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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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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DB/T 93《活动断层探查　成果报告编写规则》的第 3 部分。DB/T 93 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 1 部分：基本规定；

——第 2 部分：项目总报告；

——第 3 部分：专题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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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地震灾害预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地震局、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勘探中心、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徐、黎益仕、刘建达、李丽梅、刘保金、赵启光、张世民、田勤俭、赵伯明、何宏林、

石峰、杨晓平、王银、王子珺、许汉刚、于贵华、卢海燕、王秀、王金艳、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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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内外大量震例表明，活动断层是地震灾害的根源。查明活动断层的分布并对其属性和地震危险性

做出评价，是防震减灾的基础性工作。我国自“九五”期间开始逐步推进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目前已经完

成了 140 多条活动断层填图，超过 130 个城市开展了活动断层探测，其成果在国土空间规划、工程场址勘

选以及活动断层避让、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地震预测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规范技术方法的应用，保证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科学有序，提升产出成果的质量和实用性，近年来

地震部门开展了活动断层探测实践案例梳理工作，理清了工作流程、工作内容、技术方法和工作成果的基

本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系列标准的框架，先后制定了 GB/T 36072—2018《活动断层探测》及其配套

的系列标准，但是至今尚未对专题工作成果产出及其表述等方面的要求制定相关标准。当前活动断层探

测的专题工作成果报告在形式、内容和结构上普遍存在不规范的现象。相关标准的缺失给项目验收、成

果推广应用带来不利影响，也制约着活动断层探测工作可持续健康发展。

DB/T 93《活动断层探查　成果报告编写规则》正是为了克服成果报告编写无章可循、项目和专题验

收技术要点不明晰的问题而制定。DB/T 93 由下列 3 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基本规定。旨在确立活动断层探测成果报告编写的形式、内容和逻辑上的基本规则

和要求，为第 2 部分和第 3 部分提供通用的规则和要求。

——第 2 部分：项目总报告。旨在规定活动断层探测项目竣工报告、技术报告，以及成果简本的内容

及其层次结构框架，第 2 部分与第 1 部分结合使用。

——第 3 部分：专题工作报告。旨在规定活动断层探测项目各专题工作报告的内容及其层次结构框

架，第 3 部分与第 1 部分结合使用。

本文件是在综合我国历年活动断层探测成果报告编写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并结合近年来活动断层探

测技术清理和系列方法标准综合研究的成果编制而成。本文件力求对深部地震构造环境分析、目标断层

探测与定位、目标断层活动性鉴定、目标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评价、探测区地震构

造图编制、目标区主要断层分布图编制、目标区活动断层带状填图、数据库建设等专题工作报告的框架结

构和内容组成给出基本要求，为成果报告的专业性、系统性和易用性提供保障，以促进活动断层探测工作

有序开展，提升产出成果的减灾效能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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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断层探查　成果报告编写规则

第 3部分：专题工作报告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活动断层探测项目的专题工作组成，规定了专题工作报告编写的通用要求、文本结构、

内容范围及其表述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活动断层探测项目的专题工作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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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1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GB/T 18207（所有部分）　防震减灾术语

GB/T 36072　活动断层探测

DB/T 93.1—2022　活动断层探查　成果报告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基本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 17741、GB/T 18207（所有部分）和 GB/T 3607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用要求

4.1 活动断层探测分为下列 9 个专题工作：

a） 深部地震构造环境分析；

b） 目标断层探测与定位；

c） 目标断层活动性鉴定；

d） 目标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

e） 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评价；

f） 探测区地震构造图编制；

g） 目标区主要断层分布图编制；

h） 目标区活动断层带状填图；

i） 数据库建设。

4.2 每一个专题工作应提交本文件规定的专题工作报告，附带相应的成果图件。

4.3 各专题报告的编写在形式和版面等方面应符合 DB/T 93.1—2022 的规定。

4.4 专题工作报告的组成结构应按照 DB/T 93.1—2022 的规定分为前置部分、正文部分和结尾部分。

4.5 专题工作报告的前置部分要素组成及其具体要求如下。

a） 封面。组成要素包括 DB/T 93.1—2022 中的 6.2.1 规定的所有内容，其中专题工作报告名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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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全称加“报告”组成。

