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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任务由来 

受禹州市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委托，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有限公司承担了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

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二、目的任务 

本次评估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该规划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从而对规划场地的适宜性做出评价，为建设项目立项、用地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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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场地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结合建设项目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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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论证建设工程引发、加剧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及工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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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场地的适宜性。 

（5）提出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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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工作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 

（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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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4 年 12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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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4 年 12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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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2012 年 3 月 29 日河南省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7）《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全省地质灾害易发区县

（市、区）及乡镇名单的公告》（豫自然资公告〔2019〕7 号）； 

（8）《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

估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函〔2020〕30 号）； 

（9）2019 年 6 月 10 日禹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提交的《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控制性详细建设及建设图》； 

（10）禹州市产业集聚区提供的《禹州市产业集聚区评估区范围图

（比例尺 1:1000）》； 

（1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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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第一节 建设概况与建设范围 

一、建设概况 

1、位置与交通 

据《禹州市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建设》，禹州市产业集聚区包括

西区、东产业园南片与东产业园北片，总面积为 23.6km2。西区位于禹

州城西，东至韩城路，西至腾飞路，南至阳翟大道，北至禹州市铝厂，

总面积为 5.0km2；东产业园南片位于禹州城东，颍河南岸，东、北至颍

河，西至府东路，南至南环路以北，总面积为 8.4km2；东产业园北片位

于禹州城东，颍河北岸，东至郑万高铁，西至 103 省道，南至颍北大道，

北至学府路，总面积为 10.2km2。本次评估的范围是禹州市产业集聚区

（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面积为 2.76km2，评估区位于东产业园北

片内，交通便利（图 1-1）。 

2、建设概况 

（1）建设范围 

据禹州市产业集聚区提供的《禹州市产业集聚区评估区范围图（比

例尺 1:1000）》，评估区位于东产业园北片区，以建设道路为界，评估区

由 1 个 U13 地块（供燃气用地）、8 个 M1 地块（一类工业用地）和 4

个 M2 地块（二类工业用地），共计由 13 个地块组成（图 1-2）。 

（2）功能区划分 

据《禹州市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功能布局规图》，1 个 U13

地块位于医药创新产业功能区（本草生命科学）内，2 个 M2 地块位于

中成药及饮品功能区（地道药材生加工）内，2 个 M2 地块和 2 个 M1

地块位于医药创新产业功能区内，6 个 M1 地块位于医疗仪器设备及器

械制造功能区内（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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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用地范围 

据禹州市产业集聚区提供的《禹州市产业集聚区评估区范围图（比

例尺 1:1000）》，以建设道路为界，评估区由 13 个地块组成（图 1-2），

建设用地面积为 2.76km2。评估区建设用地范围由 13 个界址点坐标依次

圈定（表 1-2、图 1-4）。 

 

表 1-2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评估区规划范围界址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 

编号 
X Y 

拐点 

编号 
X Y 

J1 3781384.2735 457007.1600 J8 3780053.6476 460221.1080 

J2 3781057.6549 458036.1254 J9 3779620.1496 460226.8253 

J3 3780747.4699 457924.2154 J10 3778761.0957 459993.6257 

J4 3780648.2604 458270.0784 J11 3779442.3124 457873.5992 

J5 3780220.6491 458123.9468 J12 3780319.1570 457769.6867 

J6 3779863.2219 459411.6119 J13 3781042.0943 456897.0991 

J7 3780280.7712 459551.2152    

注：2000 年国家大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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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禹州市已作过大量的不同比例尺的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煤田地质、环境地质等勘查、调查和研究工作。与本次评估有关的主要

工作成果有： 

1、1977 年，河南省地质局区调队提交了《许昌幅地质图及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1:200000），该成果对区内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

