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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地质灾害风险评估进行分析时，可以从各方面因素入手，同时也可以利用GIS技术对区域内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时，

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估。通过对区域内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全面把握区域内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并以此制定

出科学、合理的防治策略，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Abstract: When analyzing geological hazard risk assessment, various factors can be considered, and GIS technology can also 
b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region. By analyzing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in the 
region, we can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risk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ring within the region, and based on this,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to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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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且地质结构十分复

杂。由于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其进行全

面、系统的风险评估和防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地质灾害

风险进行评估，可以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防

治策略。同时，在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质灾

害给人们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越来越严重。因此，相关部门

要充分认识到地质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并

采取科学、合理的防治策略，以降低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视程度的提升，地质灾

害风险评估和防治工作也在不断开展。论文从环境地质调查

出发，分析了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和防治策略，并以实例进行

分析。希望论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依

据，从而有效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2 地质灾害概况
地质灾害的发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因此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与防治措施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

环境地质调查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地质灾害发生的影

响因素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工程结构、水文气象、人类工

程活动、地层岩性以及地质构造等因素。以某地为例，该

地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地质地貌类型多

样，地势复杂多变。该地年平均气温为 12.4℃，年降水量为

1844mm。地质灾害主要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在地形

地貌和地质构造影响下，该地容易产生滑坡、崩塌等灾害。

以该地区为例，该地区的地质环境属于西南喀斯特地区，境

内山岭纵横，地势陡峭。在该区域内发生过多起滑坡灾害。

除此之外，该地还存在着泥石流、岩溶塌陷等灾害。当该地

的地震强度达到 6 级时，就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危害；若该地

的地震强度达到 7 级以上，就会造成严重的地质灾害。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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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该地发生过多次地质灾害。

3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是影响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对

于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地形地貌可

以对区域内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地貌特征产生影响，同时也会

对区域内地质结构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区域内地形地貌的复

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区域内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同时也会对

区域内的地质结构产生影响。如果在某些地区，存在一些较

为复杂的地形地貌特征，那么就会使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概

率大大增加，同时也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因此在

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时，要全面分析区域内地形地貌特征，

掌握不同区域内地形地貌对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产生的影响 [1]。

地形地貌对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一般情

况下，区域内地貌越复杂，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就越大。

一般情况下，黄土高原区的地貌类型主要有黄土高原、

黄土台塬以及黄土丘陵三种类型，这些都是典型的黄土地

貌。由于区域内黄土地貌在不同时期发育的速度不同，所以

在不同时期的黄土地貌发育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同时，这些

区域内的地质结构也会因为地形地貌而产生相应的改变。在

对区域内地形地貌进行分析时，要特别注意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对区域内地形地貌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些地质灾害

会破坏区域内原有的地形地貌特征，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同

时也会使滑坡区域内水文结构产生不良影响。

4 工程结构
工程结构是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防治的重要因素，同时

也是影响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对工程结构

进行分析时，要对场地的岩土类型、地形地貌特征以及地层

岩性等内容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场地地基基础以及

建筑物形式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工程结构的分析，能够

了解到地质灾害的发生和工程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对工程结构进行分析时，要以地形地貌特征为依据，同时

也要结合工程地质条件进行分析，结合这些因素来制定出科

学合理的工程结构设计方案，进而有效降低地质灾害的发生

风险。在对工程结构进行分析时，主要包括了场地类型、地

基基础、建筑物形式等内容，在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时，要

结合地形地貌条件进行分析，还要考虑不同的工程结构形式
[2]。在对地基基础进行分析时，要对地质条件、岩土性质以

及相关工程地质条件等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地基基础的设计。在建筑物形式的分析中，主要是根据地质

条件和相关工程地质条件等内容进行分析。在对工程结构进

行分析时，要对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地下水等内容进行综

合考虑。在对工程结构进行设计时，要结合不同的工程地质

条件来制定相应的设计方案。通过对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

可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工程结构设计方案，进而有效减少地

质灾害的发生。

在对场地类型进行分析时，主要包括了场地岩土类型、

地形地貌特征以及区域地质构造等内容。通过对场地类型进

行分析，能够有效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同时还能够制

定出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5 水文气象
地质灾害的发生和区域内的水文气象状况有密切的联

系，一般情况下，如果区域内水文气象条件较好，就能够保

证区域内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较低，同时也能够有效避免地

质灾害的发生。相反，如果区域内水文气象条件较差，就会

导致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高。例如，中国的青藏高原地区，

在该地区的地质灾害主要是由降水引发的。该地区处于青藏

高原地区，海拔高、空气稀薄、气候干燥，因此降水较为稀少。

而且该地区也属于多年冻土区，受冻胀力和冻融力的影响，

导致该地区在降水过后会发生雪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

外，中国西部地区也是地震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地震极易

诱发崩塌和滑坡等地质灾害 [3]。通过对水文气象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能够对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并根据水文

