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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节 任务来源

根据国务院令第 394 号《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

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4】79 号文)，为光山县官渡河产

业集聚区的区域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技术指导，2020 年 10 月受光山县官渡河产业

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调查院承担了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任务。

第二节 目的与任务

本次评估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区域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从而对建设项目的适宜性做出评价，为项目建设防灾减灾提供依据。

具体任务是：

（1）查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判定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复杂程度和建设场

地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结合项目重要性，确定评估范围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工作级别。

（2）查明评估区地质灾害类型、特征，危害对象和危害程度，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3）结合项目类型、规模，分析论证工程建设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及工程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4）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并从地质灾害防治角度评价建设场地的适宜性。

（5）提出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

第三节 评估依据

一、评估工作的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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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

3、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豫国

土资发【2014】79 号文)；

4、《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取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备案制度的公告》（2014年

第 29号）；

6、《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 3月）；

7、《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豫国

土资发[2014]79号）；

8、《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取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备案制度的通知》（豫

国土资发[2014]111号）；

9、《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

10、《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11、《1 ：5万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2019-01）；

12、《1 ：5万水文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2019-03）；

13、《1 ：5万工程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2019-06）；

14、《1 ：5万地质灾害调查技术要求》（DD/2019-08）；

1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

16、《地质灾害排查规范》（DZ/T 0284-2015）；

17、《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

18、《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19、《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20、评估委托书



3

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第一节 建设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位于光山县城南部，东至大广高速，南至县城南环

路，西至县城西环路，北临小潢河（官渡河），总规划面积 13.1平方公里，建

成区面积 7.80平方公里。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东侧紧邻大广高速，南侧为

县城南环路，西侧为县城西环路，东南侧为京九铁路，县城北侧为宁西铁路，无

论客货运还是还是公铁联运，都有很大的地理区域优势，交通极为便利（见图

1-1）。

图 1-1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交通位置图

二、工程概况及范围

1、工程项目概况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以下简称“园区”）是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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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业集聚区之一，成立于 2008年，园区位于光山县城南部，为强化产业集聚

区载体功能，经《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发展规

划调整方案的批复》（豫发改工业〔2012〕2377 号）批准同意，产业集聚区规

划范围调整为：东至京九铁路，西至西环路，南至南环路，北至小潢河（官渡河），

行政区划包括原属槐店乡所属的王寨、冯畈、盛湾 3个行政村全部和原属斛山乡

鄢墩、良种场、赵桥、胡店 4个行政村京九铁路光山站与大广高速公路之间部分

用地，总规划面积 13.1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 1.3平方公里，发展区 5.8平方

公里，控制区 6平方公里。功能布局为：以工业大道和航空大道为发展轴，规划

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羽绒服装加工、农副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和搞技术园区，形

成“一心、两周、四园”空间结构。园区基础设施完善，现有标准厂房 135万平方

米，道路 107千米，自来水厂 1座，污水处理厂 1座，110kv变电站 1座，学校

7所（从幼儿园到中专），公租房 1009套，中小企业创业园生活服务配套 10万

平方米；园区主导产业是以羽绒为主的纺织服装行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行业，近

几年又逐步培育出了以三元光电为代表的光电产业；近年来，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光山县以全产业链“专业园区”建设为依托，全力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

初步形成了以三元光电为代表的光电产业园和以宇恒服饰、白鲨针布为代表的羽

绒纺织服装产业园两个专业园区。

园区按照“承接抱团转移、加速集群发展”的思路,围绕主导产业图谱,积极承

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链条式和集群式产业转移。该园区围绕主

导产业上、下游企业抓好延链补链，结合羽绒服装生产、加工、销售等特点，狠

抓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建成了东圆利昇电商孵化园、寒羽尚服饰、九头牛服饰建

立了电商运营中心，通过电商与羽绒服装生产企业协同发展,不断壮大主导产业

总量,积极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优势的产业集群。同时,该区逐步加强和完善物流

服务产业，圆通速递、全峰速递等知名物流企业进驻产业集聚区,进一步完善了

产业链条，逐步形成专业配套、系统协作服务的主导产业发展模式。

按照四位一体(产业定位、产业规划、产业集群、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该区

坚持“膨胀规模、扩大总量、提升质量、 效益优先”的原则,以现有企业提质增效

为抓手,以新的主导产业落地建设为保障,力推进主导产业集群发展。集聚区现已

形成以东方心典服饰、寒羽尚服饰、光绒服饰等为代表的服装加工企业,以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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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鑫鸿鑫等为代表的绒毛加工企业,以富邦非织造布为代表的无纺布企业,以布鲁

哈、白鲨为代表的针布业,以路畅物流为代表的物流业,以达尔美为代表的教育培

训业。产业链条进-步完善,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以辰龙茶叶、益丰实业、

丰园面业、鑫泰食品、大家园藤木、富生源植物油等为代表的农副产品加工产业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全市开展“解难题、促增长”工业百日攻坚行动如火如荼之时，园区的白鲨

技改二期、阳光拉链、上海金丝路蚕丝被、九头牛服饰项目等 4个总投资 12亿

元的市定重点攻坚项目完成投资 8.7亿元，其中总投资 2.8亿元的白鲨技改二期

项目、总投资 4亿元的九头牛服饰一期项目建成投产。此外，鹏程手袋、阳光羊

绒、森达服饰等 8个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实现增加值 5736万元，新增就业岗位

2412个。加强平台建设，注重提升发展质量。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在光山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引导企业

把创新作为扩张规模、发展壮大的核心战略举全县之力加快推进技术创新，推动

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该县注重从规模数量的外延式发展向质量效益的内涵式发

展转型，从同构化、低端化的产业结构向特色化、多层次布局转型。园区如三元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白鲨针布有限公司、河南辰龙茶叶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拥有