b） 题名页。组成要素包括 DB/T 93.1—2022 中的 6.2.2 规定的所有内容，其中专题工作报告名称

与封面相同。

c） 验收信息。在用于成果提交和资料归档的报告中，给出专题验收会议的结论性正式文件及验收

专家信息表的扫描件或复印件。

d） 目次。给出专题工作报告内容的篇目次序，当专题工作报告具有 3 个或 3 个以上附图、附表或其

他附件时，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2.4 的规定在目次中列出。

4.6 各专题工作报告的正文部分和结尾部分，应分别按照本文件第 5 章至第 13 章相关规定要求进行

编写。

4.7 在深部地震构造环境分析、目标断层探测与定位、目标断层活动性鉴定、目标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

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评价 5 个专题工作报告的结论与建议中，应给出不确定性讨论。

5 深部地震构造环境分析

5.1 属性

基于探测区及邻区地球物理探测成果和地震活动特征，综合分析探测区地壳深部结构和构造特征、

深浅构造关系、地震构造环境和条件等相关内容的成果报告。

5.2 正文部分

5.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b） 探测区地质构造背景；

c） 探测区地球物理场特征；

d） 地震重新定位与地震波层析成像；

e） 地壳深部结构和构造探测；

f） 地震构造环境分析评价；

g） 结论与建议；

h） 参考文献。

5.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实施单位、任务和范围等；

b）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和项目合同等；

c） 工作目标、主要内容、技术要求等；

d） 实施完成情况、完成工作量及数据入库内容。

5.2.3 探测区地质构造背景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所属的大地构造位置、主要断层构造特征及其与区域构造的关系；

b） 新构造运动的主要形式、分区特征以及与地震的关系；

c） 地层发育、岩浆岩和变质岩分布等特征。

5.2.4 探测区地球物理场特征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已有地球物理探测工作及其成果；

b） 地壳深部结构、介质物性结构特征及其与断裂构造的关系。

5.2.5 地震重新定位与地震波层析成像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探测区及邻区的地震分布特征、地震活动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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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震重新定位采用的方法；

c） 地震重新定位结果；

d） 重新定位前、后的地震平面分布和深度分布对比分析；

e） 地壳深部速度结构；

f） 地震空间分布与探测区活动构造的相关性。

5.2.6 地壳深部结构和构造探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描述所采用的深部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及原理（如：深地震反射探测、宽角反射/折射探测、大地电

磁探测、密集地震台阵观测、重磁资料反演等）；

b） 深部地球物理探测的测线（台阵）布设、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流程及参数；

c） 地球物理方法的数据分析过程及其解释结果；

d） 探测区的地壳深部结构和构造特征，主要断层规模及其切割深度。

5.2.7 地震构造环境分析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探测区及邻区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b） 探测区主要断层的深部结构，深、浅构造关系；

c） 探测区及邻区深部动力过程和孕震环境、发震构造特征，探测区的地震构造模型。

5.2.8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取得的主要结果和认识；

b） 不确定性讨论；

c） 进一步工作建议。

5.2.9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5.3 结尾部分

5.3.1 结尾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致谢；

b） 附件。

5.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本专题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等。

5.3.3 附件应给出深部地震构造环境分析实施方案、实际材料图、大比例尺成果图和相关地球物理探测

专项工作成果报告等。

6 目标断层探测与定位

6.1 属性

基于地震勘探方法，获取目标断层性质、空间展布特征的成果报告。

6.2 正文部分

6.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b） 目标区地质概况和地球物理特征；

c） 试验探测与数据采集；

d）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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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资料分析与解释；

f） 勘探成果综述；

g） 结论与建议；

h） 参考文献。

6.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实施单位、工作任务和区域范围等；

b） 详细的技术要求；

c）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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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断点参数一览表

