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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评估任务由来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号文）、《吉林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区域评估的通知》（吉自然资

办发[2019]367号）、《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开发区用

地保障工作的通知》（吉自然资发[2020]3 号）、《关于加强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69号）“在地质灾害易

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城市和村镇规划时，应在总体规划阶段

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文件的要求，受长春市九台

区自然资源局委托，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吉林地质勘查院承担了长春市

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二、评估工作依据

（一）法规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加

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35号），2001年 5

月 12日；

2、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394号），2003年

11月 19日；

3、国土资源部第 69号令《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7

年 1月 1日；

4、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用地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的通知》（吉国土资环发[2002]31号），2002年 9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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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5、《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9年 3 月 27日吉林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通过，2009年 6月 1

日起实施；

6、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十二五”规划》（2011

－2015年），2012年 12月；

7、《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区域评估

的通知》（吉自然资办发[2019]367号），2019年 8月 2日；

8、《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开发区用地保障工作的

通知》（吉自然资发[2020]3号），2020年 3月 5日。

（二）技术标准

1、《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1：50000）》

（GB/T14158—93），1993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参考资料》，2000年 6月；

3、《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基本要求实施细则》（修订

稿），国土资源部，2006年 4月；

4、《地质灾害勘查指南》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2008年 8月；

5、《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

6、《岩土工程勘察安全规范》（GB50585—2010）；

7、《岩土工程勘察技术规程》（DB22/JT147-2015）；

8、《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9、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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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工作资料依据

1、2005年 12月 12日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提交的《吉林省

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

2、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提交的《吉林省长春市环境地质调

查评价报告》；

3、吉林省地质矿产局 1:50万《吉林省区域地质志》，1982年；

4、吉林地质调查院完成的 1:50万《吉林省区域地质环境调查报

告》，2000年 11月；

5、《长春市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 年-2020

年）》，2017年 12月。

三、主要任务和要求

（一）评估工作要求

对评估区范围内进行地质灾害调查，查明评估区内各类地质灾害

现状及地质灾害隐患，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做出评估，有针对性地提出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对周边地

区生产、生活的危害及对评估区地质环境的破坏，为保证工程建设的

合理设计、安全施工提供科学依据。

（二）评估工作的主要任务

1、收集气象、水文、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关资料；

2、查明评估区内地质环境条件；

3、查明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类型及其特征；

4、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并

提出防治措施和建议；

5、对建设用地做出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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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第一节 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一、工程和规划概况

（一）位置与交通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用地范围行政区域隶属

于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土们岭街道地处长春、吉林两大城

市之间，位于九台区的东南部，距九台区 22 公里。土们岭街道有

S101 省道过境，附近长春环线高速在建。地理位置见图 1-1。

图 1-1 项目区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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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规划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评价区主要包括 6个集聚提

升村庄（土们岭村、南苇村、马鞍山村、山咀村、荒山村、小二道沟

村）和 1个城区、乡镇及街道规划范围（土们岭街道），暂时尚无具

体的工程建设内容。

（三）评估范围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位于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

道，规划用地面积 8067.60公顷，规划用地范围拐点坐标见附表 1。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826-2015）对评估范

围的要求，根据该项目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条件、地质环境问题以

及今后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环境问题，综合考虑项目建设的影

响范围，最终确定以项目区边界外扩 300m-500m为界限圈定评估区，

面积为 104.4458km2，评估区拐点坐标见表 1-1。

表 1-1 评估区拐点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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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评估区及附近区域开展的地质工作主要成果有：

1、2005年 12月 12日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提交的《吉林省

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

2、吉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提交的《1∶50万吉林省地质图和构

造体系图》；

3、2000年吉林省地质调查院提交的《吉林省区域地质环境调查

报告（1∶500000）》；

4、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提交的《吉林省长春市环境地质调

查评价报告》；

5、《长春市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 年-2020

年）》，2017年 12月。

上述工作成果及信息资料为本次评估工作奠定了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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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受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委托，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吉林地质勘