自主创新知识产权 40余项，真正实现了由制造向创造的提升，并根据突出竞争

优势的需要，将特色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打造服装产业园、光

电科技产业园、商贸物流园等“园中园”，努力打造百亿元特色产业集群。为提升

发展质量，该县坚持抓好“四中心”建设，即设计研发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技术

培训中心和企业孵化中心。

集聚区扶持和鼓励羽绒制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创建国家级或省级研发中心，

东方心典服饰在郑州成立羽绒制品设计研发中心，借助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的

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河南益丰实业有限公司、河南顺祥差别化纤维

制品有限公司先后与信阳农林学院、武汉纺织大学合作，走合作共赢之路。

集聚区投资 1500万元，建设河南省羽毛羽绒制品及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打

假、限劣、扶优，为培育优质产品、著名品品牌打下坚实基础。依托光山县中等

职业学校和达尔美技工学校，集聚区成立了技术培训中心，年培训产业工人 1500

人以上，为羽绒产业提供共人才保障。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结合光山县政府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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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河两岸区域综合治理工程，加快对涉及产业集聚区区域内路、桥、坝电、园

等各项工程的建设，积极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发展品位，促进产城融合做实企业

服务，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企业招得来，更要留得住。

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评估区以往地质工作程度较高，曾先后开展过大量工作，包括区域地质调查、

区域水文地质、区域环境地质、地质灾害详细调查与区划以及水文地质勘察等工

作，以上研究成果对区内的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以及区域地质灾害的分布

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是本次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的主要基础依据。主要工作如下：

一、区域地质

《信阳幅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河南原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

1980，对评估区内地层、地质构造做出了详细论述。

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信阳市幅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河南省地质矿产厅第三水文

地质队（1989 年）；对光山县境内地下水类型、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进行了详

细介绍。

《1:50 万河南省水文地质图及说明书》，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2016 年），

对光山县境内地下水类型、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进行了补充介绍。

《1:50 万河南省工程地质图及说明书》，河南省地矿局地勘五院（2016 年），

该说明书对评估区内的岩土体类型和工程地质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油茶加工综合利用项目生产车间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信阳市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8年 12月），对评

估区临近地块岩土体类型和工程地质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三、环境地质

《1:50 万河南省环境地质调查报告》，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河南省

地矿局第一工程地质勘察院（2001 年），该报告对评估区内的地质环境、地质

灾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本次工作中工程地质灾害现状调查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四、地质灾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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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光山县地质灾害防治和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9～2020）》

光山县国土资源局（2009），对光山县境内地质灾害类型、发育特征、危害等方

面进行论述，对本次工作有指导作用，本次工作主要对已发地质灾害点、隐患点

进行核查。

《河南省光山县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报告》，河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2015 年 5 月），该项目对光山县区域地质灾害情况作出详细论述，是本次工

作相关内容的主要依据。

《大别山北麓地质灾害形成机制与防治对策研究》，河南地矿局第三地质矿

产调查院（2017 年），该项目查清了豫南地区地质灾害的形成与大别构造带及

其特殊的地质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可提高地质灾害预报的精确度和防治措施的

有效性，对本次工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信阳市 2020 年度地质灾害及隐患点排查核查汇总表》，信阳市自然资源

局（2020 年），对光山县区域主要地质灾害及隐患点类型、分布、危害有记录

和描述，是本次工作相关内容的依据。

第三节 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根据本次工作的目的任务、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现有地质工作研究程度及

拟建项目特点，主要采用资料收集分析、野外实地调查和室内综合分析与研究相

结合的方法，具体工作方法如下：

（1）资料收集、综合分析

主要收集区内已有的区域地质资料、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资料、场地周边已

有的工程勘察资料等基础资料，对评估区及周围地质环境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对

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型形成初步认识，确定下一步野外实地调查的工作重点。

（2）野外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调查

野外调查采用甲方提供的 1:1000 工程规划总平面图为工作底图进行定点观

察，采用 GPS 定位仪和地形、地物确定调查点位置，并对调查点进行描述、记录，

将典型地形、地貌点拍照。调查路线沿垂直微地貌单元进行穿越调查，并结合追

索调查，重点调查不良地质环境条件在评估区内的发育程度、分布规律及微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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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特征。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地质调查：依据 1：20 万信阳市地质图进行调查，区内没有岩石分布，

主要分布第四系。

2）地形地貌调查：详细调查各微地貌单元的分布及特征，尤其是河流阶地

地貌和植被覆盖程度。

3）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调查：调查评估区内各类岩土体类型、分布及其工程

地质特性，调查评估区内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富水性，以及地下水的补给、

径流、排泄特征、开采现状和地下水位。

4、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调查评估区内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剧烈

程度，评估对项目区可能形成的灾害与产生的影响程度。

5）地质灾害调查：根据评估区内的地质环境条件，实地调查并访问居民，

调查地质灾害类型、分布、规模、发育程度、影响因素及危害程度。

（3）室内综合分析与研究

在研究已有资料和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论证区内构造稳定性、岩土体稳

定性，对现有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进行评估，预测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和

引发的地质灾害类型、危险性和危害程度。综合分析地质灾害现状评估和预测评

估结果，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对可能引发或加剧以及工程本身可

能遭受的地质灾害提出防治措施。

二、工作概况

我单位于2020年10月9日受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后，

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10 月 22 日开始准备和搜集资料及地质灾害调查，2020

年 10 月 23 日～2020 年 11 月 14 日进行室内资料整理、图件编制、报告编写等

工作。

三、完成工作量

评估工作完成的工作量见表 1-2：

表 1-2 完成工作量统计一览表

项目
工作量

单位 数量

收集资料 报告 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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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地质灾害调查

调查面积 km² 14

调查路线 m 22000

照片/利用 张 132/6

地质地貌点 个 12

地质灾害调查点 个 0

成果
评估报告 份 1

附图 幅 2

经单位内部检查，该评估工作完成的工作量满足《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及本次评估工作的要求。

