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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任务由来	

襄城县位于河南省中部，隶属于许昌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

通条件，辅以政府“工业强市”战略的指导，全市已形成了以金刚石制造及制品、

机械加工制造、农副产品加工、有色金属加工、电瓷电器、建筑卫生陶瓷等优势

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有着较为发达的工业基础。 

2019 年河南省政府发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

评估的指导意见》（豫政办﹝2019﹞10 号），文件要求开发区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对

区内地质灾害等事项实施区域评估。 

为了防治地质灾害，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21 年 10 月襄城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

会委托河南省地球物理空间信息研究院进行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工作。 

二、目的任务	

本次工作的目的是在项目建设前就能综合考虑到地质灾害防治问题，为工程

建设提供防灾、减灾依据，为工程项目合理选址、项目审批、安全施工、建成后

的安全提供依据，以最大限度减轻地质灾害对拟建工程造成的危害。其主要任务： 

1、结合已有地质资料和现场调查情况，查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判断地

质环境条件的复杂程度，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范围和级别； 

2、查明评估区地质灾害分布现状、类型、规模、稳定状态、危害对象、成

灾条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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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评估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 

4、依据工程项目类型、规模，预测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引发、加剧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预测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 

5、在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划分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对建设场地适宜性做出评价； 

6、针对地质灾害类型和危险性，提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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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8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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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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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豫

自然资源资办[2020]30 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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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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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的指导意见》（豫

政办〔2019〕10 号）； 

10、《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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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豫国土资发[2017]115 号； 

11、《河南省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图》 

10、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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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评估工作概述 

第一节工程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一、工程规划概况 

（一）位置与交通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项目位于许昌市襄城县西南，G311 路西，S329 以北，，距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88km，交通便利（图 1-1）。 

 

图 1-1 交通位置图 

（二）工程规划概况 

2009 年，襄城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制了《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发展

规划（2009-2020）》，2010 年 4 月 8 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发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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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8 号对《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09-2020）》予以批复，批复的主

导产业为重点发展服装制鞋和卫生用品制造业。 

2009 年，襄城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在《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

（2009-2020）》批复后展开了集聚区的规划环评工作，2010 年 10 月 13 日，《襄

城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09-2020）环境影响报告书》取得了河南省环境保

护厅的批复（豫环审[2010]238 号）。批复的发展规划范围为：二高北路以北、平

禹铁路以东、紫云大道（G311）及规划北三环以南的片区，规划总面积 13.07 平

方公里。集聚区规划主导产业为服装制鞋业、一次性卫生用品制造业和机电设备

制造业。 

2016 年，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对襄城县产业集聚区的主导

产业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和纺织服装制造产业。 

本次襄城县产业集聚区项目评估区包含 7 个地块，总占地面积 4.4km²，各地

块面积及平面布置见表 1-1 及图 1-2。 

表 1-1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各地块面积一览表 

地块编号 面积（㎡） 地块编号 面积（㎡） 

1 108515.8 5 571033.8 

2 526263.9 6 1421737.1 

3 1096975.5 7 293704.1 

4 393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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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评估区卫星照片 

本次评估范围为评估区内建设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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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地范围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项目评估区地块占地面积约 4.4km²，包含 7 个地块，各地

块拐点坐标详见附表 1。 

第二节以往地质工作	

评估区及附近区域已作过大量的不同比例尺的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环境地质等勘查、调查和研究工作。本次收集与评估有关的主要工作成果有： 

（1）1978 年，河南省地质局科研所提交了《河南省基岩地质图及说明书》

（1:500000），该图及说明书对河南省东部平原及西、部山间盆地新生界覆盖厚度、

基底岩系及断裂构造展布等有详细的反映和论述。 

（2）1989 年，河南省地质矿产厅水文地质三队提交了《信阳幅综合水文地

质图》（1:200000），该成果对图幅内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有较详细的论述，对

图幅内的水文地质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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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河南省区测队编制了《河南省区域地质志》（1:500000）。该成

果详细研究河南省地质条件，对地层划分、地层岩性、特征及分布进行了详细论

述，对大地构造格局、地质构造发育、分布及特征也进行了详细研究。 

（4）2000 年由河南省地矿厅水文三队、河南省地矿厅环境水文地质总站完

成的《河南省环境地质调查报告》（1:500000），为本次调查提供了地质环境的基

础资料。 

（5）2016 年河南省地矿局地勘五院修编了《河南省工程地质图及说明书》

（1:500000），较全面的阐述和划分了河南省工程地质条件，为本次调查工作提供

了较好的工程地质资料。 

综上所述，评估区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程度较高，上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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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地灾评估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地质灾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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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与地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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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野外调查 

在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野外调查。野外调查采用 1:20000 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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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岩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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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及完成主要工作量 