造、矿产资源等均有详细的论述，为本次评估提供了较详细的基础地质

资料； 

2、1986 年 8 月，河南省地矿局环境水文地质总站提交了《许昌幅

综合水文地质图及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1:200000），该成果对图幅

内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有较详细的论述，对图幅内水文地

质条件、水资源及工程地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本次评估提供了

详细的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资料； 

3、2010 年，禹州市国土资源局、河南中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提交

了《河南省禹州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50000），该区划对禹州市

地质灾害易发位置、引发因素、特征和危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进

行了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该成果为本次评估工作提供了区域地质、

水文地质、地质灾害等方面资料； 

4、2015 年，河南省地质环境建设设计院有限公司提交了《河南省

禹州市 1:50000 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报告》，该报告对禹州市地质灾害易发

位置、引发因素、特征和危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进一步核实了地质灾

害易发程度、分区，对典型地质灾害点进行了勘查评价，该成果为本次

评估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地质灾害等方面资料； 

5、2018 年，禹州市国土资源与建设局、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二地质勘查院提交的《禹州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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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禹州市地质灾害进行评述，重点对治理方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等内

容进行了论述，为本项目地质灾害治理措施提供了参考； 

6、1985 年，河南省地矿厅水文地质三队提交了《河南省遥感地貌

图及说明书》（1:500000）。该报告对该区地貌类型、地貌形态进行了详

细划分和描述，为本次评估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详细的地貌资料。 

7、1987 年 12 月，河南省地质地质矿产局水文地质三队提交了《河

南省工程地质图及说明书》（1:500000），该成果对河南省工程地质条件

进行了概括性叙述和分区，为本次评估提供了区域工程地质资料，是评

估区湿陷性黄土的主要参考资料。 

8、1989 年，河南省地质矿产局提交了《河南省区域地质志》，该成

果对河南省地层、地质构造等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为本次评估提供

了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 

综上所述，禹州市基础地质、煤田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

程度较高，上述工作为本次地灾评估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地质、水文地质

及工程地质等资料。 

第三节 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料收集、地面调查、计算机制图等技术手段

和工作方法。 

1、资料收集 

野外调查之前，广泛收集分析了评估区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层

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等有

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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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野外调查 

在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野外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综合调

查。野外调查采用 1:1000 建设工程平面图作为工作底图，采用 GPS 确

定观察点位置。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等地质环境条件和有关地质灾害的发生时间、地点、

规模、特征、危害对象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等。 

3、室内资料整理 

在野外调查和对已有资料分析整理的基础上，编制了评估区地质灾

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图及有关图件，编写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 

二、工作时间及完成工作量 

我公司接受任务后，立即成立了项目组，并收集了有关资料，编写

了工作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进行了野外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综

合调查，10 月 22 日转入室内资料整理和评估报告编写，2021 年 10 月

30 日提交了评估报告送审稿。野外工作布置详见图 1-2，完成主要工作

量详见表 1-2。 

表 1-2 完成主要工作量一览表 

项目 单位 工作量 备注 

收集资料 份 10  

野外调查 

调查面积 km2 2.76  

地质地貌调查 点 2  

拍照 张 24 选用 1 张 

室内资料整理 
计算机制图 幅 11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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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评估范围及评估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3.1 条规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范

围，不应局限于建设用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内，应视建设与建设项目的特

点、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予以确定”，4.3.2 条规定，“若

危险性仅限于用地面积内，应按用地范围进行评估”。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主要位于

冲洪积倾斜平原，地质灾害不发育。因此，本次评估，以禹州市产业集

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用地范围作为评估范围，评估区

面积 2.76m2。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

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函〔2020〕30 号）规定，“科学编制区域评

估成果，评估工作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评估级别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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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采空塌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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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规范》规定评估的灾种外，增加基坑边坡崩塌、

地面不均匀沉陷灾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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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一、区域地层 

据《河南省区域地质志》，评估区位于华北地层区（ Ⅰ）豫

西分区（ Ⅰ2）嵩箕小区（Ⅰ2
3），详见图 2-1。 

二、区域地质构造 

据《河南省区域地质志》，评估区位于中朝准地台（ Ⅰ）华

北坳陷（ Ⅰ4）通许凸起（ Ⅰ4
5），详见图 2-2。 

据《河南省区域地质志》，河南省区域内共发育 8 条深断裂带（图

2-3），其中，7 条为岩石圈断裂带，1 条为壳断裂带。上述 8 条深断裂，

一般经历了长期的、多旋回发展演化过程，不但规模大、切割深、活动

时间长、性质多变的特点，而且对现代地震的发生具有控制作用。 

从图 2-3 可知，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

场地无较大断裂构造通过，无全新活动断裂。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评估区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为 0.10g（图 2-4），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区（表 2-1）。 