查院承担了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工作，并立即组建地质灾害评估项目组。在充分收集评估区及附

近地区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灾害等资料的基础上，

于 2021年 8月对建设项目评估区内进行了现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地形地貌、岩土体结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地质灾害现状等。

随后转入内业资料综合整理，绘制地质灾害评估实际材料图、地质灾

害评估地貌地质图、地质灾害评估工程地质图及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

评估图，最终完成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写工作。具体评估工

作见评估工作流程图 1-2，所完成的工作量见表 1-2和实际材料图。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研究，查明了评估区范围内的地质灾害现状，

确定了地质灾害危险性及危害程度，并进行了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

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易程度和预

防效果，对建设用地适宜性做出了评估，同时有针对性的拟定了防治

措施。

表 1-2 完成工作量统计表

项 目
工作量

单位 数量

综合地质灾

害调查

调查面积 km2 104.4458
地质环境调查点 点 43
地质灾害调查点 点 3

收集

资料

区域地质报告 份 2
其它报告 份 10

成果
评估报告 份 1
评估图件 张 3



8

接受评估委托

建设和规划项目初步分析及现场踏勘

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分析 建设和规划项目工程分析

确定评估级别和评估范围

资料收集现场调查

地质灾害类型确定及评估要素选取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

地质灾害防治对策和措施

结论与建议

提交评估报告

评估工作大纲或设计书编制

图 1-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工作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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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的确定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826-2015）对评估范

围的要求，根据该项目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条件、地质环境问题以

及今后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环境问题，综合考虑项目建设的影

响范围，最终确定以项目区边界外扩300m-500m为界限圈定评估区范

围面积104.4458km2。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826-2015）的规定，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应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和

建设项目的重要性进行分级。

（一）建设项目的重要性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属于城镇和村镇规划区，根

据建设项目重要性明细分类表，属于重要建设项目。

（二）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现状地质灾害：根据野外地质灾害调查，评估现状条件下有 3处

崩塌地质灾害点，分别为土们岭镇民主村 8社崩塌、土们岭南苇村东

砂石路崩塌、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灾害规模等级小型，灾情等级小，

险情等级小。

地形地貌：评估区地势整体东高西低，最高点位于评估区东侧山

顶，海拔高度为 503m；最低点位于西侧小二道沟村，海拔 193m；相

对高差为 310m。评估区貌按成因划分为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和剥蚀堆

积波状台地。

地层岩性和岩土工程地质性质：评估区岩土体类型按成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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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结构、力学性质，划分为中厚层状坚硬—较坚硬火山岩及火山碎

屑岩组、层状泥化夹层较软岩组和砂卵石、中细砂双层土体。

地质构造：根据附近区域地质报告，九台区位于新华夏构造体系

松辽巨型沉降带与东部隆起带的过渡地带，构造复杂，褶皱断裂发育。

水文地质条件：根据地下水含水介质和赋存条件，评估区地下水

可分为基岩裂隙水、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和松散岩类孔隙水三种类

型。

人类工程活动：评估区内社会环境状况简单，人类工程活动对地

质环境的影响小。

评估区内所在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复杂，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地层

岩性和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简单，地质构造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中等

复杂，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简单。

综上，确定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详见表 1-3。

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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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烈度大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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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Ⅷ度，地震

动 峰 值 加 速 度

0.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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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基本烈度小于

或等于Ⅵ度，地震动

峰 值 加 速 度 小 于
0.10g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相对高差

大于200m，地面坡度

以大于25°为主，地貌

类型多样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

差50m～200m，地面

坡度以8°～25°为主，

地貌类型较单一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

小于50m，地面坡度

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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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性岩相变化较小，

岩土体结构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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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

褶皱、断裂，裂隙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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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条

