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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县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工作技术指南
（2023 版）

一、工作目的和任务

（一）工作目的。为强化地震灾害风险防范，及时服务地

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发挥好地震部门技术支

撑和信息服务作用，各县(市、区)应积极开展地震灾害损失预评

估工作。

（二）工作任务。以县（市、区）为基本评估单元，开展

以下工作任务：

1.基础数据收集和更新。收集工作范围内的行政区划、人口

经济、地形地貌、建筑物、地质灾害隐患点、次生灾害危险源、

应急备灾等相关基础数据，及时更新技术数据，数据成果格式

化处理后提交指定系统。

2.设定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根据历史地震、断层分布、最

不利影响等因素设定地震，在预评估业务系统中开展地震灾害

损失预评估。

3.开展抽样点实地调查。开展抽样调查内容包括建筑物调

查、人口经济调查、次生灾害危险源调查、生命线系统和基础

设施调查、地震应急准备调查等。根据城市和农村的特征不同，

调查侧重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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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策建议分析。从地震灾害风险防范、地震应急准备、地

震应急处置等三个方面分析对策建议。

5.成果报告编制。成果报告包括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报告

（详本、简本）及实地抽样调查报告。

二、工作流程

（一）预评估工作流程

（二）基础数据收集和更新

1.基础数据内容

基础数据资料收集与整理是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工作的基

础性工作，工作内容及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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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整理评估区域基础数据及基础图件，主要包括行

政区划及变更情况、人口、经济、房屋、交通、学校、医院、

水库、危险源、历史地震、物资储备、救援队伍、地质灾害等。

（2）进行数据整理与加工，数据格式应满足山西地震应急

基础数据库入库要求，具体参见附表 1。

2.基础数据收集方法

（1）资料收集：对工作区内含有基础数据信息的报表、统

计年鉴、历史报告、文献资料等进行筛选分析、摘录汇总。

（2）行业共享：对相关行业部门发布或共享的基础数据进

行处理，按预评估业务系统要求整理数据，绘制图件。

（3）档案整理：对工作区及其周边区域的历史预评估数据

和报告进行梳理，引用相关成果。

（4）其他方法：采用其他方法获取相关基础数据和图件资

料。

3.基础数据汇交与更新

（1）按照要求将各类基础数据收集整理，并通过信息化平

台等方式汇交至指定系统。

（2）根据实际情况，基础数据按年度更新或按行业部门更

新频次更新。

按年度更新的数据：包括人口、GDP、次生灾害危险源、应

急避难场所、医院、学校、建筑物单体、抽样调查点概况信息、

灾害风险点、区县概况信息、人口和建筑物概况、地震应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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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情况。

按行业部门更新频次更新的数据：包括行政区划、地形地

貌、人口、建筑物、经济公里格网、房屋造价、交通、水库、

建筑物易损性、地质灾害、断层、历史地震、历史震害、历史

预评估、重大工程基础设施。

（三）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

1.设定地震。以 5.5 级地震震级为设定地震灾害背景，在此

基础上，上下各增减 0.5 级，作为 3 个设定地震震级。设定地震

震中一般沿区域内主要活动断裂走向，按照 10-20 公里的间隔

来设定，并满足每个县(市、区)不少于 3 个设定地震的要求。同

时需考虑人口密集地区直下型地震的不确定性，适当分布设定

地震点。

2.建筑物抗震能力分析。根据全省典型结构易损性矩阵，结

合全国第一次风险普查数据和公里格网数据，对当地房屋进行

抗震能力分析。

3.地震地质灾害评估

（1）统计工作区内地震地质灾害隐患点。

（2）分析不同地震烈度下工作区出现地震地质灾害的危险

性。

（3）分析不同地震烈度下工作区可能因地震地质灾害造成

人员伤亡和交通中断情况。

4.次生灾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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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计工作区内次生灾害隐患点，包括次生火灾、水灾、

爆炸、毒气泄漏等。

（2）分析不同地震烈度下工作区出现次生灾害的可能性及

次生灾害的影响范围。

（3）分析不同地震烈度下工作区可能因次生灾害造成的人

员伤亡。

5.重大基础设施地震风险点及清单。针对评估县(市、区)

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严重次生灾害后果（水灾、火灾、

地质灾害、爆炸，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质、致命性细菌

病毒等泄漏或者其他）以及重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建筑工程、重

大基础设施以及大型危化品厂库等结构、设施、设备的地震灾

害重点隐患进行排查。

（1）重点隐患清单。综合考虑评估县(市、区)内的地震危

险性、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承灾体的重要性和可能造成

的危害后果等因素，筛选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排查对象。重大基

础设施：包括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长油（气）管线等重大交

通枢纽、大型桥梁和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设施设备。

（2）重点隐患排查要点。重大基础设施：主要排查水库大

坝、长油（气）管线、大型发电厂等重大电力设施、重大交通

枢纽、大型桥梁和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设施设备的工程

结构、设施、设备的位置、分布、类型、属性、规模等，分析 VI

（6）度至 X（10）度下重点隐患的影响范围、后果及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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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措施建议分析。根据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排查结果，

