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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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中国地震烈度表》，与 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ａ）　将评定烈度的房屋类型由原标准的３类扩展为５类，增加了按照Ⅶ度（７度）抗震设防的钢筋

混凝土框架房屋Ｄ类，并将原标准中的Ａ类房屋划分成Ａ１类房屋和Ａ２类穿斗木构架房屋；

ｂ）　在Ⅵ度（６度）～Ⅻ度（１２度）房屋震害程度描述中，给出新增房屋类型Ａ２类和Ｄ类在不同烈

度下的破坏等级数量，对原标准中各房屋类型的破坏等级数量也进行了部分修订；

ｃ）　给出新增房屋类型Ａ２类和Ｄ类的平均震害指数，将原标准中Ａ类和Ｂ类房屋统一的平均震

害指数进一步细分为Ａ１类和Ｂ类，并分别给出，调整了Ｃ类房屋平均震害指数；

ｄ）　对Ⅵ度（６度）时房屋震害的平均震害指数初始值进行了修订；

ｅ）　新增了依据桥梁、电力设备和地下供水管道等生命线工程震害的地震烈度评定指标；

ｆ）　在Ⅱ度（２度）和Ⅲ度（３度）中，增加了较高楼层中人的感觉描述，对Ⅴ度（５度）和Ⅵ度（６度）时

人的感觉指标进行了修订；

ｇ）　在Ⅴ度（５度）～Ⅸ度（９度）中，分别增加了物架上小的器物、顶部沉重的器物、家具和室内物品

等反应现象；

ｈ）　将水平向地震动参数修订为按照一定流程处理后的三分向合成地震动参数；

ｉ）　增加规范性附录地震烈度的仪器测定方法；

ｊ）　烈度等级改为用罗马数字或阿拉伯数字表示；

ｋ）　修改了标准的结构和部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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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福建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云南省

地震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河北省地震局、广东省

地震局、四川省地震局、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防灾科技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景江、金星、林均岐、马强、张令心、孙柏涛、李山有、袁一凡、温增平、郭恩栋、

刘如山、戴君武、刘爱文、卢永坤、张红才、李水龙、杨大克、张勤、钟贻军、宋立军、非明伦、李志强、姜立新、

帅向华、王东明、胡伟华、刘金龙、杜轲、李建亮、王多智、陶冬旺、李军、韦永祥、宋晋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１９９９、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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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７７４２—２００８自发布实施以来，在地震烈度评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我国相继发

生了四川汶川８．０级地震、青海玉树７．１级地震、四川芦山７．０级地震、云南鲁甸６．５级地震等多次强烈

地震，在实际烈度评定工作中，积累了大量震害资料和强震动观测记录，提供了新的烈度评定房屋类型

和修订原烈度评定指标的依据。随着我国地震观测台网布局的不断改善和台站数量的不断增多，利用

地震观测仪器测量地震烈度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需要对此制定标准。

本次修订引入仪器测定的地震烈度作为确定地震烈度的指标，保持了与原有地震烈度表的继承性

和一致性。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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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烈度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震烈度等级和评定地震烈度的房屋类别，以及地震烈度评定方法。评定指标包括

房屋震害、人的感觉、器物反应、生命线工程震害、其他震害现象和仪器测定的地震烈度。评定方法为综

合运用宏观调查和仪器测定的多指标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地震烈度评定。

２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２．１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１　

地震烈度　狊犲犻狊犿犻犮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地震引起的地面震动及其影响的强弱程度。

２．１．２　

震害指数　犱犪犿犪犵犲犻狀犱犲狓

房屋震害程度的定量指标。

　　注：以０．００到１．００之间的数字表示由轻到重的震害程度。

２．１．３

平均震害指数　犿犲犪狀犱犪犿犪犵犲犻狀犱犲狓

同类房屋震害指数的加权平均值。

　　注：平均震害指数即各级震害的房屋所占比率与其相应的震害指数的乘积之和。

２．１．４

地震动　犵狉狅狌狀犱犿狅狋犻狅狀

地震引起的地面运动。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２—２００５，定义６．１．１］

２．２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犐Ａ：应用ＰＧＡ得到的地震烈度计算值

犐Ｖ：应用ＰＧＶ得到的地震烈度计算值

犐Ｉ：地震烈度计算值

ＥＷ：东西分向（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

ＮＳ：北南分向（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

ＵＤ：垂直分向（ＵｐａｎｄＤｏｗｎ）

ＰＧＡ：合成地震动加速度记录的最大值（Ｐｅａ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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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ＧＶ：合成地震动速度记录的最大值（ＰｅａｋＧｒｏｕ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３　地震烈度等级和评定地震烈度的房屋类别

