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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福建省地震局、中国地

震应急搜救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晓青、孙柏涛、黄宏生、丁香、王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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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共享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共享的数据类型、数据编码、数据格式、元数据、数据字典以及

数据汇交、数据质量控制、共享数据服务和共享数据维护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建设（或开发）及相关数据的获取、处理、维护、交换和

共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２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ＩＳＯ８６０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１０１１４—２００３　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

ＧＢ／Ｔ１３９２３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１７７４２　中国地震烈度表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１—２００６　地震现场工作　第１部分：基本规定

ＧＢ１８２０８．２—２００１　地震现场工作　第二部分：建筑物安全鉴定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３　地震现场工作　第三部分：调查规范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４　地震现场工作　第４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ＤＢ／Ｔ１１．１—２００７　地震数据分类与代码　第１部分：基本类别

ＤＢ／Ｔ１１．２—２００７　地震数据分类与代码　第２部分：观测数据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地震现场　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狊犻狋犲

需要实施地震应急、救援并开展相关工作的地区。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２—２００５，定义７．１．６］

３．２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　狊犺犪狉犲犱犱犪狋犪犳狅狉犲犿犲狉犵犲狉犮狔犮狅犿犿犪狀犱犻狀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狊犻狋犲

开展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活动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共享数据，包括空间数据、统计数据、文档及

其他有关数据。

３．３　

元数据　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关于数据的数据。也可称为描述数据或注释数据。

３．４　

数据集　犱犪狋犪狊犲狋

由一组内容表达相同或特征属性一致的相关数据构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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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地震现场数据共享平台　犱犪狋犪狊犺犪狉犲犱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犻狀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狊犻狋犲

提供地震现场数据共享服务的软硬件基础平台的总称。包括通信设备、信息网络设备、服务器、系

统软件、数据库软件和ＧＩＳ软件。

３．６　

地震现场数据共享服务　犱犪狋犪狊犺犪狉犲犱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犻狀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狊犻狋犲

地震现场数据共享平台所提供的信息和技术服务，包括目录服务、导航服务、数据信息发布、数据检

索、数据产品加工、数据分发和数据产品分发。

４　共享数据

４．１　数据分类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应划分为：

ａ）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ｂ）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ｃ）　地震应急基础数据；

ｄ）　影响灾害的背景数据；

ｅ）　救灾资源及其通信联络数据；

ｆ）　地震应急法规与预案数据；

ｇ）　地震现场观测数据；

ｈ）　地震现场震情分析数据；

ｉ）　灾害损失评估与科学考察数据；

ｊ）　建筑物安全鉴定数据；

ｋ）　应急与救灾行动数据；

ｌ）　地震现场音视频和图像数据；

ｍ）　现场指挥记录数据；

ｎ）　地震现场工作报告数据。

４．２　数据内容

４．２．１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１∶２５００００数字基础地理信息；

ｂ）　１∶５００００数字基础地理信息；

ｃ）　数字行政区划图；

ｄ）　数字遥感影像图。

４．２．２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人口统计数据；

ｂ）　经济统计数据；

ｃ）　建筑物统计数据。

４．２．３　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地震地质构造背景数据；

ｂ）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ｃ）　重大工程安全性评价数据；

ｄ）　地震活动性数据（包括历史地震目录和仪器记录地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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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地震台站分布信息；

ｆ）　地震现场应急与救援案例。

４．２．４　影响灾害的背景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重大工程目标数据。主要包括核电站、高坝、大型水库、航天基地和重要机场等数据；

ｂ）　生命线系统数据。主要包括区域通信干线、公路干线、铁路干线、电力干线、大型油气输送管

线、城市公路和桥梁、道路和立交桥、轨道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供热系统等数据；

ｃ）　次生灾害源数据。主要包括大型油气储罐区、天然气干线管道、炼油厂、化工厂和危险品仓库

等易发生火灾、爆炸的危险源数据；光气厂等易产生毒气泄漏的危险源数据；以及水库、悬河段

等易发生次生水灾的危险源数据；

ｄ）　地震地质灾害危险区数据。主要包括区域大规模崩塌与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危险区数据；

城市砂土液化、软土震陷、不均匀沉陷、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危险区数据；

ｅ）　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目标数据。主要包括学校、侨乡、国家级旅游景点和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等数据；

ｆ）　对灾害造成影响的气候气象、水文和环境等因素的有关数据。

４．２．５　救灾资源及其通信联络数据宜包括以下内容：

ａ）　国家与地方地震紧急救援队、军队与武警部队、消防力量和医疗救护力量数据；

ｂ）　国家与地方救灾物资储备中心的分布、数量和构成；

ｃ）　各级地震部门、各类应急救援队、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军队与武警部队的联络信息。

４．２．６　地震应急法规与预案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地震应急与救援的法规；

ｂ）　国家、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地震部门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制定

的地震应急预案。

４．２．７　地震现场观测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测震、强震动（烈度）和地磁、地电、地壳形变、地下流体台站（网）信息及其观测数据；

ｂ）　流动测量数据。

４．２．８　地震现场震情分析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地震现场震情分析报告；

ｂ）　震后趋势判定报告。

４．２．９　地震现场灾害损失评估与科学考察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破坏的范围和有感范围；

ｂ）　人员伤亡情况；

ｃ）　建（构）筑物破坏及损失情况；

ｄ）　经济损失以及救灾投入费用；

ｅ）　社会生活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受破坏及影响情况；

ｆ）　生命线系统、重大工程和重要设施破坏情况及其对社会生产及经济活动影响程度；

ｇ）　地震造成的水灾、火灾、爆炸、疫病、有毒物质泄漏和放射性物质污染等次生灾害情况；

ｈ）　地震形成的滑坡、地裂缝、塌陷和喷砂冒水等地震地质灾害及其对自然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

坏和影响；

ｉ）　地震发震构造调查；

ｊ）　地震宏观异常现象调查；

ｋ）　地震烈度异常现象调查。

４．２．１０　地震现场建筑物安全鉴定数据应包括以下建筑物的鉴定数据：

ａ）　对抗震救灾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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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物；

ｃ）　生产与储藏有毒和有害等危险物品的重点建筑物；

ｄ）　对居民生活和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有影响的建筑物。

４．２．１１　地震现场应急与救灾行动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地震现场应急与救援日报；

ｂ）　地震现场应急与救援装备。

４．２．１２　地震现场音视频和图像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数码照片和图片数据；

ｂ）　视频图像；

ｃ）　音频数据；

ｄ）　地震灾害遥感影像。

４．２．１３　地震现场指挥记录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现场工作人员及其职责分工数据；

ｂ）　现场指挥实况记录。

４．２．１４　地震现场工作报告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地震现场应急工作报告；

ｂ）　地震流动监测工作报告；

ｃ）　地震现场震情趋势工作报告；

ｄ）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报告；

ｅ）　地震现场建筑物安全鉴定工作报告；

ｆ）　地震现场科学考察工作报告；

ｇ）　地震紧急救援行动报告；

ｈ）　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报告；

ｉ）　灾区恢复重建建议；

ｊ）　地震现场应急工作大事记。

４．３　数据格式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数据格式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４．４　数据编码

４．４．１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代码通用编码规则见附录Ｂ中的Ｂ．１。

４．４．２　行政村和居委会编码方案见附录Ｂ中的Ｂ．２。

４．４．３　重点目标编码方案见附录Ｂ中的Ｂ．３。

４．４．４　房屋建筑和生命线系统编码方案见附录Ｂ中的Ｂ．４。

４．４．５　地震事件编码规则见附录Ｂ中的Ｂ．５。

４．４．６　行政区划编码应采用ＧＢ／Ｔ２２６０中给出的代码。

４．４．７　各种比例尺数字化基础地理数据的编码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９２３规定。

４．４．８　其他与地震相关数据的编码可参照ＤＢ／Ｔ１１．１—２００７和ＤＢ／Ｔ１１．２—２００７的规定。

５　元数据

５．１　元数据内容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元数据应提供以下信息：

ａ）　标识信息。包括数据集概述、数据集规模信息、地理区域范围、时间范围、高程范围、数据集联

系信息和数据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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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参照系信息。包括坐标参照系和时间参照系；

ｃ）　地震数据附加信息。包括地震现场描述信息。

５．２　元数据格式要求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元数据格式应符合附录Ｃ的规定。

６　数据字典

６．１　数据字典内容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数据字典应提供：

ａ）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全名；

ｂ）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简称；

ｃ）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存储格式；

ｄ）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主要技术参数；

ｅ）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内容说明；

ｆ）　数据库数据项定义及说明；

ｇ）　数据项内容说明；

ｈ）　数据使用方法简介；

ｉ）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补充信息；

ｊ）　数据字典负责单位信息。

６．２　数据字典格式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数据字典格式应符合附录Ｄ的规定。

７　数据汇交

７．１　数据汇交要求

７．１．１　基础地理信息、社会经济统计、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影响灾害的背景数据、救灾资源及其通信联

络和地震应急法规与预案六类数据，应在平时准备好并及时汇交。其他类型数据应在地震现场应急工

作过程中即时产生，并及时汇交。

７．１．２　数据汇交的数据编码和数据格式应符合附录Ｂ的要求；汇交的元数据应符合附录Ｃ的要求；汇

交的数据字典应符合附录Ｄ的要求。

７．２　数据汇交审核

７．２．１　在数据汇交之前，应对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

７．２．２　数据汇交审核事项应包括：

ａ）　数据是否准确；

ｂ）　数据是否齐全；

ｃ）　数据是否符合格式要求；

ｄ）　数据是否符合保密规定；

ｅ）　数据是否符合规定的质量要求；

ｆ）　数据是否具有科学价值和使用价值。

７．３　数据汇交方式

７．３．１　数据汇交可通过地震现场数据共享平台，以网络传输方式实时或准实时汇交，也可通过移动存

储介质的方式汇交。

７．３．２　数据汇交时应采取数据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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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数据质量控制

８．１　数据质量

８．１．１　数据库设计

８．１．１．１　应根据附录Ａ、附录Ｃ和附录Ｄ给出的数据格式、元数据和数据字典，以及数据库专业特点

要求，进行数据库设计。

８．１．１．２　应重点审查必选字段的完备性。

８．１．２　数据库内容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数据库内容不应超出、遗漏或重复；应客观真实，并标明数据的时效和适用范围。

８．１．３　数据的一致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８．１．３．１　应检查数据的一致性。同一共享数据集的数据内容应保持一致。

８．１．３．２　应检查数据内容的完整性。在数据库中应完整地给出一个对象的相关数据，某些对象的某些

方面可能暂时没有数据的或没有定义的应标明“暂缺”或“无适用数据”。

８．１．３．３　数据内容的词法和句法应确保正确性，不应出现错误字符和不符合句法的语句。

８．１．３．４　数据内容的表达应符合国际约定俗成的习惯或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名词术语，暂无标准的

可按照行业习惯给出规范的名称。

８．１．３．５　由外文翻译得到的术语，应给出原文信息。

８．１．４　数据库的计量单位要求

８．１．４．１　数值型数据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８．１．４．２　有统计要求的字段，应统一计量单位。

８．１．４．３　描述性的字段，宜统一计量单位。

８．２　数据质量检验和数据质量报告

８．２．１　数据质量检验应包括逻辑一致性与完整性检验、定位精度检验、属性精度检验和时间精度检验。

８．２．２　数据质量报告应提供数据情况说明、数据质量检验说明以及综合质量评价的说明。

９　共享服务与维护

９．１　共享平台

９．１．１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在地震现场指挥部信息网络软、硬件平台上，应提供地震

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在线发布、交换和服务功能。

９．１．２　地震现场数据共享平台由网络和通信设备、服务器及软件系统构成。

９．２　平台硬件

地震现场共享平台的硬件是以网络和通信设备、计算机硬件为基础，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ａ）　以无线局域网和有线局域网技术相结合方式组网，实现快速部署；

ｂ）　能够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与后方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实现互联，取得后方信息支持；

ｃ）　服务器及其存储设备应采取分布式管理与服务。

９．３　平台软件

软件平台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服务系统及应用程序四个部分。

９．４　数据共享服务

９．４．１　共享服务原则

地震现场数据共享服务遵循分类分级服务。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用户需求、

注重服务效益和保护数据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９．４．２　共享服务方式

９．４．２．１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共享服务宜采用在线方式提供；对密级较高，不宜在信息网络上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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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应采用离线方式提供。

９．４．２．２　需要对公众发布的地震现场共享数据，应经审批后向传播媒体公布，并通过后方地震信息网

站向公众发布。

９．４．３　共享服务内容

地震现场数据共享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目录服务。应提供所有地震现场共享数据的目录服务，包括目录分类列表和基于元数据的目

录搜索；

ｂ）　数据在线服务。应提供数据的在线浏览、查询和下载；

ｃ）　数据在线汇交及维护；

ｄ）　数据应用服务。应提供相关的常用专业数据处理软件的介绍、下载或获取方法；

ｅ）　用户服务指南。应提供地震现场共享数据资源概况和使用指南等用户服务指南信息；

ｆ）　注册与登录服务。应提供用户授权、注册与登录服务；

ｇ）　全文检索服务。应提供地震现场数据共享平台全文检索服务；

ｈ）　用户反馈服务。应采用各种方式收集用户对地震现场数据共享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为地震现

场数据共享平台改进积累资料；

ｉ）　服务统计信息。应提供用户数量，平台访问量，数据在线浏览、数据下载数量和离线数据服务

情况，以及用户使用共享数据产生的效益（成果或论文、技术报告）等共享数据服务统计信息。

９．５　数据安全和权限管理

９．５．１　地震现场数据共享平台的设计、建设和运行应采取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９．５．２　数据资源安全应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ａ）　建立用户权限的认证与授权体系；

ｂ）　建立防火墙、入侵检测与防病毒体系；

ｃ）　建立数据资源备份系统，制定数据备份策略及恢复计划。

９．５．３　应定期对数据库和日志文件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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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格式

犃．１　数据库表的命名

犃．１．１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库中表的表名以英文小写字母及下划线来命名。

犃．１．２　对于空间数据，当同一类型数据有多种空间要素时，其表名在通用数据名后加下划线与要素类

型字母进行命名。要素类型字母规定如下：

ａ）　ｐ———点要素；

ｂ）　ｌ———线要素；

ｃ）　ｒ———面要素。

犃．１．３　Ａ．５给出了通用数据表名。

犃．２　数据库表结构的描述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库表结构的描述应包括：

ａ）　序号：表中字段的顺序号；

ｂ）　字段名：表中该字段的唯一标识符。字段名由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及下划线组成。原则上

每个英文单词的开头字母应采用大写字母，其他位置应采用小写字母；对于少数已经使用比较

普遍的字段名，不受上述约定限制，与现有系统的名字保持一致；

ｃ）　字段中文描述：对该字段所表示的数据项的中文描述；

ｄ）　数据类型：该字段所表示的数据项的数据类型，类型分为：

　　１）　ｃｈａｒ：定长字符型；

　　２）　ｎｖｃｈａｒ：变长字符型；

　　３）　ｉｎｔ：整型的一种，可表示的数据范围为０至２
３２１；

　　４）　ｄｏｕｂｌｅ：双精度浮点型；

　　５）　ｓｉｎｇｌｅ：单精度浮点型；

　　６）　ｂｏｏｌｅａｎ：布尔型；

　　７）　ｂｌｏｂ：二进制大对象型；

ｅ）　字段长度：该字段的长度；

ｆ）　备注：对该字段的其他说明，包括字段数据的单位和有效取值范围等。

犃．３　基础地理信息格式的要求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应遵循ＧＢ／Ｔ１３９２３的规定。

犃．４　空间数据的基本要求

空间数据文件应以与地震现场应急指挥管理系统数据库相兼容的文件格式存放。空间数据库与其

属性数据库通过唯一编码（ＩＤ）一一对应，完成两者的关联。编码规则见附录Ｂ。

犃．５　分类数据格式

犃．５．１　数据表名的表示方法

分类数据格式表中，中文表名后括弧内为英文表名，表名后如标明“属性”字样，表示该表为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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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库中地理数据的属性表。