第四节 评估范围及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的确定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结合评估区内建设

工程特点、场地周围地形地貌、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发育情况及影响因素等

来确定评估区范围，确定本次地质灾害评估区域范围与集聚区范围一致，为

13.1km2，具体评估范围如下：

图 1-2 评估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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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评估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园区

名称

拐点

编号
X Y

园区

名称

拐点

编号
X Y

官

渡

河

产

业

集

聚

区

1 3538681.61 38588270.59

官

渡

河

产

业

集

聚

区

61 3540633.82 38587273.90
2 3539205.93 38588668.58 62 3540661.49 38587220.17
3 3539295.87 38588720.76 63 3540692.93 38587156.53
4 3539698.65 38588946.04 64 3540714.95 38587110.11
5 3539892.95 38589049.67 65 3540754.78 38587046.08
6 3540027.78 38589107.56 66 3540788.26 38586984.12
7 3540228.83 38589181.59 67 3540822.58 38586920.57
8 3540659.44 38589321.74 68 3540848.96 38586871.70
9 3540574.98 38589484.81 69 3540902.34 38586769.15
10 3540375.01 38589870.90 70 3540910.81 38586742.05
11 3540254.16 38590104.21 71 3540922.48 38586645.41
12 3540480.81 38590215.97 72 3540927.02 38586582.48
13 3540365.69 38590460.05 73 3540930.47 38586548.11
14 3540233.40 38590711.86 74 3540933.41 38586518.75
15 3539542.40 38590348.82 75 3540936.52 38586474.91
16 3539151.71 38590132.07 76 3540938.44 38586447.83
17 3538318.78 38589642.09 77 3540939.09 38586423.70
18 3538269.20 38589609.30 78 3540936.30 38586318.29
19 3538250.42 38589595.99 79 3540931.87 38586303.52
20 3538220.14 38589573.51 80 3540908.59 38586248.02
21 3538199.15 38589557.45 81 3540891.73 38586209.98
22 3538178.22 38589539.62 82 3540859.30 38586166.05
23 3538105.50 38589467.72 83 3540834.66 38586136.87
24 3538009.75 38589372.12 84 3540795.18 38586098.15
25 3537925.39 38589289.83 85 3540747.72 38586062.93
26 3537824.13 38589188.29 86 3540694.06 38586028.34
27 3537945.29 38589063.37 87 3540642.79 38585993.35
28 3538361.02 38588619.60 88 3540592.85 38585964.13
29 3538681.49 38588272.35 89 3540525.00 38585924.12
30 3538682.65 38588271.38 90 3540459.87 38585886.62

91 3540396.21 38585862.01
1 3538028.14 38584844.21 92 3540349.01 38585849.65
2 3538060.87 38585075.36 93 3540299.91 38585835.76
3 3538071.66 38585181.23 94 3540251.89 38585815.94
4 3538097.22 38585167.05 95 3540219.36 38585797.43
5 3538106.03 38585162.16 96 3540181.45 38585768.62
6 3538138.55 38585134.23 97 3540145.59 38585731.49
7 3538160.57 38585111.15 98 3540120.27 38585700.70
8 3538182.27 38585087.32 99 3540108.42 38585680.44
9 3538198.05 38585064.20 100 3540087.68 385856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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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名称

拐点

编号
X Y

园区

名称

拐点

编号
X Y

官

渡

河

产

业

集

聚

区

官

渡

河

产

业

集

聚

区

10 3538219.52 38585028.58 101 3540067.31 38585576.70
11 3538251.26 38584973.40 102 3540015.74 38585403.78
12 3538289.77 38584900.08 103 3540010.93 38585374.94
13 3538322.35 38585116.88 104 3539983.61 38585292.91
14 3538371.66 38585458.28 105 3539963.81 38585224.55
15 3538656.70 38585398.25 106 3539941.93 38585147.83
16 3538758.69 38585897.88 107 3539979.06 38585067.70
17 3538445.00 38585965.97 108 3539997.46 38585031.65
18 3538623.09 38587306.10 109 3540012.57 38585001.81
19 3538778.55 38587698.99 110 3540039.72 38584951.85
20 3538584.47 38587780.58 111 3540065.23 38584898.41
21 3539003.75 38588049.22 112 3540080.21 38584863.46
22 3539130.39 38588121.87 113 3540099.37 38584821.13
23 3539252.39 38588178.85 114 3540120.22 38584775.09
24 3539422.57 38588246.25 115 3540149.49 38584717.34
25 3539654.29 38588312.32 116 3540200.47 38584611.75
26 3541016.73 38588632.10 117 3540262.50 38584483.27
27 3541183.56 38588310.00 118 3540300.95 38584403.64
28 3541016.68 38588223.57 119 3540325.66 38584350.71
29 3541004.26 38588216.15 120 3540340.03 38584312.96
30 3540993.69 38588209.84 121 3540352.23 38584272.46
31 3540979.85 38588201.30 122 3540363.06 38584222.05
32 3540963.50 38588189.47 123 3540368.33 38584182.63
33 3540949.03 38588177.49 124 3540370.14 38584159.71
34 3540933.73 38588164.23 125 3540371.11 38584131.39
35 3540923.76 38588154.49 126 3540370.64 38584101.32
36 3540876.78 38588104.21 127 3540368.67 38584072.05
37 3540836.77 38588061.40 128 3540365.10 38584042.09
38 3540769.36 38587989.32 129 3540360.22 38584013.54
39 3540685.42 38587899.66 130 3540351.78 38583976.96
40 3540641.40 38587852.00 131 3540342.39 38583945.21
41 3540633.34 38587843.22 132 3540331.12 38583913.85
42 3540611.55 38587814.82 133 3540318.81 38583884.81
43 3540590.08 38587780.70 134 3540296.60 38583841.11
44 3540572.16 38587743.93 135 3540274.46 38583804.93
45 3540563.75 38587723.09 136 3540250.04 38583770.86
46 3540558.13 38587707.92 137 3540219.11 38583734.10
47 3540551.53 38587685.33 138 3540187.83 38583702.44
48 3540546.82 38587666.04 139 3540147.01 38583667.58
49 3540544.03 38587651.45 140 3540108.51 38583640.11
50 3540541.11 38587633.94 141 3540066.98 385836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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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名称

