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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川－2020 «标准化工作导』r! IJ 第l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纺构和起草规Y!IJ »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臼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

查院、 长安大学、 中llil地11!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中困地m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殷跃＂！＇、 ~I(梢、 房l'.J、 魏云杰、邢丽霞、杨旭东、朱Jj,°"f.＇楠、 魏昌利、王晓刷、赵超英、 铁

永波、 /i!f亚明、 尹春荣、 张中修舍、 杨强。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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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三十多年来， 我回先后在全｜丁、｜有计划地开展了 l: 50万环挠地质调查、 大江大i'ilI和l重要交通干线泊

线地质灾窑专项调查 ， 覆盖全国山区丘陵的l: I 0万县（市）地质灾窑调盗与区划，覆盖全国地质灾窑离

易发区的I: 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工作，初步登消了我困地质灾害分布情况，划分了易发区和危险区，

特别是县城及以上的城市地质灾将防治扎实推进， 有效减轻了地质灾得损失。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

展，以及山区乡村集中建设规模和人口迅速扩大， 滑坡、 崩塌、泌石流等地质灾稀里｝JD）声l趋势，前朔的地质

调查成果不能完全满足地质灾害也测预警、 防治和乡村建设规划的街求， 亟须更为翔实的地质资料，尤其

是更大比例尺、更高精度的调查资料．为规范和指导地质灾窑凤｜验区精细调盗工作的开展及为地质灾窑

风险防治工作提供依据充分、 安全可?1/;.的地质资料，同时为地质灾害风险双技、 IW灾减灾规划和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国土＇？.问适宜性词c价工作提供基础依据，制定本文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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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精细调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滑J庄、崩塌、泥石流灾得精细调查的总贝lj、技术方法、前期调查成果核查、斜坡调查、 滑

坡隐患精细调查、 崩塌隐怠精细调查、 泥石流隐患精细调查、 高位远程地质灾窑隐患调查评价、 乡镇地质

灾将风险评价与区划、数据库建设以及资料整理、成果编制与成果提交和质量枪？！与成果验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中、 商、极高风险区内威胁乡、 f真、 材组、主要居民点和公共基础设施、 厂矿等的滑坡、崩

t!i\、泥石流和山地斜坡的调查与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盲目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战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f 32864-2016 滑坡防治工程勘盗规范

GB/T 40 1 12-202 1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GB 5002 1 尘土工程勘察规范（2009年版）

DZ/T 0097-202 1 工程地质调查规范(I : 50000) 

DZIT 0261-2014 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 I : 50000) 

DZ/T 0262-2014 祭锁消J皮崩塌泌石流勘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l术语和t主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精细调查 detailed survey 

为了掌握地质灾害你结构特征，查明灾变趋势和成灾模式，进行风险评估，在地m灾害详细调查基础
上，对可能孕灾的山地斜坡和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滑坡、 崩锁和泥石itt l也忠开展史高精度的洲查。

注： 为规划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3.2 

斜被调查 slope survey 

针对在地形上具有离去主的坡你开展以掌握坡体结构特征、查明灾害隐患为目的的调查工作。

3.3 

乡镇 t棚iship

乡 、 镇、村缆、 主妥居民点和公共基础设施、 厂矿等，具有一定商业Jj~务和文教卫生等公共设施，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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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l.i!ZJ/111也支持的行政区域．

3.4 

3.5 

3.6 

3.7 

3.8 

注： 本文｛哪及的乡镇f目中、商、极高网验区内的乡镇，包括其建，，脏初规划区．

崩:II隐患 rockfall potential 

通过地面调查、 影像~i州等手段， Jt测可能发生崩颂灾害的地点Wt区段－

7.:E ： 汹在的崩塌灾害点。

滑坡隐患 landslide potential 

通过地面调查、影像观测、稳定性计算等手段， 3位i员’可能发生滑坡的山体斜坡或区段．

泼． 淄的才I滑坡灾害点。

泥石流隐患 debris-flow potential 

通过地丽调查、 影像观iJ!『等孚段， 推测可能发生说石流的沟谷里E斜J皮。

注： ｝瞥t£(1!版石流灾害点．

地质灾害链 g嗣l锦i曲l hazard d田in

具有灾种转化特征的地质灾害．

注· 通筒’具有多种转化形式， 如山俐骨坡灾沓→平屑溺t灾害（泥石ri\t灾害）一堪塞满埔江灾＊等．

高位远程地质灾害 high-ahitude and long-runout geoh四ard

从高陇斜披上部位置发生的具有地质灾捋链特征的灾挥。

注：通常具有力日也毡动、撞齿粉即以及动力侵蚀效应等。

4 总则

4.1 目的

在前j惆地脱灾害调查及风险区划成果的基础上， 以乡镇中、高、极高风险区为重点工作区开展山地斜

坡以及清敏、崩坝、泌石流灾害精细调查，查明山地斜J庄、隐患结向特征和动态发展趋势，结合社会经济发

展和国土空间安全需求，开展 I : I OOOO:<U(更大比W1J J电的清板 、 崩塌、泥石流隐患及山地斜坡风险评估和

防灾减灾规划， 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规划和资源环填承载力评价、 国土空间开发适应性评价工作提供基

础依据．

4. 2 原则

4. 2.1 应在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综合:ill1感和补充调查的方式， 开展地质灾害中 、 高、 极

