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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任务由来

龙嘉街道地处九台区西南部，长春市二道区东部，距长春市中心 18km，镇

中心距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10 公里。九台区人民政府拟对龙嘉街道的龙嘉村、红

光村按照城郊融合村庄进行开发建设。本次评估是对规划区进行评估，调查路线

26.7km，调查点 16个，调查访问人员 30人次，调查收集资料 4份。

九台区位于长白山余脉与松嫩平原过渡地带，特殊的地质环境加上人为工程

活动影响，境内存在着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

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地质灾害防治

是一项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这

项工作的开展与推进，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加强领导，增大投入，更需要社会公众

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九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融合发展的理念，

抢抓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和长吉一体化战略机遇，大力实施工业驱动、商居带

动发展战略。依托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针政策，结合区域整体发展趋势

和可持续发展的后续空间，将进一步加快开发建设步伐。

为了更好地方便和简化建设项目办理用地环节的审批手续，做好深化“放管

服”改革工作，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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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要求，以及国务院《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4］69号文的政策规定，九台区自然资

源局拟对龙嘉街道龙嘉村和红光村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形成区域整体

评估结果。

为此，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吉林省煤田地质勘察设计研究院开展九

台区龙嘉街道龙嘉村和红光村约 32.4km2区域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二、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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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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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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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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3月 25日；

4、《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2018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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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2005、2006）。

（二）技术标准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国土资源部（DZ/T 0286-201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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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地质环

境司，2000年 6月；

4、《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6、《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察规范（1：50000）》

（GB/T14158—93），1993年；

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修改版）。

（三）本项目有关资料及相关参考文献

1、《1：50万吉林省环境地质调查报告》，吉林省地调院；

2、《1：10万九台市区域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3、《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0000）》吉林省地质环

境监测总站，2005年；

4、《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2018年。

三、主要任务和要求

（一）主要任务

在充分收集和详细研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野外地面调查。查明九台区

龙嘉街道及周边评估区的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土体类型、地

下水类型及特征以及人类活动特征等；重点是查清评估区范围内是否存在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及地基变形等地质灾害，分析地质灾害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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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和形成条件；并对评估区范围内的地质灾害做出现状评估、预测评估以及综

合评估；对评估区范围划分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对九台区龙嘉街道区域内建设

用地适宜性做出评价；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措施与建议。以避免和最大限度

减少地质灾害对规划区内的拟建与已建工程项目的地质环境的破坏，为建设用地

的审批及合理规划设计提供依据和建议。

（二）工作要求及成果使用说明

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规范》（DZ/T0286-2015）的要求进行。要求充分搜集评估区域及周边的地形地

貌、遥感影像、区域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气象水

文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详细的地面调查，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及

相关图件成果。

应对评估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体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逐一进行现状评

估；对评估区范围内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本身可能遭受的各类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分别进行预测评估；依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结果，综合

评估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分区段划分出危险性等级，说明各区段地质灾害

的种类和危害程度，对建设和规划用地适宜性做出评估结论，并提出有效防治地

质灾害的措施与建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应按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经专

家审查通过后，方可提交。

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的规定，本评估区内

各类工程建设中各种地下作业开挖过程中的工程地质问题不属于本次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的范围。

本评估成果不替代本评估区内各建设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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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一）评估区基本情况

本次规划区范围由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提供，规划区包含两个自然村，

龙嘉村和红光村，面积分别为 9.95km2和 4.25km2，总计 14.21km2。评估区为行

政区范围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外扩展 500m，面积为 32.4km2。见图 1-1。

图 1-1 位置示意图

（二） 地理位置和交通概况

龙嘉街道地处九台区西南部，长春市二道区东部，距长春市中心 18km，全

镇下辖 26 个行政村、2 个街道，有 135 个自然屯，全镇总人口 5.8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 8000 人，全镇有劳动力 2.5 万人，镇中心距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10 公里。