拐点

编号
X Y

园区

名称

拐点

编号
X Y

官

渡

河

产

业

集

聚

区

官

渡

河

产

业

集

聚

区

51 3540539.98 38587605.50 142 3540026.66 38583590.84
52 3540540.50 38587575.51 143 3539940.05 38583539.36
53 3540542.41 38587547.51 144 3539723.78 38583410.82
54 3540545.62 38587517.96 145 3539696.26 38583422.24
55 3540549.81 38587494.19 146 3538877.57 38583484.68
56 3540558.05 38587458.10 147 3538861.59 38583490.47
57 3540562.06 38587442.94 148 3538180.34 38583870.82
58 3540576.38 38587402.46 149 3537904.69 38584014.08
59 3540598.57 38587344.75 150 3538028.14 38584844.21
60 3540610.70 38587318.40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的要求，评估级别是根据建设项目的重要

性及拟建项目建设场地地质环境条件的复杂程度而确定的。

（1）建设项目的重要性

该项目为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根据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规范》中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 B.2（见表 1-4），所以本工程项目为重要建设

项目。

表 1-4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

项目类型 项目类别

重要建设项目

城市和村镇规划区、放射性设施、核电、二级（含）以上公路、铁路、机

场，大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

建筑（跨度＞30m）、民用建筑（高度＞50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

油（气）管道和储油（气）库、学校、医院、剧院、体育场馆等

较重要建设项目

新建村镇、三级（含）以下公路、中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

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跨度 24m～30m）、民用建筑（高度

24m～50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一般建设项目
小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

（跨度≤24m）、民用建筑（高度≤24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2）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评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相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Ⅵ，附近无全新

世活动断裂，区域地质背景条件简单；评估区地处河谷堆积平原，为小潢河右岸

一级阶地，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一；评估区出露地层为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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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岩性和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简单；评估区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地质构

造条件简单；评估区的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为单层含水层，水文地质条

件良好；评估内地质灾害不发育，无不良地质现象；周边人类活动一般，工程活

动对地质环境的破坏程度小。根据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中“地

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B.1”（见表 1-5），和注释中“每类条件中，地质

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有一条符合条件者即为该类复杂类

型。”因此评估区内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表 1-5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条 件
类 别

复杂 中等 简单

区域地质背

景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复杂，

建设场地有全新世活动断

裂，地震基本烈度＞Ⅷ度，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

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复

杂，建设场地附近有全新

世活动断裂，地震基本烈

度Ⅶ～Ⅷ度，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 0.1～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

建设场地附近无全新世活

动断裂，地震基本烈度

≤Ⅵ度，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0.1g

地形地貌

地 形 复 杂 ， 相 对 高 差

≥200m，地面坡度以＞

25°为主，地貌类型多样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差

50～200m，地面坡度以8～

25°为主，地貌类型单一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

50m，地面坡度＜8°，地

貌类型单一

地层岩性和

岩土工程地

质性质

岩性岩相复杂多样，岩土

体结构复杂，工程地质性

质差

岩性岩相变化较大，岩土

体结构较复杂，工程地质

性质较差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

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

质良好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裂

发育，岩体破碎

地质构造较复杂，有褶皱、

断裂分布，岩体较破碎

地质构造简单，无褶皱、

断裂，裂隙发育

水文地质条

件

具多层含水层，水位年际

变化＞20m，水文地质条件

不良

有 2～3 层含水层，水位年

际变化 5～20m，水文地质

条件较差

单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

化＜5m，水文地质条件良

好

地质灾害及

不良地质现

象

发育强烈、危害较大 发育中等，危害中等 发育弱或不发育，危害小

人类活动对

地质环境的

影响

人类活动强烈，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破坏严重

人类活动较强烈，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

人类活动一般，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破坏小

注：每类条件中，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有一条符合条件者即为

该类复杂类型。

（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

根据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中表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分级表”（见下表 1-6）。

表 1-6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

建设项目重要性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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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中等 简单

重要 一级 一级 二级

较重要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 二级 三级 三级

项目重要性为重要建设项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确定本次评估

工作级别为二级。

第五节 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1.2 条规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灾种

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根据评估区地质

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及拟建工程特点，本次评估的主要地质灾害类型为

崩塌和地面不均匀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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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一、区域地质构造