３．１　地震烈度等级

地震烈度划分为１２等级，用罗马数字（Ⅰ～Ⅻ）或阿拉伯数字（１～１２）表示。

３．２　数量词的界定

数量词采用个别、少数、多数、大多数和绝大多数，其范围界定如下：

ａ）　“个别”为１０％以下；

ｂ）　“少数”为１０％～４５％；

ｃ）　“多数”为４０％～７０％；

ｄ）　“大多数”为６０％～９０％；

ｅ）　“绝大多数”为８０％以上。

３．３　评定烈度的房屋类型

用于评定烈度的房屋，包括以下五种类型：

ａ）　Ａ１类：未经抗震设防的土木、砖木、石木等房屋；

ｂ）　Ａ２类：穿斗木构架房屋；

ｃ）　Ｂ类：未经抗震设防的砖混结构房屋；

ｄ）　Ｃ类：按照Ⅶ度（７度）抗震设防的砖混结构房屋；

ｅ）　Ｄ类：按照Ⅶ度（７度）抗震设防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

３．４　房屋破坏等级及其对应的震害指数

房屋破坏等级划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和毁坏５个等级，其定义和对应的震

害指数犱如下：

ａ）　基本完好：承重和非承重构件完好，或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对应

的震害指数范围为０．００≤犱＜０．１０，可取０．００。

ｂ）　轻微破坏：个别承重构件出现可见裂缝，非承重构件有明显裂缝，不需要修理或稍加修理即可

继续使用。对应的震害指数范围为０．１０≤犱＜０．３０，可取０．２０。

ｃ）　中等破坏：多数承重构件出现轻微裂缝，少数有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需要一般

修理后可使用。对应的震害指数范围为０．３０≤犱＜０．５５，可取０．４０。

ｄ）　严重破坏：多数承重构件破坏较严重，非承重构件局部倒塌，房屋修复困难。对应的震害指数

范围为０．５５≤犱＜０．８５，可取０．７０。

ｅ）　毁坏：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房屋结构濒于崩溃或已倒毁，已无修复可能。对应的震害指数

范围为０．８５≤犱≤１．００，可取１．００。

４　地震烈度评定

４．１　评定方法

４．１．１　地震烈度评定可综合运用宏观调查和仪器测定的多指标方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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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不具备仪器测定地震烈度条件的地区，应使用宏观调查评定地震烈度。