评估区的地理坐标（CGCS2000）：

东经*****～*****

北纬*****～*****

长春市九台区已形成“四横三纵一空”的立体化交通格局。长吉珲城际、长图

铁路、长吉高速、长吉北线公路横贯东西，九万、九双、菜口公路纵穿南北，长

春龙嘉国际机场连通世界，立体交通四通八达。评估区东侧紧邻绵延奔腾的饮马

河，西距 102国道 15km，北距德惠市 22km，九德公路贯穿南北，兴哈公路西接

102国道，S001（环长春经济圈公路）省级公路及其他公路及乡道穿村而过，全

镇均已实现村村通水泥路，交通便捷畅通。见图 1-2。

交通位置图 1-2

（三）评估区经济概况

九台区位于吉林省中部，长春东北部。九台火车站西距吉林省省会长春市

50km，东距吉林省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75km。地处长白山与松辽平原过渡地带，

地理位置优越。九台区西同长春市二道区毗连，东接吉林市昌邑区、永吉县，北

与德惠市、榆树市接壤，南连长春市双阳区。地处欧亚大陆东岸的中国东北平原

https://baike.so.com/doc/350003-370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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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松辽平原，是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的最核心区域。

初步核算，2019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下降 0.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8.5亿元，同比增长 8.3%；第二产业增

加值 59.8亿元，同比下降 8.5%；第三产业增加值 121.5亿元，同比增长 0.1%。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21.1:26.0:52.9。

全年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2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2%；地方级财政收入

11.5亿元，比上年增长 45.7%。全年一般预算财政支出 7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7%。

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310.1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其中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 242.2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各项贷款余额 264.7亿元，比上年下

降 1.3%。

2019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为 78.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0.4万人，占总人

口的 25.9%；农村人口 58.3 万人，占总人口的 74.1%。2019 年全区非私营单位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70007元，比上年增长 19.2%；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26832 元，比上年增长 8.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474

元，比上年增长 8.7%。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1.9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实现出口总额

221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5.1%，引进外资 860万美元。全年接待游客突破 34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20亿元，同比增长 10%。

龙嘉街道是饮马河流域的平原镇，长吉高速公路龙嘉机场出口距镇域仅 1

公里，有德惠、九台、双阳去机场的二级路--龙蒋公路，入口就在镇区东侧，可

谓陆空齐备、四通八达，水利资源充沛，水量充足、水质优良，适宜发展用水量

大和水质要求高的产业，电力资源充足，电力容量较大，建有 1万 KV和 5000KV

变电所各一座，能够满足用电需求，农副产品丰富，主要生产玉米、水田、大豆、

高粱等作物，年产玉米、水稻、大豆等主粮 10.4万吨，年产鲜鸡蛋 3万吨。生

猪、黄牛、獭兔、蓝狐等年饲养量达 15万头只以上，适宜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四）评估区内规划用地范围

本次评估的九台区龙嘉街道（龙嘉村、红光村）按照城区规划区、城郊融合

村庄、集聚提升村庄进行开发建设，规划用地范围不规则，其用地面积约 32.4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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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龙嘉街道的部分区域。本次评估区主要拐点坐标详见表 1-1，项目全部拐点

坐标见附表。

表 1-1 评估区主要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 Y 点号 X Y

1 ****** ****** 17 ****** ******

2 ****** ****** 18 ****** ******

3 ****** ****** 19 ****** ******

4 ****** ****** 20 ****** ******

5 ****** ****** 21 ****** ******

6 ****** ****** 22 ****** ******

7 ****** ****** 23 ****** ******

8 ****** ****** 24 ****** ******

9 ****** ****** 25 ****** ******

10 ****** ****** 26 ****** ******

11 ****** ****** 27 ****** ******

12 ****** ****** 28 ****** ******

13 ****** ****** 29 ****** ******

14 ****** ****** 30 ****** ******

15 ****** ****** 31 ****** ******

16 ****** ****** 32 ****** ******

二、以往工作程度

九台区曾进行了多次不同目的、不同精度的地质调查、地质环境评价工作以

及建设项目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资料。本次工作调查

搜集到的以往工作成果主要有：

1、《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0000）》；

2、《长春市九台区九台街道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图（1:100000）》；

3、《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1:1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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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吉林省九台市卫星遥感影像图》九台区自然资源局；

6、《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2018年。

三、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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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工作时间：2021 年 8月 5 日在签订合同书后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组成项目组；2021年 8月 7日-8月 16日搜集有关资料，分析研究各类资料，

