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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震例总结研究探讨:DB/T24-2007 标准解读》第一章概述震例总结研究的发展过程；第二章简介本标
准的编制背景、过程及技术思路，并给出了本标准的一些重要说明与规定；第三章对震例资料收集与
整理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为地震前兆异常资料的分析与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地震前
兆异常的识别与综合分析；第五章为震例研究报告的编写；第六章探讨了震例总结研究涉及的若干问
题和今后的发展。
为方便读者，书的附录给出了震例报告表格示例（附录一）及DB／T24—2007《震例总结规范》（附
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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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震例研究的发展概述 一、国内外显著震例研究概略 二、我国地震资料整理与地震考察研
究 三、中国震例的系统总结研究 第二章《震例总结规范》标准解读 一、标准的制定过程 二、标准的
定位和震例总结的技术思路 1.标准的定位 2.震例总结的技术思路 三、《震例总结规范》的一些说明与
规定 1.震例的概念 2.对地震前兆和地震前兆异常概念的理解 3.地震宏观异常的概念 4.地震前兆测项的
概念 5.地震前兆异常项目的概念 6.强震、中强震、强有感地震的概念 7.震例总结研究区域的确定依据
8.统一规定与自由度 第三章震例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一、地震监测台网概况与前兆测项资料分析 （
一）观测资料的类型 1.专业地震观测与非专业地震观测 2.常规观测与非常规观测 3.微观观测与宏观观
测 4.高精度观测与低精度观测 5.空间对地观}贝0 6.气象与天体环境的地震观测 （二）地震前兆固定观
测台（点）及观测项目 1.测震台网概况与观测资料分析 2.测震以外观测台（点）概况与观测资料分析
1）观测台（点）资料收集的范围 2）观测资料质量的类别评价 3）填写“固定前兆观测台（点）与观
测项目汇总表” （三）地震前兆定点流动观测项目 （四）强震动观测及地震前后流动观测情况 1.强震
动观测 2.地震前后流动观测 （五）其他类型观测资料的收集 二、区域和震中附近地区地震地质条件评
价 （一）区域和震中附近地区 （二）地震地质资料 （三）历史地震资料 （四）地震地质构造图件 （
五）深部探测资料 三、地震基本参数及地震序列分析 （一）地震基本参数 （二）震源参数 （三）地
震序列分析 1.编辑地震序列目录 2.地震序列分析 （四）震中附近地区地震震源参数的整理分析 四、地
震影响场和震害评述 （一）地震影响场和地震烈度 （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三）对比分析 五、震
前预测、预防和震后响应概述 （一）调查核实地震的预测、预报过程 （二）调查核实抗震设防情况 
（三）调查核实地震应急响应情况 1.地震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的地震应急响应 2.地震短I临监测预测过
程中地震系统内部的应急措施 3.地震事件发生后强余震的监测预测工作 （四）核实地震现场工作 （五
）总结反思 第四章震例前兆异常资料的分析研究 一、震例前兆异常项目的概况 二、震例前兆异常资
料的收集与分析 （一）地震前兆异常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1.研究区域内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2.研究区域外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3.文献中有关本次地震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二）地震前兆异常的可靠性评定 1.统一
异常分析与判定的准则 2.异常可靠性的评定 （三）地震前兆异常的分类 1.长期异常（L）、中期异常
（M）、短期异常（s）和临震异常（I） 2.非确定性异常（u） （四）不同类型地震前兆异常的关联性 
（五）“地震前兆异常登记表”与“测震以外固定前兆观测项目与异常统计表”的填写 1.地震前兆异
常登记表 2.测震以外固定前兆观测项目与异常统计表 3.填表示例的说明与讨论 4.本标准附录A中表A.4
、表A.5和表A.6的关联与区别 （六）绘制测震以外固定前兆观测项目分布图和测震以外固定前兆观测
项目异常分布图 （七）地震前兆异常基本情况的整理总结 （八）地震前兆异常特征的综合分析 三、
震例前兆异常的研究探讨 （一）震例前兆异常的定性、定量与对比研究 （二）地震前兆异常的复杂
性 （三）地震前兆异常特征的研究 第五章震例总结报告的编写 一、摘要 （一）内容与写法 （二）重