件

具多层含水层，水位

年际变化大于 20m，

水文地质条件不良

有2～3层含水层，水

位 年 际 变 化 5m～

20m，水文地质条件

较差

单层含水层，水位年

际变化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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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评估级别的确定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为重要建设项目，所处的地

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GT/Z0826-2015），本次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确定为

一级（表 1-4）。

表1-4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

复杂程度

评估分级

项目重要性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重要建设项目 一级 一级 二级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建设项目 二级 三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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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评估区的地质灾害类型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主要类型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种类。根据《吉林省九台市地

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长春市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

划（2016-2020）》及《长春市九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结果及防

治建议报告（2021年度）》，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

范围内的主要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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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根据搜集的地质资料及现场调查，该区大地构造属天山—兴安地

槽褶皱区（Ⅰ级），吉黑褶皱系（亚Ⅰ级），松辽中断陷（Ⅱ级），东

南隆起（Ⅲ级），九台—长春凸起（Ⅳ级）北东部。

根据附近区域地质报告及现场踏查，评估区位于沐石河—石屯背

斜南翼，场址区及附近没有影响工程场区稳定性的活动断裂，断裂构

造不发育，场址位于区域稳定的地块上。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查得：长春

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10g，地震动加速度反

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场地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区域地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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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评估区属北温带大陆季风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具有春季干

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凉爽短暂、冬季寒冷漫长的特点。多年

平均降水量为 572.3mm，多集中在 6、7、8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0%以上；多年平均蒸发量 1330mm；多年平均气温 5.3℃，极端最高

气温 37.8℃，（2001年 6月 4日），极端最低气温-37.9℃；多年平

均无霜期 140-150 天；结冻期为 11 月至翌年 4 月，最大冻土深度

1.82m；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多年平均风速为 3.4m/s，瞬时最大风速

可达 17m/s。

二、水文

评估区内河流有小南河及官地河，属于松花江水系，松花江

流域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北部，介于北纬 41°42′～51°38′、东经

119°52′～132°31′之间，松花江全长 1927 公里，东西长 920 公里，

南北宽 1070 公里，跨越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省，流域面积 55.68

万平方公里，占黑龙江总流域面积 184.3 万平方公里的 30.2%，年

径流量 762 亿立方米。

松花江平均年径流量达 762 亿立方米。其中，嫩江多年平均

年径流量 227.3 亿立方米；支流甘河年均径流量 36.4 亿立方米，

最大径流量 65.64 亿立方米（1989 年），最小径流量 8.86 亿立方

米（1979 年），年平均流量 115 立方米/秒；支流雅鲁河 2 月份为

枯水期，流量约 0.68 立方米/秒，8 月份为丰水期，流量约 2570 立

方米/秒，平均流量 718 立方米/秒；西流松花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62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年径流深 209.6 毫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4%E5%BE%84%E6%B5%81%E9%8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4%E5%BE%84%E6%B5%81%E9%8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4%E5%BE%84%E6%B5%81%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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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形地貌

评估区地势整体东高西低，最高点位于评估区东侧山顶，海拔高

度为 503m；最低点位于西侧小二道沟村，海拔 193m；相对高差为

310m。

评估区貌按成因划分为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和剥蚀堆积波状台地。

（1）构造剥蚀地貌

以低山丘陵为主，该地貌类型受强烈的构造剥蚀作用形成，海拔

240～503m。低山区域沟谷发育，地形切割较深，坡度多大于 40º，

山谷狭窄，山势较陡，海拔标高 380—503m；丘陵环绕低山分布，形

态浑圆，低缓起伏，坡度 20—30º，丘间河谷宽阔，海拔 240—380m。

（2）剥蚀堆积地貌

以波状台地为主，海拔 205～240m，主要由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

碎石、砂质粘土和砂组成，剥蚀堆积波状台地地形呈波状起伏，沟谷

开阔，呈树枝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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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层岩性