ｂ）　具备仪器测定地震烈度条件的地区，宜采用仪器测定的地震烈度。

４．１．２　按表１划分的地震烈度等级评定地震烈度。

４．２　宏观调查评定地震烈度

４．２．１　宏观调查评定地震烈度的流程包括调查区域与线路规划、震害调查与分析、地震烈度综合判定

和地震烈度图绘制。

４．２．２　宏观调查的内容包括房屋震害、人的感觉、器物反应、生命线工程震害和其他震害现象，房屋震

害应计算平均震害指数。

４．２．３　依照调查结果，综合考虑多个评价指标，按表１评定地震烈度。

４．２．４　宏观调查评定地震烈度时：

ａ）　Ⅰ度（１度）～Ⅴ度（５度）应以人的感觉和器物反应为主要评定依据；

ｂ）　Ⅵ度（６度）～Ⅹ度（１０度）应以房屋震害为主要评定依据，同时参照表１中其他各栏评定指标

判定的结果；

ｃ）　Ⅺ度（１１度）和Ⅻ度（１２度）应综合房屋震害和地表震害现象。

４．２．５　平均震害指数犇 可按式（１）计算：

犇＝∑
５

犻＝１

犱犻λ犻 …………………………（１）

　　式中：

犇 ———平均震害指数；

犱犻 ———房屋破坏等级为犻的震害指数；

λ犻 ———破坏等级为犻的房屋破坏比，用破坏建筑面积与总建筑面积之比或破坏栋数与总栋数之比

表示。

４．２．６　当计算的平均震害指数值位于表１中地震烈度对应的平均震害指数重叠搭接区间时，可参照其

他评定指标和震害现象综合判定地震烈度。

４．２．７　以下三种情况的地震烈度评定结果，应做适当调整：

ａ）　当采用高楼上人的感觉和器物反应评定地震烈度时，适当降低评定值；

ｂ）　当采用低于Ⅶ度（７度）抗震设计房屋的震害程度和平均震害指数评定地震烈度时，适当降低评

定值，而当采用高于Ⅶ度（７度）抗震设计的房屋评定时，则应适当提高评定值；

ｃ）　当采用建筑质量或地基质量特别差的房屋评定地震烈度时，适当降低评定值，而当采用建筑质

量和地基质量特别好的房屋评定地震烈度时，则应适当提高评定值。

４．２．８　农村可按自然村，城镇可按街区或社区为单位进行地震烈度评定。

４．３　仪器测定地震烈度

４．３．１　用于地震烈度测定的仪器宜安置在自由场地表。

４．３．２　应按附录Ａ规定的方法测定。

４．３．３　按表１中仪器测定的地震烈度评定地震烈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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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
震
烈
度
表