依据《信阳幅、商城福、新县幅 1:20 万区域地质报告》、《文殊寺幅、泼

陂河镇幅、千斤河棚幅 1:5 万区域地质报告》，光山县大地构造经历了不同期

次、不同规模的地质作用，地质现象纷繁复杂。早期形成的地层经受了强烈的

变质变形作用，不同期次的岩浆活动较为强烈，构造现象各式各样，构造主要

表现背斜、坳陷和断裂，见图 2－1。

1、背斜

南向店单斜构造：主要分布新集—南向店—宴家河—张坳一带，面积约

214km2，构造线呈正东西向展布，西部稍窄，东部稍宽。单斜由龟山岩组白云石

英片岩、斜长角闪片岩及南湾岩组黑云石英片岩、黑云变粒岩组成，倾向 180°～

230°，倾角 60°～80°。

2、坳陷

泼陂河坳陷：位于泼陂河—槐店一带，面积约 40km2，基底为南湾岩组、龟

山岩组片岩、变粒岩，盖层为巨厚的中生界岩石建造及新生界古近系砂砾岩、第

四系松散沉积物，长轴延伸方向为北东—南西向。

3、断裂

工作区断裂主要分布在南部丘陵区，以东西向和北东向断裂为主。

（1）龟山—梅山断裂带（F1）

在区内西起易凉亭、经文殊南、王南洼，往东被大片第四系覆盖，出露长度

40km，走向 95°左右，多向南倾，倾角 60°～80°，断裂带宽约 150m，挤压破碎

带糜棱岩化、碎裂岩化发育，属压性断裂。

（2）桐柏—商城断裂带（F2）

在区内西起罗沟，经新街、东岳寺至白雀园，区内长约 30km，总体走向近

东西向，倾向北东 20°～35°，倾角 50°～80°，局部近于直立。该断裂主要表现为

一宽约 500～2000m的挤压带。带内岩石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硅化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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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强烈褶皱，呈皱纹片状构造。

（3）新洼—锡山寨断裂（F3）

展布于马畈新洼—锡山寨一带，近东西波状延伸 8km以上。断层面倾向南，

局部倾向北，倾角 60°～70°，走向近东西向。

图 2－1 光山县地质构造略图

（注：资料来源《信阳幅、商城福、新县幅 1:20 万区域地质报告》、《文殊寺幅、泼陂河镇幅、千斤河

棚幅 1:5 万区域地质报告》等综合编制）

（4）油榨—李庄断裂（F4）

位于马畈南油榨—庙山寨—李庄一带，近东西延伸约 10km，向西延入光山

县。断裂倾向 175°，倾角 50°～60°。

（5）余冲断裂（F5）

呈北东—南西向分布于五岳水库北侧周洼、余冲、张湾一线，长约 6.5km，

宽 5m～7m。断层面倾向 120°～125°，倾角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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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晏湾断裂（F6）

呈北东—南西向分布于五岳水库东北侧小王洼、晏湾、南谢湾一带。长约

6.5km，宽 10m～15m。断裂北段倾向 122°，倾角 70°～80°；南段倾向 300°，倾

角 65°～75°，切割了南湾岩组、龟山岩组地层。

根据“图 2－1光山县地质构造略图”，评估区附近无地质构造断裂。

综上所述，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评估区内及附近无全新世活动断裂。

二、新构造运动与地震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及修改单，光山县

大部分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见图 2-2)。

根据中国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成果，参照《工程地质调查规范（1：2.5 万

—1：5万）》（DZ/T0097-1994）11.1.4.2 要求（表 1），评估区区域地壳稳定

性属于稳定（见表 2-1）。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表 2-1 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一览表

地震基本烈度 ≤Ⅵ Ⅶ Ⅷ ≥Ⅸ

区域地壳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较不稳定 不稳定

图 2-2 信阳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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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评估区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拟建工程建设场地附近无全新

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区域地壳稳定

性属于稳定。地质构造和地震活动对工程建设影响弱。

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光山县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属亚热带北部季风型潮润、半潮润气

候，全年四季分明，年平均日照时间 1990 小时，年平均气温 15.4℃，全年无霜

期平均为 226 天，最小年降水量为 620.60 mm，最大年降水量为 1660.20 mm，降

雨集中在 6-9 月份，7、8两个月为汛期易出现强降雨，一次洪水历时一般在 24 h

左右，平均径流深为 400～500 mm。年平均降水量 1027.6 毫米。。光山县多年

平均蒸发量为 1307.7mm，年均变化不大，但蒸发量受季节变化影响有明显差异。

（资料来自信阳市气象局 2000～2019年）。

二、水文

光山县境内流域面积在30km2以上的河流有18条，均属淮河流域右岸支流。其

中白露河、小潢河、寨河和竹竿河为淮河一级支流，另外14条小河流分别为白露

河、小潢河、寨河和竹竿河的支流。光山县有大型水库两座—泼陂河水库、五岳

水库。泼陂河水库位于新县、光山县交界处，坐落于淮河一级支流小潢河右支泼

陂河上，距离泼陂河镇 3km；五岳水库位于南向店乡、殷棚乡、马畈镇交界处，

坐落于淮河一级支流寨河主干流青龙河上游。

评估区距离官渡河县城段（小潢河）直线距离 500m，距离较远。区内及附

近周边没有较大的地表水体分布。

综上所述，气象水文对拟建工程建设影响主要为夏季汛期强降雨，建设场

地由于强降雨易引发边坡失稳等灾害，边坡工程必须做好防暴雨及排水等措施。

第三节 地形地貌

光山县地处大别山北麓延伸地段，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总体地势南高北

低，大体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面坡度 0.1%～33%。南部为丘陵区，中北部为

http://baike.baidu.com/view/87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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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地，北部为河谷平原。境内海拔高程在 40m～433.9m之间，最高点为县境南

部的王母观，海拔高程 433.9m，最低点为县境北部的王乡村，海拔 40m，相对

高差达 393.9m。

根据《河南省光山县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万）》及野外调查，工

作区地貌类型分为四大类型，分别为剥蚀残山、构造剥蚀丘陵、剥蚀堆积岗地、

河流侵蚀堆积河谷平原四类，见图 2－3，分述如下：

图 2－3 光山县地貌略图

（注：资料来源《河南省光山县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 万）》综合编制）

由图 2-3 可知，评估区地貌类型为河谷堆积平原，为小潢河右岸一级阶地，

地势较平缓，海拔 40m～60 m。实际调查中，评估区原为农田、林地及村庄，地

面坡度约 0～5°，区内无陡坎、冲沟等。如照片 2-1、2-2、2-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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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评估区地貌，镜向 170° 照片 2-2 评估区内地貌，镜向 310°