一、地层

评估区地表出露有三叠系下统卢家屯组（T1l）、白垩系下统营

城组（K1y）、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Q4al），未见其他地层出露。

1、三叠系下统卢家屯组（T1l）

分布在评估区东侧大部区域，岩性为安山岩夹砂岩、砾岩、泥灰

岩。

2、白垩系下统营城组（K1y）：分布于评估区西侧，早期为火山

喷发相沉积，晚期则以河湖沼泽相沉积为主，岩性为灰白～褐灰色，

流纹岩，中酸性火山角砾熔岩。

3、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Q4al）

全区发育，上部腐植土、碎石、砂质粘土和砂；下部为黄土

和残坡积物，平均厚度 45m。

二、岩浆岩

评估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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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地质构造

评估区位于新华夏构造体系松辽巨型沉降带与东部隆起带的过

渡地带，位于沐石河—石屯背斜南翼。

沐石河—石屯背斜：分布于沐石河至石屯一带，轴向北东 50°，

核部由二迭系范家屯组组成，西北翼由二迭系马达屯组组成，燕山期

花岗岩沿核部侵入并出露于地表。

根据附近区域地质报告及现场踏查，场址区及附近没有影响工程

场区稳定性的活动断裂，断裂构造不发育，场址位于区域稳定的地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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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岩土体类型及其工程地质性质

评估区岩土体类型按成因、强度、岩体结构、力学性质，划分为

中厚层状坚硬—较坚硬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组、层状泥化夹层较软岩

组和砂卵石、中细砂双层土体。

（一）中厚层状坚硬—较坚硬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组

分布于评估区东部低山丘陵地区，以三叠系下统卢家屯组安山岩

夹砂岩、砾岩、泥灰岩为主，岩石较坚硬，干抗压强度 80-100MPa。

（二）层状泥化夹层较软岩组

广泛分布于评估区的西部，以白垩系砂岩类为主，多为薄层状，

结构面间距小于 30cm，多为泥质胶结，岩石强度较低，抗水能力弱，

干抗压强度 5-30MPa。

（三）砂卵石、中细砂双层土体（Q4al）

分布于评估区西侧，上部为粘性土，下部为砂卵石或中细砂层。

上部属软塑状态，压缩系数大。下部为中密状态，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100~22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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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地下水含水介质和赋存条件，评估区地下水可分为基岩裂隙

水、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和松散岩类孔隙水三种类型。

（一）松散岩类孔隙水

分布于评估区波状台地地区，含水层主要为黄土状亚粘土，局部

地段在黄土状亚粘土之下有砂砾石或泥砂质砾石层，该含水层透水能

力弱，连通性差，加之地形起伏较大，不利于地下水形成，单井涌水

量小于 100m3/d。

松散岩类孔隙潜水以接受大气降水补给为主，山地基岩裂隙水补

给为辅。水化学变化与微地形地貌密切相关。以 HCO3－CaNa或 NaCa

型为主，Fe++含量多超标。矿化度多小于 0.5g/L，PH值介于 7.0~8.0

之间。

（二）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水

含水岩组由营城组粗砂岩、砂砾岩、砾岩组成，由薄层粉砂质泥

岩和泥质粉砂岩组成隔水层。含水层岩性颗粒粗大，结构疏松，孔隙

裂隙发育，为地下水的富集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补给区裸露于地表或

被薄层黄土覆盖，本区的揭露厚度为 20.9~79.33m，天然水位埋深小

于 4.62m，渗透系数 1.23~5.07m/d，降深 20m 时，单井涌水量

500~1000m3/d，导水系数 52.2~160.16m2/d，传导系数 36000m2/d，弹

性释水系数 0.0038，水化学类型为 HCO3－Na或 NaCa型，矿化度小

于 0.3g/L，PH值 7.5~9.5。

（三）基岩裂隙水

分布于评估区东部，赋存于三叠系下统卢家屯组安山岩半风化带

中，在丰水季节泉水出露点较多，但流量小，动态变化大，枯水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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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甚至干枯。在断裂带存在的情况下，风化裂隙成为构造裂隙