表 2-1  Ⅱ类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地震烈度对照表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g） 
0.04≤αmaxⅡ＜0.09 0.09≤αmaxⅡ＜0.19 0.19≤αmaxⅡ＜0.38 0.38≤αmaxⅡ＜0.75 

地震基本烈度 Ⅵ Ⅶ Ⅷ 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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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查院 2016 年 12 月提交的

《河南省工程地质图说明书（1:500000）》中的《河南省地震目录》，自

公元前 1767 年有地震记录一来，至 2013 年 12 月 15 日，禹州市境内历

史上未发生过 ML≥5.0 级的破坏性地震，仅发生过 8 次小震（表 2-2），

最大震级 3.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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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禹州市地震 2.0≤ML＜5.0 级一览表 

序号 
发震时间 

（年.月.日.时:分:秒） 

震中位置 

震级 经度 

（度.分.秒） 

纬度 

（度.分.秒） 
地点 

1 1972.07.18 113°23′00″ 34°07′00″ 禹县 2.2 

2 1976.12.08 113°20′00″ 34°14′00″ 禹县 2.6 

3 1977.05.05 113°27′00″ 34°13′00″ 禹县 2.0 

4 1978.06.02 113°25′00″ 34°14′00″ 禹县浅井 2.0 

5 1991.10.02.01:00:52 113°25′12″ 34°10′48″ 禹州市火龙 3.4 

6 1997.05.21.13:52:00 113°07′12″ 34°10′48″ 禹州市 3.1 

7 2008.10.07 113°23′00″ 34°05′00″ 禹州市 3.1 

8 2011.03.16 113°38′00″ 34°11′00″ 禹州市 2.9 

综上所述，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

地附近无全新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10g，地震基本烈度

为Ⅶ度，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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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禹州市属温暖带大陆性半干燥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据禹州市气象

站 1992～2002 观测资料，年平均气温+14.4℃，极端最高气温 42.9℃，

最低-13.9℃。年平均降水量 700mm，年最大降水量 907.8mm；降水集

中在 6、7、8 三个月。年最高蒸发量 1722.1mm。降雪多集中在每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最大积雪 21cm，最大冻土厚度 20cm，年平均无霜期为

216 天。 

二、水文 

禹州市属淮河水系颍河流域，主要河流为颍河。颖河位于评估区西

南侧，发源于登封市境内，经白沙水库流入禹州市境内，自北西—南东

贯穿全区中部流入襄城县，境内全长 95.5km，流域面积 910 km2，其支

流有涌泉河、潘家河、小泥河等。 

评估区有一小水沟通过。 

第三节 地形地貌 

禹州市地貌类型主要有流水地貌和黄土地貌，流水地貌主要有侵蚀

剥蚀低山（Ⅰ2）、侵蚀剥蚀低丘陵（Ⅰ2）、冲积平缓平原和谷地（Ⅰ54）；黄

土地貌主要有黄土覆盖丘陵（Ⅱ3
1）和冲洪积倾斜平原（Ⅱ5

3），详见图 2～

5。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位于冲洪

积倾斜平原（Ⅱ5
3），其地势较平缓（照片 1），有冲沟发育，北东高南西

低，最高海拔 159.1m，最底海拔 115.4m，相对高差 43.7m。东高西低，

最高海拔 143.3m，最底海拔 115.2m，相对高差 28.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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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评估区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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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层岩性 

一、区域地层岩性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为二叠系上石盒子组下段、上石盒子组上段、新

近系洛阳组及第四系中更新统、上更新统、全新统下段和全新统上段（图

2-6）。 

 

 

二、评估区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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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统（Qp3），局部位干第四系全