测线名称

　　 ª “可靠性评价结果”分为“可靠”“较可靠”和“一般”三类。

断点编号
上断点埋深

m
断点坐标

（经度，纬度）

视断距

m
视倾向

视倾角

（°）
断层

性质

归属

断层

可靠性评

价结果 ª

表 2　目标区断层参数一览表

价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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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标区地质构造背景；

d） 目标区地貌与第四系；

e） 目标断层活动性调查；

f） 结论与建议；

g） 参考文献。

7.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与实施单位；

b）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和项目合同等；

c） 工作目标与施工要求；

d） 采用的技术思路与技术方案；

e） 实施情况与完成工作量，包括工作量表与实际材料图。

7.2.3 技术方法简介应涵盖目标断层活动性鉴定的主要方法，其中针对隐伏断层或断层段采用的浅层地

震勘探与钻探方法，针对裸露断层或断层段采用的遥感解译、断错地貌测量与槽探方法，以及第四纪年代

测定方法，依次包括下列内容：

a） 浅层地震勘探方法，以及数据采集、处理与解释流程；

b） 钻探的设备、钻进工艺，以及岩芯采取、编录、年代测定样品采集与分析流程；

c） 遥感解译采用的遥感数据类型，以及数据处理与解译流程；

d） 断错地貌测量方法、测量设备，以及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流程；

e） 槽探的探槽选址、探槽开挖、探槽记录、年代测定样品采集，以及古地震事件识别与年代测定的

技术流程；

f） 年代测定方法、年代测定机构，以及年代测定样品准备与年代测定步骤。

7.2.4 目标区地质构造背景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大地构造位置、主要断层构造特征及其与区域构造的关系；

b） 新构造运动主要形式、演化过程和分区特征；

c） 古近纪、新近纪和前新生代地层与岩浆岩特征。

7.2.5 目标区地貌与第四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地貌单元划分及其时代；

b） 标准地层剖面的建立、第四系分层及其时空分布特征。

7.2.6 目标断层活动性调查应逐条断层进行论述，其中针对隐伏断层或断层段开展的浅层地震勘探与钻

探工作，以及针对裸露断层或断层段开展的遥感解译、断错地貌测量、槽探与地震地表破裂带调查工作，

依次包括下列内容：

a） 浅层地震勘探的测线布设、获得的叠加剖面与地质解释；

b） 钻探的钻孔布设、地层划分、年代测定、钻孔联合地质剖面与断层活动信息；

c） 遥感解译的数据类型、解译要素与解译结果；

d） 断错地貌测量的内容、测量数据、年代测定与断错位移分析；

e） 槽探的探槽布设、探槽开挖、地层划分、年代测定、事件分析与年代测定结果；

f） 地震地表破裂带的长度、宽度、几何结构、破裂类型与位移分布；

g） 每条断层的几何展布、错动特征、最新活动时代、地震复发特征与破裂分段小结。

7.2.7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目标断层的最新活动时代、运动学特征以及地震复发特征；

b） 不确定性讨论；

c） 进一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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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7.3 结尾部分

7.3.1 目标断层活动性鉴定报告的结尾部分应包括：

a） 致谢；

b） 附件。

7.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本专题工作管理和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