犃．５．２　基础地理信息

犃．５．２．１　数字化基础地理信息

数字化基础地理信息应包括１∶５００００和１∶２５００００数据，内容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９２３的规定。

犃．５．２．２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包括境界和行政驻地。行政区级别应包括省级、地市级、区县级、乡镇级和村级行政区，其

境界空间数据的属性表分别见表Ａ．１、表Ａ．３～表Ａ．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驻地空间数

据的属性表见表Ａ．２，其他级别行政区驻地参照表Ａ．２设计。大型企业空间数据属性表见表Ａ．７。行

政区及大型企业编码应符合附录Ｂ的规定。

表犃．１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境界表结构（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犮狅犱犲，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１００ 行政区名称

３ ＡｄｍｉｎＡｒｅａ 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ｋｍ２（平方千米）

　　注：ＩＤ为省级行政区代码（２位）＋１２位０。

表犃．２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驻地表结构（狆狉狅犮犪狆犻狋犪犾＿犮狅犱犲，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１００ 行政区名称

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Ｎａｍｅ 首府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Ｃ＿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首府中心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Ｃ＿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首府中心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注：ＩＤ为省级行政区代码（２位）＋１２位０。

表犃．３　地市级行政区境界表结构（犮犻狋狔＿犮狅犱犲，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Ｆｕｌｌ＿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１００ 行政区全称

３ Ｎａｍｅ 地市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注：ＩＤ为地市级行政区代码（４位）＋１０位０。

表犃．４　区县级行政区境界表结构（犮狅狌狀狋狔＿犮狅犱犲，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Ｆｕｌｌ＿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１００ 行政区全称

３ Ｎａｍｅ 区县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注：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代码（６位）＋８位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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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５　乡镇级行政区境界表结构（狋狅狑狀＿犮狅犱犲，点属性或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代码（３位）＋５位０。

表犃．６　行政村、居民委员会境界表结构（狏犻犾犾犪犵犲＿犮狅犱犲，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注：ＩＤ村级行政区代码。编码规则见附录Ｂ表Ｂ．１和表Ｂ．２。最后２位为０。

表犃．７　大型企业表结构（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犮狅犱犲，点属性或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１００ 全称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代码（３位）＋企业代码（３位）＋顺序码（２位）。

犃．５．２．３　数字遥感影像图

应采用分辨率为亚米级至十米级的震前卫星或航空遥感影像图。

犃．５．３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犃．５．３．１　人口统计数据

人口按区县、乡镇及村级行政区单元进行统计，其数据格式分别见表Ａ．８～表Ａ．１０。

表犃．８　区县人口统计表结构（犮狅狌狀狋狔＿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区县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Ｔｏｔａｌ 总人口 ｉｎｔ 人

４ Ｆａｍｉｌｙ 家庭户户数 ｉｎｔ 户

５ Ｏｖｅｒ６５ 大于６５岁人口数 ｉｎｔ 人

６ Ｕｎｄｅｒ１４ ０岁～１４岁人口数 ｉｎｔ 人

７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居住本地，户口在本地人口数 ｉｎｔ 人

８ Ｙｅａｒ 统计年份 ｉｎｔ ａ（年）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表犃．９　乡镇（街道办事处）人口统计表结构（狋狅狑狀＿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乡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Ｔｏｔａｌ 总人口 ｉｎｔ 人，含流动人口

４ Ｆａｍｉｌｙ 家庭户户数 ｉｎｔ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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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９（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５ Ｏｖｅｒ６５ 大于６５岁人口数 ｉｎｔ 人

６ Ｕｎｄｅｒ１４ ０岁～１４岁人口数 ｉｎｔ 人

７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户口在本地人口数 ｉｎｔ 人

８ Ｙｅａｒ 统计年份 ｉｎｔ ａ（年）

　　注：ＩＤ为乡镇街道编码（９位）＋５位０。

表犃．１０　行政村、居民委员会人口统计表结构（狏犻犾犾犪犵犲＿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行政（社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Ｔｏｔａｌ 总人口 ｉｎｔ 人，含流动人口

４ Ｆａｍｉｌｙ 家庭户户数 ｉｎｔ 户

５ Ｏｖｅｒ６５ 大于６５岁人口 ｉｎｔ 人

６ Ｕｎｄｅｒ１４ ０岁～１４岁年龄人口 ｉｎｔ 人

７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户口在本地人口数 ｉｎｔ 人

８ Ｙｅａｒ 统计年份 ｉｎｔ ａ（年）

　　注：ＩＤ为行政村或居民委员会代码（１２位）＋２位０。

犃．５．３．２　国民经济统计数据

按区县、乡镇及村级行政区单元进行统计，按行政区编码区分不同行政级别。其数据表格式见表

Ａ．１１。

表犃．１１　国民经济统计表结构（犲犮狅狀狅犿狔）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ＧＲＰ 地区生产总值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Ｖａｌｕｅ 工业总产值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５ Ａｇｒｉ＿Ｖａｌｕｅ 农业总产值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６ 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 第三产业总产值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７ Ｉｎｃｏｍｅ 财政收入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８ Ｏｕｔｃｏｍｅ 财政支出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１０ Ｉｍｐ＿Ｅｘｐ 外贸进出口总额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１１ Ｙｅａｒ 统计年份 ｉｎｔ ａ（年）

　　注１：该表须分别以县（县级市）、地（市）和省级行政区为统计单元进行统计。

注２：各级别行政区编码参考附录Ｂ。

犃．５．３．３　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筑物统计数据

地震灾区建筑物面积按乡镇级行政区为单元分结构类型进行统计。其数据格式见表Ａ．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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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２　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筑物统计表结构（狋狅狑狀＿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ＣｉｔｙＮａｍｅ 地市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ＣｏｕｎｔｙＮａｍｅ 县市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

５ ＳｔｒｕｃｔＴｙｐｅ 建筑物类型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ＢｕｉｌｄＴｉｍｅ 建筑年代 ｃｈａｒ １０

７ ＢｕｉｌｄＡｒｅａ 建筑面积 Ｉｎｔ ｍ２（平方米）

８ ＢｕｉｌｄＰｉｃ 建筑物典型照片 ｂｌｏｂ

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基本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１０ Ｇａｓ 管道煤气天然气 ｃｈａｒ ２０
是否有管道煤气管道天

然气

１１ Ｙｅａｒ 统计年份 ｉｎｔ ａ（年）

　　注：ＩＤ为乡镇街道编码（９位）＋５位０。应按建筑年代和楼层数（１层、２层～６层和７层以上）分别统计。

犃．５．４　地震应急基础数据

犃．５．４．１　活动构造分布图

活动断裂的分布图比例尺宜大于１∶２５００００。其属性表结构见表Ａ．１３。

表犃．１３　活动断裂属性表结构（犳犪狌犾狋，线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Ｎａｍｅ 断层名称 ｃｈａｒ ３０

２ Ｓｔｒｉｋｅ 走向 ｓｉｎｇｌｅ °（度）

３ Ｄｉｐ＿Ｄｉｒ 倾向 ｓｉｎｇｌｅ °（度）

４ Ｄｉｐ＿Ａｎｇｌｅ 倾角 ｓｉｎｇｌｅ °（度）

５ Ｌｅｎｇｔｈ 长度 ｄｏｕｂｌｅ ｋｍ（千米）

６ Ｗｉｄｔｈ 断层带平均宽度 ｄｏｕｂｌｅ ｍ（米）

７ Ｆｅａｔｕｒｅ 性质 ｃｈａｒ ２０

８ Ａ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 活动时代 ｃｈａｒ ２０

９ Ｃｏｍｍｅｎｔ 备注 ｃｈａｒ ６０

犃．５．４．２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宜采用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有地震小区划图的区域，宜采用地震小区划图。其比例尺应不小于

１∶５０００００，其属性表结构见表Ａ．１４和表Ａ．１５。重大工程安全性评价数据见表１６。

表犃．１４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表结构（狆犲犪犽＿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犪狆，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ＺｏｎｉｎｇＩＤ 序号 ｉｎｔ

２ ＥＰＡ 预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 ｓｉｎｇｌｅ
ｇ＝１０ｍ／ｓ

２（米每二次方

秒）

３ Ｃｏｍｍｅｎｔ 备注 ｃｈａｒ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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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５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表结构（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犲狉犻狅犱＿犿犪狆，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ＺｏｎｉｎｇＩＤ 序号 ｉｎｔ

２ Ｔｇ 反应谱特征周期值 ｓｉｎｇｌｅ ｓ（秒）

３ Ｃｏｍｍｅｎｔ 备注 ｃｈａｒ ４０

表犃．１６　重大工程安全性评价数据表结构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Ｄ 项目编号 ｃｈａｒ １２

２ ＰｒｏＮａｍｅ 工程项目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省级和县级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ＣｏｎｓｔＯｒｇ 建设单位 ｃｈａｒ ３０

５ ＳｉｔｅＬｏｎｇ 场址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ＳｉｔｅＬａｔ 场址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７ ＦｉｎｉｓｈＤａｔｅ 完成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２

８ ＳａｆＡｓｓｅｓｓＯｒｇ 安评单位 ｃｈａｒ ３０

９ ＡｐｐＯｒｇ 评审单位 ｃｈａｒ ３０

１０ ＳａｆＡｓｓｅｓｓＲｅｐ 安评报告 ｂｌｏｂ

１１ Ｃｏｍｍｅｎｔ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４．３　地震活动性

地震活动性数据包括地震带、潜在震源区、中强以上地震（犕≥４
３

４
）目录和仪器记录小震目录，表

Ａ．１７至表Ａ．２０分别列出了相应表的空间对象属性数据结构。

表犃．１７　地震带属性表结构（狊犲犻狊犿犻犮＿犫犲犾狋，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Ｎａｍｅ 地震带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２ Ｖ４ ４级以上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ｓｉｎｇｌｅ

３ ｂＶａｌｕｅ ｂ值 ｓｉｎｇｌｅ

４ Ｄｅｐｔｈ 平均震源深度 ｉｎｔ ｋｍ（千米）

５ Ｍｕ 震级上限 ｓｉｎｇｌｅ

６ Ｃｏｍｍｅｎｔ 备注 ｃｈａｒ ４０

表犃．１８　潜在震源区分布图属性表结构（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狊狅狌狉犮犲，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Ｎａｍｅ 潜在震源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２ Ｍｕ 震级上限 ｄｏｕｂｌｅ

３ Ｄｉｒ１ 第一破裂方向 ｉｎｔ °（度）

４ Ｐ＿１ 第一破裂方向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５ Ｄｉｒ２ 第二破裂方向 ｉｎｔ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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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８（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６ Ｐ＿２ 第二破裂方向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７ Ｆ１ ４．０级～５．４级地震发生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８ Ｆ２ ５．５级～５．９级地震发生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９ Ｆ３ ６．０级～６．４级地震发生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１０ Ｆ４ ６．５级～６．９级地震发生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１１ Ｆ５ ７．０级～７．４级地震发生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１２ Ｆ６ ７．５级以上地震发生概率 ｄｏｕｂｌｅ

表犃．１９　历史地震目录属性表结构（狊狋狉狅狀犵＿犮犪狋犪犾狅犵，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Ｄａｔｅ 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２ ＥｖｅｎｔＴｉｍｅ 时间 ｃｈａｒ ８ 时时：分分：秒秒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名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震级 ｃｈａｒ １０

７ Ｄｅｐｔｈ 震源深度 ｉｎｔ ｋｍ（千米）

８ Ｅｐｉｃｅｎｔ＿Ｉｎｔ 震中烈度 ｉｎｔ °（度）

９ Ｉｓｏｌｉｎｅ 等震线 ｂｌｏｂ 扫描位图

表犃．２０　小震目录属性表结构（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犮犪狋犪犾狅犵，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Ｄａｔｅ 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２ ＥｖｅｎｔＴｉｍｅ 时间 ｃｈａｒ ８ 时时：分分：秒秒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名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震级 ｄｏｕｂｌｅ

７ Ｄｅｐｔｈ 震源深度 ｉｎｔ ｋｍ（千米）

８ ＥｑＴｙｐｅ 地震类型 ｃｈａｒ ２

Ｂ———前震；Ｍ———主震；

Ａ———余震；Ｇ———震群；

Ｔ———双震；

空字符串———未注明地

震类型

９ Ｅｐｉｃｅｎｔ＿Ｉｎｔ 震中烈度 ｉｎｔ °（度）

犃．５．４．４　地震台站数据

地震台站数据格式见表Ａ．２１。

４１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２１　地震台站属性表结构（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 台站编码 ｃｈａｒ ２０

２ Ｎａｍｅ 台站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Ｓｌｅｖｅｌ 台站级别 ｃｈａｒ ６

４ Ｃｌａｓｓ 台站归类 ｃｈａｒ ６

５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台站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台站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７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台址和台基条件 ｃｈａｒ １０

８ Ｔｅｌ 电话 ｃｈａｒ １８

９ Ｆａｘ 传真 ｃｈａｒ １８

１０ Ｍｐ 手机 ｃｈａｒ １８

１１ Ｅｍａｉｌ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ｈａｒ ４０

１２ Ｉｔｅｍ 监测项目 ｃｈａｒ ２００

１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主要所用仪器 ｃｈａｒ ２００

１４ Ｃｃｏｍｍｅｎｔ 备注 ｃｈａｒ １００

　　注１：台站级别为国家级、区域级、省级和地方。

注２：台站归类为数字台站、前兆台、强震台和综合台。

注３：台站编码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台站编码。

注４：台站经纬度精确到小数点后３位。

注５：主要所用仪器为该台所用的前兆、测震和强震动观测仪器。

犃．５．４．５　震害与救灾案例

震害与救灾案例数据格式见表 Ａ．２２。相关数据项应遵循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１—２００６、ＧＢ／Ｔ１７７４２、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３和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４的规定。

表犃．２２　震害与救灾案例属性表结构（犱犻狊犪狊狋犲狉＿犮犪狊犲，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ＥｖｅｎｔＤａｔｅ 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６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点 ｃｈａｒ ４０

７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震级 ｄｏｕｂｌｅ

８ Ｄｅｐｔｈ 震源深度 ｃｈａｒ ２０ ｋｍ（千米）

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预报情况 ｂｌｏｂ

１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 国务院反应内容 ｂｌｏｂ

１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 省级政府反应内容 ｂｌｏｂ

１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ａｍ 地表破坏简述 ｂｌ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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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２（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３ Ｉｓｏｌｉｎｅ＿Ｍａｐ 烈度分布图 ｂｌｏｂ

１４ Ｇｅｏ＿Ｄａｍ 地震地质灾害 ｂｌｏｂ

１５ Ｄｅａ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人员死亡分布情况 ｂｌｏｂ

１６ Ｉｎｊｕｒ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人员重伤分布情况 ｂｌｏｂ

１７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失去居所者分布情况 ｂｌｏｂ

１８ Ｂｕｄ＿Ｄａｍ 建筑物破坏简述 ｂｌｏｂ

１９ Ｌｉｆｅ＿Ｄａｍ 生命线系统破坏简述 ｂｌｏｂ

２０ Ｓｅｃ＿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次生灾害 ｂｌｏｂ

２１ Ｅｐｉ＿Ｄｉｓｅａｓｅ 瘟疫 ｂｌｏｂ

２２ Ｌｏ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经济损失分布情况 ｂｌｏｂ

２３ Ｒｅｌｉｅｆ 应急救灾综述 ｂｌｏｂ

２４ Ａｒｍｙ 动用军队情况 ｂｌｏｂ ７

２５ Ｍｅｄｉｃａｌ 派遣医疗队情况 ｂｌｏｂ ３

２６ Ｔｒａｎｓ 动用运输工具情况 ｂｌｏｂ

２７ Ｍｕｔｉｌｍｅｄｉａ 震灾及救灾影像资料 ｂｌｏｂ

２８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５　影响灾害的背景数据

犃．５．５．１　重大工程目标数据

主要核电站、重要航天基地和重要机场数据表分别见表Ａ．２３至表Ａ．２６。

表犃．２３　核电站属性表结构（狀狌犮犾犲犪狉＿狆狅狑犲狉＿狆犾犪狀狋，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核电站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省级和县级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总装机容量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Ｓｌ１ 安全运行地震动参数 ｃｈａｒ ４０