高风险区动态调查， 分析地质灾害风｜验区内孕灾地质构造和淡化规律， 更新地质灾窑数据库．

4.2.2 开展以乡镇中、商、极高风险区为m点的斜J庆精细调查，查明斜被结构特征，划定可能的失稳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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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明确可能发生的灾窑类型， 并进行稳定性分析及初步评价．

4.2. 3 开展以乡镇中、南、 极高风险区为重点的滑坡、崩塌、 泥石m隐患点精细调查， 核查地质灾害区域

范围、 危险地带和现有滑坡、 崩塌、 i尼石流隐患点的基本特征等， ft明灾害隐患的结构特征， 评估商位远和

地质灾害和J:I!!质灾害链发生的可能性， 卅二展稳定性分析以及不同条件下的地质灾害危险区划分。

4. 2. 4 开展以乡镇为重点的受滑坡、 崩塌、泥石流｜稳！；！＇.＼威胁的;ij'~灾体调查， 进行以乡镇为重点的地质灾

害风险评估， 并提供防治对策和建议。

4. 2. 5 针对乡锁规划场址开展基于滑坡、崩I辑、泥石流隐患风险的地质环境适宜i吐评价工作。

4.3 基本要求

4. 3. l 易发区动态调查应以地质灾害不同风险等级为单元州展，宜以 l : 50000~ l 1 0000地形图lilt

运J惑地因为底图逃行调t去。

4. 3. 2 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区范围院包含中、 高、 极高风险区内乡锁的建成区和规划区，且l1fl达到l乡镇所

处斜坡的一级分水岭以及对其有影响的流域沟谷， 步1应明确斜坡可能发生的灾害类型。

4.3.3 应在承灾体调查成果基础上确定斜坡精细调爸工作区范围。

4.3.4 精细调查工作区范围应包含整个隐患体及其影响区范围。

<J. 3. 5 斜被精细调查:R :lf展 1 : lOOOO!ilt更大比例尺的地质测绘（修测） 。

4. 3. 6 滑坡 、 崩塌灾害隐患精细调盗1i:开展 I: 5000或更大比例尺的地质灾害j则是（正测）．泥石流灾

害隐患精细调查主革开展 1: 10000或更大比例尺的地脱灾害测最（正测） ．

4.4 精细调查区分级

根据地质灾害承灾体等级以及 I : 50000 ！也质灾害风险评价区划等级 ， 精细调盗区可;i(}j分为重点调

查区和一般调查区。 本文件主要针对意点调查区开展工作。

a) 地质灾害llx灾体等级划分见表l 。

的 地质灾＊精细调查区等级;i(}j分见农2.

褒 1 地质灾害承灾体’Hi划分

威胁等级
威胁对象

－级 一级 二级

人口ijl(财产
威胁人数） 100人， 直接 威胁人敬10人～ 100人， .l[接 威胁人数（ 1 0人 ， 直接

经济损失＞500万元 经济损失100万～500万元 经济损失＜JOO万元

居民地等级 乡镇 N组 居民聚集区 （运5户｝

耕地 威胁面职）30亩 威胁面职15亩～30亩 威胁面-!n< t 5宙

交通i的也 县级公附 乡锁公路 村组道路

供水设施 县级水源地或~~水设施 乡镇水源地!Jli.~t水设施 村组水源地l&！共水设施

电~II 设施 县级变电也~Mi,输咆设施 乡镇变电站城输电设施 村变电站ijl(输电设施

矿山 生活区 采矿区、油气等i在输管线
运输道路、矿区道路、
其他管线（不含~~输管线）

l宙＝666. 6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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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2 地原灾窑”细调查区等级划分

＊灾体等级
风险评价区划等级

－级 二级 三级

极高 重点调查区 重点调查区 重点满l'i区

高 重点调沓区 fil点调窗区 －般调蛮区

中 重点调查区 -n世调窗区 －般调窗区

低 -1.世调查区 －／世调查区 －般调查区

5 2童术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地质灾害精细调查直采用迢感、 InSAR 观测、 无人机摄影测量、 机载激光宵达测量、 钻探、 物探、

1 h地工程、 测试和试验及风险评价等多科技术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5.1.2 宣应用多种形式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如三维激光扫描、 InSAR 观测、 机载激光宵达、 倾斜锁影测

量、 数值模拟计算给．

5. l. 3 除本文件规定， 技术方法怨具体内容Iii.参!K'lGB 5002 1 、 GB/T 32864-2016 、 GB/T 40112-2021 、

DZ厅 026 1-20 14 、 DZ厅 0262-20 14和 DZ厅 0097-202 1的相关规定执行。

5.2 资料收集

5. 2. I 收集前期地质灾害详细调查资料、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资料以及他质灾害现状和防治资料。

5.2.2 收集相关的社会、 经济资料和工程建设勘察资料．

5. 2. 3 收集与地质灾害形成相关的降水等诱发因素资料及地质构造和工程地质岩组等孕灾地质条件
资料．

5. 3 光学影像观测

5. 3. 1 遁感调查

5. 3. I. I 根据调查白的和调查对象， 选用中、 高分辨率卫星、 航空遥感以及无人机遥感怨信息源。
5. 3. I. 2 区域地质灾害核查及补充调查可采用高、 中分辨率卫星数据9Jt比例尺为1 : 50000～ I : 10000 

