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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震区划图的编制修订经历了五代，第五代国家标准 GB18306-2015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将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以下简称“区划图”），是以地震烈度和地震动参数为指标，将国土范围划

分为不同地震危险程度或抗震设防等级的地图。区划图是国家地震安全的重要基

础性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与各行业（房屋、水利、交通、能源、化工等）抗震设

计标准共同构成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标准体系。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对结构设计有较大影响，应用时需注意变化。 

 

1957 年李善邦先生编制第一代中国地震区划图，该区划图给出全国最大地

震影响烈度的分布。 

 

1977 年第二代中国地震区划图出版，该区划图是用中长期地震预测的方法

编制的，给出未来一百年内场地可能遭遇的最大地震烈度。 

 

1990 年第三代中国地震区划图出版，该区划图采用地震危险性分析概率方

法，以 50 年超越概率 10%（475 年一遇）在一般场地条件下的烈度值进行区域

划分，被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其他抗震设计规范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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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第四代中国地震区划图出版，前 3 次区划图编制均采用地震烈度作

为编图参数，第四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采用地震动参数作为编图参数，包括峰

值加速度区划图和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以 50 年超越概率 10%（475 年一遇）

在一般场地条件下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特征周期进行区域划分。从第四代中国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起，地震区划图作为国家强制标准正式批准，汶川、玉树地震

后分别做过局部修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

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对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质量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

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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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采取有效措施，增强

抗震设防能力。”在建筑设计领域中应用时，可以依据《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

标准》GB 50233 相关条文确定建筑物的抗震设防标准。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包括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

图和中国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表和

基本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调整表、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地震烈度对照表、

全国城镇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

表、地震动参数确定方法等。其中，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和中国地震动

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对应地震概率水准为 50 年超越概率 10%（475 年

一遇），对应场地类型为Ⅱ类场地。本次发布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相较

于第四代区划图有两大重要变化：一是取消了不设防地区；二是在附录中将地震

动参数明确到乡镇。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采用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特征周

期双参数调整，并提出了四级（多遇、基本、罕遇、极罕遇）地震作用取值。顺

应国家防震减灾体系建设的各种需求，新区划图用四个超越概率水平对四级地震

的作用做出明确规定，“多遇地震动”相应于 50 年超越概率 63%（约 50 年一

遇）的地震动，“基本地震动”相应于 50 年超越概率 10%（475 年一遇）的地

震动，“罕遇地震动”相应于 50 年超越概率 2%（2475 年一遇）的地震动，“极

罕遇地震动”相应于年超越概率 0.01%（1 万年一遇）的地震动。与前版相比，

增加“极罕遇地震动”标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XKQUfR4L6fyRFZ0gvJYP_k6DHS1ATI72Q3bPgoRdyM640iFP30kO7lgqQPw7YqfQpQ16E9FFCM8KV4lBxFnj9-4S0OoNa8NNP-Nb3phd5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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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结 构 设 计 而 言 ， 需 要 清 楚 各 级 地 震 作 用 的 关 系 与 区 别 。 在

GB50011-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提到的多遇地震、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

指按地震基本烈度区划或地震动参数区划对当地的规定采用，分别为 50 年超越

概率 63% 、10% 和 2%~3%的地震，或重现期分别为 50 年、475 年和 1600 

年~2400 年的地震。根据当时中国建筑科学院抗震研究所对全国 60 多个城市

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的统计，大、中震烈度之间的差值平均为 1 度（峰值加速度

之比为 4:3~2:1），中、小震烈度之间的差值大体为 1.55 度（峰值加速度之比为

3:1）。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验算使用的小震并不是 50 年超越概率 63%的多

遇小震，而是中震（50 年超越概率 10%的基本烈度或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按

0.35 倍折算得到的折算小震，统计结果针对的是多遇小震，实际设计使用的是

http://www.baidu.com/link?url=k2w9jS7dYXgvwY_GBHJylYi_rMWT5SqbP9LbZdgizICaMUGa2HoW9mU0L7qFngA06tXNAm_I_0sRPihiy3up0SgCVrH5kVTUWCx8Z1CxLEe�


徐珂博客 http://www.jiegoublog.cn/ 

折算小震。在 1964、1974、1978 版中国抗震规范中都引入了“结构影响系数”

C 值的概念，采用对基本烈度按弹性反应谱计算的地震作用进行折减来确定设计

地震作用的设计方法。结构影响系数 C 值因结构不同而异，延性较大、抗倒塌

能力较强的结构，“结构影响系数”取小值，反之“结构影响系数”取大值。这

些规范中的 C 值在 0.25~0.50 之间。在 1989、2001 版中国抗震规范中，用折

算小震取代中震作截面验算，与采用“结构影响系数”C 值效果相当，相当于对

不同抗震能力的结构统一取结构影响系数 0.35。 

 