7.3.3 附件应包括目标断层活动性鉴定实施方案，以及浅层地震勘探、钻探、遥感解译、断错地貌测量、槽

探与年代测定等专项工作报告。

8 目标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

8.1 属性

基于目标断层探测结果，结合探测区地震构造和地震活动，评价目标断层的发震能力和未来一定时

段（未来百年）发震概率的成果报告。

8.2 正文部分

8.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b） 探测区地震构造特征；

c） 目标断层最大震级评价；

d） 目标断层发震概率评价；

e） 结论与建议；

f） 参考文献。

8.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实施单位、探测区地理位置及工作范围；

b） 目标和任务、技术要求、工作方法与技术思路；

c）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和项目合同等；

d） 实施情况，对任务分解、工作量、数据入库等完成情况的简要说明，给出设计工作量与完成工作

量对比表。

8.2.3 探测区地震构造特征部分应包括如下内容。

a） 目标断层的构造背景和深部构造。综合探测区地质构造与断层深部构造工作结果，比较目标断

层及探测区内的不同构造，根据断层的规模、切割深度、相互关系等区分不同级别的断层、划分

不同的构造单元，确定目标断层在区域构造中的位置及级别。

b） 探测区地震活动、应力场和形变速率。综合地震活动、震源机制、形变速率资料，确定探测区应

力场方向、不同方向断层的错动方式、主要断层的活动速率等。

c） 探测区发震构造背景分析。综合历史地震地表破裂、等震线、震源机制、余震分布等方面资料，

对探测区或更大范围的发震构造进行论述。

d） 目标断层与区域断层的关系。总结上述研究成果，建立目标断层与区域断层关系的构造模型或

反映深浅构造关系的目标断层三维构造模型。

8.2.4 目标断层最大震级评价应逐条进行，可根据断层探测结果以及构造背景的差异，论述所选用的下

列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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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大震级评价的地质方法。对于活动参数清楚的活动断层，论述断层破裂分段，根据断层长度、

古地震位移量等参数与地震震级的统计关系，评价断层的发震能力，确定最大地震震级。

b） 最大震级评价的构造类比法。对于活动参数不清楚的活动断层或早中更新世断层，论述构造类

比法评价断层的发震能力。构造类比包括利用目标断层与区域断层关系的构造模型，针对目标

断层的活动特征，进行构造区内和构造区外相似构造条件的震例类比。

c） 最大震级评价的地震活动性方法。论述探测区地震活动特征和统计单元分区，采用统计学方法

确定目标断层的最大震级。

d） 综合评价结果。采用多种方法时，应综合不同研究方法，给出目标断层最大震级评价的结果。

8.2.5 目标断层发震概率评价应区分活动参数清楚的活动断层和活动参数不清楚的活动断层或早中更

新世断层分别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进行论述。对于活动参数清楚的活动断层，采用时间相依的概率方法

评价发震概率；对于活动参数不清楚的活动断层或早中更新世断层，采用地震活动性方法评估目标断层

发震概率。评价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时间相依的发震概率评价包括：目标断层活动速率和强震复发间隔的确定、断层最新地震事件

分析、地震复发模型和概率计算等内容；

b） 基于地震活动的目标断层发震概率评价包括：地震活动性统计单元划分、相关构造带地震活动

水平和活动性参数、地震活动模型和未来地震发生概率计算等内容。

8.2.6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总结目标断层最大地震震级及发震概率结果；

b） 不确定性讨论；

c） 进一步工作建议。

8.2.7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8.3 结尾部分

8.3.1 结尾部分应包括致谢和附件。

a） 致谢；

b） 附件。

8.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本专题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等。

8.3.3 附件应包括目标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实施方案、数据等。

9 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评价

9.1 属性

基于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的研究成果，对目标区具有潜在发震危险的目标断层，包括对

目标区具有影响的邻区活动断层，开展未来地震的强地震动场分布预测，地表强变形及破裂带分布预测，

给出目标区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综合评价成果报告。

9.2 正文部分

9.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b） 理论与方法体系；

c） 地下速度结构数据与建模；

d） 目标断层震源数据与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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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强地震动计算与合成；

f） 地表破裂及强变形预测；

g） 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评价；

h） 结论与建议；

i） 参考文献。

9.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实施单位、任务和范围等；

b）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和项目合同等；

c） 工作目标、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等；

d） 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与实施路线；

e） 实施完成情况、完成工作量及数据入库内容；

f） 本专题取得的成果。

9.2.3 理论与方法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强地震动预测的基础理论、建模方法和计算方法；

b） 地表破裂或强变形预测的基础理论、建模方法和计算方法；

c） 目标区活动断层的地震危害性评价思路和方法；

d） 采用的危害性评价预测体系的特点。

9.2.4 地下速度结构数据与建模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目标区场地条件，第四系及以下地层与地壳特征，地下结构建模位置与范围；