的航空遥感数掘进行调查， 斜坡调查及重点地质体调盗可采用高分辨率卫星数据lj)Z 比例尺为 1: 10000~ 
1 : 500的航空遥感数掘进行调查．

5.3.1.3 遥感调查主要包括区域地质灾害调（核）瓷、斜坡地质环烧条件调查、 地质灾害体调查以及原灾

体调查”
a）区域地质灾害洲（核）查， 主要内容包括区域地貌类型、 地质构造、岩（士）体类挝、 水文地质现象、

地表覆盖、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
b）斜坡地质环境条件调查， 主要内容包括斜坡地貌类型、地质构造、 结构、 岩（土）体类型、岩’险组合

关系、水文地质现象、 地!2＜覆j\'ii以及可能的灾害你类型、 范围等。
c）地质灾害体调查，主要内容包括识别地质灾窑体、确定灾害你的空间分布特征、 解译地质灾害体

的类型、 边界、 规模、 形态特征，分相I其位移特征、 活动状态、 发展趋势， 并预测其危害范围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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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d） 承灾体调查，主要内容包括承灾你的类型、数量、等级、分布范围等。

5.3.1.4 :il1l感数据在满足数据处理精度及挨求的基础上经数字jJQ工处恕， 可以flit］作斜坡或地质灾害体

商精度正射影像、 商llil.模裂、 数字刽~:liJJ图、倾斜三维银型，以满足对斜坡Ji,\t灾害你的调查需求。

5. 3. 2 InSAR 观测

5.3.2.1 对重点斜坡必亟大地质灾害开展lnSAR 浏盔，以复核现有地质灾害｜鬼忠、点，分析｜也：l\点变形

趋势，调查il!li丽的地）~灾害隐患点．

5.3.2.2 lnSAR观测数据主要来源为ITJ.载SAR 数据， 数据形式Ii}X 波段（3. I cm）、 C波段（5. 6 cm）和

L 波段（23 . 5 cm） 三类波长数据为主。

5.3.2.3 根据数据最、灾害丰的正可以选择差分 lnSAR 技术（D-lnSAR）、 干涉图叠加技术（stacking

InSAR） 、 小基线祭技术（SBAS I nSAR） 、 永久散M体技术（PS InSAR）和分布式散月3体技术(OS InSAR) 

对数挤进行处理．

5.3.2.4 lnSAR 观测数据处理结果应包妇地表形变作i草率图、 形变H才闷j芋~IJI到以及二维／三维形变

结果。

5.3.2.S 利用数据处理结果对灾害体调盒，内容应包指： 位置、 范围、 形状、 形变方向、而积、活动性、 历史

发育过程等。

5. 3. 3 元人fl•影测量

5. 3. 3. 1 对乡镇范国内重点斜坡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倾斜摄影lilt贴近摄影掘。簸，以调查地质灾害

I也智、点的边界、 范国及变形特征．

5. 3. 3. 2 倾斜摄影数据主要采用无人机搭载五镜头倾斜云台或正射云台获取高精皮影像．
5.3.3.3 根据数据；霞、处理难易程度，运用建模软件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自动与数字高程模型（DEM）匹

配，正月3纠正flit］作正射影像， 通过三维格例重建、 自动纹理映月3审1］作三维模型。

5.3.3.4 倾斜锁草草数据处理成果主要有正射影像、 高手里模型、数字线划阁、 倾斜三维模型， 倾斜数据成柴

盒精确展现现场特征。

5. 3. 3. 5 利用数据处理结果对灾将体调查，内容应包括： 位置、范围、形状、形变方向、 长度、 宽度、 高度、
各点位坐标、而积、体积、 形变盐、 土石体积、 形变部位以及潜在威胁范围等．

5.3.4 机’t•先霄达测量

5. 3. 4. 1 对乡镇范国内重点斜坡以及地Ni灾害隐您点开展激光宙达妇捕，以调查现有地Ni灾害隐患点
的变形特征。

5.3.4.2 LiDAR观测数据主要来源为机载激光雷达妇描数据， 数据形式包括L邮格式点云数据和影像

数据．

5.3.4 .3 对点云数据地行滤波、分炎， 提取激光点云单位距漠的表层数据，制作数字表面模型 （DSM) ; 
通过僻i在过滤出真实地面向棍，白 ． 制你放字丙和领到（DEM).

5.3.4.4 LiDAR数据处理成果主要有分类点云、数字高手里模型、数字表而模型．

5.3.4.5 利用数据处理结果对灾害体浏盔，内容应包指· 位置、范阁、形状、形变方向、 形变奎、形变古~fV. 、

而积雪事．

5.4 锦摞

5.4.1 物探应结合测绘成果在实施勘探前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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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物探探测深度应大于地质灾害休厚度、 裂缝深度、控制性软弱夹层深度和设计钻孔深度等．

