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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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

究所、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

局、山西省地震局、江苏省地震局、陕西省地震局、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锡伟、刘保金、杨晓平、于贵华、冉勇康、田勤俭、张景发、杜克平、丁志峰、柴炽章、

李自红、刘建达、冯希杰、何宏林、李峰、谭锡斌、程建远、吴熙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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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内外大量震例研究表明,活动断层是地震的根源,也是地震灾害的元凶。活动断层地震地表破裂

和错动对地面建(构)筑物造成严重的直接毁坏,叠加在地震振动破坏之上,加重了活动断层沿线的地面

破坏和灾害程度,表现出活动断层对严重地震灾害带分布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国内外震灾预防的实

践经验表明,探明活动断层的空间位置和构造属性,科学评价其地震危险性,在此基础上合理避让或者

采取有效的工程措施,是减轻地震灾害风险和减少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
我国地处多板块相互作用的交接部位,地质构造复杂,活动断层广泛分布,许多经济发达区、重大工

程场址区、重要生命线工程沿线、位于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及以上城镇可能存在活动断层,历史上北京、天
津、西安、唐山等许多人口稠密的大中城市曾遭遇过强烈地震袭击。由于过去对活动断层的危害性缺乏

足够的认识,并受各种条件限制,迄今为止对我国大陆地区活动断层的展布及其地震危害性的调查研究

程度很低,给国土利用规划和建设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乡地震安全越来越受关注,应用地质与地球物理等探测技术,探明活动断层分布及其属性,为城镇规

划、国土利用、工程建设等提供科学依据,是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原则,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

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和“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

灾法》对开展活动断层探测和建设工程避让活动断层做出了规定,以技术标准为支撑,更好地规范活动

断层探测工作及其成果产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震灾预防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国自“九五”期间开始尝试开展活动断层探测工作,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活动断层探测技

术体系和工作方法,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并先后制定了相关地震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为推进相关工作开展和成果应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保质保量地完成我国地震

多发区或地震基本烈度在Ⅶ及以上地区活动断层鉴定和准确定位,落实“以防为主”的原则,为有效减轻

地震灾害风险提供基础和技术保障,需要制定国家层面的技术标准,指导、规范、约束各行各业活动断层

探测行为。本标准是在总结我国近20年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的成果,特别是梳理分析近10年来地震系

统相关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实施过程中得与失的基础上,同时借鉴美国等国家相关工作的先进经验,对
活动断层探测的方法技术体系、工作流程、主要内容、数据管理和产出成果等环节进行规范,是开展活动

断层探测的基本遵循。
已有实践证明,浅层地震勘探是隐伏活动断层探测和定位行之有效的主要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跨断

层钻孔联排探测是隐伏活动断层鉴定的主要技术手段,活动断层探测实施方案编制和探测过程中要保

证必要的工作量,同时鼓励探索和发展其他新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为活动断层的精确定位和相关减灾

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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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断 层 探 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活动断层探测的基本规定、工作流程、工作内容与技术要求以及探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活动断层调查、鉴定与探测,以及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和数据库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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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58—2015 区域地质图图例

GB6722—2014 爆破安全规程

GB12950 地震勘探爆炸安全规程

GB/T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15968—2008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18207.1—2008 防震减灾术语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18207.2—2005 防震减灾术语 第2部分:专业术语

GB/T18208.3—2011 地震现场工作 第3部分:调查规范

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20257.2—2006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1∶5000 1∶10000地形图图式

GB/T20257.4—200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4部分:1∶250000 1∶500000 1∶1000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8.2—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2部分:1∶5000 1∶10000基础地理信

息要素数据字典

GB/T20258.4—2007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4部分:1∶250000 1∶500000 1∶1000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CH/T1007—200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

CH/T1010—200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000、1∶50000数字栅格地图

CH/T1015.4—200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000 1∶50000生产技术规程 第4部分:
数字栅格地图(DRG)

DB/T53—2013 1∶50000活动断层填图

DB/T65—2016 1∶50000活动断层填图数据库规范

DZ/T0170 浅层地震勘查技术规范

DZ/T0180 石油、天然气地震勘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8207.1—2008、GB/T18207.2—2005和GB/T18208.3—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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