——场地类别参数，基岩场地 爳＝０。
 缺乏强震观测资料地区的地震动衰减关系

 可根据研究区地震烈度衰减关系以及参考区的地震烈度和地震动衰减关系，确定研究区地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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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关系。
 若采用地震烈度椭圆衰减模型，可按长、短轴分别换算的方法，得到研究区地震动衰减关系。
 换算结果的标准差不应小于参考区地震动衰减关系的标准差。
 确定研究区地震动衰减关系时，应论证其合理性；若研究区有少量强震观测资料，应与换算所得

的衰减关系进行对比。

 地震危险性的确定性分析

 地震构造法

 应依据地震活动性和地质构造划分地震构造区。
 应依据下列因素，对地震活动断层进行分段：

——几何形态和结构的差别；
——力学性质（正断层、逆断层、走滑断层及组合断层）的差别；
——地震活动性的差别；
——发育历史的差别；
——运动特性（蠕滑或粘滑）的差别；
——地球物理场和地壳结构的差异。

 应根据断层活动段的尺度、活动特点、活动规模，以及断层活动段上最大历史地震，判定各断层

活动段的最大潜在地震。
 应确定地震构造区内与已确认的地震活动断层无关的最大潜在地震。
 确定场地地震动参数，应遵照下列规定：

——将各最大潜在地震置于其可能发生范围内距场地最近处，计算场地的地震动参数值，并考虑衰

减关系的不确定性；
——考虑衰减关系的近场适用性；
——取计算结果的最大值，作为地震构造法所确定的地震动参数。

 历史地震法

 应按适合于本地区的衰减关系，对各次历史地震计算场地的地震动参数值。
 应根据各次历史地震破坏情况的记载与调查资料，确定场地的烈度值，按本标准 ８５的规定，
转换得到地震动参数值。
 应取 １０２１和 １０２２两条中计算结果的最大值，作为历史地震法所确定的地震动参数。
 结果的确定

 应取地震构造法和历史地震法结果中之大者作为地震危险性确定性分析的结果。

 地震危险性的概率分析

 潜在震源区划分

 应在地震带或地震区的基础上划分潜在震源区。
 宜考虑下列标志，结合本标准 ６５规定所得的区域地震构造综合分析结果，划分潜在震源区：

——破坏性地震震中；
——微震和小震密集带；
——古地震遗迹地段；
——地震空间分布图像的特征地段；
——断层活动段；
——晚第四纪断陷盆地；
——活动断层的端部、转折处或交汇处等特殊部位；

７

﹩﹣—



——与地震有关的深部构造和地球物理场特征部位。
 应根据地震活动空间分布图像和地震构造几何特征确定潜在震源区边界。
 若地震动衰减关系采用椭圆模型，应考虑各个潜在震源区地震烈度或地震动衰减长轴多种取

向的可能性，确定其方向性函数。
 地震活动性参数的确定

 地震活动性参数应包括：
——地震带的震级上限；
——地震带的 牄值；
——地震带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潜在震源区的震级上限；
——潜在震源区各震级档地震年平均发生率的权系数；
——起算震级；
——本底地震震级和年平均发生率。

 按照下列各款规定，确定地震带的地震活动性参数：
——应按地震带内历史地震的最大震级和地震构造特征，综合确定地震带的震级上限；
——确定 牄值时，应考虑地震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代表性以及必要的样本量；
——应根据地震活动趋势确定地震带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起算震级宜取为 ４级。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潜在震源区的地震活动性参数：
 考虑下列因素确定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

——潜在震源区内最大历史地震震级；
——构造类比结果；
——古地震强度；
——地震活动图像判定的结果。

 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按 ０５级分档。
 按下式确定潜在震源区内各震级档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牤牏，爩牐＝ 牤爩牐燈牊牏，爩牐 …………………（６）

式中：牤牏，爩牐——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第 牐个震级档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牤爩牐——地震带内第 牐个震级档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牊牏，爩牐——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第 牐个震级档的地震年平均发生率的权系数，宜按各潜在震源区资

料依据的充分程度和相应各震级档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确定。
 本底地震震级，可取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的最低值减 ０５级，其年平均发生率，可根据实际资

料统计得出。
 地震危险性的概率计算

 场地地震烈度和地震动参数年超越概率，应按下式计算：

爮（牂≥ 牫）＝ １－ ｅｘｐ－∑
爫爳

牏＝１∫爛牏∫犤
１
爛牏∑

爫爩

牐＝１
牤牏，爩牐爮（牂≥ 牫燏爠）牊牏（犤）ｄ犤ｄ爛｛ ｝牏 …………（７）

式中： 牂——地震动参数或地震烈度；
牫——给定的地震动参数值或地震烈度值；

爮（牂≥牫）——地震烈度或地震动参数值大于等于某一给定值的概率；
牊牏（犤）——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的方向性函数；

犤——可能的主破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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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牏——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的面积，ｋｍ２；

爮（牂≥牫燏爠）——第 牏个潜在震源区内发生所考虑的地震时，场地地震烈度或地震动参数值超过某一给定

值的概率；
爫爩——震级分档档数；

爫爳——潜在震源区总数。

 计算一致概率反应谱时，周期点数不得少于 １５个。
 不确定性校正

 在地震危险性的概率计算中，衰减关系不确定性校正可按下式进行：

爮（牂≥ 牫）＝∫
＋牑犲

－牑犲
爮（牂≥ 牫燏犡牊（犡））ｄ犡 ……………………（８）

式中：牑——常数，可取 ３；
犲——衰减关系的标准差；
犡——回归分析中不确定性的随机变量；

牊（犡）——犡的概率密度函数。
 Ⅰ级工作，还应考虑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结果表述