我单位接受委托后，即成立专门项目组，组织人员开展此项工作。于 2021

年 10 月底完成野外调查，2021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报告》，野外工作布置详见附图 1，完成工作量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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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完成工作量一览表 

工作项目 单位 工作量 备注 
资料收集 份 4  

野外调查 

调查面积 km² 4.4  
水文地质调查点 点 6  
地质地貌调查点 点 11  

数码照片 张 65 选用 6 张 

室内资料整理 
报告 份 1  

报告插图 张 18  
报告附图 张 2  

第四节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3.1 规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范围，不应

局限于建设用地和规划用地面积内，应视建设与规划项目的特点、地质环境条件、

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予以确定”；4.3.2 规定，“若危险性仅限于用地面积内，应按

用地范围进行评估”。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位于襄城县北建设路两侧，地质灾害不发育。因此，本次

评估，以用地范围作为为评估范围，评估区面积 4.4km²。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3.8 条规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进行，

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与建设项目重要性划分为三级”（表 1-2）。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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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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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3.9 条规定，“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按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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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 B.1 确定”（表 1-3）。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建设场地附近无全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

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评估区属于侵蚀丘陵，

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单一，岩性岩相变化小，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良好，地质构

造较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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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活动一般，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小。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

度属中等类型。 

表 1-3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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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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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Ⅷ度，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 0.1～0.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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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度，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0.1g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相对高差

≥200m，地面坡度以

＞15°为主，地貌类型

多样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差

50~200m，地面坡度以

8~15°为主，地貌类型单一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

50m，地面坡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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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水

文地质条件不良 

有 2~3 层含水层，水位年际

变化 5~20m，水文地质条件

较差 

单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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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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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项目的重要性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3.9 条规定，“建设项目重要性按附录 B 表 B.2

确定”（表 1-4）。 

表 1-4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表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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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防空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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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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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m）、民用建筑（高度 24~50m）、垃圾

处理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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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项目类别为工业建筑，建设项目重要性属重要建设项目。 

3、评估级别确定 

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建设项目重要性属重要建设项目，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表 1-2）中的规

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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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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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地面不均

匀沉陷、基坑边坡崩塌、边坡崩塌等灾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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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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位于华北区（I）豫西分区（ I2）渑池~

确山小区（ I22）和嵩箕小区（ I23）之间，详见图 2-1，区域上主要发

育地层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寒武系、石炭系上统、二叠系、三叠系、

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区域地层简况见表 2-1。  

表 2-1 襄城县区域地层简表 

地层系统 厚度 
两极值 
（m） 

岩性特征 
界 系 统 组 

 
新 

 

生 
 

界 

 
Cz 

第 

四 
系 

Q 

  0—430 
以砾石、卵石、砂为主，混杂亚砂土及粘土，多为灰黄及黄色，下

部为棕红、褐红色粘土，底部为砂砾层。 

新 
近 

系 

N 

  200 
中、上部为灰黄色砂质泥岩及灰泥岩互层，下部为杂色砂岩，钙质

胶结。 

古 

近 
系 

E 

  400—2460 
上部为红色砂质页岩与砂质泥岩互层，夹红色钙质或铁质胶结砾

岩；中部为砂质泥岩、泥岩、砂砾岩，中夹炭质泥岩；下部为砂砾岩。

 

中 
 

生 

 
界 

 

Mz 
 

白 

垩 
系 

K 

下 

统 

K1 

 >1108.70 

上部为安山质火山角砾岩；中部为深灰、紫红、灰绿色安山玢岩、

玄武安山岩，夹火山角砾岩；下部为紫红、褐红、灰绿色泥质粉砂岩、

泥岩，夹泥灰岩及细砾岩。与下伏地层为不整合接触。 

三 

叠 
系 

T 

下 

统 

T1 

和尚沟组
T1h 

300± 
上部为紫红色泥岩及砂质泥岩，夹钙质泥岩及砾屑灰岩；中部为紫

灰色中粒砂岩；下部为紫红色厚层泥岩及砂质泥岩。 

刘家沟组

T1l 
125—250 

紫红色、褐红色中、粗粒砂岩，硅质及铁质胶结，具“红斑”。与

下伏地层为整合接触。 

 
上 

 

古 
 

生 

 
界 

 

Pz2 
 

二 
 

叠 

 
系 

 

