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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文件由地震监测预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地震局、四川省地震局、江西省地震局、甘肃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台网中

心、山东省地震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安徽省地震局、天津市地震局、云
南省地震局、辽宁省地震局、广东省地震局、河南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美 卿、易 桂 喜、吕 坚、张 辉、孟 令 媛、郑 建 常、李 金、阎 春 恒、汪 小 厉、谭 毅 培、
洪德全、聂晓红、李丽、张 博(甘 肃 省 地 震 局)、赵 小 艳、王 亮、张 博(辽 宁 省 地 震 局)、张 致 伟、叶 秀 薇、
贾漯昭、韩立波、王小娜、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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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是震情跟踪工作中重要的技术报告。测震异常现场核实工作基于测震台网

观测报告和波形数据,以开展多方法判定异常性质的分析工作为主,仅当分析推断测震观测资料可能受

到人文活动或自然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时,才开展现场调查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测

震异常现场核实工作的工作流程、分析方法以及成果表述方式。为进一步规范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提高

报告编写质量,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是《地震观测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写》系列标准中的一项,该系列标准结构及名称预计如下:
———地震观测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写 测震;
———地震观测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写 地磁;
———地震观测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写 地电;
———地震观测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写 地下流体(DB/T70—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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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观测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写 测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的基本要求、资料收集与分析的主要内容和编排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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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714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DB/T24—2007 震例总结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震 seismometry
对地震波的观测、分析和研究。涉及仪器研制、地震观测、地震记录解释、地震活动性分析等。
[来源:GB/T18207.2—2005,4.1.1]

3.2 
测震异常 seismologyanomaly
测震观测资料分析处理结果中出现的背离正常背景的变化。

3.3 
地震前兆异常 earthquakeprecursoryanomaly
地震前出现的,有别于正常背景变化的、可能与地震孕育和发生相关联的异常变化。
[来源:DB/T24—2007,3.1.6,有修改]

3.4 
异常项目 anomalyitem
各种地震观测资料经独立方法处理确定的异常参数。

3.5 
异常区域 anomalyarea
识别出的异常现象所覆盖区域。

3.6 
前震 foreshock
在部 分 较 大 地 震(主 震)发 生 前 的 短 时 间 内,在 震 源 区 及 邻 近 区 域 发 生 的 震 级 低 于 此 后 主 震 的

地震。
1

DB/T96—2024



4 基本规定

4.1 基于测震观测资料开展的震情监测中出现背离正常变化时,应开展异常核实工作,并根据核实内

容与分析结果编写异常现场核实报告。

4.2 对于分析推测为非构造地震的异常,应现场开展环境调查分析,核实其人文活动或自然环境因素

的相关影响。

4.3 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中应采用法定的计量单位和符号。

4.4 异常现场核实报告中不应包含任何密级的涉密内容。

4.5 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排格式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5 编写要求

5.1 构成要素

异常现场核实报告 由 封 面、目 录、报 告 正 文 三 部 分 构 成。表1给 出 了 异 常 现 场 核 实 报 告 的 构 成

要素。

表1 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构成要素

构成要素 内容

封面 异常现场核实报告名称、完成单位、报告执笔人、技术负责人、完成日期

目录 正文的章、节标题

报告正文

概述

异常分析与判定

结论与建议

后记

参考文献

异常概述

现场核实与认定过程

异常分析

异常判定

异常核实结论

工作建议

相关的其他信息

相关的参考文献明细清单

5.2 封面

5.2.1 封面应包括异常现场核实报告名称、完成单位、报告执笔人、技术负责人和完成日期。

5.2.2 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名称由“异常核实”、半角连字符“-”、异常出现时间、异常区域、异常项

目组成。

5.2.3 异常出现时间应采用公历日期格式,年、月、日采用阿拉伯数字,年的数字长度为四位,月和日的

数字长度为两位;不应以小数点“.”、半角斜杠“/”、半角连字符“-”或其他字符代替“年”“月”“日”。对

于持续时间较长且已结束的异常,应给出起止时间,中间以“至”连接;尚未结束的异常,以异常出现时间

加“以来”命名。

5.2.4 异常项目应从DB/T24—2007表B.1中选取。

5.2.5 完成单位应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二级或二级以下单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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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完成日期应采用公历日期格式,格式应符合5.2.3的要求。