新统下段（Qh1）。 

1、第四系上更新统（Qp3） 

分布于评估区大部分区域，其岩性主要为褐黄色、灰黄色粉土质粘

土，底部为砂砾石层，沉积厚度 18-25m。 

2、第四系全新统下段（Qh1） 

分布于评估区西部区域，其岩性上部主要为浅黄色、灰黄色粉土，

下部为灰黑色粉质粘土，底部为粉砂和细砂，沉积厚度 4-8m。 

第五节 地质构造 

一、区域地质构造 

评估区位于中朝准地台（Ⅰ）华北坳陷（Ⅰ4）通许凸起（Ⅰ45）。 

通许凸起基底主要为古生界，其次在东西两端尚有元古界、太古界。

其上主要为新近系及第四系沉积物，南北两侧边缘地带和内部小洼陷内

尚发育有古近系沉积物。 

通许凸起实际上是嵩箕台隆向东延伸部分。古近纪以后，嵩箕台隆

继续上隆，本区随着华北拗陷整体下降，接受沉积，才与嵩箕台隆分开，

呈现今日之面貌。基底为由太古界至古生界组成的近东西向鞍状复式背

斜，东西两端抬起，向中间倾伏。断裂比较发育，可分为近东西向、北

东向、北西向三组。主要为正断层，其中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兼有平推

性质。三组断裂纵横交错，把本区切割成支离玻碎的断块状，局部地区

形成小的新生代小洼陷。近东西向断裂主要有北侧的中牟、杨庄、龙塘

断裂，南侧的临颖-商水大断裂等。北东向断裂有济阳、睢县-曹县断裂。

北西向规模较大的断裂有曹里北、东夏亭等断裂。据上述分析，通许凸

起是一个早古近纪以后下沉的潜伏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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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区地质构造 

评估区位于新生界沉降区，沉积地层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局部

为第四系全新统下段，断裂构造不发育。 

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全新活动断裂为在全

新地质时期（一万年）内有过地震活动或近期正在活动，在今后一百年

可能继续活动的断裂；全新活动断裂中，近期（近 500 年来）发生过地

震震级 ML≥5 级的断裂，或在今后 100 年内，可能发生 ML≥5 级的断裂，

可定为发震断裂”。“非全新活动断裂为一万年以前活动过，一万年以来

没有发生过活动的断裂”。 

根据上述全新活动断裂、非全新活动断裂的界定，禹州市产业集

聚区（东片区北部 13 个地块）近场地的禹州市历史上未发生过 ML≥5.0

级的破坏性地震，仅发生过 8 次小震，最大地震 3.4 级。规划场地周边

断裂规模较小，为非发震断裂，亦即为非全新活动断裂，对禹州市产

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工程建设无影响。 

第六节 水文地质条件 

一、地下水类型及其特征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与工程建设有关的主要

是松散岩类孔隙浅层水地下水（系指地表以下 50m 深度内含水层中赋

存的地下水），故重点叙述之。 

评估区浅层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上更新统砂砾石含水层孔隙

及粉质粘土孔隙中，单井涌水量722-2880m3/d。水化学类型为HCO3-Ca

和HCO3-Ca·Mg型水，水质良好。 

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地质环境公报》（2018 年），评估区

枯水期浅层地下水水位埋深地下水埋 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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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评估区浅层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流向总体上为自

北西流向南东，地下水排泄主要是径流排泄、开采排泄，其次是蒸发排

泄。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地下水位

埋深较大，对建设工程基础施工基本影响，故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第七节  岩土类型和工程地质性质 

评估区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统（Qp3）粉土质粘土，局部

为第四系全新统下段（Qh1）粉土、粉质粘土，属双层结构粘性土土体。

土体疏松-致密，含粉土成分高，具可塑性，可满足一般建筑地基的要求。 

据《禹州市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建设说明书》，地基承载能力特

征值（fak）为 150～200 kPa。 

综上所述，评估区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第八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及周边人

类工程活动主要是农业种植、道路建设、村镇建设，破坏地质环境条件

的人类活动一般，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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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类型及特征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主要位于

冲洪积倾斜平原，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

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

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 

第三节 现状评估结论 

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

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不发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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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预测 

一、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按其功能

分为医药创新产业功能区、中成药及饮品功能区、医药创新产业功能区、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功能区。各功能区内用地类型主要为供燃气用