地
震

烈
度

评
定
指
标

房
屋
震
害

类 型
震
害
程
度

平
均
震
害

指
数

人
的
感
觉

器
物
反
应

生
命
线
工
程
震
害
其
他
震
害
现
象
仪
器
测
定
的

地
震
烈
度
犐
Ｉ

合
成
地
震
动
的
最
大
值

加
速
度

ｍ
／
ｓ
２

速
度

ｍ
／
ｓ

Ⅰ
（ １
）
—

—
—

无
感

—
—

—
１
．０
≤
犐
Ｉ
＜
１
．５

１
．８
０
×
１
０
－
２

（
＜
２
．５
７
×
１
０
－
２
）

１
．２
１
×
１
０
－
３

（
＜
１
．７
７
×
１
０
－
３
）

Ⅱ
（ ２
）
—

—
—

室
内
个
别
静
止
中
的

人
有
感
觉
，
个
别
较

高
楼
层
中
的
人
有

感
觉

—
—

—
１
．５
≤
犐
Ｉ
＜
２
．５

３
．６
９
×
１
０
－
２

（ ２
．５
８
×
１
０
－
２
～

５
．２
８
×
１
０
－
２
）

２
．５
９
×
１
０
－
３

（ １
．７
８
×
１
０
－
３
～

３
．８
１
×
１
０
－
３
）

Ⅲ
（ ３
）
—

门
、
窗
轻
微
作
响

—

室
内
少
数
静
止
中
的

人
有
感
觉
，
少
数
较

高
楼
层
中
的
人
有
明

显
感
觉

悬
挂
物
微
动

—
—

２
．５
≤
犐
Ｉ
＜
３
．５

７
．５
７
×
１
０
－
２

（ ５
．２
９
×
１
０
－
２
～

１
．０
８
×
１
０
－
１
）

５
．５
８
×
１
０
－
３

（ ３
．８
２
×
１
０
－
３
～

８
．１
９
×
１
０
－
３
）

Ⅳ
（ ４
）
—

门
、
窗
作
响

—

室
内
多
数
人
、
室
外

少
数
人
有
感
觉
，
少

数
人
睡
梦
中
惊
醒

悬
挂
物
明
显
摆

动
，
器
皿
作
响

—
—

３
．５
≤
犐
Ｉ
＜
４
．５

１
．５
５
×
１
０
－
１

（ １
．０
９
×
１
０
－
１
～

２
．２
２
×
１
０
－
１
）

１
．２
０
×
１
０
－
２

（ ８
．２
０
×
１
０
－
３
～

１
．７
６
×
１
０
－
２
）

Ⅴ
（ ５
）
—

门
窗
、
屋
顶
、
屋
架
颤
动
作

响
，
灰
土
掉
落
，
个
别
房
屋
墙

体
抹
灰
出
现
细
微
裂
缝
，
个

别
老
旧
Ａ
１
类
或
Ａ
２
类
房

屋
墙
体
出
现
轻
微
裂
缝
或
原

有
裂
缝
扩
展
，
个
别
屋
顶
烟

囱
掉
砖
，
个
别
檐
瓦
掉
落

—

室
内
绝
大
多
数
、
室

外
多
数
人
有
感
觉
，

多
数
人
睡
梦
中
惊

醒
，
少
数
人
惊
逃

户
外

悬
挂
物
大
幅
度

晃
动
，
少
数
架

上
小
物
品
、
个

别
顶
部
沉
重
或

放
置
不
稳
定
器

物
摇
动
或
翻

倒
，
水
晃
动
并

从
盛
满
的
容
器

中
溢
出

—
—

４
．５
≤
犐
Ｉ
＜
５
．５

３
．１
９
×
１
０
－
１

（ ２
．２
３
×
１
０
－
１
～

４
．５
６
×
１
０
－
１
）

２
．５
９
×
１
０
－
２

（ １
．７
７
×
１
０
－
２
～

３
．８
０
×
１
０
－
２
）

４

犌犅／犜１７７４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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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续
）

地
震

烈
度

评
定
指
标

房
屋
震
害

类 型
震
害
程
度

平
均
震
害

指
数

人
的
感
觉

器
物
反
应

生
命
线
工
程
震
害
其
他
震
害
现
象
仪
器
测
定
的

地
震
烈
度
犐
Ｉ

合
成
地
震
动
的
最
大
值

加
速
度

ｍ
／
ｓ
２

速
度

ｍ
／
ｓ

Ⅵ
（ ６
）

Ａ
１
少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
多
数
基
本
完
好

０
．０
２
～

０
．１
７

Ａ
２
少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
大
多
数
基
本
完
好

０
．０
１
～

０
．１
３

Ｂ
少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
大
多
数
基
本
完
好

≤
０
．１
１

Ｃ
少
数
或
个
别
轻
微
破
坏
，
绝

大
多
数
基
本
完
好

≤
０
．０
６

Ｄ
少
数
或
个
别
轻
微
破
坏
，
绝

大
多
数
基
本
完
好

≤
０
．０
４

多
数
人
站
立
不
稳
，

多
数
人
惊
逃
户
外

少
数
轻
家
具
和

物
品
移
动
，
少

数
顶
部
沉
重
的

器
物
翻
倒

个
别
梁
桥
挡
块
破

坏
，
个
别
拱
桥
主

拱
圈
出
现
裂
缝
及

桥
台
开
裂
；
个
别

主
变
压
器
跳
闸
；

个
别
老
旧
支
线
管

道
有
破
坏
，
局
部

水
压
下
降

河
岸
和
松
软

土
地
出
现
裂

缝
，
饱
和
砂

层
出
现
喷
砂

冒
水
；
个
别

独
立
砖
烟
囱

轻
度
裂
缝

５
．５
≤
犐
Ｉ
＜
６
．５

６
．５
３
×
１
０
－
１

（ ４
．５
７
×
１
０
－
１
～

９
．３
６
×
１
０
－
１
）

５
．５
７
×
１
０
－
２

（ ３
．８
１
×
１
０
－
２
～

８
．１
７
×
１
０
－
２
）

Ⅶ
（ ７
）

Ａ
１
少
数
严
重
破
坏
和
毁
坏
，
多

数
中
等
破
坏
和
轻
微
破
坏

０
．１
５
～

０
．４
４

Ａ
２
少
数
中
等
破
坏
，
多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基
本
完
好

０
．１
１
～

０
．３
１

Ｂ
少
数
中
等
破
坏
，
多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基
本
完
好

０
．０
９
～

０
．２
７

Ｃ
少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
多
数
基
本
完
好

０
．０
５
～

０
．１
８

Ｄ
少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
大
多
数
基
本
完
好

０
．０
４
～

０
．１
６

大
多
数
人
惊
逃
户

外
，
骑
自
行
车
的
人

有
感
觉
，
行
驶
中
的

汽
车
驾
乘
人
员
有

感
觉

物
品
从
架
子
上

掉
落
，
多
数
顶

部
沉
重
的
器
物

翻
倒
，
少
数
家

具
倾
倒

少
数
梁
桥
挡
块
破

坏
，
个
别
拱
桥
主

拱
圈
出
现
明
显
裂

缝
和
变
形
以
及
少

数
桥
台
开
裂
；
个

别
变
压
器
的
套
管

破
坏
，
个
别
瓷
柱

型
高
压
电
气
设
备

破
坏
；
少
数
支
线

管
道
破
坏
，
局
部

停
水

河
岸
出
现
塌

方
，
饱
和
砂

层
常
见
喷
水

冒
砂
，
松
软

土
地
上
地
裂

缝
较
多
；
大

多
数
独
立
砖

烟
囱
中
等

破
坏

６
．５
≤
犐
Ｉ
＜
７
．５

１
．３
５

（ ９
．３
７
×
１
０
－
１
～

１
．９
４
）

１
．２
０
×
１
０
－
１

（ ８
．１
８
×
１
０
－
２
～

１
．７
６
×
１
０
－
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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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续
）