６ Ｓｌ２ 安全停堆地震动参数 ｃｈａｒ ４０

７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表犃．２４　水库属性表结构（狉犲狊犲狉狏犻狅狉，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Ｄａｍ＿Ｈｅｉｇｈｔ 坝高 ｉｎｔ ｍ（米）

５ Ｄｅｓｉｇｎ＿Ｖｏｌｕｍｅ 设计库容 ｉｎｔ １×１０４ｍ３（三次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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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４（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６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Ｖｏｌｕｍｅ 常年蓄水量 ｉｎｔ １×１０４ｍ３（三次方米）

７ Ｍａｘ＿Ｌｅｖｅｌ 最高水位 ｉｎｔ ｍ（米）

８ Ｄａ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坝体结构 ｃｈａｒ ２０

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坝体设防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１０ ＢｕｉｌｄＴｉｍｅ 建筑年代 ｃｈａｒ ４

１１ Ｓｔａｔｕｓ 水库现状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水库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

表犃．２５　航天基地属性表结构（犪狊狋狉狅＿犫犪狊犲，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３ Ｎａｍｅ 基地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省级和县级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６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３位０＋航天基地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表犃．２６　机场属性表结构（犪犻狉狆狅狉狋，点属性或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省级和县级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ＡｉｒＦｌｄＬｅｖ 飞行区等级指标 ｃｈａｒ １０

６ Ｃｉｖｉｌ 是否民用机场 ｂｏｏｌｅａｎ

７ Ｐｌａｎｅ 起降机型 ｃｈａｒ ４０

８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建筑物本身抗震特性描述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３位０＋机场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犃．５．５．２　生命线系统

生命线系统应包括公路、铁路、水道、桥梁和隧道（不含市内桥梁隧道）、大型油气管线、港口和码头，

其空间要素的属性数据格式分别见表Ａ．２７～表Ａ．３３。

表犃．２７　公路属性表结构（狉狅犪犱，线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道路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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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７（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３ Ｃｌａｓｓ 道路等级 ｃｈａｒ ２０

４ Ｃｏｖｅｒ＿Ａｒｅａ 区间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Ｌｅｎｇｔｈ 长度 ｉｎｔ ｋｍ（千米）

６ Ｗｉｄｔｈ 宽度 ｉｎｔ ｍ（米）

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最大载重量 ｉｎｔ ｔ（吨）

８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道路等级，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等外公路和情况不明公路。

注２：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公路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其中国道、省道为省行政区划代码（２位）＋７位０＋公路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

注３：道路名称。如：“１０３国道”。

表犃．２８　铁路属性表结构（狉犪犻犾狑犪狔，线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Ｃｌａｓｓ 类别 ｃｈａｒ ２０

４ Ｃｏｖｅｒ＿Ａｒｅａ 区间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ｎｅ 复线 ｂｏｏｌｅａｎ

６ Ｌｅｎｇｔｈ 长度 ｉｎｔ ｋｍ（千米）

７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铁路类别分为普通铁路，电气化铁路等。

注２：ＩＤ为省行政区划代码（２位）＋７位０＋铁路级别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表犃．２９　水道属性表结构（狑犪狋犲狉狑犪狔，线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水道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Ｃｌａｓｓ 水道类别 ｃｈａｒ ２０

４ Ｃｏｖｅｒ＿Ａｒｅａ 区间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Ｌｅｎｇｔｈ 长度 ｉｎｔ ｋｍ（千米）

６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３位０＋水道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表犃．３０　桥梁属性表结构（犫狉犻犱犵犲，线属性或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桥梁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Ｃｌａｓｓ 桥梁类型 ｃｈａｒ ４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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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０（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Ｇｒａｄｅ 桥梁等级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Ｌｅｎｇｔｈ 长度 ｉｎｔ ｍ（米）

７ Ｗｉｄｔｈ 宽度 ｉｎｔ ｍ（米）

８ Ｍａｘ＿Ｌｏａｄ 最大载重量 ｉｎｔ ｔ（吨）

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抗震设防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１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桥梁结构类型 ｃｈａｒ ３０

１１ ＢｕｉｌｄＴｉｍｅ 建筑年代 ｃｈａｒ ４

１２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桥梁类型指公路桥、铁路桥和公铁两用桥。

注２：桥梁等级指：特大型桥梁、大型桥梁、中型桥梁和小型桥梁等。

注３：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桥梁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

表犃．３１　隧道属性表结构（狋狌狀狀犲犾，线属性或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隧道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Ｃｌａｓｓ 隧道类型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Ｇｒａｄｅ 隧道等级 ｃｈａｒ １０

６ Ｌｅｎｇｔｈ 长度 ｉｎｔ ｍ（米）

７ Ｗｉｄｔｈ 宽度 ｉｎｔ ｍ（米）

８ Ｈｅｉｇｈｔ 最大允许通过高度 ｄｏｕｂｌｅ ｍ（米）

９ Ｄｏｕｂｌｅ＿Ｌｉｎｅ 是否复线隧道 ｂｏｏｌｅａｎ

１０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抗震设防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１１ ＢｕｉｌｄＴｉｍｅ 建设年代 ｃｈａｒ ４

１２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隧道等级分为特大型隧道、大型、中型和小型。

注２：隧道类型分为：铁路隧道和公路隧道；主要指铁路、国道、省道和高速公路等交通线上的隧道，不包括城市内

部的海底隧道等。

注３：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隧道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

表犃．３２　大型油气输送管线属性表结构（狆犲狋狉狅狆犻狆犲，线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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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２（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６０ 穿越地区

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 管道性质 ｃｈａｒ １０

５ ＢｕｉｌｄＴｉｍｅ 建设年代 ｃｈａｒ ４

６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３位０＋油气管线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跨省管道ＩＤ为省行政区划代码（２位）＋７位０＋油气管线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表犃．３３　港口和码头属性表结构（犺犪狉犫狅狉，面属性或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Ｖｏｌｕｍｅ 年吞吐量 ｃｈａｒ ４０ １０４ｔ（万吨）

６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抗震设防标准 ｃｈａｒ ４０

７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港口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

犃．５．５．３　次生灾害源

次生灾害源包括重大火灾、爆炸、有毒和放射危险源分布、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危险区分布，其空间

要素的属性数据格式分别见表Ａ．３４～表Ａ．３５。

表犃．３４　重大火灾、爆炸、有毒和放射危险源属性表结构（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狊狅狌狉犮犲，面属性或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ＵｎｉｔＮａｍｅ 所属单位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Ｆｅａｔｕｒｅ 危险品类别名称 ｃｈａｒ １０

６ Ｓｔｏｒａｇｅ 危险源储量 ｃｈａｒ ４０

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主要设备抗震能力 ｃｈａｒ ６０

８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危险品仓库的抗震能力 ｃｈａｒ ６０

９ Ｆｉｒｅ 消防能力 ｃｈａｒ ６０

１０ Ｃｒｏｗｄ
周围１０００ｍ内有无人口密集

场所
ｃｈａｒ １００

１１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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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４（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注１：危险源包括大型油气储罐区，炼油厂、化工厂，炸药厂、军火库、危险品仓库、光气厂、放射泄漏源及其他重大

毒气源。

注２：化工类危险源收录标准：

ａ）液氨：单台储罐储量在５ｔ及以上或总储量在２０ｔ及以上；

ｂ）液氯：单台储罐储量在２ｔ及以上或总储量在１０ｔ及以上；

ｃ）液态硫化氢：单台储罐储量在１．０ｔ及以上；

ｄ）液态光气：单台储罐（或系统）储量在１．０ｔ及以上；

ｅ）砷化氢：单台储罐储量在１．０ｔ及以上；

ｆ）液态二氧化硫：单台储罐储量在２．０ｔ及以上；

ｇ）原油：单台储罐储量在２００ｔ及以上；

ｈ）石油化工原料、中间产品或单台储罐储量在５０ｔ及以上的成品。

注３：ＩＤ为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９位）＋易燃易爆危险品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表犃．３５　悬河段分布属性表结构（狅狏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狊犲犵犿犲狀狋，线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Ｆｅａｔｕｒｅ 性质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Ｆｌｕｘ 最大通过流量 ｉｎｔ ｍ３／ｓ（立方米每秒）

６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抗震设防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７ Ｆｌｏｏｄ 潜在溃堤后淹没面积估计 ｃｈａｒ ６０ ｋｍ２（平方千米）

８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河堤性质：水泥、土石、土堤或情况不明；若不同地段河堤性质不同，可分段填表。

注２：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悬河段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

码（２位）。

犃．５．５．４　地震地质灾害危险区

地震地质灾害危险区包括地震可能造成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砂土液化、软土震陷和不均

匀沉陷等危险区分布，其空间要素的属性数据格式见表Ａ．３６。

表犃．３６　地震地质灾害危险区分布属性表结构（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犺犪狕犪狉犱，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Ｃｌａｓｓ 类型 ｃｈａｒ ７

３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危险区类型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

序码（２位）。

犃．５．５．５　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目标

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目标，包括学校、侨乡、国家级旅游景点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少数民族

地区、贫困县分布等。分别见表Ａ．３７～表Ａ．４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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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７　学校数据表结构（狊犮犺狅狅犾）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Ｆｕｌｌ＿Ｎａｍｅ 区县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ＵｎｉｔＮａｍｅ 学校名称 ｃｈａｒ １００

４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５ Ｃｌａｓｓ 学校性质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Ｓｃａｌｅ 学校规模 ｃｈａｒ １００

７ ＰｌａｙＧｒｏｕｎｄ 是否有室外操场 ｃｈａｒ １００ 描述性

８ Ｔｅａｃｈｅｒ 教师人数 ｉｎｔ 人

９ Ｓｔｕｄｅｎｔ 学生人数 ｉｎｔ 人

１０ Ｎｏｔｅ 校舍建筑质量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学校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

表犃．３８　侨乡数据表结构（犲犿犻犵狉犪狀狋＿狋狅狑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海外侨胞人数 ｉｎｔ 人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８位０。

表犃．３９　旅游景点和自然保护区分布属性表结构（狋狅狌狉犻狊犿＿狊狆狅狋，面属性或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景点或自然保护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Ｔｙｐｅ 性质 ｃｈａｒ １６

５ Ｎｏｔｅ 描述 ｃｈａｒ ８００

　　注１：性质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旅游景点；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自然保护区。

注２：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旅游景点和自然保护区代码（３位，参见附

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表犃．４０　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属性表结构（犾犪狀犱犿犪狉犽，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位置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Ｇｒａｄｅ 保护级别 ｃｈａｒ １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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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０（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６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保护级别指国家级、省级和市级。

注２：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保护单位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

序码（２位）。

表犃．４１　区县行政区少数民族数据表结构（犿犻狀狅狉犻狋狔）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ｉｓ＿ａｕｔｏ 是否属于民族自治区域 ｂｏｏｌｅａｎ

４ ｔｏｔａｌ＿ｐｏｐ 全行政区总人口 ｉｎｔ 人

５ Ｔｏｔａｌ＿Ｍｉｎ＿Ｐｏｐ 全行政区少数民族人口 ｉｎｔ 人

６ Ｍｉｎ１＿Ｎａｍｅ 主要少数民族１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７ Ｍｉｎ１＿Ｐｏｐ 主要少数民族１人口 ｉｎｔ 人

８ Ｍｉｎ１＿Ｂｌｄ＿Ｓｔｙｌｅ 少数民族１建筑特征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Ｍｉｎ１＿Ｃｕｓｔｏｍ 少数民族１生活习俗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０ Ｍｉｎ２＿Ｎａｍｅ 主要少数民族２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１１ Ｍｉｎ２＿Ｐｏｐ 主要少数民族２人口 ｉｎｔ 人

１２ Ｍｉｎ２＿Ｂｌｄ＿Ｓｔｙｌｅ 少数民族２建筑特征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３ Ｍｉｎ２＿Ｃｕｓｔｏｍ 少数民族２生活习俗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４ Ｍｉｎ３＿Ｎａｍｅ 主要少数民族３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１５ Ｍｉｎ３＿Ｐｏｐ 主要少数民族３人口 ｉｎｔ 人

１６ Ｍｉｎ３＿Ｂｌｄ＿Ｓｔｙｌｅ 少数民族３建筑特征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７ Ｍｉｎ３＿Ｃｕｓｔｏｍ 少数民族３生活习俗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８ Ｎｏｔｅ 简介 ｎｖｃｈａｒ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８位０。

表犃．４２　贫困县数据表结构（狆狅狏犲狉狋狔＿犮狅狌狀狋狔）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ＩＤ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Ｇｒａｄｅ 等级 ｃｈａｒ ６ 国家级或省级

３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贫困县认定等级是指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其中国家级贫困县按照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认定。

注２：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８位０。

犃．５．５．６　气象统计数据

气象统计数据格式见表Ａ．４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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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３　气候数据表结构（犮犾犻犿犪狋犲）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Ｍｏｎｔｈ 月份 ｉｎｔ

４ Ａｖ＿Ｐｒｅｃ 平均降水量 ｉｎｔ ｍｍ（毫米）

５ Ｈ＿Ｐｒｅｃ 最高降水量 ｉｎｔ ｍｍ（毫米）

６ Ｌ＿Ｐｒｅｃ 最低降水量 ｉｎｔ ｍｍ（毫米）

７ Ａｖ＿Ｔｅｍｐ 平均温度 ｄｏｕｂｌｅ ℃（摄氏度）

８ Ｈ＿Ｔｅｍｐ 最高温度 ｄｏｕｂｌｅ ℃（摄氏度）

９ Ｌ＿Ｔｅｍｐ 最低温度 ｄｏｕｂｌｅ ℃（摄氏度）

１０ Ａｖ＿Ｗｉｎｄｄｉｒ 平均风向 ｃｈａｒ １０

１１ Ａｖ＿Ｗｉｎｄｇｒａｄｅ 平均风力 ｉｎｔ 级

　　注：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８位０。

犃．５．５．７　水文和环境数据

水文和环境数据宜采用文档的形式，可包含地图、统计图、表格与文字等。

犃．５．６　救灾资源及其通信联络数据

犃．５．６．１　救灾队伍数据

救灾队伍数据包括专业救灾队伍、行业抢险救灾队伍、消防力量数据，其格式分别见表 Ａ．４４～

表Ａ．４６。

表犃．４４　专业救灾队伍表结构（狉犲犾犻犲犳＿狋狉狅狅狆１）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救灾力量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Ｔｙｐｅ 力量种类 ｃｈａｒ １０

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市、县 ｃｈａｒ ４０

６ Ｔｅｌ 联系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７ Ｓｃａｌｅ 救援队伍规模 ｃｈａｒ ５０

８ 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机动方式 ｃｈａｒ ５０

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救援能力描述 ｃｈａｒ ２００

１０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力量种类为国家与地方地震紧急救援队、工兵部队、舟桥部队、防化部队、武警、森林防火、海事救援、江河救

援和特种救援等专业救灾部队。

注２：队伍规模为团、营、中队、支队和小队。

注３：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４２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４５　行业抢险救灾队伍数据表结构（狉犲犾犻犲犳＿狋狉狅狅狆２）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救灾力量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Ｔｙｐｅ 力量种类 ｃｈａｒ ２０

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所在市或县 ｃｈａｒ ４０

６ Ｔｅｌ 联系电话 ｃｈａｒ １８

７ Ｓｃａｌｅ 救援队伍规模 ｃｈａｒ ５０

８ 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机动方式 ｃｈａｒ ５０

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救援能力描述 ｃｈａｒ ２００

１０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１：力量种类为道路、交通、医疗卫生、通信、电力、水利、油田、供热、工程抢险、天然气、矿山等行业和地方救援

力量。

注２：队伍规模为中队、支队、小队。

注３：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表犃．４６　消防力量数据表结构（犉犻狉犲＿狆狅狑犲狉）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消防队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位置 ｃｈａｒ ５０