结合对本区域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图的初步解译和图中显示的道路交通信息以及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对地质环境条件调查和地质灾害调查的要求，设计

了调查路线及调查点；2021年 8月 17日-9月 8日进行现场踏勘、野外现场调查；

2021年 9月 9日-9月 24日室内进行资料的综合分析整理、编制成果图件、编写

文字报告。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及工程地质特征、水文地质特征以及

人为工程活动、地质灾害的发育程度及分布规律和特点等。地质灾害调查重点为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内容。

调查工作采取的调查手段包括卫星影像解译判读、穿插追踪调查、手持 GPS

定位、地质调绘、数码摄像等。各调查点均填写调查表，并拍摄记录实景图片。

综合分析既有资料和野外调查成果，进一步明确评估区范围内地质灾害与

不良地质现象的类型、成因条件、分布及变化规律，重点对各种地质灾害的分布、

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对本区域内工程建设的影响程度进行系统的分析。

本次评估工作程序符合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0286-2015）中的要求。

本次评估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量见表 1-2。

表 1-2 评估工作主要工作量表

完成项目 调查路线(km) 调查面积(km2) 点调查(个) 调查访问人·次 收集资料(份)

工作量 26.7 32.4 16 30 4

评 估 工 作 程 序 符 合 国 土 资 源 部 《 地 质 灾 害 危 险 性 评 估 规 范 》

（DZ-T/0286-2015）中的要求。

四、评估范围与评估级别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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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以龙嘉街道龙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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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光村为边界划分了两个评估区范围，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延伸

500m，圈定评估区总面积为 32.4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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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重要性

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为城镇规划区，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

范》（DZ/T 0286-2015）中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标准（见表 1-3），本评估项目

属于重要建设项目。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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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防控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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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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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厂、水处理

厂等。

2、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评估区内现状条件下地质灾害不发育，地形与地貌类型简单，区域地质构造

条件简单，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少。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0286—2015）中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标准，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程度确定为中等，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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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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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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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构造较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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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大于 20m，水文地质

条件不良。

有二至三层含水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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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评估级别的确定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级别划分标准（见表 1-5），确定九台区龙嘉街道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评

估级别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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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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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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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九台区龙嘉街道处于《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中地质灾害不易

发区内。评估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特征主要为平原及丘陵地，局部偏陡，地形相

对高差主要为 5-50m。通过现场实地调查和相关资料分析，本区域基本无崩塌、

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

结合本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等实际情况的调查分析，本

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主要针对因工程建设平整场地出现的人工斜坡的崩塌和

基础开挖可能形成的基坑边坡引发的崩塌等地质灾害进行分析评估。

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区域地质背景

区域地质构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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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大地构造位于吉黑褶皱系(I)、松辽

中断陷(II)、东南隆起带(III)、东南与大黑山断隆中段相邻区内构造总体上呈

北东向展布。

依据《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及《吉林省抗震

设防烈度图》，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本区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为 0.1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 0.35s，地壳相

对稳定。

图 2-1 区域地震构造分布图

二、气象、水文

（一）气象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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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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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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区河流均属松花江水系。主要有松花江、饮马河、沐石河、雾开河、小南