P 

上 

统 
P2 

石千峰组
P2sh 

320 

上部为灰黄色、淡紫色粉、细砂岩及泥岩夹数层砾屑灰岩；中上部

紫红色泥岩；中下部为浅灰色、灰白色中、细粒砂岩夹绿、紫红色泥岩；

下部为浅灰~灰白色、粗粒砂岩（平顶山砂岩）。 

上石盒子
组 P2s 

163—390 
灰绿色、浅灰~深灰色泥岩、砂质泥岩，夹中、细粒砂岩，分三个

煤段（七-九），含煤 10-25 层。 

下 

统 
P1 

下石盒子

组 P1x 
161—397 

灰绿色、浅灰~深灰色泥岩、砂质泥岩夹中、细粒砂岩，分四个煤段（三

-六），含煤20-30层。其中四2（戊9-10）煤及五2（丁5-6）煤等为可采煤层。

山 西 组

P1s 
53—123 

浅灰色中、细粒砂岩，灰~深灰色泥岩、砂质泥岩及煤层组成。为本区

主要含煤地层，为二煤段，含煤2-6层，其中二 1（己 16-17）煤为主要可采煤
层。 

石 

炭 
系 

C 

上 

统 

C2 

太 原 组

C2t 
30—90 

以灰色、深灰色石灰岩（5-11 层）为主，中部夹细～中粒砂岩、砂

质泥岩及泥岩。本段含煤 9-17 层。 

本 溪 组

C2b 
0—25 

为灰、灰绿、紫红色铝质泥岩及铝质岩。与下伏地层平行不整合接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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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系统 厚度 
两极值 
（m） 

岩性特征 
界 系 统 组 

 

 
 

下 

 
古 

 

生 
 

界 

 
Pz1 

 

 

寒 
 

武 

 
系 

 

∈ 
 
 

上 
统 

∈3 

崮山组∈

3g 
85—160 灰～深灰色厚层状白云质灰岩、鲕状灰岩。 

中 
 

统 

 
∈2 

张夏组∈

2zh 
60—220 

上部为深灰色白云质灰岩，具不明显的鲕状结构；下部为深灰色厚
层状鲕状灰岩。 

徐庄组∈

2x 
50—250 

上部为厚层状灰岩，间夹灰绿色页岩及海绿石砂岩；中部为灰-深
灰色泥质条带白云质灰岩；下部为泥质条带灰岩、黄绿色砂质泥岩。 

毛庄组∈

2m 
90—140 暗紫色、灰绿色粉砂岩，层面含大量白云母片，夹透镜状灰岩。 

下 
 

统 

 
∈1 

馒头组∈

1m 
35—270 

紫红、黄绿色泥质灰岩或泥灰岩为主，间夹页岩、砂质泥岩，薄层

-中厚层状致密灰岩和钙质砂岩。 

辛集组∈

1x 
55—210 

上部为灰-深灰色豹皮灰岩、白云质灰岩；下部为褐黄色厚层状中-

细粒石英砂岩、泥灰岩。与下伏地层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元 
 

古 

 
界 

 

Pt 

震 
 

旦 

 
系 

 

Z 

上 

统 

Z3 

罗 圈 组

Z3l 
100 

上部为灰绿、紫红色砂质或泥质页岩；下部为杂色冰积泥、砂质砾

岩。 

洛浴口组
Z3ly 

320 灰白色，厚层状硅质条带白云岩。 

三教堂组

Z3s 
100 浅肉红色、灰白色厚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顶部有硅质团块及条带。

崔 庄 组

Z3c 
290 

灰-褐黄色、浅红等杂色砂质泥岩夹薄层细粒砂岩，底部为浅肉红

色中-薄层状粗粒石英砂岩。 

中 

统 

Z2 

北大尖组

Z2bd 
241—280 

灰白、褐黄色厚层状细中粒砂岩，夹白云质灰岩，顶部为厚层状白

云岩。 

白草坪组
Z2b 

166—180 暗紫色泥质粉砂岩、砂质泥岩夹中、细粒石英砂岩。 

云梦山组

Z2y 
177—533 

浅红、灰白色厚层状中粗粒石英砂岩，夹粉砂岩、砂质泥岩，下部

夹安山玢岩，底部为砾岩。 

下 

统 
Z1 

马家河组

Z1m 
1580—2200

灰绿、紫红色变质安山玢岩、杏仁状变质安山玢岩夹绢云母绿泥片

岩、变质凝灰质砂砾岩。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太 
古 

界 

Ar 

前 
震 

旦 

系 

太 
华 

群 

Arth 

铁山庙组

Art 

>1610 
角闪更长片麻岩夹更长角闪片麻岩、大理岩及石英鳞片铁矿两层，

部分受混合岩化作用。 

赵案庄组

Arz 
>1340 

铁铝石角闪更长片麻岩，更长角闪片麻岩夹蛇纹磷铁矿两层，部分

受混合岩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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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河南省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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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古板块南缘，属华北板块内崤熊构造区，陕

（县）～平（顶山）断陷分区，包括平顶山断隆和韩梁断隆。附近无全新世活动



 

  14

断裂（图 2-3、图 2-4）。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评估区地震峰值加速度为

0.05g（图 2-5），对应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表 2-1）。 

表 2-1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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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拟改建工程建设场地附近无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

为 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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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区域地震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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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襄城县发生过 3 次小震（表 2-2），最大震级 2.9。 

表 2-2 许昌市 2.0≤ML＜5.0 级地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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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08.04 113°26′00″ 33°48′00″ 襄城 2.5 