气象的影响因素来制定出防治措施，以此来实现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水文气象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降水量、蒸发量以及地

下水位等，在对其进行分析时，需要考虑降水强度和蒸发强

度等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来制定出相应的防治策略。通过

对区域内的降水量、蒸发量以及地下水位等因素进行分析，

能够全面把握区域内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

在对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进行评估时，需要从降雨量、蒸

发量以及地下水位等方面入手。在对区域内水文气象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时，可以将降水量、蒸发量以及地下水位作为主

要的参考依据，并通过 GIS 技术来完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

叠加分析。在此基础上来制定出合理的防治策略，从而降低

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

6 人类工程活动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城

市建设、矿产开发、农田工程等，都会导致区域内地质环境

发生变化，进而引发地质灾害。在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时，

需要对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从而为制定出有

效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例如，在进行城市建设时，需要充

分考虑到地质环境的影响因素，在对城市建设的选址以及建

筑物结构进行选择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地质环境的影响因

素，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在进行地

质灾害风险评估时，需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

量、地区地形地貌以及工程结构等，对各类因素进行综合评

估。在对人类工程活动进行评价时，需要重点关注城市建设

和矿产开发、农田工程以及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根据这

些影响因素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防治策略。例如，在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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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面，为了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可以从城市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入手，通过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将环境

地质调查工作作为基础工作实施。在矿产开发方面，需要对

矿山开采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地质灾害进行分析和评估，同时

要制定出合理有效的防治策略。

7 地层岩性
地层岩性是影响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在对地层岩

性进行分析时，需要对区域内各种工程建设情况进行分析，

从中选取出比较典型的地质灾害类型，如滑坡、崩塌以及泥

石流等。在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时，需要对各种地质灾害

类型的发育程度进行分析，并选择出风险等级较高的地质灾

害类型，如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等类型，其发育程度均达

到了中等水平。对于已经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型来说，在对其

发生可能性进行分析时，需要结合各种条件对各种类型的灾

害可能性进行判断。对于已经发生的滑坡以及泥石流来说，

其主要分布于陡坡地带以及沟谷地带等。在对这些地段进行

分析时，需要对其发生风险程度进行详细评估。

8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对地质灾害发生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也是影

响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地质构造的分析，

能够全面把握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同时也能全面了解区域

内各种地质构造对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的影响程度。在分析区

域内地质构造时，既要对其类型进行全面把握，在此基础上

对其类型进行划分，也要将其分为区域内新构造运动、区域

内岩浆活动以及区域内第四纪沉积物。在进行分析时，可以

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各个影响因素

进行评价。同时也可以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评价。在对各个

影响因素进行评价时，主要包括了区域内新构造运动、区域

内岩浆活动以及第四纪沉积物三个方面。

9 风险评估
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的内容包括灾害危险程度、发生频率

和受灾程度等。危险程度是指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的程度；发生频率是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发生灾害的

次数，可以通过灾害频率来反映；受灾程度是指因灾害带来

的损失，可以通过受灾程度来反映。其中，风险评估指标

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承载力、灾害发生频率、受灾程度等

指标。

在实际工作中，生态系统承载力可以通过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和服务能力来判断；灾害发生频率是指因地质灾害而造

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时间；受灾程度是指因地质灾害而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程度。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主

要包括社会经济指标、人口密度、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

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地貌类型、交通运输

条件、旅游资源状况、水资源量等。

10 防治策略
由于环境地质调查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能够将

区域内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因此能够从多个

角度出发，通过各种方式对区域内的地质灾害进行防治。首

先，在进行防治工作时，要对区域内各种地质灾害发生的风

险进行全面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防治策

略。其次，要针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风险因素制定出具体的

防治措施，并在实施过程中对这些措施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优

化。最后，要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监测工作的管理力度，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地质灾害监测工作的管理，不断提

高区域内地质灾害监测工作水平。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在对地质灾

害进行风险评估时，要将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

件、气象水文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进去，并将地质灾害风险

等级划分成低、中、高三个等级。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

的防治策略。例如，在对某一地区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时，

可根据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划

分，并根据划分的结果制定相应的防治策略。在实施防治策

略时，要以人为本，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在防

治过程中，要遵循“预防为主”“防与治相结合”的原则，

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

评估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11 实例分析
论文以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为例，其主要地质灾害类

型有崩塌、滑坡、泥石流。该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为 16.8℃，降水量为 1500~ 

2000mm。该地区地质环境条件较差，在建设工程项目时容

易引起地质灾害，影响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减少

地质灾害对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需根据

调查结果确定地质灾害风险等级。

12 结语
环境地质调查是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的基础，相关部门在

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时，应结合环境地质调查结果，综合

考虑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气象水文条件等

因素，科学合理地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工作，从而制定出

科学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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