河。九台区境内流域面积超过 20km2的河流有 49条，主要呈南北走向。随着地

势，由南向北，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

龙嘉街道主要河流有饮马河。饮马河是松花江较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磐石

市驿马乡呼兰岭，流经磐石、双阳、永吉、九台、德惠、农安六区县（市），至

农安县靠山镇与伊通河汇合，北流近 20 公里汇入松花江，全长 386.8 公里，流

域面积约 1.6 万平方公里（含伊通河），整个流域略成一斜三角形，九台区境内

河流长度 62km。附近有大（1）型水库—石头口门水库一座，总库容 12.64 亿 m3。

三、地形地貌

（一）地形

九台区南部、西南部多为低山丘陵(半山区)，地形呈西南东北狭长形状，东

西长 87.75km，南北宽 75km。地势由西南向东倾斜，形成西南高、东北低、中间

岗川不等的自然格局。区内山岭均系长白山系哈达岭山脉之余脉，山岭多分布在

东南、南部、西南和东北部，八台岭海拔 580.1m，为全区最高峰。地形最低点

是苇子沟街道新开村马家营子屯，海拔 160.5m。

（二）地貌

评估区地貌按成因有构造剥蚀地貌和侵蚀堆积地貌，构造剥蚀地貌形态为低

山，侵蚀堆积地貌形态为阶地、漫滩。

第一级成因类型：龙嘉街道地处大黑山东麓，东南部主要由大顶子山、八台

岭和马鞍山组成的大黑山山脉，其地貌形态为低山、丘陵侵蚀剥蚀构造地貌。

第二级成因形态类型：饮马河蜿蜒流过龙嘉街道东部地带，龙嘉街道部分地

区处于饮马河河谷冲积平原一、二级阶地上，饮马河河谷平原区属侵蚀堆积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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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形态单元：依据岩性组合，地层多为冲积砂砾石及粉砂层以及冲积砂

砾石层，局部为沼泽淤泥黑色腐植土，表层多为粘土质粉砂。这些岩性形态成因

多为河谷阶地及低山丘陵。

四、地层岩性

根据野外现场调查，调查区范围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Q4

al）、

上更新统(Q3

al)。基岩埋深变化较大，地质时代主要为中生界白垩系上统青山口

组（K2q）。

1、中生界白垩系上统青山口组（K2q）

本区基岩埋深变化较大，地层厚度一般在6-300m之间，地质时代主要为中

生界白垩系上统青山口组（K2q）。

2、第四系上更新统(Q3

al)

岩性二元结构特点明显。上部以浅黄色、褐黄色、灰黄色粉质中液限粘土和

灰色、灰黑色高液限粘土、粉质中液限粘土为主。其中黄色粉质中液限粘土具有

角砺状结构，具有大孔隙和不发育的垂直节理，含铁锰质结核，局部水平层理发

育，夹有中、细砂；灰黑色高液限粘土有臭味，水平层理发育，夹有粉砂透镜体。

下部主要有黄色、灰色中粗砂、砂砾，局部夹有粉细砂，粘土薄层。该层主要分

布于河谷两侧阶地上，与下伏白垩系下统泉头组地层不整和接触。地层厚度一般

在2-20m。

3、第四系全新统（Q4

al）

岩性为灰黄色、灰黑色、高液限粘土和砂、砾石等，主要分布于河流两岸、

一级阶地及其各级支流河谷内，河床。地层厚度一般在0-30m。

评估区及附近区域地质构造及岩性埋深详见表 2-1。

表 2-1 评估区及附近区域地质构造及岩性埋深表

地 质 时 代

岩 性
各地层在评估区内的

分布特征界 系 统 组 代号
厚度

（m）

新

生

第

四

全

新

统

Q4

al
0-30

冲积砂砾石层，局

部为沼泽淤泥黑

色腐植土，表层多

为粘土质粉砂。

分部于松花江、新开河、饮马

河、伊通河等近河床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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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系
上更

新统
Q3

al
2-20

冲积砂砾石及粉

砂层。

零星分布于饮马河、伊通河等

河谷地区的一级阶地后缘及

二级阶地。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上

统

青山口

组
K2q 〈300

粉砂岩、泥岩、

页岩。

主要分布于沐石河、苇子

沟、九台一带，其它地带

零星分布。

五、地质构造

据 1:20 万舒兰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第三纪末期，松花江形成并通过本区，

由于地壳的间歇性隆起，河流随之下切，于松花江两岸发育了Ⅰ、Ⅱ、Ⅲ、Ⅳ级

阶地，但两岸发育不均衡，西岸（九台境内）仅发育二级阶地，阶面高差 20 余

米，而东岸舒兰白旗镇一带，发育Ⅳ级阶地，阶面高差达 160m，说明松花江东

岸抬升幅度大于西岸，即东南部抬升幅度大，是以剥蚀为主的区域，阶地类型为

基座型，西北部表现为沉降，阶地类型为嵌入型。

六、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评估区地层分布主要为新生界第四系

（1）中生界白垩系上统青山口组（K2q）

本区基岩埋深变化较大，地层厚度一般在6-300m之间，地质时代主要为中

生界白垩系上统青山口组（K2q）。

（2）第四系上更新统冲积层（Q3

al）

冲积砂砾石及粉砂层，零星分布于饮马河、伊通河等河谷地区的一级阶地后

缘及二级阶地，厚度 2—20m。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100~220KPa。

（3）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Q4

al）

主要分布于饮马河河谷的河流阶地及漫滩地貌上。岩性上部为黄褐色或灰黄

色粉土及粉质粘土，不均匀分布有粉砂或细砂，厚度 4—10m；下部为杂色砾砂、

砾卵石、卵石，粒径一般 5—20cm，厚度变化较大，一般为 5-10m，最大厚度达

20m。本规划区的中部分布有较大面积的全新统冲积层。

七、水文地质条件

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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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水层分布与赋水性