5. 4. 3 物探成果应包括工作方法、地质灾害的地球物理特征、 资料的解将推晰、 结论和建议，并附相应的

工作布置阁、于剖面阁、曲线图、解将成果图等。

5. 5 山地工程

5. 5. 1 山地工程应在地面测绘工作基础上州展，工作方法以探梢和浅井为主。

5.5.2 探梅和浅井应布设在滑坡、崩颂必泥石流物讲：厚度较薄的部位．

5.5.3 t宋德深度不应超过3 m，浅井深度应穿过底层滑动手背且不应超过15 m, 

5.6 钻探

5.6.1 钻探亘在地面测绘和物探工作基础上开展。

5. 6.2 滑坡钻探工作应揭露滑动层丽位置必要絮， 了解滑坡的稳定程度必深部滑动俏况，为评价滑坡的

稳it性提供有关参数。

5. 6. 3 崩塌（危岩）钻探工作可采用水平钻孔， 用精孔锤施工，在孔内摄像， 并在室内解译编录等，应揭露

崩塌体内部裂缝及后缘边界，为评价崩塌的稳定性及预测发展变化趋势提供有关委主数．

5. 6. 4 泥石流钻探工作应查明物源类型、厚度， 盗明物派的分布情况和体积，了解4勿i朦的稳定程度， 为泥

石流危险性评估提供有关参数。

5. 6. 5 在钻探之前应编制钻孔设计书； 钻孔竣工后， 应及时提交各种资料， 包插销孔施工设计书、 岩芯记

录表（岩；志的照片或录像） 、 岩芯索描图、 钻孔地质校状图、 采样记录、 简易水文地脱观测记录、 测井刷线、

钻孔质量验收1~、钻孔施工小线等．

5. 7 测试和试验

5.7.1 滑体土、滑带土测试窟提供满足稳定性评价的物理和力学参数。

5.7.2 1江岩、 崩塌及其母岩、 基峰，直采样做物理i吐质、 抗压强度及变形试验等。

5.7.3 泥石ifi［宜进行团体物质含量、颗粒分析、 泥石ifi［体稠度等现场试验．

6 前期调查成果徽章

6. 1 －放规定

6. l . l 对已开展过I: I 0000县市地质灾害调查或风险调查的乡镇，应迹行区域地脱环绕条件及地脱

灾害隐患点核查。

6. I. 2 核查应依据前人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灾害调查成果，了解区域地质环填背景条件，了解脱史性重
大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面市发因索及稳定i生现状， 查消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 发育规律，评估复合型地

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链致灾的可能性， 初步嗣定影响区范图。

6. I . 3 宜主要利用综合适感技术开展 I I 0000地质灾害补充调查，更新地质灾'ffr危险性区划．

6. 2 核查要求

6. 2. I 位于大江大河沿岸的重~乡锁， 核盗范围应包含干扭扭上游、下游和对岸可能发生地质灾害链的影

响范围．

6. 2. 2 核查直以航空运感调查为主， 对中、商、 极高地质灾得易发区可边行地面实地核查及地丽补充

调查。

6 



6 .2.3 核查范围周边可进行适当扩展以保持因件的完整或美观。

6 .2.4 核查成果应包j{li '

汾 地质灾得孕灾背荣、 形成条件及触发因素；

b）现有滑敏、 崩塌、说石流隐患点分布、 发育规律、 危得及影响；

c) 新发现的滑坡、 崩塌、 泥石流隐患点的分布、 发育规仰、 危窑及其影响．

7 事培植调查

7.1 一般规定

DZ/T 0448-2023 

7. l. l 在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成果核查的基础上，对有斜被分布的乡镇， 应卅展山地斜被调查， 相关调查

内容按照附录A 中 A.I 执行．

7. I. 2 通过测绘、 勘探， 王军明乡镇斜坡（含高切坡和高填方）的地质结构和影响稳定性的相关因素， 对其

稳定性进行评估和评价．

7. I. 3 斜披若存在失稳可能性，应明确可能发生的灾害类型， 因;:E失稳及影响范剧， 为隐患点精细调查

提供基础资料．

7. 2 鳞坡调查范围

7.2.1 斜坡调查范围应包指完整斜坡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链的影响范围．

7.2.2 斜坡调查范倒应级益斜坡最高点或流域一级分水岭位置。

7. 2. 3 着斜坡可由山脊或沟谷划分为明显的斜披单元， 斜坡调查范回应饭JR乡镇所在：斜坡单元．

7. 2. 4 若无明显斜J皮单元，斜坡调查范围应根据危害对象等级道行动态浏览。

a) 乡镇所在斜坡存在变形迹象且可能对乡镇边成威胁时 ， 调查范围应包含变形体边界，且宜向边

列外延伸3 Ill~5 m. 
b) 乡锁所在斜坡辛苦无变形迹象， 调查范围应包含乡镇建成及规划范围， 且应向外延伸3 Ill~5 m. 

7.2.5 着乡镇所在斜坡存档，沟谷， 斜坡调查范回应饭盖沟谷的金流域。

7. 3 地质测绘

7.3.1 地质测绘范回应包招完整斜坡及可能发生地质灾窑链的影响范围．

7.3.2 1也质测绘E:采用航空摄影与实地测绘相结合的方法。

7. 3. 3 乡镇斜坡实地测绘一般包捅下达内容．

a) 地貌形态、 傲地貌特征及（和I谷或斜坡）地貌演化过程和发育阶段等－

b) 地I.Vi灾害发商状况．

c) 土体的w；实程度和年代成囚， 不同时期的接触状况，基岩丽的形态和极度等：

d) 岩石风化和完整程度：

的 岩你的结构类型．主主足，结构面｛特别是软弱约的丽）的类型和1等级．产状．发育程度．延伸程度 、 闭

合程度、 平直程度及光滑度或起伏差、风化程度、 充锁状况、充水状况以及组合关系、为学属性、

与1临~面的关系、结构体的性质及其立体形式等．

。 ；古（土）体物理力学性质：

g) 泉水利湿地的分布位置、 类型、补给来派及对坡体的软化和泌蚀等，

h) 地表水对披刷的冲刷情况、 坡I町、 植被和风化情况等：

i) 省浴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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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矿产开采及采空区情况．