水的补给通道。泉水流量多小于 0.1L/s，水化学类型多为 HCO3－Ca

或 NaCa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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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内社会环境状况简单，现状条件下人类活动破坏地质环境

的活动相对较少，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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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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主要类型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种。

根据《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长春市九台

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及《长春市九台区地

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结果及防治建议报告（2021年度）》，评估区范围

内有3处崩塌地质灾害点，分别为土们岭镇民主村8社崩塌、土们岭南

苇村东砂石路崩塌、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

表3-1 长春市九台区地质灾害点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类型

目前

稳定状态

灾害

规模等级

灾情

等级

险情

等级

防治分

类

1 土们岭镇民主村 8社崩塌 崩塌 基本稳定 小型 小 小
一般防

治点

2 土们岭南苇村东砂石路崩

塌
崩塌 不稳定 小型 小 小

一般防

治点

3 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 崩塌 基本稳定 小型 小 小
一般防

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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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根据《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长春市九台

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及《长春市九台区地

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结果及防治建议报告（2021 年度）》并结合现场

调查，现状条件下评估区范围内有 3处崩塌地质灾害，分述如下：

（一）土们岭镇民主村 8社崩塌

土们岭镇民主村 8 社崩塌为修路双向切坡，形成斜向坡，坡度

80°，坡高 7m，为陡崖，裂隙长度 1.0-1.5m，间距 0.8-1.0m，岩体破

碎，现状较稳定，遇强降雨可能诱发崩塌地质灾害，现状处于发展趋

势，但总体坡度小、坡高小，坡面岩体破碎，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经过现场调查，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已在该处设立地质灾害

隐患警示牌。

土们岭镇民主村8社崩塌现场照片1

土们岭镇民主村8社崩塌现场照片2

土们岭镇民主村8社崩塌现场照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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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们岭南苇村东砂石路崩塌

土们岭南苇村东砂石路崩塌为修路双向切坡，形成斜向坡，坡度

80°，为陡崖，坡上树木倾斜。岩石呈黄褐色，风化严重，裂隙长度

0.5-1.0m，间距 0.8-1.0m，岩体呈碎裂状，崩积物较多，粒径 0.01-0.1m，

该崩塌体坡度较陡，且坡下紧邻道路，现状较不稳定，遇强降雨可能

诱发崩塌地质灾害，威胁坡下道路行人及车辆安全。但由于坡高小于

5m，坡下有排水沟，可有效减挡崩落物的危害范围，其地质灾害危

险性小。

经过现场调查，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已在该处设立地质灾害

隐患警示牌。

土们岭南苇村东砂石路崩塌现场照片4

土们岭南苇村东砂石路崩塌现场照片5

土们岭南苇村东砂石路崩塌现场照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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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

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为人工采石场，形成斜向坡，呈半环形，坡

度 80°，节理裂隙发育，长度 1.8-3.0m，间距 1.0-2.0m，坡脚堆积有

崩落、剥落物，粒径 0.01-0.5m。该矿山多年前停产至今，为岩体崩

塌，坡下无居民住宅、耕地及乡村道路，规模小，坡体较稳定，地质

灾害危险性小。

现状条件下吉林省久兴矿业有限公司临时使用该处底部平台。

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现场照片7

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现场照片8
评估区除上述区域外的其他区域，现状条件下地质灾害不发育，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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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现状评估结论

判定评估区内土们岭镇民主村 8社崩塌、土们岭南苇村东砂石路

崩塌、土们岭姚家石场崩塌影响范围内现状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发

育程度弱，评估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评估区崩塌地质灾害影响范围

外其他区域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造成的危害程度小，评估其地

质灾害危险性小。

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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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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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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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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