2 2002.03.12 113°27′00″ 33°50′00″ 襄城 2.8 
3 2002.04.16 113°30′00″ 33°51′00″ 襄城 2.9 

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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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气象水文	

一、气象 

襄城县属低山丘陵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一般冬季受大

陆性气团控制，夏季受海洋性气团控制，春秋为二者交替过渡季节。春季时间短，

干旱多风，气温回升较快；夏季时间长，温度高，雨水集中，时空分布不匀；秋

季时间短，昼夜温差大，降水量逐渐减少；冬季时间长，多风，寒冷少雨雪。襄

城县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 2281.9 小时，年平均日照率为 52%，全年太阳辐射总

量为 121.49 千卡/平方厘米。农作物生长季节的太阳总辐射、光合有效辐射及日

照均比较充裕，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年平均气温 14.7℃。日平均气温

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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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最高 27.6℃，1 月份最低 0.8℃。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 15.3℃，极端最高气

温 42.3℃。受季风环流的影响，风向季节变化明显，冬、秋季节多偏北风，春、

夏多偏南风，全年以偏北风为主。年平均风速 2.4 米/秒。夏初常出现干热风，以

5 月 24 日至 29 日出现频率最高。根据平顶山气象台历年的观测记录，年平均降

水量为 781.17mm，最大降水量为 1361.90mm（2000 年），最小降水量为 461.60mm

（1997 年），降水量多集中在 6～9 月份。 

二、水文 

襄城县境内河道属淮河流域，主要河流有北汝河、颍河。其中北汝河于十里

铺镇鲁渡村入境，流经十里铺、紫云、城关、山头店、茨沟、丁营 6 个乡镇，于

丁营乡崔庄注入沙河。流域面积 241 平方千米，境内流长 46.9 千米，主要支流有

马黄河、苇子河、柳河 3 条，总长 32 千米。颍河于颍阳镇洪村寺村入境，流经

颍阳、颍回、双庙 3 个乡镇，于双庙乡东部朱庄村出境，境内流长 23 千米，流

域面积 68 平方千米。此外，县域还有新范河、高阳河、上纲河、柳叶江、南浬

河、北浬河、马拉河、运粮河、小泥河、文化河等排涝河道 10 条。全县河流总

长度 299.5 千米，河网密度 0.3 千米/平方千米，径流总量 1.4 亿立方米，年排涝

量 11.5 亿立方米，年最大排涝量 13.6 亿立方米。 

襄城县属淮河流域，境内有大小河流 l6 条，遍及全县 16 个乡（镇），多为西

北--东南流向，总长 299.5 公里。包括北汝河、颍河、马黄河、苇子河、新范河、

高阳河、上纲河、柳叶江、南北涅河、马拉河、运粮河、柳河、湛河、小泥河、

文化河。其南部为汝河水系，东部属颍河水系。北汝河、颍河两条主干河流，自

西部、西北部入境，流经 11 个乡（镇），承接境外 3 个地区 12 个县的经流水。

境内支流有 l4 条季节性排涝河道，系西北--东南、南北及西南--东北流向，分布

在全县 16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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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地形地貌	

一、区域地形地貌 

襄城县处于伏牛山脉东端。县境西部为连绵起伏的浅山区，以马峰山为最高，

海拔 462.7m；北部为丘陵地带，海拔 90~128m；中东部为平原，海拔 80~90m；

东、中部低洼，海拔 64m。全县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北王洛镇房村至东南姜庄乡

河北王村，坡降 1：1600。境内山脉、岗丘、平原地貌现状分布依次为：诸山系

伏牛山余脉，构造为侵蚀低山区，有首山、紫云山、令武山、孟良山、焦赞山、

龟山、尖山、白石山、卧虎山等大小山头 9 座，面积 80.4km²，占总面积的 8.74%，

最低海拔 157m。分布在西南部的紫云和湛北、山头店 3 个乡镇。襄城县地处伏

牛山东麓倾斜平原，主要为黄洪冲积形成，分布在各乡镇。在湛北、山头店、紫

云三个乡镇的浅山区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含煤地层，见图 2-6 区域地貌图。 

 

图 2-6 区域地貌图 

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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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区地形地貌 