５ Ｔｅｌ 联系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Ｓｔａｆｆ 人数 ｉｎｔ 人

７ Ｆｉｒｅ＿Ｔｒｕｃｋ 消防车辆 ｉｎｔ 辆

８ Ｎｏｔｅ 消防能力描述 ｃｈａｒ ８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消防力量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

码（２位）。

犃．５．６．２　医疗救护力量数据

医疗救护力量数据包含了医院和医疗力量数据，其格式分别见表Ａ．４７和表Ａ．４８。

表犃．４７　医院数据表结构（犺狅狊狆犻狋犪犾）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医院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位置 ｃｈａｒ ５０

５ Ｔｅｌ 联系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Ｂｅｄ 病床数量 ｉｎｔ 床位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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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７（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７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所属部门 ｃｈａｒ ４０

８ Ｔｙｐｅ 医院类别 ｃｈａｒ ２０

９ Ｇｒａｄｅ 等级 ｃｈａｒ ４０

１０ 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 急救车辆数量 ｉｎｔ 辆

１１ Ｐｌａｓｍａ 库存血浆量 ｉｎｔ ｍＬ（毫升）

１２ Ｄｏｃｔｏｒ 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１３ 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ｃｔ 外科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１４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ｓｔ 骨科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１５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ｓｔ 麻醉科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１６ Ｎｕｒｓｅ 护理人员数 ｉｎｔ 人

１７ Ｎｏｔｅ 能力描述 ｃｈａｒ ３００

　　注１：医院类别分为：本市医院、厂矿医院、省医院、中央部委医院、军队驻市医院和急救站。

注２：等级能力：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和其他无等级医院不含在内。

注３：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医院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

（２位）。

表犃．４８　行政区医疗力量数据表结构（犿犲犱犻犮犪犾）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区域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医院数量 ｉｎｔ 个

４ Ｂｅｄ 病床数量 ｉｎｔ 床位

５ 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 急救车辆数量 ｉｎｔ 辆

６ Ｐｌａｓｍａ 库存血浆量 ｉｎｔ ｍｌ（毫升）

７ Ｄｏｃｔｏｒ 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８ 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ｃｔ 外科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９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ｓｔ 骨科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１０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ｓｔ 麻醉科医生数 ｉｎｔ 人

１１ Ｎｕｒｓｅ 护理人员数 ｉｎｔ 人

　　注：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犃．５．６．３　各地物资储备数据（含救灾物资仓库明细）

各地物资储备数据包含了物资储备表和救灾物资仓库明细表，分别见表Ａ．４９～表Ａ．５０。

表犃．４９　物资储备仓库数据表结构（狊狋狅狉犪犵犲）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６２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４９（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位置 ｃｈａｒ ５０

５ Ｔｅｌ 联系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Ｎｏｔｅ 简介 ｃｈａｒ ２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物资仓库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

码（２位）。

表犃．５０　救灾物资仓库明细数据表结构（狊狋狅狉犪犵犲＿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Ｇｏｏｄｓ＿Ｎａｍｅ 物资种类名称 ｃｈａｒ ３０

３ Ｕｎｉｔ 物资种类计量单位 ｃｈａｒ １０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物资数量 ｉｎｔ

５ Ｎｏｔｅ 物资描述 ｃｈａｒ １００

　　注：ＩＤ为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３位）＋物资仓库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

码（２位）。

犃．５．６．４　震时紧急联络信息

震时紧急联络数据包括地震系统联络、地方政府系统联络、地方抗震救灾指挥部联络、灾情速报网

络、军队与武警联络数据，分别见表Ａ．５１～表Ａ．５５。

表犃．５１　地震系统联系数据表结构（狀狊犫＿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单位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Ａｄｄｒｅｓｓ 单位地址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５ Ｔｅｌ１ 值班电话１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Ｔｅｌ２ 值班电话２ ｃｈａｒ ２０

７ Ｌｉｎｋｍａｎ 联系人 ｃｈａｒ ３０

８ Ｆａｘ 传真 ｃｈａｒ ２０

　　注：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表犃．５２　地方政府系统联络数据表结构（犾狅犮犪犾＿犵狅狏＿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Ｔｅｌ１ 政府值班电话１ ｃｈａｒ ２０

５ Ｔｅｌ２ 政府值班电话２ ｃｈａｒ ２０

７２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５２（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６ Ｌｉｎｋｍａｎ 联系人姓名 ｃｈａｒ ４０

７ Ｆａｘ 传真 ｃｈａｒ ２０

　　注１：该表的行政区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市和县。

注２：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表犃．５３　地方抗震救灾指挥部联络数据表结构（犾狅犮犪犾＿犺犲犪犱狇狌犪狉狋犲狉狊）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Ｔｅｌ１ 值班电话１ ｃｈａｒ ２０

５ Ｔｅｌ２ 值班电话２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Ｃｈｉｅｆ 指挥长姓名 ｃｈａｒ ２０

７ Ｃｈｉｅｆ＿Ｔｅｌ 指挥长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８ Ｃｈｉｅｆ＿Ｍｐ 指挥长手机 ｃｈａｒ ２０

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Ｔｅｌ 秘书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１０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Ｍｐ 秘书手机 ｃｈａｒ ２０

１１ Ｆａｘ 传真 ｃｈａｒ ２０

　　注１：该表的行政区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市和县。

注２：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表犃．５４　灾情速报网络数据表结构（犾狅犮犪犾＿狀犲狋）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５０

３ Ｕｎｉｔ＿Ｎａｍｅ 单位名称 ｃｈａｒ ５０

４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５ Ｐｅｏｐｌｅ＿Ｎａｍｅ 姓名 ｃｈａｒ ３０

６ Ｄｕｔｙ 职务 ｃｈａｒ ３０

７ Ｏｆｆｉｃｅ＿Ｔｅｌ 办公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８ Ｈｏｍｅ＿Ｔｅｌ 住宅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９ ＭＰ 手机 ｃｈａｒ ２０

１０ Ｎｏｔｅ 备注 ｃｈａｒ ５０

　　注１：该表的行政区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市和县。

注２：ＩＤ为区县级行政区划编码（６位）＋８位０。

８２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５５　军队与武警联系数据表结构（狋狉狅狅狆＿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Ｎａｍｅ 队伍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邮政编码 ｃｈａｒ ６

４ Ｓｃａｌｅ 队伍规模 ｃｈａｒ １０

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驻地市县 ｃｈａｒ ４０

６ Ｔｅｌ１ 值班电话１ ｃｈａｒ ２０

７ Ｔｅｌ２ 值班电话２ ｃｈａｒ ２０

８ Ｆａｘ 传真 ｃｈａｒ ２０

　　注：ＩＤ为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代码（９位）＋军队武警力量代码（３位，参见附录Ｂ．２）＋顺序码（２位）。

犃．５．７　地震应急法规与预案数据

地震应急法规与预案数据格式见表Ａ．５６。

表犃．５６　地震应急法规与预案数据表结构（犲犿犲狉犵犮狔＿狆犾犪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Ｆｕｌｌ＿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全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ＵｎｉｔＮａｍｅ 制定或颁布单位名称 ｃｈａｒ ６０

４ Ｏｕｔｌｉｎｅ 应急法规或预案全文 ｎｖｃｈａｒ

５ Ｍｅｍｂｅｒ 指挥部成员 ｎｖｃｈａｒ 预案规定的指挥部成员

　　注１：行政区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地市和区县。

注２：预案为省级单位时，ＩＤ为省级行政区划代码（２位）＋１２位０；

预案为地市行政单位时，ＩＤ为地市行政区划代码（４位）＋１０位０；

预案为区县行政单位时，ＩＤ用区县行政区划代码（６位）＋８位０。

注３：大型企业（指所辖区域内特大型、大一型和大二型企业）用企业编码。

犃．５．８　地震现场观测数据

犃．５．８．１　地震台站分布

地震台站分布数据格式见表Ａ．５７。

表犃．５７　地震流动台站属性表结构（犿狅犫犻犾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 台站编码 ｃｈａｒ ２０

２ Ｎａｍｅ 台站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台站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台站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台址和台基条件 ｃｈａｒ １０

６ Ｔｅｌ 电话 ｃｈａｒ １８

７ Ｍｐ 手机 ｃｈａｒ １８

９２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５７（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８ Ｅｍａｉｌ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ｈａｒ ４０

９ Ｉｔｅｍ 监测项目 ｃｈａｒ ２００

１０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观测仪器 ｃｈａｒ ２００

１１ Ｃｃｏｍｍｅｎｔ 备注 ｃｈａｒ １００

　　注１：台站编码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台站编码。

注２：观测仪器为前兆、测震或强震动仪器。

犃．５．８．２　地震活动序列

地震活动序列的数据格式见表Ａ．５８。

表犃．５８　地震活动序列数据表结构（犲狇＿犮犪狋犪犾狅犵）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序号 ｉｎｔ ３ 本次地震的编码，同一序列唯一

２ ＥｖｅｎｔＤａｔｅ 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３ ＥｖｅｎｔＴｉｍｅ 时间 ｃｈａｒ ８ 时时：分分：秒秒

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名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７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震级 ｄｏｕｂｌｅ

８ Ｄｅｐｔｈ 震源深度 ｉｎｔ ｋｍ（千米）

犃．５．８．３　其他观测数据

其他地震现场观测数据包括强震动和前兆数据，其格式直接采用相应观测项的格式。

犃．５．９　地震现场震情分析数据

犃．５．９．１　地震现场震情分析报告

地震现场震情分析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ａ）　地震活动背景分析；

ｂ）　地震序列类型分析；

ｃ）　震后区域性地震趋势分析。

犃．５．９．２　震后趋势判定报告

地震现场震后地震趋势判定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ａ）　资料使用及处理；

ｂ）　异常的核实、分析与判断；

ｃ）　地震序列及震型判定；

ｄ）　后续地震的预测和地震趋势判定。

犃．５．１０　地震现场灾害损失评估和科学考察数据

犃．５．１０．１　人员伤亡

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数据格式见表Ａ．５９和表Ａ．６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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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５９　行政单元人员伤亡属性表结构（犪犱犿＿犮犪狊狌犪犾狋狔，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４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Ａｄｍ＿Ａｒｅａ 行政区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ｋｍ２（平方千米）

６ Ｄｅａｔｈ＿Ｎｕｍ 死亡人数 ｉｎｔ 人

７ Ｉｎｊｕｒｙ＿Ｎｕｍ 重伤人数 ｉｎｔ 人

８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Ｎｕｍ 失去居所者人数 ｉｎｔ 人

９ Ｅｖ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 地震影响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注：地震影响简述包括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社会生活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受破坏及影响情况等。

表犃．６０　人员伤亡属性表结构（犮犪狊狌犪犾狋狔，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Ｄｅａｔｈ＿Ｎｕｍ 死亡人数 ｉｎｔ 人

４ Ｄｅａ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人员死亡分布情况 ｎｖｃｈａｒ

５ Ｉｎｊｕｒｙ＿Ｎｕｍ 重伤人数 ｉｎｔ 人

６ Ｉｎｊｕｒ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人员重伤分布情况 ｎｖｃｈａｒ

７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Ｎｕｍ 失去居所者人数 ｉｎｔ 人

８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失去居所者分布情况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Ｅｖ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 地震影响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注：地震影响简述包括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地震造成的社会生活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受破坏及影响

情况等。

犃．５．１０．２　行政单元震害及其损失情况

地震造成的灾区某一行政单元建筑物、生命线系统、基础设施的破坏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数据

格式见表Ａ．６１。

表犃．６１　行政单元震害及其损失属性表结构（犲狏犲狀狋＿犾狅狊狊，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４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Ａｄｍ＿Ａｒｅａ 行政区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ｋｍ２（平方千米）

６ Ｂｌｄｇ＿Ｄａｍａｇｅ 建筑物震害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７ Ｌｉｆｅ＿Ｄａｍａｇｅ 生命线系统工程震害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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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６１（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８ Ｉｎｆｒｕ＿Ｄａｍａｇｅ 基础设施震害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Ｌｏ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经济损失分布情况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０ Ｌｏｓｓ 经济损失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１１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１０．３　地震的次生灾害

地震的次生灾害数据格式见表Ａ．６２。

表犃．６２　地震的次生灾害属性表结构（狊犲犮＿犺犪狕犪狉犱，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名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Ｓｅｃ＿Ｆｉｒｅ 次生火灾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７ Ｓｅｃ＿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次生爆炸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８ Ｓｅｃ＿Ｐｏｉｓｏｎ＿Ｌｅａｋ 有毒物质泄漏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Ｓｅ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放射性物质污染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０ Ｅｐｉ＿Ｄｉｓｅａｓｅ 传染病和瘟疫简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１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注：地震造成的水灾、火灾、爆炸、疫病、有毒物质泄漏和放射性物质污染等次生灾害情况。

犃．５．１０．４　地震地质灾害

地震地质灾害数据格式见表Ａ．６３。

表犃．６３　地震地质灾害属性表结构（犵犲狅＿犺犪狕犪狉犱，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名 ｃｈａｒ ４０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Ｓｅｃ＿Ｓｌｉｄｅ 次生滑坡 ｎｖｃｈａｒ

７ Ｓｅｃ＿Ｃｒａｃｋ 次生地裂缝 ｎｖｃｈａｒ

８ Ｓｅｃ＿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沙土液化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Ｆａｕｌｔ＿Ｅｑ 发震构造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０ Ｍａｃｒｏ＿Ａｎｏｒｍ 宏观异常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１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注：地震形成的滑坡、地裂缝、塌陷和喷砂冒水等地震地质灾害及其对自然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２３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犃．５．１０．５　地震烈度分布

地震烈度分布数据格式见表Ａ．６４和Ａ．６５。相关数据项按照ＧＢ／Ｔ１７７４２的规定。

表犃．６４　地震烈度调查点分布属性表结构（犻狀狏＿狊犲犻狊犿犻犮＿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调查点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调查点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调查点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５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６ Ｎｏｔｅ 调查点震害描述 ｎｖｃｈａｒ

表犃．６５　地震烈度分布属性表结构（狊犲犻狊犿犻犮＿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面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烈度 ｉｎｔ （Ⅰ、Ⅱ、……、Ⅻ）度

３ Ｉｎｔｅ＿Ａｒｅａ 烈度区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ｋｍ２（平方千米）

４ Ｎｏｔｅ 地震烈度调查概况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１０．６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

地震损失评估应包括各评估区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结果、生命线系统和基础设施地震灾害损失、地震

总损失评估结果，其数据格式分别见表Ａ．６６～表Ａ．６８。相关数据项按照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４的规定。

表犃．６６　评估区地震灾害损失数据表结构（狉犲犵＿犱犻狉犲犮狋＿犾狅狊狊犲狊）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Ｎａｍｅ 评估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３０

４ Ｒｅｇ＿Ａｒｅａ 评估区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ｋｍ２（平方千米）

５ Ｄｅｓｔｒｏｙ 建筑物毁坏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６ Ｓ＿Ｄａｍａｇｅ 建筑物严重破坏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７ Ｍ＿Ｄａｍａｇｅ 建筑物中等破坏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８ Ｌ＿Ｄａｍａｇｅ 建筑物轻微破坏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９ Ｕｎｄａｍａｇｅ 建筑物基本完好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１０ ＤＥｃｏＬｏｓｓ 直接经济损失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１１ Ｎｏｔｅ 评估区或评估对象概况 ｎｖｃｈａｒ

表犃．６７　建筑物震害损失数据表结构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事件名称 ｃｈａｒ ３０

３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３３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６７（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４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ＳｔｒｕｃｔＴｙｐｅ 结构类型 ｃｈａｒ ２０

６ ＤＥｃｏＬｏｓｓ 直接经济损失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７ Ｎｏｔｅ 损失概况 ｎｖｃｈａｒ

表犃．６８　生命线系统和基础设施地震灾害损失属性表结构（犾犻犳犲犾犻狀犲＿犱犪犿犪犵犲，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事件名称 ｃｈａｒ ３０

３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４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ＤＥｃｏＬｏｓｓ 直接经济损失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６ Ｎｏｔｅ 震害损失概况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１１　地震现场建筑物安全鉴定数据