5.3 目录

目录应包含异常现场核实报告正文的章、节标题。

5.4 报告正文

5.4.1 概述

应包括异常概述和异常核实与分析认定过程描述。异常概述应描述测震异常变化特征及相关依

据,包括使用资料,采用方法、判定标准,起止时间、空间范围,变化特征及相关图件。异常核实与分析认

定过程应概述工作目的、组织措施、工作过程、工作结果、核实负责人、参加人员等。

5.4.2 异常分析与判定

5.4.2.1 异常分析

5.4.2.1.1 异常背景分析应描述区域构造背景、区域应力场和历史地震活动,包括下列内容:

a) 区域构造背景,包括测震异常所属构造单元、主要构造和主要断层基本情况;

b) 区域应力场,包括现代区域构造应力场主压应力方向、动力来源等;

c) 历史地震活动,包括地震总次数、各震级档频次、时空分布特征、主要断层与历史破坏性地震活

动的关系;

d) 相关图件应包括:基本构造单元、主要断层分布及运动特性、现代构造应力场主压应力方向、历
史地震震中分布和主要破坏性地震的震级、发震日期、异常区域的标识。

5.4.2.1.2 应描述基于测震观测资料的地震学方法分析过程与结果,包括下列内容。

a) 最小完整性震级分析,包括基于地震站网分布、区域监测能力,计算最小完整性震级;对于临时

架设流动观测的,简要叙述架设后区域监测能力提升情况。

b) 异常的时间演化过程分析,包括频度(N)、震级(M)、能量(E)等随时间变化。

c) 异常区域应力状态变化分析,包括地震活动性参数b 值、调制比、震源机制、视应力、应力降等

参数的计算和结果分析。

d) 异常区域地震活动时空演化特征、地震与区域构造的相关性分析。

e) 对于丛集地震活动,通过小震重定位及序列参数计算,判定是否为前震活动或前兆震群。

f) 相关图件和表格。

5.4.2.1.3 对于符合4.2规定的测震异常所开展的环境调查分析,应描述异常核实过程与分析结果,包
括下列内容。

a) 调查范围应为异常区域中心点20km内,可根据构造相关区域适当调整。

b) 调查内容包括人文活动或自然环境等变化情况。其中,人文活动主要指水库、矿山、油气等;自
然环境主要指气象因素及火山活动。

c) 人文活动变化情况,水库类包括库区水荷载变化(如水位、蓄水量)、水渗流条件(如裂隙和碳酸

盐分布)等;油气开采类包括水力压裂井液体注入时间、注入量、注入速率、油气开采量、回注井

废水回注时间和注入量等;矿山活动类包括矿产开采时间与开采量、开采范围、开采深度等。

d) 自然环境变化情况,包括异常区域降雨量和降雨持续时间、融雪区域温度变化量、火山区域水

温、水位变化时间与变化量等。

e) 分析人文活动或自然环境变化与异常在时空上的相关性。

f) 分析与其他区域类似情况引起的地震活动的相似性。

g) 调查分析结论及相关图件和表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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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异常判定

5.4.2.2.1 应描述异常核实工作对异常性 质 的 判 定 结 果,异 常 性 质 分 为 地 震 前 兆 异 常 和 非 地 震 前 兆



附 录 A
(规范性)

测震异常现场核实报告编排格式要求

A.1 封面格式

异常现场核实报告名称应采用二号黑体,居中对齐;完成单位、报告执笔人、技术负责人和报告完成

日期应采用三号黑体。

A.2 目录格式

应采用小四号宋体,行距22pt,两端对齐。

A.3 正文格式

A.3.1 标题格式

报告名称应采用二号黑体,居中对齐;章标题应采用三号黑体,段前段后12pt,其他各级标题应采

用四号黑体,段前段后6pt。

A.3.2 文字和单位格式

报告正文的中文文 字 应 采 用 小 四 号 宋 体,阿 拉 伯 数 字 和 英 文 文 字 应 采 用 TimesNewRoman字

体,行距22pt,两端对齐;参考文献著录项目清单的文字应采用五号宋体,两端对齐。

A.3.3 图件与表格格式

报告正文中图件与表格的标注、格式、物理量单位和表现形式等要求如下:

a) 时间序列曲线图纵轴应标注参数值单位,横轴应标注时间单位;

b) 平面图应给出图例、经纬度,图中阿拉伯数字和英文文字应采用TimesNewRoman字体,文
字宜采用五号宋体;

c) 半栏图件宽度宜为7cm,通栏图件宽度宜为16cm;

d) 表格宜采用“三线表”形式,必要时可加辅助线;

e) 表格内文字宜采用五号宋体;

f) 图和表应按全文顺序编号,如图1、表1等;图和表的题名宜采用五号黑体,居中对齐;

g) 图件和表格位置宜采用嵌入文本行中的方式,居中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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