评估区所在区域处于低山丘陵区，区域地势稍有起伏。 

第四节地层岩性	

一、区域地层 

据《河南省区域地质志》，评估区位于华北区（I）豫西分区（ I2）渑池~

确山小区（ I22）和嵩箕小区（ I23）之间，详见图 2-1，区域上主要发

育地层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寒武系、石炭系上统、二叠系、三叠系、

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区域地层简况见表 2-1。  

二、评估区地层 

评估区地表仅出露部分二叠系上统上石盒子组九煤段、石千峰组及三叠系下

统刘家沟组地层。依据地表出露及钻孔揭露，地层由下而上为寒武系上统崮山组

（∈3g）、石炭系上统（C2）、二叠系（P）、三叠系下统（T1）和第四系（Q）。总厚

约 1400m。其中石炭系上统太原组~二叠系上统上石盒子组为含煤地层。由老到新

分述如下： 

a） 寒武系（∈） 

地表未出露。钻孔仅揭露寒武系上统崮山组（∈3g），钻探揭露最大真厚度

96.92m。岩性为灰、浅灰色厚层状白云质灰岩为主，具细晶质及糖粒状结构，局

部夹薄层泥岩或砂质泥岩，裂隙及小溶孔发育。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触。 

b） 石炭系（C） 

区内仅发育石炭系上统，缺失下统。 

（1）本溪组（C2 b） 

地表未出露。据钻孔揭露，由浅灰、灰色铝质岩、铝质泥岩组成，具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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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鲕状结构，含黄铁矿晶体及结核；局部具缓波状层理。本组厚度为 1.97~8.23m，

平均厚 6.00m。与下伏崮山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2）太原组（C2t） 

地表未出露。据钻孔揭露厚 65.57~81.42m，平均厚 71.00m。由深灰色石

灰岩、泥岩、细~中粒砂岩及煤层组成。与下伏本溪组为整合接触。 

c） 二叠系（P） 

地表仅出露二叠系上统上石盒子组九煤段及石千峰组地层。九煤段地层在白

石山背斜南翼有零星出露。石千峰组一段在中部白石山背斜轴附近出露；石千峰

组二~五段地层于井田北部灵武山向斜和南部李口向斜轴部附近有出露。 

（1）下统（P1） 

①山西组（P1s） 

为本区主要含煤地层，下起二 1（己 16-17）煤底板老君堂砂岩底界，上至砂锅

窑砂岩底界。厚 73.60~97.71m，平均厚 85.00m。由灰、深灰色砂质泥岩、粉砂

岩、泥岩及细中粒砂岩和煤层组成。其中下部的二 1（己 16-17）煤层为主要可采煤

层。与下伏太原组整合接触。 

②下石盒子组（P1x） 

下起砂锅窑砂岩底界，上至田家沟砂岩底界。厚 292.85~354.35m，平均厚

321.00m。由浅灰色、灰色中、细粒砂岩、粉砂岩及含紫斑泥岩、深灰色泥岩和

煤层组成。按含煤性及沉积旋回划分为三、四、五、六 4 个煤段。其中四煤段中

上部的四 2（戊 9-10）煤为全区可采煤层，四 3（戊 8）煤及五煤段中部的五 2（丁 5-6）

煤为大部可采煤层，五 1（丁 7）煤为局部可采煤层。与下伏山西组整合接触。 

（2）上统（P2） 

①上石盒子组（P2s） 

下起田家沟砂岩底界，上至平顶山砂岩底界。厚 296.15~335.30m，平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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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0m。由浅灰色中、细粒砂岩、粉砂岩、砂质泥岩、泥岩及薄煤层组成。按

含煤性及沉积旋回划分为七、八、九 3 个煤段，无可采煤层。与下伏下石盒子组

整合接触。 

②石千峰组（P2sh） 

下起平顶山砂岩底界，上至金斗山砂岩底界。厚 309.62~342.83m，平均厚

320.00m。依据岩性组合特征自下而上可分为四段。 

1）第一段（P2sh
1
） 

为平顶山砂岩（Sp）段，厚 56.34~91.08m，平均厚 80.00m。岩性主要为浅

灰、灰白色中厚、巨厚层状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硅质胶结；中上部夹 2.66~8.09m

灰绿色、灰色泥岩、粉砂岩薄层，底部含泥砾及石英细砾，具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该段岩性稳定，为煤系上覆的良好标志层。与下伏上石盒子组整合接触。 

2）第二段（P2sh
2
） 

厚 69.23~98.25，平均厚 77.00m。浅灰、灰白色细粒、中粒砂岩夹灰绿、紫

红色泥岩、砂质泥岩组成，含钙质结核。 

3）第三段（P2sh
3
） 

厚 68.52~95.95m，平均厚 85.00m。灰绿、紫红色粉砂岩及砂质泥岩，含白

云母及钙质结核，具绿色斑点，夹浅紫红色细粒或中粒砂岩。 

4）第四段（P2sh
4
） 

厚 69.94~90.01m，平均厚 78.00m。上部以灰绿色、褐红色粉砂岩、细粒砂

岩为主，以夹有同生细砂质、粉砂质砾石为特征，并夹有数层薄层粉砂质同生砾

屑灰岩；下部为浅红~紫红色细~中粒砂岩，具蜂巢状构造，富含铁质红色斑点。 

本组与下伏上石盒子组整合接触。 

d） 三叠系下统（T1） 

区内仅发育下统刘家沟组（T1l）。 



 