测评估；二是拟建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危

险性预测评估。

第一节 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拟建项目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是指对拟建项目可

能遭受已存在的地质灾害和拟建项目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作出预测。

评估区范围内现状条件下有 3处崩塌地质灾害点，建设项目位于

崩塌影响范围内，遭受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中等。

表4-1 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危害程

度

发育程

度

危险性等

级

建设工程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内，遭受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大
大

强 大

中等 大

弱 中等

建设工程邻近崩塌影响范围，遭受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中等
中等

强 大

中等 中等

弱 小

建设工程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外，遭受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小
小

强 中等

中等 小

弱 小

除上述 3处崩塌点外其他区域地质灾害不发育，建设项目遭受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表4-2 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危害程

度

发育程

度

危险性等

级

建设工程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内，遭受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大
大

强 大

中等 大

弱 中等

建设工程邻近崩塌影响范围，遭受地质灾害的 中等 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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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中等 中等 中等

弱 小

建设工程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外，遭受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小
小

强 中等

中等 小

弱 小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在上述 3处崩塌影响范围内可能遭受的地质灾

害可能性小、危险性中等；除上述区域外其他区域内项目建设可能遭受

的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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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

预测评估

拟建项目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是指对拟建

项目建设可能引发或者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作

出预测评估。

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区域内现状条件下大部分为

耕地，除耕地外其余区域主要为居民区，后期区域内建设项目主要为

居民楼、工业厂房以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项目建设位于上述 3处地质灾害崩塌范围内的情况下，可能由于

削坡挖方致使边坡坡度陡峭、失稳，加剧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

但由于上述崩塌地质灾害规模较小，加剧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中等。

表 4-3 房屋建（构）筑物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建设工程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危害程

度

发育程

度

危险性等

级

建设工程位于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遭受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大
大

强 大

中等 大

弱 中等

建设工程邻近地质灾害影响范围，遭受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中等
中等

强 大

中等 中等

弱 小

建设工程位于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外，遭受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小
小

强 中等

中等 小

弱 小

若后期修筑公路、矿山露天开采等工程活动进行削坡挖方，致使

边坡坡度陡峭、失稳，在风化、震动等外力作用下诱发灾害发生，因

暂时无具体项目建设内容，若有上述公路、矿山露天开采等工程活动，

在结合工程设计及现场调查的基础上，针对项目进行具体的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项目建设选址区域一般情况下地势平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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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主要为基坑开挖、土方堆放，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

小。项目建设过程中场地平整时切坡、挖方可能形成高陡边坡，可能

引发崩塌或滑坡灾害，但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表 4-4 房屋建（构）筑物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建设工程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危害程

度

发育程

度

危险性等

级

建设工程位于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遭受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大
大

强 大

中等 大

弱 中等

建设工程邻近地质灾害影响范围，遭受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中等
中等

强 大

中等 中等

弱 小

建设工程位于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外，遭受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小
小

强 中等

中等 小

弱 小

因此，在上述 3处崩塌影响范围内进行项目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

灾害的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险性中等；除上述区域外项目建设可能

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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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项目建设在崩塌影响范围内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险性

中等，除上述区域外其他区域内项目建设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可能性

小、危险性小；项目建设在崩塌影响范围内进行项目建设引发或加剧

地质灾害的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险性中等，除上述区域外项目建设

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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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根据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评估结果和预测评估结果，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及其周围的地

形地貌、岩土体性质、地质结构等地质环境条件特征，以及工程结构

特征，综合分析地质灾害的发育程度、危害程度、危害对象，对地质

灾害危险性进行划分，确定各区段危险性大小。根据“区内相似，区

际相异”的原则，结合工程的规划设计，采用定性评价的方式，判别

各区段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的等级，将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等级划分为大、中、小三级。等级按下式确定：

G=G 现UmaxG 预

式中：G—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等级

G 现—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

G 预—预测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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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根据地质灾害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经综合分析，将评估区