地震灾害防治对策应确定重大基础设施系统及其重要节点的抗

震薄弱环节，分别提出相应的抗震措施，并提出震时功能保障

措施。

6.设定地震灾害损失及应急需求计算

（1）报告应对所采用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行说明，对每一个

设定地震进行分析计算，给出受灾区总面积、总人口数，给出

预估死亡、受伤和需紧急安置人数、灾区 GDP 和预估直接经济

损失。

（2）死亡人数计算结果应以数值范围的形式给出，形成初

步地震灾害预评估结果统计表（见附表 3）。

7.计算结果复核

（1）应在设定地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计算中，考虑

建筑物易损性和地震地质灾害的结果。

（2）设定地震的计算结果，应在实地抽样调查后进行复核。

（四）开展抽样点实地调查

制定县(市、区)调研计划，实地调研要覆盖所辖全部乡镇（街

道），每个乡镇（街道）抽取 30%以上的行政村(社区）作为调研

点；调研点选取时要综合考虑调研区域地形地貌差异及主要建

筑物结构类型差异，抽样详查点不应与该县(市、区)原有预评估

报告抽样点重合。

1.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与地方政府、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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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实地调查点和调查路线规划、实地调查数据资料准备、

无人机等设备准备等。

2.调研点概况信息调查。实地调查应记录每个抽样调查点的

位置坐标信息，并填写《调研综合统计表》（见附表 2 表 1）。

3.建筑物调查。调查分析工作区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分布情

况等，分析典型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在现场房屋抽样调查中，

房屋样本应做到每个调查点所有房屋类型全覆盖。对调研点的

建筑物数量、结构类别及比例，建筑造价、建筑年代等进行调

查并记录（见附表 2 表 1）。

对每个调研点范围内结构比例超过 10%的典型建筑物进行

拍照。房屋样本的照片拍摄，应保证房屋整体正面及侧立面的

完整，重点记录能反映房屋结构特征、抗震薄弱环节的局部影

像。每类建筑物分别拍摄正面照、侧面照、背面照三张，照片

按照建筑物结构类型命名，照片应含拍摄地经纬度和拍摄时间

信息。

4.次生灾害调查。查看调研县（市、区）的地理地貌情况，

预判不同烈度下次生地质灾害危险或其他重大次生灾害危险，

对重大次生危险源给出简略评价，估计次生灾害对居民点和交

通设施可能造成的破坏（见附表 2 表 1）。

5.人口情况调查。调查分析调研区内人口数量、密度、分布、

结构等情况，对调研点人员伤亡影响因素分别给出总体评价。

城市范围内重点考虑人口流动性、人口热力分布、人员密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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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疏散等因素；农村范围内重点考虑人口结构、空心化、季节

性人员流动等因素（见附表 2 表 1）。

6.其他重点隐患调查。对地震时可能出现重大灾情的重点目

标（水库、地质灾害情况）和人口密集地点（学校、医院）进

行调研（见附表 2 表 2）。

7.无人机航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对调查点进行

超低空无人机航拍，并填写无人机航拍数据索引表（见附表 2 表

3）。对于典型区域可进行无人机倾斜摄影。

8.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调查。与调研市（县、区）地震工作

部门和有关行业部门、单位进行座谈，对接地方政府和行业部

门需求，整理需求清单。了解地震应急准备能力，告知地震风

险情况和应急需求，并提出相关具体建议，提供地震应急基础

图件。

（五）对策建议分析

根据建筑物破坏、人员伤亡、地质灾害、次生灾害、震后

交通等方面预估的灾害特点，从地震灾害风险防范、地震应急

准备、地震应急处置三个方面分析对策建议。

1.灾害风险防范对策建议。从建筑物、地震灾害重点隐患、

生命线系统、重大基础设施等方面有针对性地给出防治对策。

2.应急准备对策建议。根据应急准备调研情况，针对地震应

急组织体系和预案体系、地震应急工作机制、应急物资储备、

应急救援力量、应急避难场所、重点目标保障能力、谣言、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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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应急能力、科普宣教和演练、其他地方特征应急准备措施等

进行应急能力评价。

3.应急处置建议。地震应急处置要点建议要针对地方灾害特

点，描述应急救援特点，结合重点危险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应

急重点关注事项分析，结合地方政府对应急准备和应急处置的

需求调研结果，从救援力量和物资投入、地震灾害危重区域识

别、生命线工程保障和抢修、重要基础设施隐患排查、气候特

征应对、民族特征应对、舆情应对及其他地方特征应对等方面

给出不同震级下的方案性的应急准备建议和处置对策建议。其

中应急准备建议，应根据预评估结果尽量给出量化指标。

（六）成果报告编写

编写工作区地震灾害预评估报告详本和简本，以及实地调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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