点注意事项 二、前言 （一）内容与写法 （二）重点注意事项 三、测震台网及地震基本参数 （一）内
容与写法 （二）重点注意事项 四、地震地质背景 （一）内容 （二）重点注意事项 五、地震影响场和
震害 （一）内容 （二）重点注意事项 六、地震序列 （一）内容与写法 （二）重点注意事项 七、震源
参数和地震破裂面 （一）内容 （二）重点注意事项 八、地震前兆观测台网及前兆异常 （一）内容与
写法 （二）重点注意事项 九、异常特征分析 （一）内容与写法 （二）重点注意事项 十、震前预测、
预防和震后响应 （一）内容与写法 （二）重点注意事项 十一、结论与讨论 （一）内容与写法 （二）
重点注意事项 十二、参考文献和参考资料目录 （一）内容与写法 （二）重点注意事项 十三、震例数
据库表格的整理 十四、震例报告附件 十五、震例报告的其他规定与要求 （一）震例报告正文 （二）
图表 （三）震例报告的呈报 十六、震例报告的整体结构及自由度 第六章《震例总结规范》标准的应
用和发展 一、《震例总结规范》的应用与完善 二、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若干问题 （一）震例总结
研究与地震科学 （二）关于地震预报的争议 （三）地震有前兆吗？
有确定性的前兆吗？
 （四）地震前兆机理——再谈地震前兆的复杂性 （五）地震观测与震例总结研究 （六）再谈统一规
定与自由度 三、展望 后记 参考文献 附录一震例报告表格示例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震行业标准DB
／T24—2007《震例总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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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区域和震中附近地区 （1）震中附近地区应包括余震活动密集区、发震断裂
及关联的主要断裂构造，是了解震源区的局部构造条件和孕震环境的基础。
 （2）区域系指震中区及其以外的构造相关区域，如一级或二级的构造分区或构造块体，以展示地震
发生的大地构造背景、孕震构造和发震断层等的关联性。
 （3）区域的地震地质条件介绍，应在综合分析有关资料基础上确定相宜的区域和图件，其范围应大
于或大大超过选定的震例总结研究区。
应注意避免以往震例总结工作中曾出现的区域范围过小的情况，使读者难于了解孕震构造所处的区域
构造背景环境。
 （二）地震地质资料 应全面收集有关的地震地质资料，包括大地构造、构造块体、主要断裂、活动
速率、历史地震等基本资料。
因各地研究程度不一，宜以震源区及其所属区域构造为中心展开工作，获取基本资料，再综合分析研
究。
注意采用公认的或主流的地震地质分析观点，亦可反映不同的观点或意见，但都应给出引用的文献。
由于专业的局限性或学术倾向，以往的震例总结工作中曾出现过该部分内容突显个人观点、内容庞杂
、内容过简或不清晰、综合分析提炼不足、引用不同出处的内容问存在冲突或不相容等各种问题，不
得不多次返工。
应在全面整理、权衡全部资料后再决定取舍，深入浅出地介绍出区域和震源附近地区的地震地质条件
。
必要时可请熟悉该地区的专业人员协助乃至提供相关内容初稿，并在震例总结报告中予以注明。
 （三）历史地震资料 这里所说的历史地震，指的是所总结研究的地震发生之前，该震例研究区及其
附近一定范围内所有发生过的有记载的地震。
在收集历史地震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历史地震资料的震级下限和地区范围，即震中及附
近地区历史地震分布图的范围。
应尽可能说明该地区不同时间段历史地震的完整程度，即某一震级以上地震记录完整的时问及其震级
下限。
 绘制历史地震分布图时，在破坏性地震震中处所标注的震级应与引用的历史地震资料一致。
如只能标历史地震目录给出的71／4级或8级，而不能标为7.25级（7.2级或7.3级）或8.0级。
 （四）地震地质构造图件 地震地质构造图件应考虑图面负担，去除不太重要的元素，使主题表达清
晰。
除震中及附近地区图件外，通常宜给出小比例尺的区域构造略图，展示震区所处的构造分区位置，以
便读者了解全局构造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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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震例总结研究探讨:DB/T24-2007标准解读》可供对地震震例研究感兴趣的，地震预测预报、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地质、工程地震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地震灾害管理专家学者，大专院校师生及关心地
震灾害的读者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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