地震现场建筑物安全鉴定包含单体建筑物安全鉴定、建筑物安全鉴定结果及其分布，分别见表

Ａ．６９和表Ａ．７０。相关数据项按照ＧＢ１８２０８．２—２００１的规定。

表犃．６９　地震总损失数据表结构（犪犾犾＿犾狅狊狊犲狊）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ＩＤ 行政区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４ Ｎａｍｅ 行政区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 Ａｓｓ＿Ｉｔｅｍ 评估项目 ｃｈａｒ ３０

６ Ｕｓａｇｅ 用途 ｃｈａｒ ３０

７ ＤＥｃｏＬｏｓｓ 直接经济损失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８ Ｒｅｌｉｅｆ＿Ｉｎｖｅｓｔ 救灾投入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９ Ａｌｌ＿Ｌｏｓｓ 地震总损失 Ｄｏｕｂｌｅ 万元

１０ Ｎｏｔｅ 灾区概况 ｎｖｃｈａｒ

　　注１：评估项目包括不同结构类型建筑物、生命线系统、企业、水利、农田、室内外财产等。

注２：用途包括农村民房、城市民房、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其他公用房。

表犃．７０　单体建筑物安全鉴定属性表结构（犫犾犱犵＿犪狆狆狉犪犻狊犲１，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ＢｕｉｌｄＩＤ 被鉴定建筑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点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Ｄｌｄｇ＿Ｌｏｎｇ 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４ Ｄｌｄｇ＿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４３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７０（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５ Ｔ＿Ａｒｅａ 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６ Ｓａｆｔｙ＿Ａｒｅａ 安全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７ Ｕｓａｇｅ 用途 ｎｖｃｈａｒ

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结构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Ｆｌｏｏｒ 建筑层数 ｉｎｔ 层

１０ ＢｕｉｌｄＴｉｍｅ 建成年份 ｃｈａｒ ４

１１ Ｂｌｄ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建筑物质量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２ Ｅｑ＿Ｒｅｓｉｓｔ 原抗震设防状况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鉴定结论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４ ＦｉｌｌＩｎＤａｔｅ 鉴定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１５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１２　地震现场应急与救灾行动数据

应急与救灾行动包含应急与救灾行动和地震现场救援日报，其数据格式分别见表 Ａ．７１和

表Ａ．７２。

表犃．７１　建筑物安全鉴定结果及其分布属性表结构（犫犾犱犵＿犪狆狆狉犪犻狊犲２，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Ｔ＿Ａｒｅａ 鉴定总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４ Ｓａｆｔｙ＿Ａｒｅａ 安全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５ Ｄａｎｇｅｒ＿Ａｒｅａ 暂不使用面积 ｄｏｕｂｌｅ ｍ２（平方米）

６ Ｒａｔｅ＿Ｓａｆｅ＿Ａｒｅａ 安全面积占的比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７ Ｒａｔｅ＿Ｄａｎｇｅｒ＿Ａｒｅａ 暂不使用面积占的比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８ Ｒ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教育系统鉴定结果（比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９ Ｒａｔｅ＿Ｍｅｄｉｃａｌ 医疗系统鉴定结果（比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１０ Ｒａｔｅ＿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生命线系统鉴定结果（比率） ｄｏｕｂｌｅ

１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建筑物安全性概述及建议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２ ＦｉｌｌＩｎＤａｔｅ 截止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１３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注：鉴定的重点对象为在抗震救灾应急期，急需恢复使用或在使用的建筑；用作救灾避难场所和危及救灾避难场

所安全的建筑；生产或贮藏有毒或有害等危险物品的建筑；抗震救灾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人员密集的公共

建筑物；对居民生活和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有影响的建筑物。

表犃．７２　应急与救灾行动属性表结构（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犪犮狋，点属性）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５３

犌犅／犜２４８８８—２０１０



表犃．７２（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３ Ａｃｔ＿Ｔｉｍｅ 行动时间 ｃｈａｒ ５ 精确到分钟。时时：分分

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 中央政府反应内容 ｎｖｃｈａｒ

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ｏｖ 省级政府反应内容 ｎｖｃｈａｒ

６ Ｒｅｌｉｅｆ 应急救灾综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７ Ａｒｍｙ 动用救灾队伍数量 ｉｎｔ

８ Ｍｅｄｉｃａｌ 派遣医疗队数量 ｉｎｔ

９ Ｔｒａｎｓ 动用运输工具数量 ｉｎｔ

１０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１３　地震现场音视频和图像数据

犃．５．１３．１　音视频和图片数据

地震现场音视频和图片信息表数据格式见表Ａ．７３。音视频和图片宜采用通用的格式。

表犃．７３　地震现场救援日报数据表结构（犱犻犪狉狔＿犪犮狋）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Ｐｌａｎ 行动计划 ｎｖｃｈａｒ

４ Ｒｅｌｉｅｆ 营救出幸存者数量 ｉｎｔ 人

５ Ｎｕｍ＿Ｔｒａｎｓ 救助和运送伤员数量 ｉｎｔ 人

６ Ｃｏｒｐｓｅ 清理遇难者尸体数量 ｉｎｔ 人

７ Ｌｉｓｔ＿Ｆａｃ 动用设备和仪器清单 ｎｖｃｈａｒ

８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救灾物资发放 ｄｏｕｂｌｅ

９ Ｎｕｍ＿Ｃｕｒｅｄ 医疗伤者数量 ｉｎｔ 人

１０ Ｓｕｍ 行动综述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１ ＦｉｌｌＩｎＤａｔｅ 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１２ Ｎｏｔｅ 备注 ｎｖｃｈａｒ

犃．５．１３．２　震害遥感影像

应采用分辨率为亚米级至米级的震后卫星或航空遥感影像图。

犃．５．１４　现场指挥记录数据

现场指挥记录应包括现场工作人员及职责分工和指挥记录表，其数据格式分别见表 Ａ．７４和

表Ａ．７５。

表犃．７４　地震现场音视频和图片信息表数据表结构（犿狌犾狋犻犿犲犱犻犪）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参见Ｂ．５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Ｎｕｍ 编号 ｉｎｔ ４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拍摄经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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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７４（续）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５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拍摄纬度 ｄｏｕｂｌｅ °（度）

６ Ｐｌａｃｅ 拍摄地点 ｎｖｃｈａｒ

７ Ｃｏｎｔｅｎｔ 调查内容 ｎｖｃｈａｒ

８ Ｎａｍｅ 拍摄原始文件名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 拍摄内容简介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０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Ｄａｔｅ 拍摄日期 ｃｈａｒ １０ 年年年年月月日日

１１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拍摄者 ｃｈａｒ ３０

１２ ＰｈｏｔｏＴｙｐｅ 拍摄类型 ｉｎｔ
１———数码照片；２———视频数据；

３———音频数据。

１３ ＭｅｄｉａＤａｔａ 音视频图像数据 ｂｌｏｂ

表犃．７５　现场工作人员及职责分工数据表结构（狋犲犪犿＿犿犲犿犫犲狉）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Ｔｅａｍ 工作组名称 ｃｈａｒ ３０

４ ＩＤＧｒｏｕｐ 小组编号 ｃｈａｒ ４

５ Ｇｒｏｕｐ 工作小组名 ｃｈａｒ ３０

６ Ｄｕｔｙ 职责 ｃｈａｒ ２０

７ Ｎｍａｅ 姓名 ｃｈａｒ ３０

８ Ｓｅｘ 性别 ｃｈａｒ ５

９ Ａｇｅ 年龄 Ｉｎｔ

１０ Ａｆｆｉａｔｉｏｎ 单位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１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电话 ｃｈａｒ ２０

１２ Ｅｍａｉｌ 邮件地址 ｎｖｃｈａｒ

表犃．７６　指挥记录数据表结构（犮狅犿犿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序号 字段名 字段中文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备　　注

１ ＥｖｅｎｔＩＤ 地震编码 ｃｈａｒ １４

２ ＥｖｅｎｔＮａｍｅ 地震名称 ｃｈａｒ ４０

３ ＩｎｆＩＤ 信息编码 ｃｈａｒ ４ 自动按顺序编码

４ Ｓｅｎｄｅｒ 信息发送人 ｃｈａｒ ５０

５ Ｓｅ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信息发送单位 ｃｈａｒ ５０

６ Ｉｎｃｅｐｔ 信息接收人 ｃｈａｒ ５０

７ 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信息接收单位 ｃｈａｒ ５０

８ Ｔｉｔｌｅ 信息标题 ｎｖｃｈａｒ

９ 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信息内容 ｎｖｃｈａｒ

１０ Ｆｌａｇ 是否是新信息 ｉｎｔ

１１ Ｓｅｎｄｔｉｍｅ 发送时间 ｄａｔ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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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编码规则

犅．１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代码通用编码规则

本标准中有关地震现场应急指挥专题数据的代码由１４位阿拉伯数字或字母组成，在数据库中的数

据类型为字符型（ｃｈａｒ），其中第１位～第６位为县级行政区代码，采用ＧＢ／Ｔ２２６０中规定的代码；第７

位～第９位表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代码，采用ＧＢ／Ｔ１０１１４—２００３的编码方法（００１～０９９表示街道办

事处，１００～１９９表示镇，２００～３９９表示乡，４００～５９９表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第１０位～第１２位

表示行政村、居委会和重点目标代码；第１３位～第１４位表示自然村和重点目标的序号。其代码定义如

图Ｂ．１所示。

××××××










　

县（市、区） 行政区划代码

×××








　

乡、 镇或街道代码

×××






　

行政村、 居委会或重点目标代码

××




　

自然村序号

图犅．１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代码通用编码示意图

犅．２　行政村和居委会编码方案

行政村和居委会采用表Ｂ．１进行编码。

表犅．１　行政村和街区代码范围规定

代码规定 项　　目 代码规定 项　　目

００１～１９９ 居委会 ２００～３９９ 村委会

４００～４９９ 相当于居委会的区域 ５００～５９９ 相当于村委会的区域

犅．３　重点目标编码方案

重点目标采用表Ｂ．２进行编码。其中，第１０位表示目标大类，第１１位～第１２位表示目标子类或

分级。

表犅．２　重点目标代码范围规定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子类代码 子类名称

ａ 武装力量

ａ１０ 军队

ａ２０ 警察

ａ３０ 民兵预备役部队

ｂ 桥梁和隧道

ｂ１０ 特大型桥梁

ｂ２０ 大型桥梁

ｂ３０ 中型桥梁

ｂ４０ 小型桥梁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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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２（续）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子类代码 子类名称

ｂ 桥梁和隧道

ｂ５０ 特大型隧道

ｂ６０ 大型隧道

ｂ７０ 中型隧道

ｂ８０ 小型隧道

ｂ９０ 城市内部桥梁

ｃ 通信枢纽 ｃ１０

ｄ 危险源

ｄ１０ 易燃易爆

ｄ２０ 剧毒

ｄ３０ 腐蚀

ｄ４０ 放射性

ｄ５０
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砂土液化、软土震

陷和不均匀沉陷等危险区

ｄ６０ 悬河段

ｅ 大型企业

ｅ１０ 特大型企业

ｅ２０ 大一型企业

ｅ３０ 大二型企业

ｅ４０ １０万人以上小型城镇的企业

ｆ 消防 ｆ１０ 消防力量

ｇ 公园绿地

ｇ１０ 公园

ｇ２０ 绿地

ｇ３０ 大型场馆

ｈ 医院

ｈ１０ 一级

ｈ２０ 二级

ｈ３０ 三级

ｋ 水库

ｋ１０ 大Ⅰ型水库（库容≥１×１０９ｍ３）

ｋ２０ 大Ⅱ型水库（库容１×１０８ｍ３～１×１０９ｍ３）

ｋ３０ 中型水库（库容１×１０７ｍ３～１×１０８ｍ３）

ｋ４０ 小型水库（库容１×１０６ｍ３～１×１０７ｍ３）

ｍ 各种监测站点
ｍ１０ 气象台站

ｍ２０ 地震台站（包括ＧＰＳ和卫星站等）

ｐ 交通主干道

ｐ１０ 高速公路

ｐ２０ 国道

ｐ３０ 省道

ｐ４０ 县道

ｐ５０ 乡村道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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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２（续）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子类代码 子类名称

ｐ 交通主干道

ｐ６０ 干线铁路

ｐ７０ 管内铁路

ｐ８０ 水道

ｐ９０ 城区内道路

ｒ 河流 ｒ１０

ｓ 学校

ｓ１０ 小学

ｓ２０ 中学

ｓ３０ 大学

ｔ 交通枢纽

ｔ１０ 火车站

ｔ２０ 机场

ｔ３０ 码头

ｔ４０ 长途汽车站

ｔ５０ 公交枢纽

ｗ 供水与污水处理
ｗ１０ 供水

ｗ２０ 污水处理厂

ｙ 油气管线

ｙ１０ 大型过境输油管道

ｙ２０ 大型过境输气管线

ｙ３０ 城市内部管线

ｚ 其他重点目标

ｚ１０
党政机关、金融行业（银行、金库、造币厂）、电

力、广播电视和外国驻华机构等

ｚ２０ 旅游景点和自然保护区

ｚ３０ 核设施

ｚ４０ 航天基地

ｚ５０ 物资仓库

ｚ６０ 文物保护单位

犅．４　房屋建筑和生命线系统编码方案

采用表Ｂ．３进行编码。其中，第１０位为标识符，第１１位～第１２位表示目标子类或分级。

表犅．３　房屋建筑和生命线系统代码范围规定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子类代码 子类名称

ｊ１ 房屋建筑

ｊ１０ 房屋建筑（不分类）

ｊ１１ 多层钢筋混凝土房屋

ｊ１２ 多层砌体房屋

ｊ１３ 砖混平房

ｊ１４ 砖木房屋

ｊ１５ 土木房屋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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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３（续）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子类代码 子类名称

ｊ１ 房屋建筑

ｊ１６ 高层建筑

Ｊ１７ 钢结构建筑

ｊ１９ 其他类别

ｊ２ 生命线系统

ｊ２０ 生命线系统（不分类）

ｊ２１ 通信系统

ｊ２２ 交通系统

ｊ２３ 供水系统

ｊ２４ 供电系统

ｊ２５ 供气系统

ｊ３ 水工结构 ｊ３０ 水工结构

ｊ４ 土工结构 ｊ４０ 土工结构

ｊ５ 地下结构 ｊ５０ 地下结构

ｊ６ 大型企业 ｊ６０ 大型企业

ｊ７ 重大设施 ｊ７０ 重大设施

ｊ８ 其他工业构筑物 ｊ８０ 其他工业构筑物

犅．５　地震事件编码规则

本标准中地震事件的编码由１４位数字组成，格式为：年（４位）＋月（２位）＋日（２位）＋时（２位）＋

分（２位）＋秒（２位）。

在数据库中数据类型为：字符型（ｃｈ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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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元数据格式

犆．１　元数据的构成

犆．１．１　元数据内容

本标准采用元数据表描述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元数据的特征。元数据应包括元数据标识信

息子集、参照系信息子集和地震数据附加子集三个子集。

犆．１．２　标识信息子集

元数据所描述的数据集的基本信息应包括：

ａ）　覆盖范围信息。数据集边界多边形、垂直方向范围和时间范围；

ｂ）　分发信息。数据资源的分发者和获取资源的传送选项信息；

ｃ）　负责单位信息。数据集负责人、单位和联系方法；

ｄ）　日期信息。说明有关日期和事件；

ｅ）　限制信息。访问和使用数据资源或元数据的限制。

犆．１．３　参照系信息子集

数据集使用的空间和时间参照系的说明。

犆．１．４　地震数据附加子集

提供地震现场基本情况说明。

犆．２　元数据表中的实体和元素的属性

犆．２．１　中文名称

赋给元数据实体或元素的一个中文名字。

犆．２．２　英文名称

赋给元数据实体或元素的一个标记。元数据实体英文名称开头应为大写字母，而元数据元素的英

文名称开头应为小写字母。元数据实体和元素名称之间应没有空格，应采用多个单词的连接，其中每个

新单词的开头应为大写字母（如：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ｔ）。元数据实体和元素的名称在本标准中应是唯一的。