依据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和埋藏特征，评估区内水文地质类型可以分为基岩裂

隙水和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两种类型。

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及分布规律受气象、水文、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形地

貌的控制和影响。评估区地貌为饮马河河谷阶地地貌，地层岩石的组成和分布差

异较大，含水层分布及富水性表现不同的特点和变化。

饮马河河谷阶地区的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砂砾石孔隙水中，含水层由第

四系冲积、冲洪积堆积物组成，岩性以砂砾层为主，砂层次之，粒度自上而下由

粗变细，含水层厚度在 4.24-11.7m，渗透系数 52.9-97.76m/d。

在区内属于饮马河Ⅰ级阶地和Ⅱ级阶地的区域，地下水比较丰富，水位降深

5m 时，单井涌水量 500-1000m3/d，含水层岩性为砂土、圆砾、卵石，厚度 5-10m，

属强富水地区。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1、松散岩类孔隙水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为孔隙型潜水，主要分布于区内的河流阶地区域以及

丘间沟谷区域。含水层由第四系冲积、冲洪积堆积物组成，主要为砂土、圆砾卵

石土、角砾及碎石土。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局部由地下水径流和地

表水径流补给，向饮马河径流排泄。

河谷阶地区地下水位埋藏深度多为 5-10m 左右，总体呈阶地前缘埋深较大、

后缘埋深较小的特点。丘间谷地区地下水位埋深一般为 3-5m。丰水期地下水位

升高、枯水期地下水位下降，潜水水位变动带一般为一个水文年度 1-3m 左右。

含水层厚度 5-10m 不等。

孔隙潜水的动态变化主要受气候因素控制，最高水位出现在降雨集中的 7-8

月份，低水位出现在冻结后期的 2-3 月份，每年 7～8月份为丰水期，12 月至翌

年 3月为枯水期。

2、基岩裂隙水

基岩裂隙水为裂隙型潜水，主要分布于本区内的丘陵区域。地下水赋存于各

类岩石的风化和构造裂隙中，含水层组成岩性主要为粉砂岩、泥岩等。基岩裂隙

潜水主要受降水渗入补给，富水性受风化带发育厚度、裂隙的发育程度及地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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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裂隙潜水流向主要受地势控制，顺坡从分水岭流向河谷区。水位的埋深变

化主要受季节、地形起伏、岩石风化程度及地下水的径流水力坡陡影响和控制。

（三）地下水开采与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本开发区内松散岩类孔隙水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钙镁型为主，溶解性总固体

一般小于 1.0g/l，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局部由地下水径流和地表

水径流补给，向饮马河径流排泄。场地地下水位随季节变化。评估区内地下水多

消耗于蒸发，或由河流所排泄，并与下伏基岩裂隙水均有水力联系。

基岩裂隙水受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性等影响，富水性及排泄水量变化较

大。在汛期强降雨的影响下，由上部松散岩类孔隙水向下部渗透补给，可能造成

岩体浅部裂隙饱水，同时同一含水层之间也会通过裂隙径流补给，基岩裂隙水主

要向附近河流及下部含水层径流排泄。

可见，本开发区规划用地区域内的含水层特征比较简单，富水性贫乏到较丰

富，水文地质条件较好。本区内地下水开采强度不大，主要用于部分农村饮用水。

八、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据实地调查，评估区内无矿业开发工程，大部分为农用耕地，社会环境状况

简单，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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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进行地质灾害危险

