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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2 年中国贵州凯里市开展了重点地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详细调查工作，发现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在类型、数量、

分布、危害对象、危害程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为更有效、可靠的防治区内地质灾害，2013 年凯里市启动开展了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工作。论文基于笔者实际主持完成的凯里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工作经历，浅谈一些个人的观点及总结，供参考借鉴。

Abstract: In 2012, Kaili City, Guizhou Province, China carried out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potential major geological hazards in 
key areas, and found that the types, quantities, distributions, objects of damage, and degree of damage of potential geological hazards 

in the area have chang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order to more effectively and reliably prevent and control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the 

region, Kaili City launched a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 in 2013. Based on the author’s actual work experien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Kaili City,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some personal views and summar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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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下简称国务院）《地质

灾害防治条例》及《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要求，为

进一步降低地灾造成的损失，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使凯里市的生态—地质环境得到良好的恢复，使现有地

质灾害得到有效的防治，逐渐消除地质灾害对全市受威胁人

群、财产和重要工程设施的威胁，2013 年，凯里市开展了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工作。

2 地质灾害现状、发展趋势预测
2.1 地质灾害现状

凯里市发育的地质灾害有崩塌、泥石流、滑坡、地面塌

陷、不稳定斜坡等共 164 处，其中滑坡 117 处，崩塌 23 处，

地面塌陷 7 处，不稳定斜坡 11 处，泥石流 6 处。地质灾害

空间上分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不均匀性，东南部巴拉

河、舟溪河流域，西北部重安江流域地形切割深切、地质构

造复杂、地层岩性多为软硬相间岩类及软质岩类的区域灾点

分布密集，其他地区特别是溶丘洼地地形平缓地区灾点分布

相对稀疏。共威胁 3129 户 15722 人、学校 8 所、308省道

100m、市乡村路 740m，直接经济损失 502 万元，潜在经济

损失 15938 万元。

2.2 发展趋势预测
矿区地质灾害日显严重，矿山开采普遍无计划、缺乏科

学指导，露天开采不按设计边坡角施工，岩体完整性遭到破

坏，岩土体力学强度降低，诱发越来越多的地质灾害。同时

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渣散乱堆积，易形成泥石流、滑坡等；

电站、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使河流两岸原已基本稳定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可能因为蓄水位变化边岸再造而引发灾害；道

路周边、工程建设集中区地质灾害日趋加剧。开展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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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场坪活动改变了原有地质环境条件，公路沿线地质

灾害容易发生，因此，山区道路周边及国家级过境公路沿线

及工程建设集中区地质灾害日趋增多；随着当前各种建设的

迅速发展，因人类工程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会逐步增多。预

测在边缘斜坡地带工程建设活动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其危害程度大 [1]。

3 地质灾害易发分区
地质灾害易发分区的目的旨在圈划出过去、现在和将来

发生和发育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为地

方政府在国土规划、整治、地质灾害防治等宏观决策中起指

导作用，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地质灾害易发区指具备

地质灾害发生的地质环境条件，容易或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

区域。地质灾害易发区主要根据地质环境条件、现状地质灾

害及人类工程活动划定。根据易发区划分原则，将凯里市全

境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及地质灾害

低易发区三类，其中高易发区 4 个，总面积为 916.73km²，

占全区面积的 70.19%；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1 个，总面积为

323.11km²，占全区面积 24.74%；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1 个，

总面积为 66.16km²，占全区面积 5.07%（如图 1 所示）。

图 1  凯里市地质灾害易发分区图

4 防治规划的指导思想、防治原则及防治目标
4.1 指导思想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工作议会精神，坚持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总战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以群策群力、群