犆．２．３　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在本标准中应是唯一的，可通过可扩展标记语言（ＸＭＬ）、标准通用标记语言（ＳＧＭＬ）等

执行技术使用这些英文短名。应按照与产生实体和元素英文名称相类似的命名规则产生英文短名。

犆．２．４　元数据项定义

对元数据实体或元素的说明。

犆．２．５　约束／条件

说明元数据实体或元数据元素是否必须选取的属性。包括以下三个选项：

ａ）　Ｍ———必选（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表明该元数据实体或元素必须选择；

ｂ）　Ｃ———一定条件下必选（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表明该元数据实体或元素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必须选择；

ｃ）　Ｏ———可选（Ｏｐｔｉｏｎａｌ）：表明该元数据实体或元素是可选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将其包含在元

数据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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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６　最大出现次数

元数据实体或元素可以具有的实例的最大数目。只出现一次用“１”表示，重复出现用“Ｎ”表示，Ｎ

为不等于１的固定出现次数，采用相应阿拉伯数字表示（即“２”，“３”等）。

犆．２．７　数据类型

说明元数据元素信息的值的类型，包括整型、实型、字符串、日期时间和布尔型。

犆．２．８　域

对于一个元数据实体，域说明实体包含的内容（对应元素在元数据表中的行号）。

对于一个元数据元素，域说明允许的值或使用自由文本。

犆．３　元数据编写要求

犆．３．１　正确性

应按照本标准对元数据表中数据元的类型和值域的规定填写，确保元数据内容的正确性。

犆．３．２　真实性

应保证数据表内容真实，无虚假或夸张。

犆．３．３　易读性

凡以文本填写的内容，其语言应精练且易懂。

犆．３．４　权威性

元数据应由数据库或数据文件的所有者或其认可的作者编写完成，必要时需经过有关部门认可或

专家论证。

犆．３．５　完整性

应按照本标准对元数据表中数据元的约束条件填写。凡必选内容必须填写。一定条件下必选的内

容在满足条件时必须填写。可选内容宜尽可能多地填写，以帮助数据管理者和数据使用者更充分地了

解数据。

犆．４　元数据录入及使用

犆．４．１　录入

可采用字处理软件或符合本标准的专用录入软件录入元数据内容。元数据负责单位以文本文件

（文件扩展名为ｔｘｔ）的形式提供有关数据库或数据文件的元数据。

犆．４．２　使用

元数据应随数据同时提供。多种数据库和数据文件的元数据可导入数据库，形成元数据库，提供在

线查询。

犆．４．３　更新

随着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内容的更新，元数据内容也应及时更新。

犆．５　元数据表格式说明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的元数据以表格形式给出。表中每行代表一个实体或元素，其中带晕线的

行定义实体，每列代表一个属性。

犆．６　标识信息

标识信息见表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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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象

出
现
最
大
次
数
取

决
于
有
关
对
象

元
数
据

子
集

序
号
２
～
６
５

２
数
据
集
概
述

Ｄ
ａｔ
ａ
Ｓ
ｅｔ
Ｓ
ｕ
ｍ
ｍ
ａｒ
ｙ

Ｉｄ
Ｓ
ｕ
ｍ

数
据
集
简
介

Ｍ
１

实
体

序
号
３
～
１
６

３
数
据
集
中
文
全
称

ｄ
ａｔ
ａ
Ｓ
ｅｔ
Ｃ
ｈｉ
ｎ
ｅｓ
ｅ
Ｆ
ｕｌ
ｌ
Ｎ
ａ
ｍ
ｅ

ｉｄ
Ｃ
Ｎ
ａ
ｍ
ｅ

数
据
集
中
文
名
称

Ｍ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４
数
据
集
中
文
简
称

ｄ
ａｔ
ａ
Ｓ
ｅｔ
Ｃ
ｈｉ
ｎ
ｅｓ
ｅ
Ｓ
ｈ
ｏ
ｒｔ
Ｎ
ａ
ｍ
ｅ
ｉｄ
Ｃ
Ｓ
ｈ
ｏ
ｒｔ

数
据
集
中
文
名
称
的
简
称

Ｏ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５
数
据
集
英
文
全
称

ｄ
ａｔ
ａ
Ｓ
ｅｔ
Ｅ
ｎ
ｇｌ
ｓｉ
ｈ
Ｆ
ｕｌ
ｌ
Ｎ
ａ
ｍ
ｅ

ｉｄ
Ｅ
Ｎ
ａ
ｍ
ｅ

数
据
集
英
文
名
称

Ｏ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６
数
据
集
英
文
简
称

ｄ
ａｔ
ａ
Ｓ
ｅｔ
Ｅ
ｎ
ｇｌ
ｉｓ
ｈ
Ｓ
ｈ
ｏ
ｒｔ
Ｎ
ａ
ｍ
ｅ
ｉｄ
Ｅ
Ｓ
ｈ
ｏ
ｒｔ

数
据
集
英
文
名
称
的
缩
写

Ｏ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７
完
成
日
期

ｃ
ｏ
ｍ
ｐｌ
ｅｔ
ｅ
Ｄ
ａｔ
ｅ

ｉｄ
Ｄ
ａｔ
ｅ

最
近
完
成
（
更
新
）
或
预
定
完

成
日
期

Ｍ
１

日
期

Ｃ
Ｃ
Ｙ
Ｙ
Ｍ
Ｍ
Ｄ
Ｄ
（
按
照

Ｇ
Ｂ
／
Ｔ
７
４
０
８
—
２
０
０
５
的
规
定
）

８
版
本

Ｅ
ｄｉ
ｔｉ
ｏ
ｎ

ｉｄ
Ｅ
ｄ

数
据
集
的
版
本

Ｃ
／
数
据
集
有

新
版
本
？

１
文
本

文
本

９
语
种

ｌａ
ｎ
ｇ
ｕ
ａ
ｇ
ｅ

ｄ
ａｔ
ａ
Ｌ
ａ
ｎ
ｇ

数
据
集
中
使
用
的
语
种

Ｍ
Ｎ

文
本

文
本

１
０

字
符
集

ｃ
ｈ
ａｒ
ａｃ
ｔｅ
ｒ
Ｓ
ｅｔ

ｉｄ
Ｃ
ｈ
ａｒ

数
据
集
使
用
的
字
符
编
码
标

准
的
全
名

Ｍ
１

文
本

Ｃ
ｈ
ａｒ
ａｃ
ｔｅ
ｒ
Ｓ
ｅｔ
Ｃ
ｏ
ｄ
ｅ
（
参
照

Ｇ
Ｂ
１
３
０
０
０
和
Ｉ
Ｓ
Ｏ
１
０
６
４
６
１
、

Ｇ
Ｂ
／
Ｔ
１
５
２
７
３
．
１
—
１
９
９
４
和

Ｉ
Ｓ
Ｏ
８
８
５
９
： １
９
８
７
的
规
定
）

１
１

摘
要

ａ
ｂ
ｓｔ
ｒａ
ｃｔ

ｉｄ
Ａ
ｂ
ｓ

数
据
集
内
容
的
简
单
介
绍

Ｍ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１
２

目
的

ｐ
ｕ
ｒ
ｐ
ｏ
ｓｅ

ｉｄ
Ｐ
ｕ
ｒ
ｐ

建
立
数
据
集
的
目
的

Ｍ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１
３

现
状

Ｓ
ｔａ
ｔｕ
ｓ

ｉｄ
Ｓ
ｔａ
ｔｕ
ｓ

数
据
集
进
展
状
况

Ｍ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１
４

空
间
分
辨
率

ｓ
ｐ
ａｃ
ｉａ
ｌ
Ｒ
ｅｓ
ｏｌ
ｕｔ
ｉｏ
ｎ

ｉｄ
Ｒ
ｅｓ

定
义
数
据
集
中
空
间
数
据
密

度
的
参
数
。
如
比
例
尺
分

母
、
平
均
地
面
采
样
间
隔
等

Ｏ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１
５

专
题
类
别

ｔｏ
ｐｉ
ｄ

ｉｄ
Ｔ
ｏ
ｐｉ
ｃ

说
明
数
据
集
主
题
的
关
键
字

Ｍ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１
６

关
键
词

ｋ
ｅ
ｙ
ｗ
ｏ
ｒ
ｄ

ｉｄ
Ｋ
ｅ
ｙ
ｗ
ｏ
ｒ
ｄ

说
明
数
据
集
专
题
所
用
的
常

用
词
或
短
语

Ｏ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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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犆
．１
（
续
）

序
号

中
文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英
文
缩
写

元
数
据
项
定
义

约
束
／
条
件

出
现
最

大
次
数

数
据

类
型

元
数
据
值
域

１
７

数
据
集
规
模
信
息

Ｍ
ａ
ｇ
ｎｉ
ｔｕ
ｄ
ｅ

Ｉｄ
Ｍ
ａ
ｇ

说
明
数
据
集
的
数
据
量
及
有

关
数
据
规
模
的
信
息

Ｏ
１

实
体

序
号
１
９
～
２
１

１
８

数
据
集
子
集
总
数

ｄ
ａｔ
ａ
Ｓ
ｕ
ｂ
Ｓ
ｅｔ
Ｎ
ｕ
ｍ
ｂ
ｅｒ

ｉｄ
Ｓ
ｕ
ｂ
Ｎ
ｕ
ｍ

构
成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的
基
表

或
构
成
空
间
型
数
据
库
的
数

据
层
数

Ｃ
／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及
空
间
型
数

据
库

１
整
型

＞
０

１
９

字
段
总
数

ｆｉ
ｅｌ
ｄ
Ｎ
ｕ
ｍ
ｂ
ｅｒ

ｉｄ
Ｆｉ
ｅｌ
ｄ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基
表
或
空
间

数
据
库
属
性
表
中
字
段
或
属

性
项
总
数

Ｃ
／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及
空
间

型
数
据
库

１
整
型

＞
０

２
０

记
录
总
数

ｒｅ
ｃ
ｏ
ｒ
ｄ
Ｎ
ｕ
ｍ
ｂ
ｅｒ

ｉｄ
Ｒ
ｅｃ
Ｎ
ｕ
ｍ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中
的
记
录

总
数

Ｃ
／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１
整
型

＞
０

２
１

总
数
据
量

ｄ
ａｔ
ａ
Ｑ
ｕ
ａ
ｎｔ
ｉｔ
ｙ

ｉｄ
Ｑ
ｕ
ａ
ｎ

以
发
行
格
式
存
储
的
数
据
集

数
据
总
量

Ｏ
１

实
型

＞
０
；
单
位
：
Ｍ
Ｂ

２
２

地
理
区
域
范
围

Ｇ
ｅ
ｏ
ｇ
ｒａ
ｐ
ｈｉ
ｃ
Ｅ
ｘｔ
ｅ
ｎｔ

Ｇ
ｅ
ｏ
Ｅ
ｘｔ
ｅ
ｎｔ

在
已
知
参
照
系
统
中
整
个
数

据
集
覆
盖
的
地
理
区
域

Ｃ
／
没
有
使
用

地
理
描
述
？

１
实
体

序
号
２
３
～
２
６

２
３

西
边
经
度

ｗ
ｅｓ
ｔ
Ｂ
ｏ
ｕ
ｎ
ｄ
Ｌ
ｏ
ｎ
ｇｉ
ｔｕ
ｄ
ｅ

ｗ
ｅｓ
ｔ
Ｂ
Ｌ

数
据
集
覆
盖
范
围
最
西
边
的

经
度
坐
标
，
单
位
为
十
进

制
度

Ｃ
／
序
号
２
２
有
？

１
实
型

－
１
８
０
．０
≤
西
边
经
度
≤
１
８
０
．０
；

西
边
经
度
≤
东
边
经
度

２
４

东
边
经
度

ｅａ
ｓｔ
Ｂ
ｏ
ｕ
ｎ
ｄ
Ｌ
ｏ
ｎ
ｇｉ
ｔｕ
ｄ
ｅ

ｅａ
ｓｔ
Ｂ
Ｌ

数
据
集
覆
盖
范
围
最
东
边
的

经
度
坐
标
，
单
位
为
十
进

制
度

Ｃ
／
序
号
２
２
有
？

１
实
型

－
１
８
０
．０
≤
东
边
经
度
≤
１
８
０
．０
；

东
边
经
度
≥
西
边
经
度

２
５

南
边
纬
度

ｓ
ｏ
ｕｔ
ｈ
Ｂ
ｏ
ｕ
ｎ
ｄ
Ｌ
ａｔ
ｉｔ
ｕ
ｄ
ｅ

ｓ
ｏ
ｕｔ
ｈ
Ｂ
Ｌ

数
据
集
覆
盖
范
围
最
南
边
的

纬
度
坐
标
，
单
位
为
十
进

制
度

Ｃ
／
序
号
２
２
有
？

１
实
型

－
９
０
．０
≤
南
边
纬
度
≤
９
０
．０
；
南

边
纬
度
≤
北
边
纬
度

２
６

北
边
纬
度

ｎ
ｏ
ｒｔ
ｈ
Ｂ
ｏ
ｕ
ｎ
ｄ
Ｌ
ａｔ
ｉｔ
ｕ
ｄ
ｅ

ｎ
ｏ
ｒｔ
ｈ
Ｂ
Ｌ

数
据
集
覆
盖
范
围
最
北
边
的

纬
度
坐
标
，
单
位
为
十
进

制
度

Ｃ
／
序
号
２
２
有
？

１
实
型

－
９
０
．０
≤
北
边
纬
度
≤
９
０
．０
；
北

边
纬
度
≥
南
边
纬
度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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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犆
．１
（
续
）