  25

出露于首山一矿井田南部李口向斜轴及北部灵武山向斜轴部附近，厚约

130.00m。紫红色及褐红色中粒砂岩，厚层状，成分以石英为主，次为长石及岩

屑，次棱角~次圆状，分选中等，硅质及铁质胶结。具大型板状交错层理及缓波

状层理，局部层面见浪成波痕，含较多铁质红色斑点，俗称金斗山砂岩。与下伏

石千峰组整合接触。 

e） 第四系（Q） 

分布于白石山背斜两翼平缓的山坡、冲沟两侧及平地等地带。厚 0~156.0m，

由暗黄色、棕黄色粘土、砂质粘土、含砂质粘土及砾石组成。与下伏各时代地层

均为不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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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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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河南省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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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古板块南缘，属华北板块内崤熊构造区，陕

（县）～平（顶山）断陷分区，包括平顶山断隆和韩梁断隆。附近无全新世活动

断裂 

评估区内未发现全新世活动断裂通过。 

第六节岩土体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评估区主要的岩土体为由暗黄色、棕黄色粘土、砂质粘土、含砂质粘土及砾

石组成。与下伏各时代地层均为不整合接触。含孔隙水，水位埋深不等，土体结

构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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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水文地质条件	

一、地下水类型及其赋水性 

依据地层岩性、岩溶、裂隙发育特征、水力性质和富水特征，将评估区含水

层（组）自下而上划分为六大含水岩组，即变质岩岩类裂隙含水岩组、寒武系碳

酸盐岩类岩溶裂隙含水岩组、石炭系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含水岩组、三

叠系、二叠系碎屑岩类裂隙含水岩组、新近系泥灰岩类岩溶裂隙含水层岩组和第

四系松散类孔隙含水层组成的孔隙、岩溶含水岩组。 

（1）变质岩类风化裂隙含水岩组 

由震旦系及其以前的古老变质岩系组成。以石英片岩、冰碛砂砾岩及石英岩

为主。风化带一般厚30～100m，为裂隙潜水，局部为裂隙承压水，富水性弱。 

（2）寒武系碳酸盐类岩溶裂隙含水岩组 

寒武系以中、下部毛庄、馒头组泥岩、砂质泥岩为隔水层分为上下两个含水

段。上段：崮山、张夏组岩溶较发育，以岩溶裂隙为主。在-250m以浅及构造破

碎带附近，岩溶裂隙发育，相对富水性强。下段辛集组岩溶发育不及上段，富水

性稍差。含水岩组富水性差异大，为弱至强富水的含水岩组。 

上寒武统崮山组白云质灰岩含水层，平均厚68m。钻孔最大揭露厚度为96.92m，

岩溶发育以标高-180m为界。在此标高之上岩溶裂隙发育，含水层富水性强，据

首山一矿25′－5和19-3孔抽水资料，单位涌水量0.8892～1.0534L/(s.m)，渗透

系数1.6229～3.428m/d，水位标高+73.64m～+83.61m；之下岩溶裂隙发育程度和

含水层的富水性逐渐减弱。据23-1孔与太原组混合抽水资料，单位涌水量

0.0080L/(s.m)，渗透系数0.0117m/d，水位标高+94.69m，另据4514孔注水试验

资料，单位注水量0.143L/(s.m)，渗透系数0.4981m/d，水位标高-233.52m。经

矿井长期疏排，水位已大幅下降，目前在首山一矿水位已降至-557m（寒2#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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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炭系太原组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含水岩组 