照片 2-3 评估区内地貌，镜向 50° 照片 2-4 评估区内地貌，镜向 20°

照片 2-5 评估区内地貌，镜向 30° 照片 2-6 评估区内地貌，镜向 140°

综上所述，评估区内地势平坦,地形坡度小，相对高差小，地形较简单，地

貌类型较单一。

第四节 地层岩性

依据《河南省第四纪地质图编制及第四纪地质环境变迁研究》、《信阳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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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福、新县幅 1:20 万区域地质报告》、《文殊寺幅、泼陂河镇幅、千斤河棚

幅 1:5 万区域地质报告》及实际野外调查，光山县境内地层以凉亭韧性剪切带（龟

山—梅山断裂带）为界，北侧归扬子地层区北秦岭地层分区桐柏—商城小区，南

侧属扬子地层区南秦岭地层分区内乡—新县地层小区，北部大面积分布的中新生

界地层为变质基底的盖层岩系，出露地层有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

见图 2－4。

评估区出露地层为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 岩组为 Qh

al,发育于工作区缓岗相

间的沟谷和淮河各支流的两侧及河谷中，形成了河流阶地和河漫滩。岩性主要为

灰—灰白色粉砂、粘土质粉砂，土黄色粉质粘土，底部常见有暗灰色淤泥层透镜

体及砂砾层，厚 7m～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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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光山县地质略图

（注：资料来源《河南省第四纪地质图编制及第四纪地质环境变迁研究》、《信阳幅、商城福、新县幅 1:20

万区域地质报告》、《文殊寺幅、泼陂河镇幅、千斤河棚幅 1:5 万区域地质报告》等综合编制）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层单元较简单，岩石类型单一，对拟建工程影响较小，

综合判定评估区地层岩石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23

第五节 工程地质性质

依据《河南省区域工程地质编图》（1:50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20

万）》（信阳幅、新县幅、商城幅）及取样试验结果，考虑工作区岩性、构造、

地貌和工程地质特征，评估区为粉质粘土、粉土、细砂多层土体（Qh），由全新

统冲积物组成，主要岩性为土黄色、浅灰色的粉砂、粉土、含砾砂土夹砂、砂砾

石层，见图 2－5。土体呈层状结构。砂性土：松散，粒间联结较弱，孔隙比较

大，连通性好，力学强度低，透水性好，含水量 22.5%～27.1%，孔隙比 0.784～

0.935；粉质粘土：疏松～致密，含粉土质成分高，具可塑性，含水量 21.8%～

30.4%，孔隙比 0.625～0.826，压缩系数 0.009～0.035Mpa-1。

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委托信阳市建筑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油茶加工综合利用项目

生产车间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该场地位于航空西路与西外环路交叉口，距离评

估区 2km。根据岩土勘察报告拟建工程项目勘察场地岩土地层构成及特征，自上

而下描述如下：

①层素填土（Q4

al）：杂色，主要为粘性土，表层分布为耕植土，回填年限

短，大孔隙，分布不均匀，欠固结。标准贯入试验实测击数 2击，层厚 0.50-5.60m，

平均层厚 2.16m。该层场区内均有分布。

②层粉质粘土（Q4

al+pl）：黄褐色，土呈硬塑状，以粘性土为主，含少量铁锰

质氧化物及结核，干强度高，韧性好，无摇震反应。标准贯入试验实测击数 11-13

击，层厚 1.80-6.20m，平均层厚 4.19m。该层场区局部缺失。

③层粉质粘土（Q4

al+pl）：黄褐色，土呈可塑状，以粘性土为主，含少量铁锰

质氧化物及结核，干强度低，韧性中等，无摇震反应。标准贯入试验实测击数

4-5 击，层厚 0.70-6.20m，平均层厚 2.35m；该层场区局部缺失。

④层细砂(Q3

al+pl)：黄黄褐色，饱和，稍密-中密状态，主要成分为石英质细

砂层，夹杂少量角砾，级配一般，分选性较好，最大揭露层厚 9.40m，标准贯入

试验实测击数 11-14 击。根据区域勘察经验，该层土下无软弱下卧层，区域覆盖

层厚度小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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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光山县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分区略图

（注：资料来源《河南省区域工程地质编图（1:50 万）》、《信阳幅、商城福、新县幅 1:20 万区域地质

报告》等综合整理编制）

综上所述，评估区岩土体类型单一，岩土体结构较简单，评估区工程地质

性质良好。

第六节 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评估区的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含水层岩性以素填土、粉质粘土和细

砂为主，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含水层顶板埋深 5～12 m，底板埋深小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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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水位埋深 4～6 m，涌水量可达 1000～3000m3/d，地下水化学类型主要为

HCO3-Ca·Mg 型，矿化度在 0.1～0.8g/l 之间。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根据《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1:20万）》（信阳幅、新县幅、商城幅），

结合区域内地下水赋存条件、介质空隙的成因及水文地质特征，将光山县区域地

下水类型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基岩裂隙水，见图 2－6。

图 2－6 光山县水文地质略图

（注：资料来源《信阳幅、商城福、新县幅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综合绘制）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为潜水，水位埋藏深度随地形

而变化。浅层水地下水位动态特征为雨季接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引起地下水

位上升，因水位埋深较浅，水位埋深约 4~6m，地下水位下降主要由人工开采、

蒸发排泄引起，径流条件迟缓，地下水动态类型为降雨—蒸发径流型，浅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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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年变幅 3~5m。

深层水地下水位动态特征为雨季接受大气降水入渗、地下迳流及越流补给

引起地下水位上升，因水位埋深较深，水位埋深约 50~100m，地下水位下降主

要由人工开采引起，地下水动态类型为入渗—开采型，深层地下水水位年变幅

1m以上，并表现出高低水位较浅层水滞后的现象。

三、地下水补、径、排条件

评估区位于河谷平原地表相对比较平缓，地表岩性为素填土、粉质粘土、细

砂等，垂直渗透性较好，因此，入渗条件好，大气降水入渗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

来源。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及周边浅层地下水的主要排泄方式为垂直蒸发和洼地

径流排泄，居民生活用水开采量较小。

综上所述，评定评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第七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地貌类型为河谷堆积平原，地形平坦，规划建设场地位于城市新建规