测群防为主要工作手段，以调查、监测、评价等为科学基础，

以有效保护地质—生态环境、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提

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稳定为基本出发点，建立与

凯里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防治体系 [2]。

4.2 防治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

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统一管理，分工协作”的原则，

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阶段实施的原则，

坚持“谁引发，谁治理”原则。

4.3 防治目标
采取多种措施和技术手段逐步改善自然生态和地质环

境，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尽可能避免和减少自然地质灾害的

发生，将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危害程度努力降到最低，为

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强各方联动，充分发挥

各方资源优势，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与水平，有计划、按

步骤对地质灾害危险点进行治理、搬迁；不断消除已有的地

质灾害，尽量避免和减少新的地质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减

少经济损失，不断提高成功预警率，使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

性和损失量大幅度降低；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完成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从单一的政务部门行政管理向全社会人民群众共

同参与的转变。

5 地质灾害防治总体部署
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既要全面部署统筹兼顾，又要突出

重点结合实际，要采取以防为主，治理为辅的方针，集中有

限资金，采用科学、经济、合理的工程，分轻重缓急逐步治

理一些目前威胁严重和危害性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

灾害高易发区，逐步改善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在时间分布上，

要重点对汛期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在空间分布上，

把重点建设区、人口密集区及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作为重点，

在工作安排上，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地质灾害调查的相关

成果，加强监测预防、扩大科普宣传，在管理上，充分利用

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机制，广泛动员全社会各

方力量和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并

要层层落实防治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

6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6.1 分区目的

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的目的在于有针对性地对可能发

生地质灾害发生区域进行有效管理，达到主次分明，以更好

地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6.2 分区原则
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及中易发区，地质灾害发育程度较

高，危害性大且危险性大的地段，主要城镇分布区、规划工

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国民经济规划中的重要建设工程及重

点开发地段，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区段，重要交通干线沿线，

矿产分布区及河流两岸地带等，划为重点防治区；在上述以

外的高易发区和中易发区内的城镇、自然寨、道路、工程区

及对国民经济规划中的重要建设工程及重点开发地段，较重

要交通干线沿线、矿产开发地段等，划为次重点防治区；除

上述城镇、自然寨、道路、工程区以外的中等易发区，划为

一般防治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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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防治规划
根据分区原则与方法，把全市分为 2 个重点防治区、2

个次重点防治区和 1 个一般防治区，共包含三种区类 5 个亚

区（如图 2 所示）。

图 2  凯里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

7 保障措施
7.1 行政管理措施

防灾方案分级、分期次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

都应做好各自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做到心中有数，

明确地质灾害防治措施以及各时期的工作重点，采取有效的

措施和方法，最大限度降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地质灾

害的防治实行各级政府领导负责制，分别完善已成立的市、

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其成员由自然 

资源、气象、交通、工信、民政、财政、林业、水电水利、

公安、通讯等部门组成，层层负责，层层压实责任，使地质

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7.2 技术管理措施
如需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工程建设，必须先行开展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按照评估报告防治建议采取相应的

防治措施，以减免地质灾害的发生或造成的损失；对各地质

灾害点的监测结果进行科学的分析，找出灾害点的演化规

律，及时做出险情预报。在监治过程中，要根据地质灾害的

群链关系，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群发、链发可能性，预测其

时、空、强范围，制定全面的防治方案，避免孤立地看问

题。总之，做好综合防治的损益论证，提高防治效益；工程

治理的灾害点，必须委托相关资质单位开展勘察、设计、监

理，施工单位、人员须严格按照施工图设计实施，保证工程 

质量 [4]。

7.3 资金保障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由地方财政资金统筹解决，在政府的

预算中，应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列入专款、专项计划考

虑，计划比例可按当地实际适当考虑，建议设置地质灾害防

治基金库，滚动使用，专款专用。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专项

资金，多渠道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人为诱发的地质灾害，

根据“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落实治理资金；

应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的专项资金充实地方地质灾害防治

经费，使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得到保障。

8 结语
地质灾害隐患防治工作是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

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一项长期性和艰巨性工

作。对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有规划地实施治理，科学谋划，

严格规划实施管理，对于有效防治地质灾害，避免或减少地

质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和决策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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