b） 地震、地质、地理、地球物理勘探、钻探及波速测试等相关建模资料的收集与选用；

c） 地下速度结构模型的建模路线，第四系主要地层结构、古近系⁃新近系以及地壳结构的三维地下

速度结构模型；

d） 构建的主要地层模型图以及各地层物性参数表等结果。

9.2.5 目标断层震源数据与建模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各种探测数据与资料；

b） 建模位置与建模范围，震源模型的各项物理参数；

c） 设定地震断层震源模型；

d） 不同设定方案震源模型图与震源参数表。

9.2.6 强地震动计算与合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长周期强地震动的三维理论计算、短周期强地震动的评价计算；

b） 基于长、短周期合成宽频带强地震动的评价；

c） 基于宽频带强地震动的评价结果，包括目标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峰值速度和峰值位移的分

布图；

d） 结合地震、地质条件和设定模型的强地震动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9.2.7 地表破裂及强变形预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评价方法选用原则和地下结构模型构建；

b） 出露断层的地表破裂、隐伏断层的地表破裂及强变形预测；

c） 地表破裂带及强变形带的分布长度、宽度量值和图表；

d） 结合地震、地质条件和设定模型的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9.2.8 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目标断层最大震级地震的强地震动危害性评价及结论；

b） 目标断层最大震级地震的地表破裂及强变形评价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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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反映危害性综合评价结果的图件。

9.2.9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总结地表破裂及强变形带、强地震动评价结果；

b） 不确定性讨论；

c） 主要成果与结论的适用条件；

d） 主要成果与结论的应用建议。

9.2.10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9.3 结尾部分

9.3.1 结尾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致谢；

b） 附件。

9.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本专题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等。

9.3.3 附件应列入目标断层地震危害性分析实施方案、数据等信息说明。

10 探测区地震构造图编制

10.1 属性

基于搜集和整理地质、地球物理和地震等资料，结合对探测区断层的活动性鉴定结果，综合分析探测

区深部结构和构造、深浅构造关系、地震构造和发震能力等，形成探测区地震构造特征等相关内容的成果

报告。探测区地震构造图的比例尺为 1∶250 000。

10.2 正文部分

10.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b） 地质构造概况；

c） 新构造与现今地壳运动特征；

d） 活动构造特征；

e） 深部构造特征；

f） 发震构造评价；

g） 结论与建议；

h） 参考文献。

10.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实施单位、探测区范围等；

b） 目标和任务、技术要求、工作方法、技术思路；

c）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和项目合同等；

d） 实施情况，包括本专题获得的资料、前人取得的成果的收集和整理、构造地貌调查和数据入库等

简要说明，给出工作量与完成工作量对比表。

10.2.3 地质构造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分布特征；

b） 主要断层构造特征；

c） 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各构造单元的地质特征，编制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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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质构造演化史。

10.2.4 新构造与现今地壳运动特征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新构造运动特征；

b） 现今地壳运动特征；

c） 新构造运动、现今地壳运动与地震的关系。

10.2.5 活动构造特征宜包括下列内容，视具体情况可适当增减：

a） 活动断层、活动断层分段，断层活动特征、活动参数，古地震等；

b） 活动褶皱空间分布、活动特征；

c） 现代地震、历史地震地表破裂带特征；

d） 活动盆地特征；

e） 活动火山特征。

10.2.6 深部构造特征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探测区深部结构和构造；

b） 深部结构、构造与活动构造、地震的关系。

10.2.7 发震构造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典型震例分析；

b） 探测区及其邻区地震构造模型；

c） 探测区发震构造与发震能力判定。

10.2.8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地震构造特征；

b） 地震构造的发震能力；

c） 不确定性讨论；

d） 进一步工作建议。

10.2.9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10.3 结尾部分

10.3.1 结尾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致谢；

b） 附件。

10.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本专题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等。