7.3.4 观测路线间距不宜大于图上2 cm， 阁上每100 cm2 范围观测点数量不宜少于10个点．

7.3.5 地质现If绘段小填剧单元尺寸和各种地质界线允许误差且为剧上2 mm，对于具有亟要意义、 在剧

上不足2 mm 者， 可扩大比例尺表示， 并标活；实际数据。

7. 3.6 地质测绘应实i如l代表性专门工程地质音If 00 ）条～3条， 测绘主剖面直与勘探主剖面亟合， 音If 00比

例尺宣为 I : 2000～1 : 500 . 削而线宜沿斜坡极向布置，起点和终点应包括地形最高点和最低点。

7. 4 勘查

7. 4. I 集镇斜坡勘探应在测绘完成后开展。勘探方法以钻探为主， 可结合物探和l山地工程等．

7.4. 2 对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存在大型地质灾害隐您的斜坡， 可布置多条勘探线，勘探线间Jj!f!宜坷。。 旷

1000 刷。对地质环烧条件中等、 可能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斜坡， 应至少布旦l条代表。险勘探线。对地质

环榄条件简单、无地mi灾害隐怠的斜坡， 可不布置勘探线。

7.4. 3 每条勘探线应布置3个～5个勘探，点， 代表险勘探线的工程1圭和点位布设险·满足主击lj币1阁绘制、

试验及稳定险讶’价要求。

7.4.4 对地质环境条件复杂、蒋在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的斜坡， 应布置1个以上控制性钻孔， 控制底部潜

在滑动带（而），并穿过5111～8 m. 

7. 4. 5 对他质环境条件中等、 可能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斜坡， 宜布置l个－般性钻孔ii,IG浅井、 探梢。

7.4.6 对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存在大型地质灾窑隐患的斜坡， 土体斜坡应对每个主要土层或软弱夹层采

取试样， 每层i式样应不少于3个。岩质斜坡应对每个软弱夹层（可能滑动带）采取试样，每层试样应不少

于3个．

8 滑绩隐患精细调查

8. 1 一般规定

8. l. l 充分利用前期r~·披隐患详细｜调查成果，对成果中不满足消披稍mi调查技术要求的相关资料应开

展补测工作．

8. 1. 2 对新发现的滑坡隐患点依照滑坡隐您精细调查技术要求开展工作。

8. 1. 3 对滑坡隐患点开展稳定性训’算成核，验。

8.1.4 应考虑不同工况（象现期）下r~·坡隐患影响范园。

8.2 野外调蛮

8. 2. l 滑坡｜稳您野外调查应采用遥感、无人机摄影测量等手段与实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 相关调~

内容见附录A 中 A.2.

8. 2. 2 滑坡隐患野外调查院包括滑坡区调查、 滑坡体调查、 滑坡成因调查、 滑坡危害调查及滑坡防治情

况调查， 并初步i刺·;i;~滑坡危害或成灾情况《

8. 2. 3 稳定性较差的滑坡均§.实JW1J具有代表性的纵横击lj雨， 并选行拍照、 录像或绘制＊摘阁。

8.3 地质测绘

8.3.1 对可能威胁乡镇的滑坡隐患，但， 应进行大比例尺工程地质测绘， 测绘内容按照DZ/T 0262- 2014 
中8. 2 . 2的要求开展。

8.3.2 地形测绘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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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滑坡区平而阁JW1J f会宣选挥1 : 2000或更大比例j吧：

b) 滑坡区剖面图测绘宜选择I : 1 000或更大比例尺。

8. 3. 3 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应与测绘地形圆的比例尺相同， 将滑坡主要要索桥i己在地形剧上。

8.4 勘查

8.4.1 滑坡体勘查应在野外调查和测绘的基础上开展。

8. 4. 2 应查明滑坡体结仰及各层滑而（手持）位置， 了解地下7）＜樱派、 流向和性质， 采取岩土试样。

8.4.3 1日IJ1li:方法＆.以钻探为主， 并辅以物探、 井探和憎探等验证与控制．

8.4.4 工程布置可采用主一辅音l]ilii法。沿主滑方向布置由钻探、 :11：探与物探点构成的主勘查线， 在其两

侧可布置l条～3条白物探、 井探、 稍探点构成的辅助勘查线．主勘查线上的勘查点不得少于3个。

8.4.5 勘探孔的深度应穿过最下层滑面，并进入稳定地层3 m～ 5川。

8.4.6 应采驭消体与消带岩土讯样， 测试物理、 水llll与力学性质指标．

8. 4. 7 滑坡勘查成果应包括· 地J员背景和l形成条件，形态主主索、性质和演化， 平面图、 剖面图， 岩土工程特

性指标， 稳定性分析及防治建议等。

8.5 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8. 5. J 应根据消面类型与物质成分，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质剖面进行r~·休稳定性分析， 并计算消你不同

工况下的稳定险系数，以评价其稳定状态。

8. 5. 2 涓你｜稳您稳定性计算采用的工况条件，可分为现在民工况和降水工况， 降水过程可采用汛期重现期

LO年（或20年或50年）－遇暴雨。在地震基本烈度Ill度及以上的集锁， 应考虑地震工况．涉水滑坡肉

j应考虑．水库（江河）水位变动工况．

8.5.3 2坦滑体内地下水已形成统一水面时， 稳定性计算：自；包括浮托力和动7）＜压力。对有后缘裂缝的岩

质斜坡， 稳定性计算宣考虑后缘裂缝的静水压力。

8.5.4 滑体稳定性计算直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进仔校核， 综合讶’定稳定系数． 当不同地质削而用同－