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内的区域划定为危险性中等区域，面积为16.33hm2，

占评估区面积的0.16%，评估区除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域外其他区

域划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域，面积为10428.25hm2，占评估区面积

的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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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估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根据建设项目工程区段地质灾害综合

危险性大小及防治工程的复杂程度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基本不

设计防治工程的，土地适宜性为适宜；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防治工

程简单的，土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地质灾害危险性大，防治工程复

杂的，土地适宜性为适宜性差。划分标准见表5-1。

表5-1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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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地质现象较发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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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区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内的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部分

面积为 16.33hm2，占用地面积的 0.20%，该区域若进行项目开发建设，

应对崩塌采取边坡挂网、挡墙等工程措施予以治理，该部分区域的建

设用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除上述区域外，其他区域均位于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区域，建设用地适宜性为适宜，面积为 8051.27hm2，占用地

面积的 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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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防治措施

为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未来的安全运行，减轻项目建设对

环境的不良影响，防止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依据环境地质条件及工

程特性，建议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1、区域内项目建设时严格按照施工设计方案进行工程施工，第

六章 结论与建议施工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及基础回填后的余土应及时

清运、集中堆放。避免大风或雨天进行开挖施工，为防止暴雨造成的

地面积水，在施工场地内及临时施工区开挖临时排水沟，以排除积水。

2、评估区属季节性冻土区，建筑物地基有可能遭受冻融灾害，

应采取相应的防冻措施。建议基础设计时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进行抗冻设计施工，建筑物基础部分应设置在最大冻土深度以下。

3、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规划区）应重视地质灾害的防治

管理工作，不断完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立责任制，使之规范并有

效运行。把地质灾害防治的管理、监测、预报等各项工作纳入政府的

日常工作之中，切实安排与落实。

4、如在用地范围内进行公路、矿山开采等工程建设，应针对项

目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5、对区域内 3处崩塌地质灾害，雨季加强监测巡护工作，遇到

险情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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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 论

1、本次工程建设项目为重要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及其范围内地

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确定该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为

一级。

2、评估区现状条件下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3、项目建设在崩塌影响范围内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危

险性中等，除上述区域外其他区域内项目建设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可能

性小、危险性小；项目建设在崩塌影响范围内进行项目建设引发或加

剧地质灾害的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险性中等，除上述区域外项目建

设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

4、将评估区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内的区域划定为危险性中等区域，

面积为16.33hm2，占评估区面积的0.16%，评估区除地质灾害危险性

中等区域外其他区域划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域，面积为

10428.25hm2，占评估区面积的99.84%。

5、项目区位于崩塌影响范围内的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部分面积为 16.33hm2，占用地面积的 0.20%，该区域若进行项目开发

建设，应对崩塌采取边坡挂网、挡墙等工程措施予以治理，该部分区

域的建设用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除上述区域外，其他区域均位于地

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域，建设用地适宜性为适宜，面积为 8051.27hm2，

占用地面积的 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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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 议

为避免或减少工程建设引发或遭受地质灾害，保证项目建设顺利

进行，提出建议如下：

1、加强岩土工程勘察。

2、根据场地现场情况，建议基坑开挖时，考虑放坡开挖，合理

选择边坡角度，要注意排水和基坑支护工作；基础挖方越冬时，注意

冻融对坑壁的损害，对可能形成的不稳定斜坡进行加固和防护处理，

避免基坑坍塌造成人员伤害。

3、应加强拟建工程区域内地质环境管理，严格规范人类工程活

动。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和建设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生态环境不被

进一步破坏。

4、把地质灾害的预防与拟建工程建设协调统一起来，使项目建

设、地质环境保护及人类工程活动三者达到良性的动态平衡。

5、本报告不代替地基稳定性评价、工程地质勘察等工作，项目

建设前应加强岩土工程勘察，准确核算地基承载力，满足建筑地基承

载力后方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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