10.3.3 附件应给出探测区地震构造图编制实施方案、实际材料图、探测区地震构造图及其说明书。

11 目标区主要断层分布图编制

11.1 属性

基于目标区断层活动性地质地貌调查、探槽开挖、钻孔联合地质剖面探测、地球物理探测等成果，给

出目标区断层的分布、活动时代、活动性质和活动参数等相关内容的成果报告。目标区主要断层分布图

比例尺为 1∶50 000。

11.2 正文部分

11.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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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层、地貌特征；

c） 构造背景；

d） 新构造活动特征；

e） 目标断层及活动特征；

f） 结论与建议；

g） 参考文献。

11.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实施单位、目标区范围等；

b） 目标和任务、技术要求、工作方法、技术思路；

c）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和项目合同等；

d） 实施情况，包括本专题获得的地质和地球物理探测资料、前人取得的成果的收集和整理、本专题

构造地貌调查和数据入库等简要说明，给出工作量与完成工作量对比表。

11.2.3 地层、地貌特征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描述地层岩性和分布特征。前第四纪地层以系为地层单元分别描述，第四纪地层以统为地层单

元分别描述。

b） 描述侵入岩、火山岩的分布和岩性特征。按照构造旋回分期分别描述，从新到老依次可分为喜

马拉雅期、燕山期、华力西期、加里东期和前寒武纪等。

c） 描述目标区的地貌特征。

11.2.4 构造背景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大地构造位置及构造演化；

b） 断层构造特征；

c） 新生代褶皱构造特征。

11.2.5 新构造活动特征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新构造位置；

b） 新构造分区特征；

c） 现今地壳运动特征。

11.2.6 目标断层及活动特征部分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逐条论述目标断层的下列特征：

1） 断层的分布、走向、倾向、倾角；

2） 断层的地貌特征、出露或开挖暴露的地质剖面特征，断层的性质、活动速率、古地震特征；

3） 断层在地球物理探测剖面上的特征，如断错的波组、未断错的波组、上断点埋深，断层视倾

向和倾角、性质；

4） 断点在钻孔联合地质剖面上的特征，如断层错断的地层和年代、未错断的地层和年代，标志

地层的位移及其变化特征，断层性质、垂直位移速率等；

5） 断层活动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b）　小结目标断层的分布、长度、性质、活动时代、活动速率、古地震序列。

11.2.7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对目标区断层的分布、运动性质、活动特征的总体描述；

b） 以表格的形式给出各断层的名称、长度、运动性质，以及活动时代、活动速率等活动性参数。

c） 不确定性讨论；

d） 进一步工作建议。

11.2.8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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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结尾部分

11.3.1 结尾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致谢；

b） 附件。

11.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本专题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等。

11.3.3 附件应给出目标区主要断层分布图编制实施方案、实际材料图、目标区主要断层分布图及其说明

书等。

12 目标区活动断层带状填图

12.1 属性

在搜集和整理地质、地球物理和地震等资料基础上，结合对目标区活动断层填图、地球物理探测、钻

孔探测等成果上编制而成，给出目标活动断层分布、几何结构和活动参数等信息内容的成果报告。目标

区活动断层带状填图的比例尺为 1∶10 000。

12.2 正文部分

12.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b） 地质地貌概况；

c） 活动断层几何学特征；

d） 活动断层运动学特征；

e） 活动褶皱的几何学与运动学特征；

f） 地震地表破裂带特征；

g） 古地震分析；

h） 结论与建议；

i） 参考文献。

12.2.2 前言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任务来源、实施单位、目标区范围等；

b） 工作目标和任务、技术要求、工作方法、技术思路；

c） 依据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和项目合同等；

d） 实施情况，包括本专题获得的资料、前人取得的成果的收集和整理、构造地貌调查和数据入库等

简要说明，给出工作量与完成工作量对比表。

12.2.3 地质地貌概况应描述目标区地质构造背景、地层、岩浆岩的出露情况，以及填图单元等；应详细描

述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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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活动褶皱的几何学与运动学特征应详细描述活动褶皱平面、剖面上的几何学特征，活动褶皱的缩