公式计算出不同的稳定系数时， 且取其段小值： 当同一地质音l]ilii采用不同公式计算得出不同的稳定系数

时， 窍：驭其平均值。

9 翩榻隐患精细调查

9.1 一般规定

9.1.1 充分利用崩塌隐怠详细调查成果， 对成果中不满足崩塌精细调查技术要求的相关资料＆.开展补

测工作。

9. 1.2 对新发现的崩塌隐患点依照崩~I I息您精细调查技术要求开展工作。

9.1 .3 对崩~I隐患点开展稳定性计算或核验。

9.2 野外调查

9.2.l 崩塌隐怠野外调查应采用无人机摄影洲最等技术与实地测量令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相关调查内容
见附录A 中 A.3 。

9.2.2 崩煽隐患调查点应主运测代表性剖面， 并选行拍照、 录像或绘制l素描剧．

9.2.3 崩塌隐患调查应包括危岩体调查和己有崩划堆积体调查。

9. 2. 4 崩塌隐患调查内容按照DZ月 0261-20 14 中8. 2 . 6的姿求开展调查， 评价崩揭危窑或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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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9. 3 地质测绘

9.3.1 对可能威胁乡镇的崩塌隐您点 ， 应边行大比例尺工程地质测绘， 测绘内容核R~DZ/T 0262-2014 

中8 . 3 . 4的要求开展

9.3.2 崩塌体测绘的内容应包妇崩塌区地形测绘和工程地质测绘．

a) 测绘平面图直选择 I : 2000Wt更大比例尺。

b) 测绘浏阳阁宜选择 l : l 000或更大比例尺. .it't主要裂缝应专门进行更大比例尺j~~绘和绘制l索

描圈。

9.3.3 测绘范回应包括危岩辛苦及其影响地段。 纵向向上应至少达到较顶卸硝翁之外50 m~ 100 m，向

下E直至少达到l危也崩塌堆积区及影响区外50 Ill~ 100 阳，横向可｜句两侧延伸至影响范围．

9. 4 勘查

9. 4. I 崩塌体勘查应在野外调查和地质测绘的基础上开展。

9. <l. 2 崩塌体勘探：在以物探、 井探、 梢探为主， 大裂以上崩塌可结合钻探等方法。

9.4.3 崩塌体宣布置l纵、 1锁2条勘探线，每条勘探线蓝布置2个～3个勘探点．

9.5 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9. 5. l 危挡体稳定性评价宜以定性评估为主， IE.考虑暴雨01后部陡｛顷切割裂缝的静水压力和下部缓倾

软垫丽的地下水扬压力。

9. 5. 2 倾倒式崩塌的稳这位评价宜it<R~抗倾覆模型边行，并以危岩体外部临＇？.丽与T部软古怪面交点作

为作用支点． 当抗倾泼稳定系数小子或等于 I. 3或下垫丽倾角小子20＇ 肘，应边行抗消稳定性计算。

9. 5. 3 多组外制结构面分离切害。形成的崩滑裂危岩体， 应iti结向固和I~面空丽i茸行三维空间组合定性评

价，当t自移矢最外｛顷时，即可判断为危岩体。

9. 5.4 形状突出 、 后缘切割而已形成、 虱未分离贯通但连通然大于50%的地质体 ， 应作为坠落式危

岩｛事。

10 ~石漉隐患精细调查

10.1 －·规定

IO. I. I 充分利用泥石流隐患详细调查成果，对成果中不满足泥石流精细调查技术要求的相关资料应开

展补~~工作。

IO. I. 2 对新发现的泥石流隐患点按照泥石流隐您将细调查技术要求开展工作。

10.1.3 .it't泥石流隐患点开展不同重现期下规模计算或核验．

LO. l. 4 应考虑不同盏现期下泥石流｜毡怠影响范围，综合;Ji,1］定危险区”

10.2 野外调查

10. 2. l 泥石流｜也：Z'l野外调查应采用:il!l ！惑 、 无人机摄影测量等技术与实地测最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相关

调查内容见附录 A 中 A.4。

10. 2. 2 泥石流隐患调查点应实坝。代表·tg:if!J丽，并进行拍照、录像或绘（~lj索描阁。

JO. 2. 3 说石流｜忌，号、野外调爸应包括地质条件调查、泥石流特征调查、 说石流Ji＇｝，因调查、泌石流危将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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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及泥石流防治情况调查， 查明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动力条件和堆积条件，泥石流的诱发因素， 初步评

估泥石流危害或成灾情况。

10. 2. 4 调查泥石流隐患历史上的发生时间、频率、成因、持续过稳、性质特点、危害以及勘查、监测、 工程

治理措施等防治现状及效果。

10. 3 地质溃险金

10. 3. l 泥石流隐您测绘范围应包括可能发生泥石流的金流域以及可能的地质灾害链的影响范围。

10.3.2 泌石流隐，.＼！；＼j则绘应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开展。

10. 3. 3 泥石流｜怠您金流域直开展1:10000或更大比例尺测绘，物VJj(区、流通区和堆积区宜开展1:2000

或更大比例尺测绘，纵剖面图绘制宜采用1: 10000或更大比例尺 ， 横剖面图绘制宜采用l : 20009.JG更

大比例尺。

10.4 勘查

10. 4. I i尼石流隐患勘查应在野外调查和地质测绘的基础上开展．

10. 4 . 2 泥石流隐患勘盗主要针对流域内可能形成物源的大型、特大型滑坡、崩塌（危岩）及堆积体开展。

滑坡、崩塌（危岩）勘查可分别参照8 . 4及9 . 4有关规定开展．

10.5 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10. 5. I 评价流域内固体物质的稳定性及大块石体积，评估物激起动的高程及可能形成的铲；~I效应，正