地
震

烈
度

评
定
指
标

房
屋
震
害

类 型
震
害
程
度

平
均
震
害

指
数

人
的
感
觉

器
物
反
应

生
命
线
工
程
震
害
其
他
震
害
现
象
仪
器
测
定
的

地
震
烈
度
犐
Ｉ

合
成
地
震
动
的
最
大
值

加
速
度

ｍ
／
ｓ
２

速
度

ｍ
／
ｓ

Ⅷ
（ ８
）

Ａ
１
少
数
毁
坏
，
多
数
中
等
破
坏

和
严
重
破
坏

０
．４
２
～

０
．６
２

Ａ
２
少
数
严
重
破
坏
，
多
数
中
等

破
坏
和
轻
微
破
坏

０
．２
９
～

０
．４
６

Ｂ
少
数
严
重
破
坏
和
毁
坏
，
多

数
中
等
和
轻
微
破
坏

０
．２
５
～

０
．５
０

Ｃ

少
数
中
等
破
坏
和
严
重
破

坏
，
多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基
本

完
好

０
．１
６
～

０
．３
５

Ｄ
少
数
中
等
破
坏
，
多
数
轻
微

破
坏
和
基
本
完
好

０
．１
４
～

０
．２
７

多
数
人
摇
晃
颠
簸
，

行
走
困
难

除
重
家
具
外
，

室
内
物
品
大
多

数
倾
倒
或
移
位

少
数
梁
桥
梁
体
移

位
、
开
裂
及
多
数

挡
块
破
坏
，
少
数

拱
桥
主
拱
圈
开
裂

严
重
；
少
数
变
压

器
的
套
管
破
坏
，

个
别
或
少
数
瓷
柱

型
高
压
电
气
设
备

破
坏
；
多
数
支
线

管
道
及
少
数
干
线

管
道
破
坏
，
部
分

区
域
停
水

干
硬
土
地
上

出
现
裂
缝
，

饱
和
砂
层
绝

大
多
数
喷
砂

冒
水
；
大
多

数
独
立
砖
烟

囱
严
重
破
坏

７
．５
≤
犐
Ｉ
＜
８
．５

２
．７
９

（ １
．９
５
～
４
．０
１
）

２
．５
８
×
１
０
－
１

（ １
．７
７
×
１
０
－
１
～

３
．７
８
×
１
０
－
１
）

Ⅸ
（ ９
）

Ａ
１
大
多
数
毁
坏
和
严
重
破
坏

０
．６
０
～

０
．９
０

Ａ
２
少
数
毁
坏
，
多
数
严
重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０
．４
４
～

０
．６
２

Ｂ
少
数
毁
坏
，
多
数
严
重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０
．４
８
～

０
．６
９

Ｃ
多
数
严
重
破
坏
和
中
等
破

坏
，
少
数
轻
微
破
坏

０
．３
３
～

０
．５
４

Ｄ
少
数
严
重
破
坏
，
多
数
中
等

破
坏
和
轻
微
破
坏

０
．２
５
～

０
．４
８

行
动
的
人
摔
倒

室
内
物
品
大
多

数
倾
倒
或
移
位

个
别
梁
桥
桥
墩
局

部
压
溃
或
落
梁
，

个
别
拱
桥
垮
塌
或

濒
于
垮
塌
；
多
数

变
压
器
套
管
破

坏
、
少
数
变
压
器

移
位
，
少
数
瓷
柱

型
高
压
电
气
设
备

破
坏
；
各
类
供
水

管
道
破
坏
、
渗
漏

广
泛
发
生
，
大
范

围
停
水

干
硬
土
地
上

多
处
出
现
裂

缝
，
可
见
基

岩
裂
缝
、
错

动
，
滑
坡
、
塌

方
常
见
；
独

立
砖
烟
囱
多

数
倒
塌

８
．５
≤
犐
Ｉ
＜
９
．５

５
．７
７

（ ４
．０
２
～
８
．３
０
）

５
．５
５
×
１
０
－
１

（ ３
．７
９
×
１
０
－
１
～

８
．１
４
×
１
０
－
１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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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续
）