性现状评估的主要灾种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及

地面沉降等。

结合本评估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石分布特征以及人类工程活动

对地质环境的破坏情况等因素以及调查比例尺精度的考虑，实施了 16个调查点

的详细调查和调查点附近人员的调查询问工作，侧重调查了区内饮马河岸边斜

坡、饮马河支流岸边斜坡、S101省道、长吉北线等路基及路堑斜坡的地质灾害

现状特征，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评估区内的地质灾害类型特征及分布现状。各调查

点的地质环境位置、地质灾害类型及发育规模、稳定性、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

性特征、节理裂隙发育特征、诱发因素、造成危害等调查统计信息见表 3-1。代

表性调查点的照片记录信息见附录（照片图版）。通过现场调查和相关资料分析，

本区域内各种地质灾害的发育和分布特点分析总结如下：

（一）崩塌灾害

由于本评估区域内的丘陵地貌和饮马河的冲积阶地地貌的特点，地形有一定

起伏和切割。但目前地形、地貌处于基本稳定状态。据调查资料显示，区内无较

大的危岩体存在，因此无自然崩塌产生。

（二）滑坡灾害

区内的地层岩石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及白垩系粉砂岩、泥岩、页岩，第

四系松散堆积物为冲洪积作用形成的粘土、粉质粘土、砂土、角砾、圆砾、卵石

等，堆积厚度约 0-30 米不等，地下水富水性中等，含水性不均匀，对地层的软

化作用相对较小，地形起伏较小；构造节理及风化裂隙发育程度不均匀；风化程

度弱，呈块状构造。没有发现区内地层及岩体可导致滑坡的软弱结构面，经过地

质灾害现场调查，评估区范围内未发现滑坡地质灾害。

（三）泥石流灾害

评估区内全年降雨量约 572.3mm 左右，并且降雨多集中在 6-8 月份。全区日

照时数 3085.9h，全年蒸发量大于降雨量。且评估内地势起伏相对较小，本开发

区的丘陵区域内发育小型冲沟呈“鸡爪状”，无大的沟谷发育、未见大面积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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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裸露，植被覆盖较好，沟谷纵向坡度较缓，局部的人工弃土堆积位于地形平坦

地带，总体上有利于大气降水的渗入和地面径流的环境。经过地质灾害现场调查，

评估区范围内未发现坡面泥石流和沟谷泥石流地质灾害。

（四）地面塌陷、地裂缝灾害

本评估区内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城镇建设、道路建设、工业厂区建设以及大

量农耕等，无地下采矿活动。地下水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主要为砂土

及碎石土，地下水开采及使用量较小，无石灰岩地层，松散地层厚度较大，评估

区范围内经调查无采空塌陷及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实地调查情况见评估区地质灾害调查统计表 3-1。

表 3-1 评估区调查点统计表

调查

点

地质环境位

置及照片

地质灾害

规模

稳定

性
地形地貌特征

地层岩

性特征

节理裂

隙特征

诱发

因素

造成

危害

D1

长吉北线交

叉路口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耕

地、铁路、公路。

人工填土及冲

积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2
龙家堡村东

小房身屯边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公

路、耕地。

人工填土及冲

积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3

龙嘉镇商业

区附近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商

业街区。

人工填土及冲

积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4

范家店屯南

筏子河岸边

照片 2
无 稳定

筏子河阶地，岸边

土质斜坡及漫滩，

斜坡高度约

1.5-2m，坡度

15-25°植被良好。

人工填土及冲

积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5
西朝阳沟屯

西耕地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大

面积耕地。

人工填土及冲

积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6

长吉北线与

龙嘉镇美食

大街交汇处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道

路两侧均为耕地。

人工填土及冲

积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7

长春市农业

学校东侧，长

吉北线上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道

路两侧为耕地，附

近为学校。

人工填土及冲

积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8
大袁家窝棚

南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形平坦，村

路、耕地。

耕土、粉质粘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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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二道村北耕

地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形平坦。村

路、耕地

耕土、粉质粘土 无

D10
广家窝棚村

西侧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形平坦。村

路、农房及耕地

耕土、粉质粘土 无

D11

吉林省武警

总队农场北

侧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形平坦。市

政道路及住宅小区

填土、粉质粘土 无

D12
红光村饮马

河西总干渠
无 稳定

岸坡及漫滩，坡度

15-25°，植被良

好。

填土、粉质粘土 无

D13
沿河村西侧

饮马河支流
无 稳定

小河流，斜坡高度

约 1-1.5m，坡度

5-10°

填土、粉质粘土 无

D14
前屯西侧 照

片 4
无 稳定

地形平坦。村路、

农房及耕地

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15
后河阳堡屯

西
无 稳定

地形平坦。村路、

农房及耕地

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16
饮马河村委

会照片 5
无 稳定

地形平坦。村路、

农房及耕地

粉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长吉北线交叉路口（照片 1） 龙家堡村东小房身屯边（照片 2）