确估算泥石桥L储量。评估泥石流隐怠可能威胁范围。

10. 5. 2 评估可能诱发泥石流的水动力类型， 包指暴雨特征、冰雪融化特征、 堤坝或水库的分布及可能溃

决的11<体体积等。

10. 5 . 3 评估泥石流的发生频率， 计算泥石流在不同盟现期下的动力学特征。泥石流发生频率~按照

20年～50年一逃进行计算，按100年一逍遥行校核。

10.5.4 讶’伯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埔寨情况及对格~i贵决后扩大的威胁范围。

10.5.5 评估已有泥石流防治措施现状及狞伍的问题。

11 高位远程地质灾’隐息调查评价

11.1 隐患调查

ll. 1. 1 应采用遥感技术与InSAR 观测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高价远程地质灾害｜息忠识别调查。

11. 1. 2 对可能发生商仿远程地质灾窑的灾害体应地行现场核查，分析灾害体类型，条件允许时可根据

灾害体类型布置必要的勘查工作．

11. 2 危险性评价

11.2.1 J业‘准确评估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隐。您的成灾模式．

a）对沟源山坡存在区域性断裂、岩体软硬相间或发生强烈地震的乡镇，应评价滑坡、崩塌（危岩）失

稳后转化为高位远程地质灾害｜稳您的可能性。

b） 当沟汤：山坡存在大型潜在滑坡、 崩塌， 且坡度大于60。时，应评价形成高位远程地质灾害r~.您的

可能性．

11. 2. 2 应充分评估商仿远程地质灾害的运移路径以及运动过程中的体积放大效应。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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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3 应充分评估不同条件下高位远程地质灾害的堆积范围，必盖起，时可对可能运移路径上的堆积体等

边行勘t章。

11. 3 地震灾害键评估

l I. 3. I 准确评估溺坡、 崩塌、 泥石流起动后在冲击、 铲刮等作用下引起新滑坡、 崩塌、 泥石流起动的可

能性．

l I. 3. 2 准确评估泥石流灾害中因斜披滑动失稳士在~沟谷形成的堪重E塘琐泱后加.IJi尼石流流娃的可

能性．

11.3.3 准确评估涉水型灾窑起动后i斗’入7j(体形成涌浪的可能性．

l l. 3. 4 准确评估涉水型灾害起动后埔~沈阳1J)边形成淹没灾害及溃诀后形成洪水灾害的可能性．

12 乡镇地晨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l

12.1 －般规定

12. l. I 乡销地原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的内容应包掘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与区划、 危险性评价与区划、

易损性评价与区:liJJ＆风险评估与区划。

12. l. 2 应布，地I.Vi灾害危险性和承灾体易损位评价基础上， 开展乡镇地脱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

J 2. l. 3 地质灾得危险性评价应充分考虑不同条件下的发生概率、 规银等， 并划定不同条件下的影响范

园， 评价时应考虑防治方案的效益．

12. I. 4 承灾体易损｜生评价与区主··~应充分考虑区域社会易损｜址和物质经济、 资源环境易损i址等。应选取

易损位评价因子，划分各因子分级标准， 计算各因子的权亟。 i在拌合边的评价单元， 运用评价模型进行易

损性评价，并绘制l承灾体易损他区划l阁．

12. I. 5 可采用工程类比法、 经验公式计算法以及数值模拟法:IfJ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 并划定危险区

范阁．

12. 2 来灾体调查

12. 2. l 承灾体调查：白：采用遥感、无人：tJL摄影测量等工作孚段结合实地调查的工作方式开展。

12. 2. 2 承灾体调查内容应包指承灾你的类型及分布、人口及活动范陋、 居民财产、建筑物、交通设施、厂
矿、 土地资源等．

12. 2. 3 应充分考虑承灾体的时空概率特征，如人员的活动时间、流动性及交通工具流量等。

12.2.4 承灾你易似性调查应包括乡锁建成区和规划区．

12. 3 凤险评价与区划

12.3.1 可采用定i吐或定髦的方法开展地质灾害｜结忠、点风险综合评价，具体方法应参照GBrr 40112-

20 2 1 的相关规定．

12. 3. 2 针对建成区可划分为极高、 高、 中、 低四个风险等级， 针对规划l区可划分为适应、 基本适应、 适宜

性皇室、 不适宜四个风险等级。

12. 3. 3 根据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纺泉，划分不同等级的风险区， 并分区说明地质灾害危险性特征、 承灾体

风险特征及风险防范边议， 同创对分区结果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行捎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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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库建设