序
号

中
文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英
文
缩
写

元
数
据
项
定
义

约
束
／
条
件

出
现
最

大
次
数

数
据

类
型

元
数
据
值
域

２
７

地
理
描
述

Ｇ
ｅ
ｏ
ｇ
ｒａ
ｐ
ｈｉ
ｃ
Ｄ
ｅｓ
ｃｒ
ｉ ｐ
ｔｉ
ｏ
ｎ

Ｇ
ｅ
ｏ
Ｄ
ｅｓ
ｃ

说
明
数
据
集
空
间
范
围
的
常

用
的
或
知
名
的
地
点
或
地
理

区
域
名

Ｃ
／
没
有
使
用

地
理
范
围
？

Ｎ
实
体

序
号
２
８

２
８

地
理
标
识
符

ｇ
ｅ
ｏ
ｇ
ｒａ
ｐ
ｈｉ
ｃＩ
ｄ
ｅ
ｎｔ
ｉｆ
ｉｅ
ｒ

ｇ
ｅ
ｏＩ
ｄ

区
位
名
称
的
唯
一
标
识

Ｃ
／
序
号
３
０
有
？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或
数
字
或
代
码

２
９

时
间
范
围

Ｔ
ｅ
ｍ
ｐ
ｏ
ｒａ
ｌ
Ｅ
ｘｔ
ｅ
ｎｔ

Ｔ
ｅ
ｍ
ｐ
Ｅ
ｘｔ
ｅ
ｎｔ

数
据
集
内
容
的
时
间
范
围

Ｍ
Ｎ

实
体

序
号
３
３
～
３
４

３
０

起
始
时
间

ｂ
ｅ
ｇｉ
ｎ

ｂ
ｅ
ｇｉ
ｎ

数
据
集
内
容
的
起
始
时
间

Ｍ
１

日
期

Ｃ
Ｃ
Ｙ
Ｙ
Ｍ
Ｍ
Ｄ
Ｄ
（
按
照

Ｇ
Ｂ
／
Ｔ
７
４
０
８
—
２
０
０
５
的
规
定
）

３
１

终
止
时
间

ｅ
ｎ
ｄ

ｅ
ｎ
ｄ

数
据
集
内
容
的
终
止
时
间

Ｍ
１

日
期

Ｃ
Ｃ
Ｙ
Ｙ
Ｍ
Ｍ
Ｄ
Ｄ
（
按
照

Ｇ
Ｂ
／
Ｔ
７
４
０
８
—
２
０
０
５
的
规
定
）

３
２

高
程
范
围

Ａ
ｌｔ
ｉｔ
ｕ
ｄ
ｅ
Ｅ
ｘｔ
ｅ
ｎｔ

Ａ
ｌｔ
Ｅ
ｘｔ
ｅ
ｎｔ

数
据
集
的
高
程
范
围

Ｏ
１

实
体

序
号
３
３
～
３
５

高
程
参
照
系
统
（
见
表
Ｃ
．８
）

３
３

最
小
高
程
值

ｍ
ｉｎ
ｉ
ｍ
ｕ
ｍ
Ａ
ｌｔ
ｉｔ
ｕ
ｄ
ｅ

ｍ
ｉｎ
Ａ
ｌｔ

数
据
集
中
最
低
高
程

Ｃ
／
序
号
３
２
有
？

１
实
型

陆
地
＞
－
１
５
５
ｍ
，
海
洋
≤
０
ｍ

３
４

最
大
高
程
值

ｍ
ａ
ｘｉ
ｍ
ｕ
ｍ
Ａ
ｌｔ
ｉｔ
ｕ
ｄ
ｅ

ｍ
ａ
ｘ
Ａ
ｌｔ

数
据
集
中
最
高
高
程

Ｃ
／
序
号
３
２
有
？

１
实
型

陆
地
＜
８
８
４
８
．２
４
ｍ
，
海
洋
≤
０
ｍ

３
５

计
量
单
位

ｕ
ｎｉ
ｔ
Ｏ
ｆ
Ｍ
ｅａ
ｓ
ｕ
ｒｅ

ｖ
ｅｒ
ｔ
Ｕ
ｏ
Ｍ

高
程
单
位
。
如
：
米

Ｃ
／
序
号
３
２
有
？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３
６

数
据
集
联
系
信
息

ｃ
ｏ
ｎｔ
ａｃ
ｔＩ
ｎｆ
ｏ

ｒ
ｐ
Ｃ
ｎｔ
Ｉｎ
ｆｏ

与
数
据
集
有
关
的
个
人
或
单

位
的
联
系
信
息

Ｏ
Ｎ

实
体

序
号
３
７
～
４
９

３
７

负
责
方

Ｒ
ｅｓ
ｐ
ｏ
ｎ
ｓｉ
ｂｌ
ｅ
Ｐ
ａｒ
ｔ

ｒ
ｐ
Ｐ
ａｒ
ｔ ｙ

与
数
据
集
有
关
的
个
人
或
单

位
的
标
识
和
联
系
信
息

Ｍ
Ｎ

实
体

序
号
３
８
～
４
０

３
８

负
责
的
个
人
名
称

ｉｎ
ｄｉ
ｖｉ
ｄ
ｕ
ａｌ
Ｎ
ａ
ｍ
ｅ

ｒ
ｐＩ
ｎ
ｄ
Ｎ
ａ
ｍ
ｅ

数
据
集
主
要
负
责
人

Ｏ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３
９

负
责
单
位
名
称

ｏ
ｒ
ｇ
ａ
ｎｉ
ｓａ
ｔｉ
ｏ
ｎ
Ｎ
ａ
ｍ
ｅ

ｒ
ｐ
Ｏ
ｒ
ｇ
Ｎ
ａ
ｍ
ｅ
数
据
集
主
要
负
责
单
位
名
称

Ｍ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４
０

职
责

ｒｏ
ｌｅ

ｒｏ
ｌｅ

负
责
方
的
职
责

Ｏ
Ｎ

整
型

职
责
代
码
（
见
表
Ｃ
．４
）

４
１

联
系
信
息

Ｃ
ｏ
ｎｔ
ａｃ
ｔ

Ｃ
ｏ
ｎｔ
ａｃ
ｔ

与
负
责
的
个
人
或
单
位
联
系

的
有
关
信
息

Ｍ
Ｎ

实
体

序
号
４
２
～
４
３

４
２

电
话

ｐ
ｈ
ｏ
ｎ
ｅ

ｃ
ｎｔ
Ｐ
ｈ
ｏ
ｎ
ｅ

负
责
的
个
人
或
单
位
的
电
话

号
码

Ｍ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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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犆
．１
（
续
）

序
号

中
文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英
文
缩
写

元
数
据
项
定
义

约
束
／
条
件

出
现
最

大
次
数

数
据

类
型

元
数
据
值
域

４
３

传
真

ｆａ
ｃｓ
ｉ
ｍ
ｉｌ
ｅ

ｆａ
ｘ
Ｎ
ｕ
ｍ

负
责
的
个
人
或
单
位
的
传
真

号
码

Ｏ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４
４

地
址

Ａ
ｄ
ｄ
ｒｅ
ｓｓ

Ａ
ｄ
ｄ
ｒｅ
ｓｓ

与
负
责
的
个
人
或
单
位
联
系

的
通
信
地
址
或
电
子
邮
件

地
址

Ｃ
／
未
提
供
电
话

或
网
址
？

１
实
体

序
号
４
５
～
４
９

４
５

市
（
县
）
内
的
详
细

地
址

ｄ
ｅｔ
ａｉ
ｌ
Ａ
ｄ
ｄ
ｒｅ
ｓｓ

ａ
ｄ
ｄ
Ｄ
ｅｔ
ａｉ
ｌ

区
、
街
（
路
）
、
门
牌
号
或
信

箱
号

Ｍ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４
６

市
（
县
）

ｃｉ
ｔ ｙ
Ｏ
ｒ
Ｃ
ｏ
ｕ
ｎｔ
ｙ

ａ
ｄ
ｄ
Ｃ
ｉｔ
ｙ

所
在
市
（
县
）

Ｏ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４
７

省
（
直
辖
市
、
自
治
区

和
特
别
行
政
区
）

Ｐ
ｒｏ
ｖｉ
ｎ
ｃｅ

ａ
ｄ
ｄ
Ｐ
ｒｏ

所
在
省
（
直
辖
市
、
自
治
区
和

特
别
行
政
区
）

Ｍ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４
８

邮
政
编
码

ｐ
ｏ
ｓｔ
ａｌ
Ｃ
ｏ
ｄ
ｅ

ｐ
ｏ
ｓｔ
Ｃ
ｏ
ｄ
ｅ

邮
政
编
码

Ｍ
１

整
型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９

电
子
信
箱
地
址

ｅｌ
ｅｃ
ｔｒ
ｏ
ｎｉ
ｃ
Ｍ
ａｉ
ｌ
Ａ
ｄ
ｄ
ｒｓ
ｓ

ｅ
Ｍ
ａｉ
ｌ
Ａ
ｄ
ｄ

负
责
的
个
人
或
单
位
的
电
子

邮
箱
地
址

Ｏ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５
０

网
络
资
源

Ｏ
ｎ
Ｌ
ｉｎ
ｅ
Ｒ
ｅ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Ｏ
ｎｌ
ｉｎ
ｅ
Ｒ
ｅｓ

能
获
取
有
关
信
息
的
网
址

Ｃ
／
未
提
供
电
话

或
通
信
地
址
？

Ｎ
实
体

序
号
５
１

５
１

网
址

ｒｅ
ｓ
ｏ
ｕ
ｒｃ
ｅ
Ｌ
ｉｎ
ｋ
ａ
ｇ
ｅ

ｒｅ
Ｌ
ｉｎ
ｋ

访
问
网
络
的
方
法
或
地
址
，

包
括
Ｕ
Ｒ
Ｌ
。
如
ｈ
ｔｔ
ｐ
：／
／

ｗ
ｗ
ｗ
． ｇ
ｉｉ
．
ｇ
ｅｔ
ｔ ｙ
．
ｅ
ｄ
ｕ
／ ｔ
ｇ
ｎ
＿

ｂ
ｒｏ
ｗ
ｓｅ
ｒ／
等

Ｍ
１

文
本

Ｕ
Ｒ
Ｌ
（ Ｉ
Ｅ
Ｔ
Ｆ
Ｒ
Ｆ
Ｃ
１
７
３
８
， Ｉ
Ｅ
Ｔ
Ｆ

Ｒ
Ｆ
Ｃ
２
０
５
６
）

５
２

浏
览
图

Ｂ
ｒｏ
ｗ
ｓｅ
Ｇ
ｒａ
ｐ
ｈｉ
ｃ

Ｂ
ｒｏ
ｗ
Ｇ
ｒａ
ｐ
ｈ

表
示
数
据
集
的
静
态
图
形

（
包
括
图
例
）

Ｏ
Ｎ

元
数
据

实
体

序
号
５
３
～
５
５

５
３

文
件
名
称

ｆｉ
ｌｅ
Ｎ
ａ
ｍ
ｅ

ｂ
ｇ
Ｆｉ
ｌｅ
Ｎ
ａ
ｍ
ｅ
表
示
数
据
集
覆
盖
范
围
的
图

形
文
件
的
名
称

Ｃ
／
有
静
态
图
形
？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５
４

文
件
类
型

ｆｉ
ｌｅ
Ｔ
ｙ
ｐ
ｅ

ｂ
ｇｆ
ｉｌ
ｅ
Ｔ
ｙ
ｐ
ｅ

有
关
图
形
文
件
的
文
件
类

型
，
如
：
Ｃ
Ｇ
Ｍ
，
Ｅ
Ｐ
Ｓ
，
Ｇ
Ｉ
Ｆ
，

Ｊ
Ｐ
Ｅ
Ｇ
，
Ｐ
Ｓ
，
Ｔ
Ｉ
Ｆ
Ｆ

Ｃ
／
有
静
态
图
形
？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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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犆
．１
（
续
）

序
号

中
文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英
文
缩
写

元
数
据
项
定
义

约
束
／
条
件

出
现
最

大
次
数

数
据

类
型

元
数
据
值
域

５
５

网
址

ｂ
ｒｏ
ｗ
ｓｅ
Ｌ
ｉｎ
ｋ
ａ
ｇ
ｅ

ｂ
ｒｏ
Ｌ
ｉｎ
ｋ

浏
览
图
形
的
方
法
或
网
络

地
址

Ｏ
Ｎ

文
本

Ｕ
Ｒ
Ｌ
（ Ｉ
Ｅ
Ｔ
Ｆ
Ｒ
Ｆ
Ｃ
１
７
３
８
，
Ｉ
Ｅ
Ｔ
Ｆ

Ｒ
Ｆ
Ｃ
２
０
５
６
）

５
６

数
据
集
限
制

Ｃ
ｏ
ｎ
ｓｔ
ｒａ
ｉｎ
ｔｓ

Ｃ
ｏ
ｎ
ｓｔ
ｓ

访
问
和
使
用
数
据
集
必
须
遵

守
的
限
制
信
息

Ｏ
Ｎ

实
体

序
号
５
７
～
６
０

５
７

法
律
限
制

Ｌ
ｅ
ｇ
ａｌ
Ｃ
ｏ
ｎ
ｓｔ
ｒａ
ｉｎ
ｔｓ

Ｌ
ｅ
ｇ
Ｃ
ｏ
ｎ
ｓｔ
ｓ

访
问
和
使
用
数
据
集
的
限
制

和
法
律
上
的
先
决
条
件

Ｏ
Ｎ

实
体

序
号
５
８

５
８

使
用
限
制

ｕ
ｓｅ
Ｃ
ｏ
ｎ
ｓｔ
ｒａ
ｉｎ
ｔｓ

ｕ
ｓｅ
Ｃ
ｏ
ｎ
ｓｔ
ｓ

使
用
数
据
集
时
涉
及
隐
私

权
、
知
识
产
权
的
保
护
，
或
任

何
特
定
的
约
束
、
限
制
或
注

意
事
项
，
如
：
“
版
权
”
、
“
许
可

证
”
或
“
无
限
制
”
等

Ｃ
／
序
号
５
７
有
？

１
整
型

限
制
代
码
（
见
表
Ｃ
．５
）

５
９

安
全
限
制

Ｓ
ｅｃ
ｕ
ｒｉ
ｔ ｙ
Ｃ
ｏ
ｎ
ｓｔ
ｒａ
ｉｎ
ｔｓ

Ｓ
ｅｃ
Ｃ
ｏ
ｎ
ｓｔ
ｓ

由
于
国
家
安
全
、
保
密
或
其

他
考
虑
，
对
数
据
集
的
限
制

Ｏ
Ｎ

实
体

序
号
６
０

６
０

安
全
等
级

Ｓ
ｅｃ
ｕ
ｒｉ
ｔ ｙ
Ｃ
ｌａ
ｓｓ
ｉｆ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ｓｅ
ｃ
Ｃ
ｌａ
ｓｓ

数
据
集
限
制
的
等
级
名
称

Ｃ
／
序
号
５
９
有
？

１
整
型

数
据
集
使
用
限
制
分
类
代
码

（
见
表
Ｃ
．６
）

６
１

格
式

Ｆ
ｏ
ｒ
ｍ
ａｔ

Ｆ
ｏ
ｒ
ｍ
ａｔ

数
据
分
发
的
格
式
说
明

Ｍ
Ｎ

实
体

序
号
６
２
～
６
５

６
２

格
式
名
称

ｆｏ
ｒ
ｍ
ａｔ
Ｎ
ａ
ｍ
ｅ

ｆｏ
ｒ
Ｎ
ａ
ｍ
ｅ

数
据
集
提
供
的
数
据
交
换
格

式
名
称
，
如
： Ｓ
Ｄ
Ｔ
Ｓ

Ｍ
１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６
３

版
本

ｅ
ｄｉ
ｔｉ
ｏ
ｎ

ｒｅ
ｓ
Ｅ
ｄ

数
据
格
式
的
版
本
号

Ｍ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６
４

发
行
介
质

ｐ
ｕ
ｂｌ
ｉｓ
ｈ
Ｍ
ｅ
ｄｉ
ａ

ｐ
ｕ
ｂ
Ｍ
ｅ
ｄ

发
行
数
据
集
所
用
的
介
质
名

Ｏ
Ｎ

文
本

自
由
文
本
，
如
：
Ｃ
Ｄ

Ｒ
Ｏ
Ｍ
、

Ｄ
Ｖ
Ｄ
、 ４
ｍ
ｍ
盒
式
磁
带
、 ８
ｍ
ｍ

盒
式
磁
带
、 ２
．５
″
盒
式
磁
带
、
网

络
、
卫
星
、
电
话
传
输
、
专
著
、
期

刊
和
论
文
集
等

６
５

网
上
发
行
地
址

ｗ
ｅ
ｂ
Ｕ
Ｒ
Ｌ

ｗ
ｅ
ｂ
Ｕ
Ｒ
Ｌ

访
问
数
据
集
的
网
上
地
址

（ Ｕ
Ｒ
Ｌ
）

Ｏ
Ｎ

文
本

Ｕ
Ｒ
Ｌ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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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犆
．７
　
参
照
系
信
息