地
震

烈
度

评
定
指
标

房
屋
震
害

类 型
震
害
程
度

平
均
震
害

指
数

人
的
感
觉

器
物
反
应

生
命
线
工
程
震
害
其
他
震
害
现
象
仪
器
测
定
的

地
震
烈
度
犐
Ｉ

合
成
地
震
动
的
最
大
值

加
速
度

ｍ
／
ｓ
２

速
度

ｍ
／
ｓ

Ⅹ
（ １
０
）

Ａ
１
绝
大
多
数
毁
坏

０
．８
８
～

１
．０
０

Ａ
２
大
多
数
毁
坏

０
．６
０
～

０
．８
８

Ｂ
大
多
数
毁
坏

０
．６
７
～

０
．９
１

Ｃ
大
多
数
严
重
破
坏
和
毁
坏

０
．５
２
～

０
．８
４

Ｄ
大
多
数
严
重
破
坏
和
毁
坏

０
．４
６
～

０
．８
４

骑
自
行
车
的
人
会
摔

倒
，
处
不
稳
状
态
的

人
会
摔
离
原
地
，
有

抛
起
感

—

个
别
梁
桥
桥
墩
压

溃
或
折
断
，
少
数

落
梁
，
少
数
拱
桥

垮
塌
或
濒
于
垮

塌
；
绝
大
多
数
变

压
器
移
位
、
脱
轨
，

套
管
断
裂
漏
油
，

多
数
瓷
柱
型
高
压

电
气
设
备
破
坏
；

供
水
管
网
毁
坏
，

全
区
域
停
水

山
崩
和
地
震

断
裂
出
现
；

大
多
数
独
立

砖
烟
囱
从
根

部
破
坏
或

倒
毁

９
．５
≤
犐
Ｉ
＜
１
０
．５

１
．１
９
×
１
０
１

（ ８
．３
１
～

１
．７
２
×
１
０
１
）

１
．１
９

（ ８
．１
５
×
１
０
－
１
～

１
．７
５
）

Ⅺ
（ １
１
）

Ａ
１

Ａ
２ Ｂ Ｃ Ｄ

绝
大
多
数
毁
坏

１
．０
０

０
．８
６
～

１
．０
０

０
．９
０
～

１
．０
０

０
．８
４
～

１
．０
０

０
．８
４
～

１
．０
０

—
—

—

地
震
断
裂
延

续
很
大
；
大
量

山
崩
滑
坡

１
０
．５
≤
犐
Ｉ
＜
１
１
．５

２
．４
７
×
１
０
１

（ １
．７
３
×
１
０
１
～

３
．５
５
×
１
０
１
）

２
．５
７

（ １
．７
６
～
３
．７
７
）

Ⅻ
（ １
２
）
各
类
几
乎
全
部
毁
坏

１
．０
０

—
—

—
地
面
剧
烈
变

化
，
山
河
改
观
１
１
．５
≤
犐
Ｉ
≤
１
２
．０

＞
３
．５
５
×
１
０
１

＞
３
．７
７

　
　
注
１
：
“
—
”
表
示
无
内
容
。

注
２
：
表
中
给
出
的
合
成
地
震
动
的
最
大
值
为
所
对
应
的
仪
器
测
定
的
地
震
烈
度
中
值
，
加
速
度
和
速
度
数
值
分
别
对
应
附
录
Ａ
中
公
式
（ Ａ
．５
）
的
Ｐ
Ｇ
Ａ
和
公
式
（ Ａ
．６
）
的
Ｐ
Ｇ
Ｖ
；
括
号
内
为

变
化
范
围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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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地震烈度的仪器测定方法

犃．１　计算流程

图Ａ．１给出了仪器测定的地震烈度的计算流程。

图犃．１　地震烈度的仪器测定流程图

犃．２　地震动记录的选取

犃．２．１　获取地震动记录所用观测仪器的台址参照ＤＢ／Ｔ６０—２０１５中４．４的规定。

犃．２．２　获取地震动记录所用观测仪器的频带范围应满足：低频截止频率不大于０．１Ｈｚ，高频截止频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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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１０Ｈｚ。