 应以表格形式说明对场地地震危险性起主要作用的各潜在震源区的贡献。
 应根据工程需要，以图、表形式给出不同年限、不同超越概率的地震动参数或地震烈度值。

 区域性地震区划

 基本规定

 应根据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结果，编制地震区划图。
 地震区划图应以地震烈度或地震动参数表示。
 地震区划图比例尺宜采用 １∶５０万。
 区域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工作，应符合本标准第 ６章的规定。
 近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工作，应符合本标准第 ７章的规定。
 应遵照本标准第 ９章的规定，建立适合于区划范围的地震烈度及地震动衰减关系。
 计算控制点的间距，应不大于地理经纬度 ０１°。在结果变化较大的地段，宜适当加密控制点。
 结果表述

 地震区划图的概率水平应根据工程规划与抗震设防的要求决定。
 地震烈度区划图，应以整度分区。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等值线间距，宜以不大于 ５０％的速率递增，并应在图内标明最低值和最

高值。
 根据计算结果确定分区界线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潜在震源区和地震活动性参数的可变动范围，及其对结果的影响；
——地形、地貌的差异；
——地震动参数的精度。

 应编写相应的使用说明。

 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和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模型

 Ⅰ级、Ⅱ级和Ⅲ级工作，若地面、土层界面及基岩面较平坦，可用一维分析模型；若土层界面、基
岩面或地表起伏较大，用二维或三维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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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界面的确定遵照下列规定：
——Ⅰ级工作必须采用钻探确定的基岩面或剪切波速不小于 ７００ｍ燉ｓ的层顶面作为输入界面；
——Ⅱ级、Ⅲ级工作宜采用下列三者之一作为输入界面：

ａ）钻探确定的基岩面；
ｂ）剪切波速不小于 ５００ｍ燉ｓ的界面；
ｃ）深度超过 １００ｍ，剪切波速有明显跃升的分界面或由其他方法确定的基岩面。

 若选用二维或三维分析模型，宜设置人工边界。
 模型参数的确定

 Ⅰ级工作应根据土动力性能测定结果确定模型参数。
 Ⅱ级、Ⅲ级工作宜由土动力性能测定的资料确定模型参数；若资料不足，可根据土的常规物理

力学性能或岩性类比等指标，用经验关系确定模型参数。
 输入地震动参数的确定

 Ⅰ级工作应采用 ＧＢ５０２６７中规定的基岩反应谱作为输入反应谱。
 Ⅱ级、Ⅲ级工作应选取给定概率水平的具体场地基岩反应谱作为输入反应谱。
 若本地有强震记录，应充分利用其构成适合场地的基岩地震动时程。
 若本地无强震记录，应采用以下适当方法合成适合场地的基岩地震动时程：
 Ⅰ级工作，反应谱的拟合应符合 ＧＢ５０２６７的规定；
 Ⅱ级、Ⅲ级工作，反应谱的周期控制点数不得少于 ５０个，控制点谱的相对误差应小于 ５％；
 应给出三个以上相互独立的基岩地震动时程。
 可由基岩地震动时程，将幅值的 ５０％作为输入地震波。
 场地地震反应与场地地震相关反应谱的计算

 一维模型可用等效线性化波动法迭代求解。土层厚度应划分得足够小，使层内各点剪应变幅值

大体相等。
 二维及三维模型可用有限元法求解。有限元网格在波传播方向的尺寸不应大于所考虑最短波

长的 １燉８或 １燉４。
 坚硬土层，可不考虑土的非线性。
 应根据 １３４１或 １３４２中规定工作得到的场地地震动时程，计算场地地震相关反应谱。
 场地地震动参数的确定

 场地地震动参数，应包括场地地表与工程建设所要求深度的地震动峰值和场地地震相关反应

谱。
 Ⅰ级工作必须取各个时程得到的地震动参数最大值作为场地地震动参数；Ⅱ级、Ⅲ级工作应对

一组（至少三个）输入时程分析结果予以综合评定。
 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饱和土液化的评价应遵守下列规定：
——Ⅰ级工作符合 ＧＢ５０２６７的规定；
——Ⅱ级、Ⅲ级工作可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判别；若有液化层，则应进一步判定液化等级和液化深

度。
 软土震陷判别应符合 ＪＧＪ８３的规定。
 对地震烈度大于等于Ⅶ度的岩石场地，应评定地震作用下，岩体崩塌、开裂、滑坡、塌陷的可能

性。
 地震作用下土体边坡稳定性评价，应符合 ＧＢＪ７的规定。
 应根据断层活动性调查结果，结合断层的位置、规模、错动性质、覆盖层厚度评价地面变形。
 应结合场地特点作出其他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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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动小区划

 地震动小区划

 地震动小区划应包括加速度峰值与反应谱小区划。
 地震动小区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根据场地工程地质分区图，选择有代表性的控制点或工程地质剖面；
——按本标准第 １３章的规定，计算控制点或工程地质剖面的地震反应。

 应由 １４１２中规定工作得到的计算结果，编绘场地给定概率水平的加速度峰值和反应谱分区

图或等值线图。相邻两区或两等值线，加速度峰值的差别宜在 ２０％～３０％；反应谱特征周期的差别宜在

００５ｓ～０１ｓ。
 地震地质灾害小区划

 应按本标准 １３６的规定，评价场地地震地质灾害的类型、程度及其分布。
 应编制给定概率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地震地质灾害小区划图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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