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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写要点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 1、危险性

评估的对象（1） 在全国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各类建设工

程时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以及在全国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

行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 地质灾害易发区：是指容易产生地质灾害的区域。 2、危

险性评估的对象（2） 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中，不要

受县（市）地质灾害调查技术要求的影响，再给评估区划分

易发与不易发区。 各级政府在地质灾害调查的基础上，逐步

划分出地质灾害易发区，作为是否开展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的

依据。 目前只要是各级政府同意开展评估的地区，均视为地

质灾害易发区。 3、目前易发区划分尚不明确，若线性工程

通过易发区和非易发区，如何评估？ 建设单位委托你评估，

目前暂不考虑易发区与非易发区，同时评估即可。 以后随着

政策的细划，再按规定进行。 4、评估灾害种类的界定（1） 

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

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5、评估灾害种类的界定（2） 似

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给评

估人员出了一个难题。 地质作用与地质灾害的区别 工程地质

问题与地质灾害 风蚀砂埋、冻涨融陷、洪水冲蚀 6、我部地

质灾害行业标准《地质灾害分类》中，地质灾害多达几十种

，应如何理解？ 以地质灾害评估技术要求的六大灾种为主，



其他任何标准或学术讨论都不作为建设用地地质灾害评估的

依据。 地质灾害可以有几十种，但国土资源部贯彻的国务院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主要包括六大灾种，有的是地质灾害，但

不属于国土资源部管辖的职能范畴。比如，地震、水土流失

等。 7、矿井突水、瓦斯、煤尘是地质灾害吗？ 不在地质灾

害评估灾种之列，属于煤炭安全生产管理的范畴 8、请明确

水土流失是地质灾害吗？ 作为全国范围来讲，不属于地质灾

害评估的范畴；但广东省目前要求评估。 9、潜在不稳定斜

坡与滑坡、崩塌隐患点的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似乎崩塌、

滑坡隐患点可以预测未来的灾种； 潜在不稳定斜坡，不知道

未来可能是滑坡，还是崩塌； 目前两种叫法在评估报告中并

存。 10、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主要内容 阐明工程建设区和

规划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分析论证工程建设区和规

划区各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

合评估；提出防治地质灾害措施与建议，并作出建设场地适

宜性评价结论。 11、前言或序言 列表详细说明评估具体工作

量： 1、收集的气象、水文以及地质环境资料，包括报告、

图件、钻孔资料； 2、收集有关建设工程的文件：立项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初步设计报告等。 3、本次完成的工

作量，调查、分析和勘探。 12、“以往的工作程度”具体指

什么？ 一般常说的“研究程度”，主要指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地质、地貌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 新

构造与地震地质 工程选址、可研、初设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

或岩土工程勘察等 13、评估范围的确定 技术要求比较清楚。

14、地质环境条件论述 从区域出发，重点阐明评估区的地质

环境的基本特征：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总体评价： 复杂



、中等、一般。 1、跨度大的复杂地区或环境地质条件分区

、分段明显的，可以分段分片评价。 2、地貌特征、新构造

与地震、岩土工程地质特征、水文地质条件。 地貌特征----

决定灾害类型和规模。 水文地质条件，尤其可能发生岩溶塌

陷地区，一定论述区域性岩溶发育特征和水文地质条件； 地

震----沙土地震液化评价与否； 岩土工程地质特征 15、工程

重要性有量化指标吗？ 有，见评估技术要求中的表5-3 16、现

状评估 现状评估是指在评估区范围内，对灾害点的危险性现

状评估： 1、灾害点分布，规模，危害，危险性大、中、小

；不要用“较”。 2、重大地质灾害的调查和评估。 17、现

状评估编写 1、分灾种进行论述； 2、每一灾种，论述成因，

分布，规模，危害，危险性大、中、小； 3、同时以图、表

方式加以总结； 4、对有重大灾害点，详细调查，配有平面

图和剖面图，并进行危险性评价。 18、现状评估中如果没有

地质灾害应如何评估？ 没有地质灾害，就不评估。绝不要画

蛇添足。 19、预测评估 针对具体的工程建设区或规划对象，

对可能诱发的或加剧的地质灾害点的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 20、预测评估的编写 按灾种分别论述 按工程单元，分别论

述。如：水利工程可分为： 1、大坝枢纽区、导流洞、厂房

区； 2、库区。 21、现状评估的时限，69号文8.3.1现状评估⋯

⋯对工程危害的范围与程度作出评估,与预测评估是何关系? 

我认为,此内容应作为预测评估的内容。建议以后进一步明确

条款的内容。 22、综合评估 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分区综合评

估。 1、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大、中等的，要提出防治地质灾

害措施与建议； 2、对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尤其是提出避让

或改变建设工程选择的，要提出论证； 3、作出建设场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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