短量和缩短速率，活动褶皱的活动时代等。

12.2.7 地震地表破裂带特征应详细描述地震地表破裂带的长度、宽度、破裂类型、破裂性质及组合特征，

位移和位移分布等。

12.2.8 古地震分析应详细描述探槽分布、探槽中的地层及沉积年代、古地震事件分析与古地震序列、断

层的破裂分段。

12.2.9 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叙述带状填图工作取得的主要进展及认识等；

b） 不确定性讨论；

c） 成果使用建议。

12.2.10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12.3 结尾部分

12.3.1 结尾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致谢；

b） 附件。

12.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本专题实施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等。

12.3.3 附件应给出目标断层带状填图实施方案、实际材料图、活动断层分布图等。

13 数据库建设

13.1 属性

总结项目数据库建设工作、呈现项目数据库建设成果的报告。

13.2 正文部分

13.2.1 正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言；

b） 建设与运行的软硬件环境；

c） 建库基础与依据；

d） 建库方法与流程；

e） 建库内容；

f） 数据库检测、完善与汇交；

g） 数据库应用系统；

h） 参考文献。

13.2.2 前 言 应 包 括 DB/T 93.1—2022 中 6.3.1 规 定 的 所 有 内 容 ，并 给 出 设 计 工 作 量 与 完 成 工 作 量 对

比表。

13.2.3 建设与运行的软硬件环境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硬件环境描述数据输入设备、数据输出设备、空间数据存储处理设备、其他辅助设备等配置

情况；

b） 软件环境描述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其他建库运维的工具软件等。

13.2.4 建库基础与依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描述数据库的体系结构、数据模型及使用的数据模板，专题数据库、要素集、要素类、属性表命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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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要素类、属性表、档案的编码规则；

b） 列出本项目专题设计与建设中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基础数据、数据库建设、数据检测、编码、制

图等方面直接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文件以及项目合同。

13.2.5 建库方法与流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以图和表方式阐明数据库设计与本项目实施专题的对应情况；

b） 说明数据库与本项目建设同期开展数据收集、整理的方法；

c） 描述数据存储结构，描述数据入库、检测、集成、汇交的全流程，给出数据库建设的工作流程图。

13.2.6 建库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简介本项目包括的专题数据库和集成项目数据库，论述使用的基础地理数据情况；

b） 描述专题工作主要内容，描述专题数据资料的存储结构，包括要素类、属性表、文档表、原始数据

及大数据文件的情况，给出专题数据库主要内容列表（见表 3），列表内容包括专题库名称、要素

类名称、属性表名称和资料来源等；

c） 描述专题要素类、属性表、原始资料的准备、入库、编辑过程；

d） 给出专题数据库数据量与专题工作量的对应关系表；

e） 给出要素类的显示截图和专题数据库成果的截图；

f） 描述从专题数据库集成到专业数据库的技术路线、操作过程，介绍集成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及解决方案；

g） 给出重要空间信息的数据库成果截图，重要空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断层分布、野外观测点、各类

探测线分布、钻探、槽探、样品采集点等；

h） 给出重要属性表成果截图，重要属性表包括但不限于断层观测点、活动断层等主要探测成果。

表 3　专题数据库内容列表

专题数据库名称 要素类名称 属性表名称 资料来源

13.2.7 数据库检测、完善与汇交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描述专题数据库、专业数据库的送检次数、时间、检测内容等，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并在附件中

给出检测报告扫描件；

b） 列出汇交数据成果清单，给出数据共享建议。

13.2.8 数据库应用系统应描述系统的运行环境、主要功能并给出展示截图。

13.2.9 应按照 DB/T 93.1—2022 中 6.3.4 的规定给出参考文献。

13.3 结尾部分

13.3.1 结尾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致谢；

b） 存在的问题；

c） 附件。

13.3.2 致谢部分可简要说明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人员等。

13.3.3 存在问题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数据库建设、数据汇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b） 完善和使用数据库的工作建议。

13.3.4 附件应给出数据库建设实施方案、检测报告、大幅面的成果图件、复杂的表格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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