龙嘉镇商业区附近（照片 3） 范家店屯南筏子河岸边（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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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朝阳沟屯西耕地（照片 5） 长吉北线与龙嘉镇美食大街交汇处（照片 6）

长春市农业学校东侧，长吉北线（照片 7） 大袁家窝棚南（照片 8）

二道村北耕地（照片 9） 广家窝棚村西侧（照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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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武总队农场北侧（照片 11） 红光村饮马河西总干渠（照片 12）

沿河村西侧饮马河支流 前屯西侧

后河阳堡屯西 饮马河村委会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经过野外调查并分析相关资料，评估区内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

塌陷、地裂缝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不发育，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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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评估结论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是根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及两种以上灾

害就重不就轻的原则，来进行工程建设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区。因此，在地

质灾害危险性现状及预测评估级别，分布范围等采用取高取大的原则，作为整个

评估区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依据。

通过野外现场调查并分析相关资料，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中的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判别标准及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判别标准，

判定本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评估其地质灾害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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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对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

险性进行预测评估和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预测评

估。

一、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特征主要为平原及阶地，局部偏陡，地形相对高差

主要为 5-50m。评估区人类活动较少，但在未来开发建设中人为挖掘形成许多陡

坎、斜坡，以及多处大面积人工堆填弃土或垃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比较

明显，可能会形成小型崩塌地质灾害，详见下述：

（一）规划区内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论证

按照龙嘉街道政府对本评估区的开发利用发展方向及积极招商引资加大开

发建设力度的发展设想，在未来的开发建设中，将有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从评估

区所处区域的地形地貌特征看，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仍将会在评估区内的建设用

地平整过程中及工程建成后形成规模不等、高度不等的许多人工挖掘斜坡及堆填

土体斜坡及建设前场地平整、建设高层建筑过程中的基坑开挖，所产生的斜坡岩

土体裸露而引发的斜坡岩土体崩塌。但结合评估区整体的区域地貌为阶地地貌的

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情况相对较少，且形成的斜坡岩土体整体规模相对较小，故

预测因岩土体崩塌单点一次可能造成的危害小，主要威胁崩塌斜坡附近的建（构）

筑物以及行人、车辆等，在建设项目的规划建设中，对可能有地质灾害威胁的崩

塌斜坡或不稳定斜坡将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有利于减少发生灾害的可能性与危

害，预测单点一次的崩塌灾害可能受威胁的人数少于 10人，可能的直接经济损

失小于 100万元。因此，预测各类工程建设引发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

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二）规划区内工程建设可能加剧地质灾害的论证

根据前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结论，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故为

未来工程建设加剧已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威胁人数小 10人，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小于 100万，故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因此，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中的崩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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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判别标准，评估区内工程建设引发和加剧崩塌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预测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见表 4-1

表 4-1 崩塌（危岩）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崩塌（危岩）发生的可能性 危害程度 危险性等级

工程建设位于崩塌（危岩）影响范围内，工程建设活动对崩塌

(危岩)稳定性影响大，引发或加剧崩塌的可能性大 大

大

大

中等

工程建设临近崩塌（危岩）影响范围，工程建设活动对崩塌(危
岩)稳定性影响中等，引发或加剧崩塌的可能性中等 中等

大

中等

中等

工程建设位于崩塌（危岩）影响范围外，工程建设活动对崩塌

(危岩)稳定性影响小，引发或加剧崩塌的可能性小 小

大

中等

小

二、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前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结论，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不

具备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的条件，没有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因此，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中的房屋建

（构）筑物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判别标准，预测规划区内的各类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自身遭受已存在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见表 4-2

表 4-2 房屋建（构）筑物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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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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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小 小