参
照
系
信
息
见
表
Ｃ
．２
。

表
犆
．２
　
参
照
系
信
息
表

序
号

中
文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英
文
缩
写

定
义

约
束
／
条
件

出
现
最
大
次
数

数
据
类
型

值
域

６
６

参
照
系

Ｒ
ｅｆ
ｅｒ
ｅ
ｎ
ｃｅ
Ｓ
ｙ
ｓｔ
ｅ
ｍ

Ｒ
ｅｆ
Ｓ
ｙ
ｓｔ
ｅ
ｍ

关
于
参
照
系
的
信
息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实
体

６
７

坐
标
参
照
系

Ｃ
ｏ
ｏ
ｒ
ｄｉ
ｎ
ａｔ
ｅ
Ｒ
ｅｆ
ｅｒ
ｅ
ｎ
ｃｅ
Ｓ
ｙ
ｓ

ｔｅ
ｍ

Ｃ
ｏ
Ｒ
ｅｆ
Ｓ
ｙ
ｓ

坐
标
系
统
的
元
数
据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实
体

第
６
８
～
７
０
行

６
８

投
影

ｐ
ｒｏ
ｊｅ
ｃｔ
ｉｏ
ｎ

ｐ
ｒｏ
ｊｅ
ｃｔ
ｉｏ
ｎ

所
用
投
影
的
名
称

Ｏ
１

字
符
串

自
由
文
本

６
９

椭
球
体

ｅｌ
ｌｉ
ｐ
ｓ
ｏｉ
ｄ

ｅｌ
ｌｉ
ｐ
ｓ
ｏｉ
ｄ

所
用
椭
球
体
的
名
称

Ｏ
１

字
符
串

自
由
文
本

７
０

基
准

ｄ
ａｔ
ｕ
ｍ

ｄ
ａｔ
ｕ
ｍ

所
用
基
准
的
标
识

Ｏ
１

代
码

大
地
坐
标
参
照
系
统
（
见
表
Ｃ
．７
）

７
１

时
间
参
照
系

Ｔ
ｉ
ｍ
ｅ
Ｒ
ｅｆ
ｅｒ
ｅ
ｎ
ｃｅ
Ｓ
ｙ
ｓｔ
ｅ
ｍ

Ｔ
ｍ
Ｒ
ｅｆ
Ｓ
ｙ
ｓ

数
据
集
使
用
的
时
间
参
照

系
说
明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实
体

第
７
２
行

７
２

时
间
参
照
系
名
称
ｔｉ
ｍ
ｅ
Ｒ
ｅｆ
ｅｒ
ｅ
ｎ
ｃｅ
Ｓ
ｙ
ｓｔ
ｅ
ｍ
Ｎ
ａ
ｍ
ｅ
ｔ
ｍ
Ｒ
ｅｆ
Ｓ
ｙ
ｓ
Ｎ
ａ
ｍ
ｅ
使
用
的
时
间
参
照
系
名
称

Ｍ
１

字
符
串

自
由
文
本

犆
．８
　
地
震
数
据
附
加
信
息

地
震
数
据
附
加
信
息
表
Ｃ
．３
。

表
犆
．３
　
地
震
数
据
附
加
信
息
表

序
号

中
文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英
文
缩
写

定
义

约
束
／
条
件

最
大
出
现
次
数

数
据
类
型

值
域

７
３

地
震
数
据
附
加
信
息

Ｅ
Ｑ
Ａ
ｄ
ｄｉ
ｔｉ
ｏ
ｎ
ａｌ
Ｉｎ
ｆｏ
ｒ
ｍ
ａｔ
ｉｏ
ｎ

Ｅ
ｑ
Ａ
ｄ
ｄＩ
ｎｆ
ｏ

关
于
地
震
数
据
的
补
充

说
明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与
引
用
本
实
体

的
对
象
相
同

实
体

序
号
７
４
～
７
７

７
４

地
震
现
场
调
查

Ｅ
ｑ
Ｆｉ
ｅｌ
ｄ
Ｓ
ｕ
ｒｖ
ｅ
ｙ

Ｅ
ｑ
Ｆｉ
ｅｌ
ｄ
Ｓ
ｖ

是
否
是
大
地
震
发
生
现
场

Ｃ
／
地
震
现
场

１
实
体

序
号
７
５
～
７
７

７
５

地
震
参
数

ｅ
ｑ
Ｐ
ａｒ
ａ
ｍ
ｅｔ
ｅｒ

ｅ
ｑ
Ｐ
ａｒ
ａ

地
震
参
数

Ｍ
１

文
本

地
震
参
数
表
含
地
震
发
震
时
刻
、

震
中
经
纬
度
、
震
源
深
度
和
震
级

７
６

调
查
时
段

ｓ
ｕ
ｒｖ
ｅ
ｙ
Ｐ
ｅｒ
ｉｏ
ｄ

ｓ
ｖ
Ｐ
ｅｒ
ｉｏ
ｄ

调
查
时
段

Ｍ
１

文
本

时
间
覆
盖
范
围

７
７

调
查
范
围

ｓ
ｕ
ｒｖ
ｅ
ｙ
Ｃ
ｏ
ｖ
ｅｒ
ａ
ｇ
ｅ

ｓ
ｖ
Ｃ
ｏ
ｖ
ｅｒ

调
查
范
围

Ｍ
１

文
本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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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９　元数据代码

元数据职责代码表、限制代码表、数据集使用限制分类代码表、大地坐标参照系统、高程参照系统代

码表分别见表Ｃ．４至Ｃ．８。

表犆．４　职责代码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域码 定义

１ 职责编码 负责方的作用

２ 内容提供者 ００１ 提供数据方

３ 管理员 ００２ 负责维护数据的管理人员

４ 拥有者 ００３ 数据拥有者

５ 用户 ００４ 数据使用者

６ 分发者 ００５ 数据分发人或分发单位

７ 元数据提供者 ００６ 提供数据集元数据信息的负责单位

８ 生产者 ００７ 生产数据或元数据的负责单位

９ 联系单位 ００８ 能够获得有关数据情况或回答有关数据问题的联系单位

１０ 主要调查者 ００９ 负责采集信息和进行研究的关键人员

１１ 处理者 ０１０ 能够进行数据更新的负责单位

１２ 出版者 ０１１ 出版数据的负责单位

表犆．５　限制代码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域码 定义

１ 限制 访问或使用数据的限制

２ 版权 ００１ 依据版权法生产、出版或出售数字数据的排它权

３ 专利权 ００２ 经过专利部门批准注册的独家所有的权利

４ 正在申请专利权 ００３ 正在申请专利权

５ 许可证 ００４ 正式许可

６ 知识产权 ００５ 创造的无形资产

７ 其他限制 ０００ 其他限制

表犆．６　数据集使用限制分类代码表

序号 中文名称 域码 定义

１ 数据集使用限制分类 数据集使用的限制类型

２ 公开 ００１ 数据集对外公开

３ 非公开 ００２ 数据集不对外公开

表犆．７　大地坐标参照系统

序号 中文名称 代码 定义

１ 地理坐标类型

２ 笛卡儿坐标系 ００１ 相互正交于原点的ｎ个数轴（ｎ是任意正整数）组成的ｎ维坐标系

３ 大地坐标系（经纬度） ００２ 用经度和纬度所表示的地面点位置的球面坐标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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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７（续）

序号 中文名称 代码 定义

４ 投影坐标系 ００３ 由不同的投影方法所形成的坐标系

５ 极坐标系 ００４ 用某点至极点的距离和方向表示该点位置的坐标系

６ 重力相关坐标系 ００５ 重力测量及其计算的一种基准

表犆．８　高程参照系统代码表

序号 高程参照系统名称 代码 定义

１ １９５６年黄海高程系 １０１ １９６１年后全国统一采用

２ 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１０２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测绘局于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６日公布使用

３ 地方独立高程系 １０３

４ 大连高程基准 １０４ １９４５年前东北地区使用

５ 大沽高程基准 １０５

１９５９年前用于山东西北部、河南中北部、河北、山西、陕西、内蒙

古、宁夏和甘肃等省区，１９４９年前后黄委会从有关点起算进行的

水准测量成果

６ 废黄河高程基准 １０６ １９５１年前后淮河流域使用

７ 吴淞高程基准 １０７ 曾在长江水系广泛使用

８ 坎门高程基准 １０８ １９４９年前江浙一带使用，１９５７年后不再使用

９ 珠江高程基准 １０９ １９４９年前后珠江水利部门使用

１０ 罗星塔高程基准 １１０ １９５７年前闽江流域有关部门使用

１１ 秀英高程基准 １１１ １９５９年前海南岛广泛使用

１２ 榆林高程基准 １１２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８５年海南岛全岛使用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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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数据字典

犇．１　数据字典内容

犇．１．１　数据字典是数据及数据库的详细说明，它以数据库中数据基本单元为单位，按字母顺序排列，

对其内容作详细说明。数据字典可用于数据库数据的查询、识别与相互参考。

犇．１．２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涉及的数据格式包括矢量数据、统计（属性）数据、栅格数据、影像

数据、文本数据、音频数据和视频数据等。依据数据格式的特征，数据字典包括的内容有所区别。

犇．１．３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数据字典的内容、含义和使用限定等见表Ｄ．１。

表犇．１　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共享数据的数据字典内容表

序号 内容 含义 使用限定 类型

１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全名

中文全称，如：“地震现场灾情数

据库”、“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基础

数据库”或文件全名等

任何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必须说明
文本

２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简称

计算机内存储的数据库或数据

文件名称及命名规则。如：ｒｅ

ｐｏｒｔ．ｄｏｃ、ｂｒｉｄｇｅ．ｄｂｆ和 ｅｄｌｅｓ．

ｍｄｂ等及命名方法说明

可选，加入此项内容可以

帮助用户理解和使用该

数据

文本

３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存储

格式

计算机物理存储格式。如：ｄｏｃ、

ｒｔｆ、ｄｂｆ、ｅ００、ｄｇｎ、ｓｈｐ、ｍｉｆ、ｔｉｆｆ、

ｉｍｇ、ｅｐｓ和ａｖｉ等

任何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必须说明
文本

４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主要

技术参数

矢量、栅格和影像数据库或数据

文件提供使用所需要的必要参

数，如投影参数、分辨率和定位

点坐标等

矢量、栅格和影像数据库

或数据文件必须说明
文本

５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内容

说明

数据库、数据文件和影像等所表

述的主题内容，包括分层信息、

表的说明、矢量要素分类信息、

几何特征和文件内容简介等

任何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必须说明
文本

６
数据 库 数 据 项 定 义 及

说明

矢量和统计数据库包含的所有

数据项定义及说明

矢量和统计数据库必须

说明
文本

７ 数据项内容说明 数据值、代码及依据标准说明
矢量和统计数据库必须

说明
文本

８ 数据使用方法简介

包括硬件、操作系统及工具软件

要求、解压缩方法、数据库装入

和调用说明等

任何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必须说明
文本

９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补充

信息

数据字典各项内容无法包括的

信息或数据字典作者认为有必

要让用户了解的信息

可选，加入此项内容可以

帮助用户理解和使用该

数据

文本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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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续）

序号 内容 含义 使用限定 类型

１０ 数据字典负责单位信息

对本数据字典负责的单位或个

人信息，包括名称、地址和联系

办法等

任何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必须说明
文本

犇．２　数据字典示例

犇．２．１　矢量数据库数据字典实例———福州市防震减灾基础背景数据库

数据库全名

福州市防震减灾１∶２５０００基础数据库。

数据库简称

福州２５０００基础库。

数据库存储格式

ＥＳＲＩｓｈａｐｅ文件格式，可以转换成其他常用ＧＩＳ格式。

数据库主要技术参数包括：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主要技术参数包括：

ａ）　参数说明：数据采用十进制度为单位的地理坐标表示；

ｂ）　投影：采用Ｐｕｌｋｏｖｏ（１９４２）投影参数。

数据库内容说明

内容概述

该数据库包含福州市地震地质灾害预测分区图层、福州市崩塌与滑坡危险区图层、福州市场地分类

控制点分布图层、福州市场地类别分区图层、福州市第四系等厚图层、福州市断裂分布图层、福州市古洼

地古河床分布图层、福州市抗震防灾土地利用规划图层、福州市次生火灾易发区图层、福州市砂土液化

危险区图层、福州市区避震疏散场地图层、福州市全新统等厚图层和福州市软土震陷区图层。以上数据

资料完成日期为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数据项说明

数据层１＿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ｐ：该数据层是根据福州地形地貌、地震构造、地震地质和工程地质

等要素在１∶２５０００地形图上综合给出福州市地震地质灾害预测分区图。使用者可根据该数据层查询

工作区内地震地质灾害的各类数据及其空间分布状况。

属性项＿ｔｙｐｅ　　　　　地震地质灾害分类

属性项＿ｎａｍｅ 地震地质灾害名称

数据层２＿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ｈｐ：该数据层在１∶２５０００地质图上根据地形地貌、山体构造和历史地震等

预测山体滑坡与崩塌区空间分布范围，使用者可根据该数据层了解工作区内主要山体滑坡与崩塌的空

间分布。

属性项＿ｎａｍｅ 危岩区名称

……

数据层１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ｈｐ：该数据层在１：２５０００地质图上给出不同工程地质分类的空

间分布范围，使用者可根据该数据层了解工作区内主要工程地质分类单元的空间分布。

属性项＿ｓｏｒｔ 工程地质分类

属性项＿ｎａｍｅ 工程地质名称

数据库数据项定义及说明（按数据项名称字母顺序排列）

数据项１＿ｎａｍｅ：名称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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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长：３０

　　类型：ｃｈａｒ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ｈｐ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ｐ

　　……

数据项２＿ｔｙｐｅ：地震地质灾害分类

　　字段长：４

　　类型：ｉｎｔ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ｐ

　　……

数据项内容详细说明

数据项１０＿ｖｉｉ＿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Ⅶ度地震烈度时砂土液化危害等级

数据项１１＿ＥＰＡ：峰值加速度

　　　　　　　　……

数据使用方法简介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显示或使用本数据库，如ＡＲＣ／ＩＮＦＯ、ＡＲＣＶＩＥＷ或 ＭＡＰＩＮＦＯ等。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补充信息

本数据库是福建省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库建设项目工作成果的一部分。

数据字典负责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福建省地震局

通信地址：福州市华鸿路７号省地震局

邮政编码：３５０００３

联系电话：０５９１８７８４××××

传真：０５９１８７８１××××

电子邮件地址：

单位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ｊｅａ．ｇｏｖ．ｃｎ

犇．２．２　中国灾害性地震震例与灾情数据库数据字典实例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全名

中国震例与地震灾情数据库。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简称

ＭａｐＥＣＤＩＳ．ＭＤＢ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存储格式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格式，可以导出其他常用数据库格式用于数据交换。

地理要素采用 ＭａｐＩｎｆｏＴａｂｌｅ格式，可以转换成其他常用ＧＩＳ格式用于数据交换。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内容说明

内容概述

该数据库包含：

———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９年我国开展了震例研究的全部地震，包括定点观测项目异常统计、构造背景、

台站、异常情况登记、异常统计表、震害统计和震源机制解等；

———我国有史记录以来至２０００年破坏性地震的灾情。

数据项说明

数据层１＿ＥｑＣａｓｅ．ｔａｂ地震震例基本参数数据库，是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９年我国开展了震例研究的全部

地震的震中位置（点属性），属性数据包括了地震编码等，通过该编码实现与震例属性数据库各种数据表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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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属性项＿ＩＤ 地震编码

　　属性项＿ｎａｍｅ 地震震例名称

　　……

数据层２＿Ｅｑ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ａｂ地震灾情数据库，是我国有史记录以来至２０００年破坏性地震的震中位置

（点属性），属性数据包括了地震编码等，通过该编码实现与地震灾害属性数据库各种数据表关联。

　　属性项＿ＩＤ 地震编码

　　属性项＿ｎａｍｅ 破坏性地震名称

　　……

……

数据库数据项定义及说明

　　数据项１＿ＩＤ地震编码

　　　　字段长：４

类型：ｃｈａｒ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地震基本参数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定点观测项目异常统计１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震源机制解

……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地震灾情

　　数据项２＿ｄｅａｔｈ＿ｎｕｍ死亡人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

字段长：４

类型：ｉｎｔ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地震灾情

……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灾情统计

　　数据项３＿ｌａｔｉｔｕｄｅ纬度：发生地震位置的纬度

字段长：４

类型：ｄｏｕｂｌｅ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台站

……

数据项所在数据文件或表名：地震灾情

　　……

数据项内容详细说明

　　数据项２２＿ｓｔｒｉｋｅ１节面Ⅰ走向：震源机制解的节面Ⅰ走向，单位度，取值×××．×

　　数据项２３＿ｄｉｐ＿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１节面Ⅰ倾向：震源机制解的节面Ⅰ倾向，取值Ｎ；ＮＥ；Ｅ；ＥＳ；Ｓ；ＷＳ；

Ｗ；ＮＷ

　　数据项２４＿ｄｉｐ＿ａｎｇｌｅ１节面Ⅰ倾角：震源机制解的节面Ⅰ倾角，单位度，取值××．×

　　……

数据使用方法简介

可用常用关系型数据库软件读取。

数据字典负责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通信地址：北京市复兴路６３号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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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６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１××××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１××××

　　电子邮件地址：×××××＠ｓｅｉｓ．ａｃ．ｃｎ

单位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ｉｓ．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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