地、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各功能区建设建筑物一般可能为低

层建筑（1～3 层），少数可能为多层建筑（4～6 层），基坑开挖深度可

能＜3m。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号）中规定，“开挖深

度超过3m（含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为“危

险性较大的基坑工程”。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建筑物基

础开挖基坑开挖深度可能＜3m，不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基坑工程”。因此，

建设工程基础开挖施工中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 

二、工程建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主要位于

冲洪积倾斜平原，其地势较平缓，有冲沟发育，北东高南西低，最高海

拔 159.1m，最底海拔 115.4m，相对高差 43.7m。东高西低，最高海拔

143.3m，最底海拔 115.2m，相对高差 28.1m。 

该规划工程建设中，需进行场地平整，挖高填低，如填筑土碾压不

实，不均匀，建设工程建成后有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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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相对高差较大，建设工程设计时，一般会依地势而设计，建设工程

高低错落有致，挖、填方厚度一般较小。因此，建设工程建成后引发地

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小。 

第二节 建设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 

一、建设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危险性 

如前所述，评估区工程建设中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小。因此，

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危险性小。 

二、建设建设工程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危险性 

如前所述，评估区建设工程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

小。因此，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危险性小。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预测评估认为，评估区工程建设中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

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危险性小；评估区建设工程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

沉陷的可能性小，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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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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评估原则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的原则是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评估和预测评估的结果，充分考虑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和潜在

的地质灾害隐患、危害程度，根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采用

定性、半定量分析法，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区（段）。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

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 

预测评估认为，评估区工程建设中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

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危险性小；评估区建设工程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

沉陷的可能性小，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危险性小。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综合分区评估认为，评

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图 5-1、表 5～1）。 

表 5～1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一览表 

区（段） 地质灾害类型 
现状 

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分 

区评估 
引发或加剧的可能性 遭受的危险性 

建设中 建成后 建设中 建成后 

小区 
评估区 

基坑边坡崩塌  小  小  

地面不均匀沉陷   小  小 

注：①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②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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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场地适宜性评价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8.3.1条规定，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分

为适宜、基本适宜、适宜性差3个等级（表5-2）。 

表5-2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级（表24） 

级别 分级说明 

适宜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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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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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认为，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建设场

地适宜该工程建设，对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和遭受的地质灾害须采取有效

防治措施。 

第四节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基坑边坡崩塌防治措施 

引发基坑边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未采取

有效支护措施，另一原因是雨季施工。因此，一是要避开雨季施工，二

是要作好基坑支护，避免基坑边坡崩塌发生。 

2、地面不均匀沉陷灾害的防治措施 

填方施工过程中，碾压要密实、均匀，避免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

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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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1、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规划场地附近无

全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10g，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评估区主要位于冲洪积倾斜平原，地形简单，

地貌类型单一，地质构造简单，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良好，工程水文地质

条件良好，地质灾害不发育，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一般，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破坏小，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 

2、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建设项目重要性

属重要建设项目。 

3、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禹州市产业集聚区

（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建设项目重要性属重要建设项目，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确定为一级评估； 

4、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

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

灾害危险性小。 

5、预测评估认为，评估区工程建设中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

小，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危险性小；评估区建设工程建成后引发地面不

均匀沉陷的可能性小，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危险性小。 

6、综合分区评估认为，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7、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认为，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规

划场地适宜该工程建设，对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和遭受的地质灾害须采取

有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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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议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引言”中规定，“本标准规定的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不替代建设工程和建设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

的评价工作”。建设单位应按相关规程、规范进行工程地质勘查和相关

评价。 

    2、工程建设时地质环境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地质环境条件

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可能产生报告中尚未发现的问题，建设单位

应予重视。 

3、工程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应加强地质灾害监测，以便及时发现

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地质灾害的发生，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4、加强与有关地质灾害防治部门的联系，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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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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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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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报告编制单位承诺书 

 

评估单位承诺书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及有关规范的

要求，我单位对提交的《禹州市产业集聚区（东产业园北片 13 个地块）

规划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负责。 

 

 

 

 

                    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