含水层由7～9层石灰岩组成，自下而上划分为L1～L9，厚16.81～48.00m，其

中L2和L7+8石灰岩比较稳定。浅部岩溶裂隙发育，富水性好，单位涌水量0.00535～

18.00L/(s.m)，渗透系数0.0251～64.8m/d，矿化度0.26～0.59g/L，水质类型

HCO3-Ca和HCO3-Ca·Mg。L7～L9石灰岩为太原组上段含水层，是二1（己16-17）煤

层底板直接充水含水层，L1～L4石灰岩为太原组下段含水层，其中L1～L3石灰岩

是一4（庚20）煤层的底板直接充水含水层，L4石灰岩是一4（庚20）煤层的顶板

直接充水含水层。经矿井长期疏排，水位已大幅下降，目前在首山一矿水位已降

至-675m（石炭1#孔）。 

（4）三叠系、二叠系碎屑岩岩类裂隙含水岩组 

包括非煤系地层的三叠系下统刘家沟组、二叠系上统石千峰组和煤系地层的

上、下石盒子组及山西组，含水层部分由各组中的砂岩组成。石千峰组一段（平

顶山砂岩）在煤田中部分水岭出露，直接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岩性为中粗粒石

英砂岩，硅质胶结，厚110～130m，节理裂隙发育，富水性好，单位涌水量0.1568～

1.0964L/(s.m)，渗透系数0.0957～1.459m/d，水质类型HCO3-Ca、HCO3-Ca·Na及

HCO3·SO4-Na·Ca，矿化度0.3～0.412g/L。 

二叠系上、下石盒子组及山西组的各煤层之间均有厚度不等的砂岩含水层，

多为煤层顶板直接或间接充水含水层。各含水层之间都有泥岩、砂质泥岩相隔，

一般无明显的水力联系。含水层以细～粗粒砂岩为主，单位涌水量0.00039～

0.202L/(s.m)，渗透系数0.000047～0.952m/d，水质类型HCO3-Ca、HCO3-Na，为

弱含水的裂隙承压含水层。 

（5）新近系泥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岩组 

新近系泥灰岩岩类岩溶裂隙含水层，厚0～22m，分布于七～十一矿浅部煤层

隐伏露头附近，含、导水性强，超覆于煤系地层之上，沟通了各灰岩含水层之间



 

  29

的水力联系，是造成五矿、七矿和十一矿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主要因素之一。单

位涌水量0.244～45.0L/(s.m)，渗透系数0.487～2.90m/d，矿化度0.3g/L，水质

类型HCO3-Ca，HCO3-Ca·Mg型。 

（6）第四系松散类孔隙含水层组成的孔隙含水岩组 

第四系松散类孔隙含水层，主要分布于沙河、北汝河两岸和东部、东北部广

大平坦地区，厚0～450m，自西向东厚度逐渐增大，岩性多为褐黄、灰黄色含钙

质结核的砂质粘土、粘土、细砂及卵砾石组成。主要含水层为上部冲积、洪积成

因的细砂、砂砾石层和下部砾石层及底部砾石夹粘土层。含水层之间多被不稳定

的薄层状的砂质粘土、粘土隔开。其接受大气降水渗入补给及地表水季节性补给。

集中于河流排泄。总体富水性较弱。沙、北汝河两边的冲积沙层富水，可作为供

水水源，钻孔单位涌水量为0.0007～16.2L/(s.m)，渗透系数为0.0021～

193.35m/d，水质类型HCO3-Ca，矿化度<0.5g/L，水温16～18℃，水位标高+74.99～

+98.29m。 

二、地下水的补给、径流与排泄 

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有地表水、大气降水。 

（1）大气降水 

大气降水是地下水的补给来源。年最大降水量1461.6mm，最小降水量373.9mm，

年平均降水量 742.6mm，月最大降水量 481.3mm。最大连续降水天数 9 天。雨季

集中在 7、8、9 三个月，约占年总降水量的 70%，显然，地下水接受大气降水的

补给主要集中在夏季。新生界普遍发育有巨厚粘土隔水层，分布稳定，因此大气

降水与矿井涌水量的动态关系不大。 

（2）地表水 

评估区处在淮河流域，评估区南部的沙河和北部的汝河均为淮河支流，北汝

河在舞阳县境内汇入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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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种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和规模不断加强，对自然环境

破坏日趋严重，从而引发多种地质灾害。人类工程活动主要是修建公路、水利、

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房地产开发、大型商业开发等建设项目。综上所述，

评估区内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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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野外调查，评估区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

裂缝及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第二节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据野外调查，评估区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

裂缝及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 

表 3-1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要求 

危害程度 
发育程度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危害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害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危害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第三节现状评估结论	

据野外调查，评估区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

裂缝及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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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可能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 

根据对评估区的现状调查，考虑片区地下空间建设、地下管线建设等城市规

划，片区内工程建设基坑开挖深度大于 5m。片区内粉质黏土层为弱胀缩性土和

中软土，工程地质性质较差。基础开挖施工过程中，若支护不当，在降水、震动

等因素作用下，有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 

（二）工程建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 

评估区范围内地形平整，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

较小。 

（三）工程建设引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 

评估区范围内地形总起伏较小，工程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引发边坡崩塌的可

能性较小。 

二、建设工程自身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评估区基础开挖施工中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较小。因此，

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危险性小。 

（二）建设工程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评估区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危险性小。 

（三）建设工程遭受边坡崩塌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评估区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引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较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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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边坡崩塌的危险性小。 

三、预测评估结论 

预测评估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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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小，遭受地面不均匀沉

降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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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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原则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充分考虑评估区地质环境条

件的差异和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危害程度，确定判别区段危险性的量化

指标。依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采用定性、半定量分析法，进行评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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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野外调查，评估区内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

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现状评估认为，现状条件下，评估区的地质灾害

不发育，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预测评估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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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成后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小，遭受地面不均匀沉

降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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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附图 2）。 

表 5-1 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表 

区段 地质灾害类型 
现状 

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分区 

评估 
引发 遭受 

建设中 建成后 建设中 建成后 

拟建工程 
基坑边坡崩塌  小  小  地质灾害危险性

小区 地面不均匀沉陷   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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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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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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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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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措施。 