对于具体结构计算参数需要结构工程师改变习惯性选取计算参数的习惯，记

住以下一些规定，特别是反应谱特征周期采用地震动双参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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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调整表 设计习惯 

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反应

谱特征周期分区值 

场地类别   

Ⅰ0 Ⅰ1 Ⅱ Ⅲ Ⅳ   

0.35  0.20  0.25  0.35  0.45  0.65  第一组 

0.40  0.25  0.30  0.40  0.55  0.75  第二组 

0.45  0.30  0.35  0.45  0.65  0.90  第三组 

 

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 Fa 

Ⅱ类场地地

震动峰值加

速度值 

场地类别 

Ⅰ0 Ⅰ1 Ⅱ Ⅲ Ⅳ 

≤0.05g 0.72  0.80  1.00  1.30  1.25  

0.10g 0.74  0.82  1.00  1.25  1.20  

0.15g 0.75  0.83  1.00  1.15  1.10  

0.20g 0.76  0.85  1.00  1.00  1.00  

0.30g 0.85  0.95  1.00  1.00  0.95  

≥0.40g 0.90  1.00  1.00  1.00  0.90  

所谓反应谱特征周期采用地震动双参数调整就是指上述两个表，第一个表是

原来有的，第二个表是原来没有的，这个以后的软件会调整的，但是对于抗震有

积极的意义。 

 

F.1 条是指反应谱动力放大系数 β，由原来 2.25 调整为 2.50，表示单质点

弹性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最大水平加速度值与地面最大水平加速度值的比值，把

把上述规定综合一下，比如设防烈度为 8 度区，地震加速度为 0.20g，则水平地

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按照老规范要求αmax =0.20X0.35X2.25=0.160 

按照新规范要求α max=0.20X0.35X2.5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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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双参数调整是指计算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按照老规范要求α=（ Tg/T ) γ η  αmax  

 按照新规范要求α=（ Tg*Fa /T ) γ η  αmax         

20160516  PS （第一次我理解错误） 

我后来又仔细看了看宣贯教材，重新写一下采用地震动双参数调整的计算公

式： 

按照新规范要求α=（ Tg /T )γ  η（αmax *Fa） 

按照宣贯教材的介绍，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 Fa 是按照计算时所

用加速度峰值选取系数，比如八度设防 0.20g 小震计算时，结构影响系数 C=0.35

计算所用加速度峰值是 0.07g。 

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 Fa 

Ⅱ类场地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

值 

场地类别 

Ⅰ0 Ⅰ1 Ⅱ Ⅲ Ⅳ 

≤0.05g 0.72  0.80  1.00  1.30  1.25  

0.10g 0.74  0.82  1.00  1.25  1.20  

0.15g 0.75  0.83  1.00  1.15  1.10  

0.20g 0.76  0.85  1.00  1.00  1.00  

0.30g 0.85  0.95  1.00  1.00  0.95  

≥0.40g 0.90  1.00  1.00  1.00  0.90  

Ⅰ0 类场地的调整系数就要按照 0.05g~0.10g 对应数值 0.72~0.74 的差值

计算，大约为 0.728，这样αmax *Fa=0.175*0.728=0.127。 

Ⅰ1 类场地的调整系数就要按照 0.05g~0.10g 对应数值 0.80~0.82 的差值

计算，大约为 0.808，这样αmax *Fa=0.175*0.808=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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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类场地的调整系数就要按照 0.05g~0.10g 对应数值 1.30~1.25 的差值计

算，大约为 1.28，这样αmax *Fa=0.175*1.28=0.224。 

IV 类场地的调整系数就要按照 0.05g~0.10g 对应数值 1.25~1.20 的差值计

算，大约为 1.23，这样αmax *Fa=0.175*1.23=0.215。 

按照这个计算原则，相同的结构与原规范要求相比，地震作用系数大约是原

规范的 80%~140%，鉴于Ⅰ类场地很少，可以认为八度设防 0.20g 小震计算时

按照这版区划图计算地震作用大约是原规范的 110%~140%，八度区还是少数，

全国大部分地区是 0.15g 以下，小震计算调整系数基本就是按照 0.05g 的标准

调整，八度就差一点点，就冒出不同的系数，显得没必要，都按 0.05g 标准调

整不是很好？哦，按照新版区划图，每个乡镇都给出峰值加速度，可能前面的习

惯说法都会发生大的变化。 

抗震规范后续会进行调整，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接近，总的感觉是新抗规在这

部分会有更多数据和选择，鉴于结构工程师习惯用软件，软件公司修改程序就解

决大问题。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参数调整，地震作用数值

在结构设计应用中也会变化。 

 

 

好好学习  天天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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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分享：本文源自“徐珂 建筑结构设计”网站 。  

（联系、发文：arch100@126.com）  

keyword ： 结构抗震  设计参数  地震动双参数调整  反应谱动力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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