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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防震减灾术语》系列国家标准中的第一部分《防震减灾术语 第一部分：基本术语》。《防

震减灾术语》系列国家标准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基本术语；
第二部分：专业术语。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现行的地震法规制定。
本标准包括：地震、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和震后救灾与重建 ５个部分的内容，共

计 ８４条。
本标准采用国际通行的防震减灾术语，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

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协调一致。
本标准术语的英译名参照“ＬＡＷ 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Ｎ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防 震 减 灾

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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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

所、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和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委员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运泰、谢礼立、马宗晋、张国民、王秀文、曹学锋、肖承邺、冯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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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震减灾的基本术语，适用于防震减灾有关工作及编写防震减灾有关法规、地震标

准，也适用于科研、教学、新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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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ＧＢ１７７４０—１９９９ 地震震级的规定

ＧＢ燉Ｔ１７７４２—１９９９ 中国地震烈度表

ＪＧＪ燉Ｔ９７—１９９５ 工程抗震术语标准

 术语

． 地震

．． 地震 ┇┉┆┊─
大地震动。包括天然地震（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矿山冒顶、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
和人工地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一般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

．． 震源 ┈┈│┈┄┊┇
产生地震的源。

．． 震级 │┃┉┊
对地震大小的相对量度。（ＧＢ１７７４０—１９９９中的 ２１）

．． 地震烈度 ┈┈│┃┉┃┈┉┎
地震引起的地面震动及其影响的强弱程度。（ＧＢ燉Ｔ１７７４２—１９９９中的 ２１）

．． 地震波 ┈┈│┌┋
地震时从震源发出、向四周传播的波。

．． 震中 ┅┃┉┇
震源在地面上的投影。

．． 极震区 │┏┄┈┈│━┇
一次地震破坏或影响最重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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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震中 │┇┄┐┅┃┉┇
极震区的几何中心。

．． 震源距 ┎┅┄┃┉┇━┈┉┃
地震震源至某一指定点的距离。

．． 震中距 ┅┃┉┇━┈┉┃
地震震中至某一指定点的地面距离。（ＧＢ１７７４０—１９９９中的 ２６）

．． （宏观）震中烈度 （│┇┄）┅┃┉┇━┃┉┃┈┉┎
极震区的地震烈度。

．． 无感地震 ━┉━┈┈┇┉┆┊─
震中附近的人不能感觉到的地震。
注：一般震级在 ３级以下，震中烈度在Ⅲ度以下。

．． 有感地震 ━┉┇┉┆┊─
震中附近的人能够感觉到的地震。
注：一般震级在 ３级以上，震中烈度在Ⅲ度以上。

．． 极微震 ┊━┉┇┐│┇┄┇┉┆┊─
震级＜１级的地震。

．． 微震 │┇┄┇┉┆┊─
１级≤震级＜３级的地震。

．． 小［地］震 ┈│━━┇┉┆┊─
３级≤震级＜５级的地震。

．． 中［等］地震 │┄┇┉┇┉┆┊─
５级≤震级＜７级的地震。

．． 大［地］震 ━┇┇┉┆┊─
震级≥７级的地震。

．． 特大地震 ┇┉┇┉┆┊─
８级和 ８级以上的大地震。

．． 破坏性地震 ┈┉┇┊┉┋┇┉┆┊─
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第二十六条）

．． 严重破坏性地震 ┈┋┇━┎┈┉┇┊┉┋┇┉┆┊─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灾区丧失或部分丧失自我恢复能力，需要国家采取相应行

动的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第三十条）
．． 近震 ┃┇┇┉┆┊─

震中距在 １０００ｋｍ～１４００ｋｍ以下的地震。
．． 远震 ┉━┈┈│

震中距在 １０００ｋｍ～１４００ｋｍ以上的地震。
．． 地方震 ━┄━┇┉┆┊─

震中距在 １００ｋｍ以内的近震。
．． 地震活动性 ┈┈│┉┎

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发生的地震在强度、频度、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分布规律和特征。
 地震监测预报

．． 地震前兆 ┇┉┆┊─┅┇┊┇┈┄┇
地震前出现的与该地震孕育和发生相关联的现象。

．． 地震观测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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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震或地震前兆进行观察与测量。
．． 地震监测 ┇┉┆┊─│┄┃┉┄┇┃

对地震发生及与地震发生有关的现象进行监视与观测。
．． 地震预测 ┇┉┆┊─┅┇┉┄┃

对未来地震的发生时间、地点和震级进行估计和推测。
．． 临震预测 ││┃┃┉┇┉┆┊─┅┇┉┄┃

对 １０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测。
．．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