划区内，周边已修建道路，建设居民小区等，不存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人类活

动一般，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小。

第八节 小结

评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相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区域地质

背景条件简单；评估区内地形平坦，地面坡度小，相对高差小，地形地貌类型

单一；岩土体类型单一，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质良好；水文地质条

件良好；现状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不发育；人类活动一般，对地质环境的

影响、破坏小。根据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确定评估区地质

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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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现状评估是指对已有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评估，通过对稳定性或危险性起决定

作用的因素或者要素的深入分析，判定地质灾害的性质、变化、危害对象和损失

情况。

现状评估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访问、查阅历史记载和相

关调查报告、资料，查明地质灾害类型、分布、发育强度、规模等（地质灾害现

状调查）；其次是对地质灾害形成的要素进行分析，掌握成灾条件，作出危险性

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根据国务院 394 号令《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条例》，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

人为活动引起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

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 0286-201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灾种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

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

本次评估的主要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和地面不均匀沉陷。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根据实地调查，评估区内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

地裂缝、地面沉降和地面不均匀沉陷等地质灾害，征地范围全部为第四系出露范

围，也无因开采形成的采空区。

故评估区现状条件下发生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小、发育程度弱、危险性小。

第三节 现状评估结论

现状调查评估区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降和地面不均匀沉陷等地质灾害。现状评估认为，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地质

灾害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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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是在对地质环境因素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工

程建设特点和地质灾害现状评估结果，对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

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发育程度和危险性做出预测评估，并对建设工

程本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害隐患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发育程度和危险

性作出预测评估。

评估区内地势较平坦，场地主要分布素填土、粉质粘土、细砂等多层土体。

经现场调查，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无不良地质环境现象。本工程建设项

目主要为产业园区建设，主要工程活动有地基开挖、钢结构厂房建造、多层建（构）

筑物建设等。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施工特点，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有引发或

遭受基坑崩塌和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

因此，崩塌和地面不均匀沉陷是本项目预测评估的主要地质灾害类型。预测

评估中，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和危险性大小参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4.4 中表 2、表 3进行，见表 4-1、4-2。

表 4-1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分级表

危害程度
灾情 险情

死亡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受威胁人数／人 可能直接经济／万元

大 ≥10 ≥500 ≥100 ≥500

中等 ＞3~＜10 ＞100~＜500 ＞10~＜100 ＞100~＜500

小 ≤3 ≤100 ≤10 ≤100

注1：灾情：指已发生的地质灾害，采用“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指标评价。

注2：险情：指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采用“受威胁人数”“可能直接经济损失”指标评价。

注3: 危害程度采用“灾情”或“险情”指标评价。

表 4-2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表

危害程度
发育程度

强 中等 弱

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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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

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中可能引发或加剧基坑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评估区地貌类型为河谷堆积平原，拟建场地以粉质粘土和细砂等作为天然地

基持力层，各类建构筑物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基坑开挖将形成陡坎，在雨水的渗

透、冲蚀及重力作用下，有引发基坑边坡土体失稳而产生崩塌的可能性。评估区

内钢结构厂房、多层楼房等建构筑物基坑开挖深度较浅，引发基坑崩塌的可能性

小，发育程度弱。引发基坑崩塌灾害主要会威胁工程建设施工设备及人员安全，

可能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危害程度小。对照表 4-2，工程建设引发基坑

崩塌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二、工程建成后可能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评估区位于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规划为产业园区，建筑物为工业厂房、

多层楼房等建筑。建设场地主要以粉质粘土、细砂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项目工

程建设需预先进行开挖整平，挖方和填方地基并存，由于二者物理力学性质不同，

荷载不均匀，若地基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引发地面不

均匀沉陷会造成建构筑物或地面出现裂缝，可能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

危害程度小。对照表 4-2，评估区内工程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灾害的危险

性小。

第二节 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基坑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通过前文分析，场区工程建设有引发基坑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受威胁的

对象包括工程建设的建（构）筑物本身，因此工程建设本身有遭受基坑崩塌地质

灾害的危险性，可能会威胁工程基础和施工时的机械设备及相关人员安全等。

评估区内基坑开挖深度较浅，遭受基坑崩塌的可能性小，发育程度弱。遭受

基坑崩塌灾害主要会威胁工程建设施工设备及人员安全，可能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万元，危害程度小。对照表 4-2，建设工程自身遭受基坑崩塌地质灾害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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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小。

二、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评估

通过前文分析，预测在工程建设和使用过程中有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灾害的

可能性，受威胁的对象主要是工程建设的建构筑物本身，因此工程建设本身有遭

受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可能会引起建构筑物或地面开裂等。

评估区内规划为产业园区，建筑物为工业厂房、多层楼房等建筑，建筑物荷

载较小，建构筑物基础以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重力式基础或大块式基础为主，

建筑基础整体性较好，因此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发育程度

弱。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会造成建构筑物或地面出现裂缝，可能直接经济损失小

于 100万元，危害程度小。对照表 4-2，评估区内工程建设和使用过程中遭受地

面不均匀沉陷灾害的危险性小。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

1、建设工程中引发或加剧基坑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2、建设工程后引发或加剧地面不均匀沉陷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

险性小。

3、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基坑崩塌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

小。

4、建设工程自身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

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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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第一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

害类型，在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并

对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分区，划分出地质灾害危险性级别，对建设用地适

宜性做出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地质灾害防治的措施及建议。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1.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有关规定，将建设