强 中等
中等 小
弱 小

三、预测评估结论

充分考虑评估区内现状崩塌地质灾害不发育的特点以及开发区内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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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用地所处的地形地貌环境和建设用地整平的实际需求，预测在评估区内工程

建设引发或加剧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建

设工程自身遭受现有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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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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原则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是根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及两种以上灾害

就重不就轻的原则来进行工程建设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区。因此，在地质灾

害危险性现状及预测评估级别、分布范围等采用取高取大的原则作为整个评估区

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依据。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量化标准

1、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定性标准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地质灾害危险性综

合评估，危险性分级根据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划分为危险性大、

中等、小三级，详见表 5-1。

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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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量化标准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地质灾害危害程

度分级，以一次灾害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两项指标将地质灾害危

害程度进行分级，划分为大、中等、小三个级别，详见表 5-2。



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规划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30

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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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根据上述评估原则，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结果如下：

1、本评估区内地质环境质量好；

2、现状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3、预测评估工程建设项目可能引发、加剧、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 综合上述评估结果，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域。

三、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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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5-3

拟建项目处于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域，故建设项目用地适宜性为适宜。

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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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的可能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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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

性中等，但可采取措施予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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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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治措施

为确保评估区内的规划用地的工程建设安全和用地使用安全，本着标本兼

治、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上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结果，建议规划区内的

工程建设项目的入区单位应采取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在规划区内进行工程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工作中，应结合建设用地的

地形起伏特点，预测场地平整可能形成的人工斜坡位置、高度，保证各种建（构）

筑物及配套服务设施与人工斜坡保持适当距离。在确保斜坡稳定的情况下，一般

应与斜坡坡脚的距离大于 1倍的斜坡高度。

2、对于工程建设中及建成后，建设用地内及周围邻近地带出现人工斜坡（包

括地下工程的基坑边坡）时，应进行稳定性评价和边坡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采取

相应的维护措施或实现安全坡率。同时尚应在雨季加强监测，并做出相应的预警

和应急方案。

3、评估区内建设工程基坑开挖时，应做好必要的基坑边坡支护工作，避免

基坑边坡失稳而引发崩塌或滑坡地质灾害。

4、对于工程建设中，因场地平整或施工需要产生的弃土应尽可能合理利用，

或按开发区管理要求堆放到指定地点，防止可能产生新的安全隐患。

5、在评估区内进行工业或民用项目开发建设时，应清除可能存在的松散土

体，禁止堆放新的松散土体，并做好地面排水设施，防止发生泥石流灾害。

6、评估区内各类开发项目在工程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地面硬化、地表绿

化，恢复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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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一般建设项目特点，分析了工程建设与地质环

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了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

合评估，对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可得出如下结论：

1、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级别划分标准，该项目为重要建设项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

杂，确定九台区龙嘉街道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

级。

2、根据现场调查评估区内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

等突发性地质灾害。评估区域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3、经预测评估，评估区内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可能性

小，危害程度小，发育程度弱，危险性等级小，工程建设中、建设后遭受现有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4、经综合分析论证，将评估区确定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5、拟建工程建设用地适宜性确定为适宜。

二、建议

为确保本评估区内的工程建设安全和用地使用安全，本着标本兼治、预防为

主的原则，针对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结果，对规划区内的工程建设项目

入区单位提出如下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1、进入评估区进行工程建设的项目，在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工作中，应充

分考虑建设用地平整可能形成的人工斜坡引发崩塌地质灾害的影响。保证各种建

（构）筑物及配套服务设施与人工斜坡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2、对于工程建设中及建成后，建设用地内及周围邻近地带出现人工斜坡（包

括地下工程的基坑边坡）时，应进行稳定性评价和边坡防治工程设计及实施，同

时应在雨季加强监测。

3、对于工程建设中，因场地平整或施工需要产生的弃土应合理利用或按开

发区管理要求堆放到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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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评估区内丘陵区域附近进行工业或民用项目开发建设时，应清除可能

存在的人工堆积松散土体，禁止堆放新的松散土体，并做好地面排水设施。

5、各类开发项目在工程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地面硬化、地表绿化，恢复

并保护自然环境。

6、对于处在本规划区内地质灾害不易发区范围的开发建设项目，在工程建

设和使用中应结合实际采取相关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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