未来一定时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或可能受破坏性地震影响造成严重地震灾害损失，需要

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区域。
．． 地震重点危险区 ┇┉━┇┉┆┊─┇┈─┇

未来一年或稍长时间内可能发生 ５级以上地震的区域。
．． 震情 ┇┉┆┊─┈┉┊┉┄┃

有关地震活动和地震影响的情况。
．． 震情会商 ┇┉┆┊─┈┉┊┉┄┃┄┃┈┊━┉┉┄┃

对震情进行分析与研究的专门会议。
．． 地震预报 ┇┉┆┊─┄┇┈┉

向社会公告可能发生地震的时域、地域、震级范围等信息的行为。
．． 地震长期预报 ━┄┃┐┉┇│┇┉┆┊─┄┇┈┉

对未来 １０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预报。
．． 地震中期预报 ┃┉┇│┉┐┉┇│┇┉┆┊─┄┇┈┉

对未来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和强度的预报。
．． 地震短期预报 ┈┄┇┉┐┉┇│┇┉┆┊─┄┇┈┉

对 ３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 临震预报 ││┃┃┉┇┉┆┊─┄┇┈┉

对 １０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 震后地震趋势判定 ┋━┊┉┄┃┄┅┄┈┉┐┇┉┆┊─┉┇┃

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地震发生后，对地震影响地区近期内地震活动形势发展的分析结果。
．． 地震速报 ┇┅┇┉┆┊─┃┄┇│┉┄┃┇┅┄┇┉

对已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等的快速测报。
．． 地震台［站］ ┈┈│┈┉┉┄┃

地震观测点或开展地震观测和地震科学研究的基层机构。
．． 地震台阵 ┈┈│┇┇┎

为提高地震信号的信噪比，由电缆线或无线通信线路将若干分布在地面上的地震仪器与同一

记录中心连接起来、采用专门技术进行信号处理的地震观测系统。
．． 地震遥测台网 ┉━│┉┇┈┈│┃┉┌┄┇─

由 ４个以上分散布局的地震台和一个通过电信遥测技术收集并处理各台记录信号的管理中心

组成的地震观测系统。
．． 地震监测台网 ┇┉┆┊─│┄┃┉┄┇┃┃┉┌┄┇─

由若干地震台组成的地震观测系统。
．． 地震监测设施 ━┉┎┄┇┇┉┆┊─│┄┃┉┄┇┃

开展地震监测的设备及有关设施的统称。
．． 地震观测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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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地震监测设施不受干扰、能够正常发挥工作效能的地震台、地震观测场地的周围环境。
．． 流动观测 │┄━┄┈┇┋┉┄┃

为某研究任务或震情工作需要开展的地震观测。
．． 强震观测 ┈┉┇┄┃│┄┉┄┃┄┈┇┋┉┄┃

记录地震动和工程结构的地震反应的地震观测。
．． 地震谣言 ┇┉┆┊─┇┊│┄┇

没有事实根据或缺乏科学依据的地震消息。
 地震灾害预防

．． 地震灾害 ┇┉┆┊─┈┈┉┇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和社会功能的破坏。

．． 地震原生灾害 ┅┇│┇┎┇┉┆┊─┈┈┉┇
地震直接造成的灾害。

．． 地震次生灾害 ┈┄┃┇┎┈┈┉┇┄┇┉┆┊─
地震造成工程结构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火灾、爆炸、瘟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以及

水灾、泥石流和滑坡等对居民生产和生活区的破坏。
．． 地震次生灾害源 ┈┄┊┇┄┈┄┃┇┎┈┈┉┇┄┇┉┆┊─

产生地震次生灾害的设施和环境。如燃气管道、弹药库、化学药品库、水库、陡坡等。
．． 地震对策 ┇┉┆┊─┄┊┃┉┇│┈┊┇

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的策略。
．． 地震灾害预测 ┇┉┆┊─┈┈┉┇┅┇┉┄┃

对未来地震可能造成的灾害做出估计。
．． 地震灾害预防 ┇┉┆┊─┈┈┉┇┅┇┋┃┉┄┃

避免和减轻地震灾害的防御性工作。
．． 防震减灾 ┅┇┄┉┉┃┃┈┉┃│┉┉┃┇┉┆┊─┈┈┉┇┈

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
．． 重大建设工程 │┄┇┄┃┈┉┇┊┉┄┃┅┇┄┉

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工程。主要指地震发生后，一旦遭到破坏会造成重大社会

影响和国民经济重大损失的建设工程。
．． 地震基本烈度 ┈┃┉┃┈┉┎

一 个地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一定场地条件和超越概率水平下可能遭遇的地震烈度。例如，
１９９０年颁布的《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定义地震基本烈度为：５０年期限内，一般场地条件下，可