第四节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

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场地建设用地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为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对工程和地质环境的破坏，

确保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顺利地进行和建成后正常使用，工程设计及施工过程中应

当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以防止地质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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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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不均匀沉陷防治措施 

建设场地平整施工过程中，严格按设计施工，填筑土碾压要密实、均匀，防

止地面不均匀沉陷发生。 

3、边坡崩塌防治措施 

工程设计时尽量依地势而布置，高低错落有致，减小开挖深度，并作好边坡

防护工程和排水设施设计，防止发生边坡崩塌。工程施工过程中尽量避开雨季施

工，并按设计的边坡防护工程和排水设施进行边坡崩塌防治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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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襄城县产业集聚区建设场地附近无全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值 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评估区位于低山丘陵

区，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较单一，岩性岩相变化小，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差，

地质构造较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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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工程活动一般，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小。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程度属中等类型。 

2、拟建工程为工业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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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等类型，建设项目属重要建设项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评估。 

4、据野外调查，评估区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

地裂缝及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 

5、预测评估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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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后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小，遭受地面不均

匀沉降的危险性小。 

6、综合评估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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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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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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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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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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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相关评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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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贯彻地质灾害“以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针，做

好灾害防治措施。 

4、工程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应加强地质灾害监测，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

损失。 

5、评估工作结束两年后，工程建设仍未进行，应重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工作。 

6、工程建设应严格按照相关规程、规范和勘察、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附表 1 

附表 1  征地范围拐点坐标 

地 块

编号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地块

编号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坐标 X 坐标 Y 坐标 X 坐标 Y 

1  J1 3749599.75 38453509.14 3  J31 3750070.58 38454094.00 

1  J2 3749509.27 38453885.38 3  J32 3750324.58 38453813.55 

1  J3 3749226.69 38453817.12 4  J33 3751672.70 38453320.53 

1  J4 3749331.47 38453450.40 4  J34 3751469.09 38454221.28 

2  J5 3751461.78 38454253.73 4  J35 3751168.74 38454107.23 

2  J6 3751320.23 38454879.59 4  J36 3751308.44 38453423.55 

2  J7 3751263.36 38455137.48 4  J37 3750842.77 38453341.00 

2  J8 3751152.20 38455115.03 4  J38 3750851.24 38453283.85 

2  J9 3751128.92 38455239.92 4  J39 3751031.15 38453129.33 

2  J10 3750957.47 38455197.58 5  J40 3750237.23 38452114.74 

2  J11 3750970.17 38455089.63 5  J41 3750359.99 38451473.39 

2  J12 3750584.93 38455015.55 5  J42 3751113.53 38451464.92 

2  J13 3750667.48 38454446.17 5  J43 3751117.76 38451486.09 

2  J14 3751097.17 38454554.12 5  J44 3750980.18 38452309.47 

2  J15 3751181.83 38454162.53 6  J45 3752013.11 38451447.33 

3  J16 3750695.00 38453964.36 6  J46 3751139.61 38451447.44 

3  J17 3750549.48 38454951.26 6  J47 3751145.94 38451322.36 

3  J18 3750290.19 38454903.63 6  J48 3750947.63 38451312.52 

3  J19 3750306.06 38454787.21 6  J49 3750973.03 38451125.20 

3  J20 3749909.19 38454726.36 6  J50 3750389.89 38451123.61 

3  J21 3749824.52 38455258.17 6  J51 3750470.35 38450493.84 

3  J22 3749954.16 38455279.34 6  J52 3751188.83 38450474.13 

3  J23 3749914.48 38455541.28 6  J53 3752155.99 38450439.40 

3  J24 3749988.56 38455549.22 7  J54 3751146.89 38456967.98 

3  J25 3749943.58 38455914.34 7  J55 3752032.72 38457082.28 

3  J26 3749894.05 38455915.68 7  J56 3751472.33 38457572.81 

3  J27 3749320.69 38455293.68 7  J57 3751188.17 38457277.54 

3  J28 3749406.48 38455144.40 7  J58 3751148.48 38457220.39 

3  J29 3749713.39 38454702.55 7  J59 3751135.78 38457164.83 

3  J30 3749634.02 38454689.32     



 

 

附件 1 

委托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承诺贯彻地质灾害“以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针，以达到

保护环境，避免灾害的发生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的目的，针对报告中所提

出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做好以下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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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不均匀沉陷防治措施 

建设场地平整施工过程中，严格按设计施工，填筑土碾压要密实、均匀，防

止地面不均匀沉陷发生。 

3、边坡崩塌防治措施 

工程设计时尽量依地势而布置，高低错落有致，减小开挖深度，并作好边坡

防护工程和排水设施设计，防止发生边坡崩塌。工程施工过程中尽量避开雨季施

工，并按设计的边坡防护工程和排水设施进行边坡崩塌防治工程施工。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公章）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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