用地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分为危险性大、危险性中等、危险性小三级；

2.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差异和潜在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危险程度，

将评估区划分为若干个危险性程度不同的区；

3.同一区内有多种灾害共存时，按就大不就小、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危险

性级别；

4.遵从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分区指标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主要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类型、地质灾害发育程

度、危害程度，按表 5-1 进行分级。

表 5-1 工程建设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标准

危害程度
发育程度

强 中等 弱

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应根据各区（段）存在和可能引发的灾种多少、

规模、发育程度和承灾对象社会经济属性等，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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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等级区（段）。根据上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综合分区评

估原则，综合分区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详见评估区地质

灾害危险性分区图（附图 2）及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表 5-2。

表 5-2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表

区段

地质

灾害

类型

现状 预测评估 综合

评估

分区

工程地

质条件
发育程度和危害程度

防治措施与

建议评估 ① ②

整个

评估区

崩塌 - 小 小

小区

（Ⅲ）

地基土以

粉质粘土、

细砂为主，

评估区工

程地质条

件良好。

引发、遭受基坑崩塌的可能

性小，危害程度小，发育程

度弱，因此，工程建设中引

发、遭受基坑崩塌灾害的危

险性小。 详见“第四节防

治措施”

地面不

均匀沉

陷

- 小 小

引发、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

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

发育程度弱，因此，工程建

设中引发、遭受地面不均匀

沉陷灾害的危险性小。

表中：①为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 ②为工程建设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

第三节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对建设用地适宜性的分区评估，是根据拟建工程的危险性综合评估分区结果

及采用防治工程措施的类型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

8.3.1 规定，“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分为适宜、基本适宜、适宜性差 3个等级”，

见表 5-3。

表 5-3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

级别 分级说明

适宜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引发、加剧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

基本适宜 不良地质现象中等发育，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变化较大，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中等，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但可以采

取措施予以处理

适宜性差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地质构造复杂，软弱结构成发育区，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大，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防治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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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8.3.2 条规定，“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基本不设计防治工程的，建设场地适宜性为适宜；地质灾害危险性

中等，防治工程简单的，建设场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地质灾害危险性大，防治

工程复杂的，建设场地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结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引发、

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别为适

宜。

第四节 防治措施

一、基坑崩塌防治措施

1、在工程建设中，对堆积物组成的边坡严格按照设计进行施工并经常性检

查维护，填土路基边坡不要过陡，及时清除边坡上部松散堆积物，边坡周围不搭

设临时设施。

2、在工程建设中，应对开挖松散堆积物组成的边坡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

开挖时边坡不要过陡，可采取 1:1 放坡和坡面防护，及时清除基坑边坡上部松散

堆积物，边坡周围不搭设临时设施。

3、根据边坡高度、岩土性质，设计适宜的坡比、坡型，施工方法正确，严

格按边坡施工设计进行，放坡适宜，必要时采用土工布、护坡加固坡面等措施进

行支撑防护，防止崩塌、滑坡危害的发生。

4、做好边坡防渗工作，在边坡周围做好防渗层，防止地表水渗入、冲刷对

土体边坡的影响，造成边坡不稳；做好地表的截排水工程。

5、在工程建设期和运营期加强边坡崩塌、滑坡灾害监测，对出现问题的边

坡及时处理，以免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二、地面不均匀沉陷防治措施

1、应按有关规范做好建（构）筑物的地基处理工作，需要挖填方的地段应

尽量夯实，对软土地基应采取换土夯实，减少地基土变形；对开挖边坡必要时采

用加固坡面等措施进行人工防护。

2、做好地基防渗工作，防止地表水渗入和地下水水位变化对土体渗流的影

响，造成地基土特性改变。



34

3、采取措施减少地下水的使用量，保持地下水位平衡。注意地表排水，防

止地表水汇集，引起地表水下渗。

4、做好地质灾害监测工作，发现建构筑物裂缝等情况及时采取撤离避险等

措施，对出现问题的地基及时处理，以免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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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一、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属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程度为简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二级。

二、现状评估：评估区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三、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1、建设工程中引发或加剧基坑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2、建设工程后引发或加剧地面不均匀沉陷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小。

3、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基坑崩塌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

性小。

4、建设工程自身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小。

四、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综合分区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区；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为适宜。

第二节 建议

本次评估是在现状地质环境条件下进行的综合评估和预测评估，随着地质环

境条件的不断变化，地质灾害的发育程度也可能不断变化。因此，后期开展地质

环境监测工作，发现有可能引起地质灾害的环境条件变化时，及时采取措施，以

确保建设工程安全。

1、本次评估不替代工程建设阶段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的其他

评估及评价工作。

2、工程建设项目设置地质灾害监测小组，随时监测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治理措施。

3、评估工作结束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工程建设方案变

化大时，应重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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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局部工程地质条件的差异或施工问题，在危险性小的场地也有可能

发生危害大的地质灾害，建议在施工过程中，加强与工程勘察单位和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单位的联系，以便对发现的新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和解决。

5、评估工作结束后两年，工程建设仍未进行，应重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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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承担单位承诺书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我方将严格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要求对光山县官渡

河产业集聚区进行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承诺提供的评估报告

真实、有效。

承诺人：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调查院



38

附件 2


	前言
	第一节 任务来源
	第二节 目的与任务
	第三节 评估依据

	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第一节 建设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二、工程概况及范围

	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第三节 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二、工作概况
	三、完成工作量

	第四节 评估范围及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的确定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第五节 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一、区域地质构造
	二、新构造运动与地震

	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二、水文

	第三节 地形地貌
	第四节 地层岩性
	第五节 工程地质性质
	第六节 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三、地下水补、径、排条件

	第七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第八节 小结

	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第三节 现状评估结论

	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第一节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第二节 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第一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分区指标的确定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第三节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第四节  防治措施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第二节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