能遭遇超越概率为 １０％的地震烈度。
．． 地震［基本］烈度复核 ─┃┄┈┈┈│┃┉┃┈┉┎

采用最新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给出的某地地震基本烈度进行核实或

修正。
．． 地震区划 ┈┈│┏┄┃┃

以地震烈度、地震动参数为指标，将国土可能遭受地震影响的危险程度划分成若干区域。
．． 抗震设防要求 ┇┆┊┇│┃┉┄┇┄┇┉┉┄┃┃┈┉┇┉┆┊─

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破坏的准则和在一定风险水准下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烈度或地震动参数。
．． 地震危险性分析 ┈┈│┏┇┃━┎┈┈

用确定性方法或概率计算方法给出工程场地或某一区域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可能遭遇的地震烈

度或地震动参数值。
．． 地震安全性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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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建设工程场地和场地周围的地震活动与地震地质环境的分析，按照工程设防的风险水

准，给出与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相应的地震烈度和地震动参数，以及场地的地震地质灾害预测

结果。
．． 抗震性能鉴定 ┋━┊┉┄┃┄┇┉┆┊─┇┈┈┉┃┉┅━┉┎

检查现有工程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对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

进行评估。（ＪＧＪ燉Ｔ９７—１９９５中的 ２１５）
．． 抗震加固措施 ┈┉┇┃┉┃┃│┈┊┇┄┇┇┉┆┊─┇┈┈┉┃

为使现有建筑达到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所采取的增强强度、提高延性、加强整体性和改善传力

途径等措施。
．． 抗震设计 ┇┉┆┊─┇┈┈┉┃┉┈┃

对地震区的工程结构进行的一种专业设计。一般包括概念设计、结构抗震计算和抗震构造措施

三个方面。（ＪＧＪ燉Ｔ９７—１９９５中的 ５１１）
．． 抗震设计规范 ┇┉┆┊─┇┈┈┉┃┉┈┃┄

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要求所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技术性规定。
 地震应急

．． 地震应急 ┇┉┆┊─│┇┃┎┇┈┅┄┃┈
破坏性地震发生前所做的各种应急准备以及地震发生后采取的紧急应急行动。

．． 地震应急预案 │┇┃┎┇┈┅┄┃┈┅━┃┈┃┇┄┄┇┈┉┇┊┉┋┇┉┆┊─
防止和减轻未来地震灾害的地震应急方案。

．． 地震应急指挥机构 ┇┉┆┊─│┇┃┎┇┈┅┄┃┈│┃┈┉┇┉┄┃
指挥和组织地震应急工作的临时行政机构。

．． 地震紧急应急措施 ┊┇┃┉│┈┊┇┄┇┇┉┆┊─│┇┃┎
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在地震灾区采取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紧急行政措施。

．． 地震避难场所 ┇┉┆┊─┈━┉┇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设置居民临时生活区或疏散人员的安全场所。

 震后救灾与重建

．． 地震灾情 ┇┉┆┊─┈┈┉┇┉┄┃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情况。

．． 地震灾区 ┇┉┆┊─┈┉┇─┃┇
地震发生后，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经济建设遭到破坏的地区。

．． 地震烈度评定 ┇┉┃┄┈┈│┃┉┃┈┉┎
根据受地震影响地区的宏观和微观地震资料，确定该地区的地震烈度。

．． 地震灾害评估 ┇┉┆┊─┈┈┉┇┈┈┈┈│┃┉
对地震造成的灾害的程度做出评定与估计。

．． 地震救助技术 ┇┈┊┉┃┄━┄┎┄┇┇┉┆┊─┏┇
用于震前应急防御和震后抢险救助的各种技术的总称。

．． 震后救援 ┅┄┈┉┐┇┉┆┊─┇━
对地震灾区采取的救援行动。

．． 震后恢复与重建 ┅┄┈┉┐┇┉┆┊─┇┄┋┇┎┃┇┄┃┈┉┇┊┉┄┃
使地震灾区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功能恢复基本正常以及对地震破坏的建（构）筑物、公共设施的

修复与建设。
．． 地震遗迹 ┇┉┆┊─┇│┃┈

地震留下的痕迹。包括震毁、震损或地震影响区域内完好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地震活动产生的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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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形、地貌变动的痕迹等。
．． 地震遗址 ┇┉┆┊─┇━

地震遗迹所在的地方。
．． 地震保险 ┇┉┆┊─┃┈┊┇┃

补偿地震灾害损失的一个保险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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