犃．２．３　获取地震动记录所用观测仪器应为正交三分向，并坐标转换为东西分向、北南分向和垂直分向。

犃．３　基线校正

应对地震动记录进行基线校正处理，宜采用记录时间过程减去地震事件前记录的算术平均值方法，

事前记录时间长度宜为１０ｓ。

犃．４　记录转换

地震动记录为加速度时应转换得到速度记录；地震动记录为速度时应转换得到加速度记录。

犃．５　数字滤波

地震动加速度和速度记录的每个分向均应采用数字滤波器进行０．１Ｈｚ～１０Ｈｚ带通滤波。宜采用

最小相位滤波器。滤波器通带波纹应小于０．５ｄＢ，滤波器带外衰减应大于１２ｄＢ／ｏｃｔ。

犃．６　记录合成

采用公式（Ａ．１）计算三分向合成加速度记录：

犪（狋犻）＝ 犪２（狋犻）Ｅ－Ｗ＋犪
２（狋犻）Ｎ－Ｓ＋犪

２（狋犻）Ｕ－槡 Ｄ ………………（Ａ．１）

　　式中：

犪（狋犻）　　———狋犻 时刻点合成加速度值，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犪（狋犻）Ｅ－Ｗ ———狋犻 时刻点滤波后东西分向加速度值，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犪（狋犻）Ｎ－Ｓ ———狋犻 时刻点滤波后北南分向加速度值，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犪（狋犻）Ｕ－Ｄ ———狋犻 时刻点滤波后垂直分向加速度值，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采用公式（Ａ．２）计算三分向合成速度记录：

狏（狋犻）＝ 狏２（狋犻）Ｅ－Ｗ＋狏
２（狋犻）Ｎ－Ｓ＋狏

２（狋犻）Ｕ－槡 Ｄ ………………（Ａ．２）

　　式中：

狏（狋犻）　 ———狋犻 时刻点合成速度记录，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狏（狋犻）Ｅ－Ｗ ———狋犻 时刻点滤波后东西分向速度值，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狏（狋犻）Ｎ－Ｓ ———狋犻 时刻点滤波后北南分向速度值，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狏（狋犻）Ｕ－Ｄ ———狋犻 时刻点滤波后垂直分向速度值，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犃．７　计算三分向合成地震动参数犘犌犃和犘犌犞

采用公式（Ａ．３）计算ＰＧＡ，采用公式（Ａ．４）计算ＰＧＶ：

ＰＧＡ＝ｍａｘ［犪（狋犻）］ …………………………（Ａ．３）

ＰＧＶ＝ｍａｘ［狏（狋犻）］ …………………………（Ａ．４）

　　式中：

ＰＧＡ　———合成地震动加速度记录的最大值，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ＰＧＶ ———合成地震动速度记录的最大值，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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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狋犻） ———狋犻 时刻点合成加速度值，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狏（狋犻） ———狋犻 时刻点合成速度值，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犃．８　计算方法

犃．８．１　采用公式（Ａ．５）计算犐Ａ，采用公式（Ａ．６）计算犐Ｖ：

犐Ａ＝３．１７ｌｏｇ１０（ＰＧＡ）＋６．５９ …………………………（Ａ．５）

犐Ｖ＝３．００ｌｏｇ１０（ＰＧＶ）＋９．７７ …………………………（Ａ．６）

犃．８．２　按公式（Ａ．７）计算仪器测定的地震烈度犐Ｉ，结果可取小数点后一位有效数字。

犐Ｉ＝
犐Ｖ　　　　　 　犐Ａ ≥６．０且犐Ｖ ≥６．０

（犐Ａ＋犐Ｖ）／２　　犐Ａ ＜６．０或犐Ｖ ＜６．０
｛ ……………………（Ａ．７）

犃．８．３　如犐Ｉ小于１．０，取１．０；如犐Ｉ大于１２．０，取１２．０。

０１

犌犅／犜１７７４２—２０２０



参　考　文　献

　　［１］　ＤＢ／Ｔ６０—２０１５　地震台站建设规范　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

犌犅／犜１７７４２—２０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