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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logical	disaster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risk	assessmen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avoid and reduce the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caused by geological disaster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the	risk	assessmen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risk assessmen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points of the geological hazard assess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nd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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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灾害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可有效防范地质
灾害，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作为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基础和前提，需要科学合理地进行。论文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进行了概述分析，然后介绍了开展水工环地质灾害性
评估工作的实施要点，进而保证项目顺利进行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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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工环地质灾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制

约因素之一，近年来在工程建设中，引发地质灾害问题较为

严重。随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政策的不断完善，对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在地质灾害

防治方面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做法。为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展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势在必行。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是查明建设项目区及影响区

域范围内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特征，对各类地质灾害进

行现状、预测评估，并提出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为工程

用地审查、报批及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依据，有效保证建设用

地的安全和可持续利用。

2 地质灾害概述及评估对象

在中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

称“国发预案”）中对于地质灾害进行了明确定义，指出地

质环境问题是由各种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引起的具有破坏

性特征的一类特殊类型的自然现象和生态环境损害事故。地

质灾害具有突发性、规模大、破坏力强等特点。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对象主要为：崩塌、滑坡、泥石流、采空塌陷、岩

溶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不稳地斜坡等，形成因素主要

为自然和人为。

3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地质灾害问题频发，

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必须做好地



26

测绘与地质·第 05卷·第 03 期·2023 年 05 月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所谓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主

要是指对于存在的地质灾害进行真实、可靠的判断及工程建

设可能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或加剧已有地质灾害进行预测，并

结合实际提出科学、合理、经济的防治措施建议。在实际开

展过程中，应根据建设项目工程特点，利用高科技技术手段

对项目区及影响范围内各类地质灾害基本信息进行掌握，为

防治提供可靠的依据。本项工作的开展不仅可以使工程建设

顺利进行，还可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号召，使工程建设走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4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实施要点

4.1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流程
在充分收集和利用前人工作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对建

设用地及周边进行野外调查，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

4.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阶段

4.2.1 资料收集阶段
根据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及建设内容，收集相关资料进

行分析并加以利用。在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前期，

如果对搜集到的资料不够充分的话，就会影响到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工作的开展。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需要对收

集到的资料进行合理的整理和分析 [1]。首先，可以把收集到

的资料进行分类和整理之后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其次，需要

将资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再次进行详细的整理分析；最后，

摘取可参考利用的数据资料。

4.2.2 实地调查阶段
实地调查主要是通过对现场情况来了解和分析地质情

况，这一点对于整个工作的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

需要对调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明确其具体位置，并在此基

础上结合实际的气候条件、地质条件等因素进行分析；其次，

对受威胁人数、财产等进行统计；最后，确定其可能存在的

或引发的地质灾害类型、可能性、危害程度，危险性等特征。

4.2.3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阶段
报告主要内容：在资料收集及野外调查阶段后，根据

规范章节要求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工。

报告主要目的：通过对建设项目区及周边地质环境和

地质灾害调查、分析，查明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地质环境条件

及地质灾害特征，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评估，为工程建设

用地审查、报批及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报告的注意事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掌握评估对象

的基本信息；②确定主要威胁范围和人员数量及财产金额；

③确定评估对象现状、预测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小；④对建

设场地进行适宜性评价，适宜性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工程

建设引发和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地质灾害防治

难度三个方面确定。

地质灾害防治原则：地质灾害防治的根本目标是取得

最佳的减灾效果，保证建设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地质灾害

防治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预防为主的综合防治原则：对地质灾害进行早期的

预测，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根治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

②分类防治的原则：对不同灾种、不同危险性等级的

地质灾害分别采取相适应的防治对策和措施。

③地质灾害防治与工程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地质灾害

防治与建设工程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并且把地质灾害防治纳

入工程建设规划中，工程建设的同时进行地质灾害治理，可

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④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地质灾害防治措

施在现有技术手段和方法上是可行的，有明显的防治减灾效

果，且在经济上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4.3 建立信息化监测系统
建立信息化监测系统，需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

过计算机网络平台对地质灾害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在监测

系统建立过程中，首先，需要对监测点进行详细的划分，对

其面积、深度以及坡度等进行合理的控制 [2]。其次，需要根

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对监测点的数量、位置

进行确定。为了确保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需要加强信息交

流和合作。最后，还要定期开展培训活动。为了保证信息化

监测系统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不断加强其维护管理能力

和水平，以确保其能够正常运行。

4.3.1 对监测人员进行培训
地质灾害的发生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在中国许多

地区存在着大量的人类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如果人们没有

对地质灾害进行有效预防和治理，那么就会对人类的生产、

生活造成严重后果。为了能够更好地保障人类正常生活、工

作和生产，相关部门应该加强与监测人员之间的交流。在进

行人员培训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专业知识考核；其次对其

日常生活表现进行评价 [3]；最后需要将培训与工作实践相结

合起来，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保证监测系

统能够顺利开展下去。此外，还需要对监测人员定期轮换岗

位以提高其工作能力和水平。

4.3.2 对各监测点进行具体划分
在建立监测系统时，需要对地质灾害的具体情况进行

调查和分析，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对其具

体分布以及规模等进行详细的划分。比如，可以将主要的监

测区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主观测点、次观测点以及相对次

要观测点。可以对这些监测点进行有效的划分和布置，确定

不同的监测区范围。在划分监测区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地质

灾害类型、特点来选择合适的监测区域，还需要制定科学合

理的监测方案，并依据监测方案确定监测点，再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4.4 防灾减灾工作管理方案

4.4.1 提高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准确性
在开展该项工作时，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建立健全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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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体系，并且对防灾减灾制度进行完善，并需做好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从而为防灾减灾、应急处置和工程

治理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同时，需要加强对应急处置以及

工程治理工作的监督力度，并且做好相应的管理方案。在进

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时需要按照评估要求对工程施工区

域以及具体的防治区域进行详细的调查与勘探。基于此，还

需要做好对危险性分析工作、调查范围内的地质环境条件分

析和评价、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分析与预测发展方向等。另外，

还需要提出防灾减灾方案、应急预案、工程治理措施等。

4.4.2 强化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在实际开展地质灾害性评价工作时，需要对以下内容

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第一，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中提

出的防治措施；第二，对相关技术要求的落实与执行；第三，

对各项防灾减灾体系进行建设、管理与维护工作；第四，要

建立健全制度、方案等。在实际开展该项业务实施要点研究

过程中，需要确定具体的责任部门、责任人的基本信息，根

据不同情况进行管理方案制定，提高管理及实施效果。

4.4.3 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落实力度
在开展该项工作时，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防灾减灾管

理方案，并且在实际情况中开展针对性的工作部署。首先，

需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落实力度的重视程度，通过建

立健全防灾减灾体系来促进该项业务实施效果和效率化水

平。其次，需要加大对防灾减灾体系的落实力度，并且在具

体部署中明确相关的部门和人员等。再次，为了进一步提高

工作成效和实施效果，可以通过定期开展防灾减灾培训活

动、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来加强对防灾减灾工作人员等的

重视程度。最后，为了有效加强工程建设中地质灾害防治措

施落实力度，可以采取相关制度或方案来确保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防灾减

灾管理方案和具体措施，并且做好相关信息资料建设工作。

5 结语

总之，为了有效地预防地质灾害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危

害或威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必不可少。在充分了解

项目区及影响范围内地质灾害各项特征后，提出科学的防治

措施建议，最大限度地避免项目实施过程中引发或加剧的地

质灾害带来的威胁或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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