13. 1 基本要求

13. I. I 项目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调查区基本情况、 调查单位情况、完成的实物工作最袋、主要成果

表等。

13. L. 2 野外调查数据，主要包销· 野外调查点、 遥感解译点、勘查测绘点、取样点及物探、野外试验、 监

测等．

13. I. 3 空间图形数据，主要包括： 遥感解译图、 实再到才料图、孕灾地质条件图、地质灾害及隐患分布图、

风险评价阁等．

13. 川成果相关数据， 主要包括： 野夕｜、工作总结报告、 项目成果报告、数据库边设报告、 勘查报告、分析

测试报告等。

13. l. 5 其他数据，主要包括： 项目任务书、 设i·I书、野外验收意见、数据库验收意见、成果评审意见等。

13.2 空间’k掘库建设技术要求

空间数据库建设数据应为shp 格式。根据成果阁伶表达内容和要求，选4幸相应的软件进行编制， 同

时提交扮j格格式的JPG 格式文件。

13.3 空阔回层划分及命各

根据实际需求， 将地质灾害及相关因素划分为若干剧层。 相同逻辑内容的空间信息一般放在一个回

层中。图层划分要适应 GIS 软件功能特点，相同的图层、图元类型将拥有且只可拥有相同的属性袭和属

性结构。 图后应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编号。

13.4 空间回层内部属性’随

考虑到空间数据的应用和l相互转换， 每个图层均应建立相应的内部属性袋， 属性表应包含13. I. I 中

的基本信息。 根据具体任务的不同， 用户可灵滔扩充内部属a险表字段内容．

13.5 调查点编号

调查点统一编号朵GIS 连接空间图元与属性表及外部数据库的唯一关联字段，三者必须保持一致。

13.6 属性’k掘库建设技术要求

照相：数据库以全面反映精细化调查对象为基本原则，并建立与空间数据库的关联关系。应明确属性

数据库中数据袤的数据项名称、盘t据类型、长度、单位及填写要求。

14 资料整理、成果捕’j与成果握交

14.1 资料整理

14. L 1 资料整理包掘的期地质灾害详细调盗成果的核查资料整理、野外验收前资料整观和最终成果资

料整础。

14.1.2 野外验收前资料整理应在野外工作中和1结束后进行，应全面整迦各项野外实际资料，检查极实

其完备程度和质量， 盟~llll誉i商野外工作字，图和编制各种综合分析图表，编写工作小结等。

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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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3 最终成果资料整理应在野外验收后进行，要求内容完备、 综合性强，文、 阁、 农齐全．

14.2 成果编制

14. 2. l 应以乡镇为单位编制成果tll告．报告名称为《××省××县××人口聚集区（公共设施）地质灾

窑精细调查tilt);» .各类阁件、 遥感解译报告、！物探tll货、 测试试验报告、照片集等可作为附阁附件， 报销

编写内容按照附录B、 附录C执行．

14.2.2 乡镇地质灾害精细调查报告一般包拖下述内容．

a) 绪亩 包指项目概况、以往研究程度评述、 本次工作概况等．

b) 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概况： 包报自然地理、乡镇现状（经济现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社会经济发

展对地质灾害I统治工作的需求）等

c) 乡镇致灾地脱环挠背；段 包扬地）~灾害现状、地形地貌、 地层岩性、 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及地

2建、 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 7!＜文地原条件、 人类工程活动等和对地脱灾害的影响， 以及相应的综

合分析捅图－

d) 乡镇 l :50000地m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 包括地m灾害风险调查的分区原则、 判别标准、分区

评价与预测奇事：

e) 乡镇斜坡 包括斜坡地质条件与结构、稳定性评价评估等， 专门工程地质平面图、 部l面图等可作

为t插图或附图，
η 乡镇重大滑坡、 崩I哥、 泥石流灾害｜也！；！＇.＼结构特征、 稳定i生评价等· 稳定性评价包指定性分析、稳定

险i:I'；弊、 影响范回评估、综合词c价，其斗l计算部分包括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ti 算银式与方法、 ii

算委主数的确定及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计算工况的确定簿， 专门工程地质平而图、 削拍1阁等可作

为插图或附图：
g）乡锁重大滑坡、崩场、泥石流隐怠风险区划分 包括；i(}j分方法、判别标准、 评价过程、分区结果与

对策建议等，
h) 防治规划wt防治方案结议： 综合乡镇发展规划和评估结论提出建议， 包指防治原则、 方法及措施

及了在点l防治区域、 .m.点防治工程、初步投资估算等，

i）结论 包指成果总结、存在己的问题、 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14. 2. 3 附图一般包指下述内容
a) 乡镇地质灾窑与地质环缆背景图： 因而内容包掘地质灾窑分布与规模（特别是影响集锐的泥石

派、 集锁斜坡和重大地质灾窑隐患） 、 地层（特别是第四系和易滑j也层） 、 地质构造（主要是断裂） 、

新构造（特别是现今活动构造与断裂）与地豆豆、；8游水文、矿山（特别是采空区）簿， 该图自平闹

剧、剖面图、 性状剧、说明表;f{I图例、必要的饿图等组成．

b) 乡镇地质灾害评价与区~I图－ 因而内容包:Jl5地质灾害分布、风险评估必分区 、 防治方法或措施、

应急方案及措施等，该阁由平面阁、 西IJ丽阁、 往：if(阁、 说明袭和图W1J 、必撰的镶图等组成， 集锁地

质灾害易发性区主11团和危险.，g，区划图可作为镶图：

。 地质灾窑防治区;l(,1J阁 · 阁币1内容包把行政区;l(,1J妥索、 重要己（拟）建工程及风景；名胜区 、 地质环绕

条件、 地质灾害分布、防治方法戒措施、应急方忽必捕施辈辈， 阁商中应ll!~必畏的镶阁与防治区

划说明袋， 如有必要向作重点防治地段Yi重点防治城锁等的镶剧，比例尺适当放大， 防治区划说

明表主~反映重点防治区的名称、位置、 两积， 主要地质灾窑类型、特征、危害及重点防治（包衍

＆急治理）的地质灾害、防治对策、 措施、 方法等内容。

14. 3 成果提交

14. 3. l 应按任务书妥求和设计书明确的成果提交时间，向组织评审单攸申请并提交成果报告必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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