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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手册用于指导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隐患

的群测群防工作。

群测群防：群众性预测预防地质灾

害工作的统称，指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

展的以当地民众为主体的监测、预警、

预报、预防工作。

群测群防员“四应知”：应知辖区

隐应患点情况和威胁范围；应知群众避

险场所和转移路线；应知险情灾情报告

程序和应急处置办法；应知地质灾害监

测时间和次数。

群测群防员“四应会”：应会识别

地灾发生前兆，应会使用简易监测仪器

和监测方法，应会对监测数据记录分析

和初步判断，应会指导防治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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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概念

1、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因素（如降

水、地震等）或者人为活动（如山体开

挖、矿山开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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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崩塌

崩塌是指陡坡上被直立裂缝分割的

岩土体，因其下部软弱空虚、折断压碎

或局部滑动，失去稳定，突然脱离母体

向下倾倒、翻滚的地质现象（陡坡上塌

下来石头或土体）。由于崩塌多分布在

山区丘陵地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发生

突然、致灾过程短促，也是我省黄土覆

盖地区最为多见的一种灾害。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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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省诸类地质灾害中最危险的灾种。

3、滑坡

滑坡是指斜坡岩土体在以自重为主

动力作用下，沿着贯通的一个和数个软

弱面发生以水平位移为主的顺坡剪切滑

移现象（石头或土体顺一斜面滑下来）。

俗称山西走山、山行。山滑。滑坡的最

大特征是滑坡运动始练依附于一个前切

面，并且滑动体的水平位移大于垂直位

移。

4、泥石流

泥石流是发生在山区的一种含有大

量泥砂、石块和巨砾等固体物质的短时

性特殊洪流（大量的泥和砂石随洪水从

沟里流出来）。俗称“走蛟”、“出龙”、

“蛟龙”等。它的特点是：突然爆发，

来势凶猛，运动快速，历时短暂，往往

在瞬间摧毁建筑物、工程设施和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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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财产，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是严重

威胁山区居民安全和工程建设的地质灾

害。

5、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是指地表岩、土体在自然

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向下陷落，并在地

面形成塌陷坑（洞）的一种动力地质现

象，由于其发育的地质条件和作用因素

的不同，可分为岩溶塌陷和。

6、地裂缝

地裂缝是指地表岩土体在自然或人

为因素作用下，岩土体发生变形，当力

的作用与积累超过岩土层内部的结合力

时，岩土层发生破裂，其连续性遭受破

坏，形成裂隙（简单地指地面裂开缝子）。

在地下因遭受周围岩土体的限制和上部

岩土层的压制作用而比较紧密，在地表

由于围压作用减小，形成一定长度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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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裂缝的地质现象。地裂缝属于缓变性

的地质灾害，但是它对建筑物和各类管

网等的拉裂、剪切力是很大的，致灾后

果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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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灾害前兆

1、崩塌发生前的前兆

崩塌在发生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前兆：

（1）崩塌体的前缘有掉块、落石或流

土现象；

（2）崩塌体的根部出现新的裂缝，有

时可嗅到异常气味；

（3）偶尔有岩石撕裂、摩擦、错裂声；

（4）有的出现热气、氡气、地下水异常；

（5）动物出现异常现象等。

2、滑坡发生前的前兆

（1）滑坡前缘地段出现横向和纵向放

射性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地鼓）现象；

（2）前缘有房屋时，木结构房屋发“吱

吱”声音，房屋墙体出现裂缝斜歪，砖窑

边有响声，土窑出现掉土和裂缝等；

（3）滑坡后缘裂缝急剧加长加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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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不断发生，滑坡后部快速下座，四周

岩土体出现松驰和小型滑塌；

（4）滑带岩土体因摩擦错动而发出声

响，并从裂缝中冒出热气或冷风；

（5）在滑坡前缘坡脚处，有堵塞多年

的泉水复活现象，或出现泉水（井水）突

然干枯、井（孔）水位突变等异常现象；

（6）动物惊恐异常。

3、泥石流发生前的前兆
（1）冲沟范围长时间降水，地表松散

体饱和，突然一次降水量增大，易发生泥

石流；

（2）泥石流沟上游行洪区沟谷两侧发

生崩塌、滑坡堵塞沟谷，在下游常常出现

短时的断流现象，这是溃决型泥石流即将

发生的前兆；

（3）泥石流沟谷上游突然传来异常轰

鸣声，声音明显不同于机动车、风雨、雷

电、爆破等声音，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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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撞击产生。

4、地裂缝活动的前兆

地裂缝的活动性难以预测，但发生前

部分地区也有前兆现象。如果建筑物地处

地震活动带和活动性断裂带上时，遇以下

现象时应考虑是地裂缝在活动：

（1）地下水突然变浑、变味、变色；

（2）井（泉）水突然水位抬升冒泡或

水量增加、涌水；

（3）坑井水突然升降或干涸；

（4）植物异常发芽、开花；

（5）冬眠小动物、小虫出现异常或从

地裂缝中爬出；

（6）地面下有地声，或感到地动；

（7）地面开裂冒砂、冒水、冒气。

5、地面塌陷发生的前兆

（1）地面的变化

①地面出现错开和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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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地裂缝在冬天有热气或异味冒出，

裂缝两侧有白色雾霜；

③地面开始下沉，出现低洼地、汇水

洼地、移动盆地。

（2）地面建筑和构筑物的变化

①砖墙出现 45°的裂缝、门窗变形、

下沉开裂；

②窑洞掉土，雨天漏水；

③供水管道水量减少或断流；

④路面开裂下沉；

⑤交通设施开裂变形。

（3）地表生态出现异常

①土壤保水能力差、土地日趋砂化；

②种子不易发芽或不出苗、农作物瘦

黄枯死、产量逐年减少；

③树叶逐年枯萎、果树早落花不易结

果、每年有干枯死株；

④草木植物种类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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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表（下）水的变化

①泉（井）水位逐渐下降，水量减少

或干涸；

②井水位突然上升和变混浊（有矿坑

突水现象）；

③地表溪水逐年减少或断流；

④灌溉水量较往年增加，或水流下漏。

（5）声音的变化

①地下有机械和爆破震动声（是否越

界采入保安煤柱）；

密洞掉土.雨天漏水；

②屋内有响声，偏僻地区村民半夜有

“闹鬼”的现象，说明房屋结构部位发声。

遇以上现象都要及时了解地下的开采

情况，并选择远离采空区的安全地带，以

便有险情及时使人和财产安全撤离安放，

特别是在雨季更要设有专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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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1.预警分级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四级蓝色预警为发

生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三级黄色预警为

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二级橙色预警为

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一级红色预警为发

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

2.预警发布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气象部

门联合开展本级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工作，预警结果应及时报告本级

人民政府，同时通过手机短信向群测群防

员发送，通过网络平台及广播、电视媒体

向公众发布（预警级别达到三级以上）。

预警内容包括突发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

间、范围和可能性大小。

3.预警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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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级（蓝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

监测员要做好值守工作，保持通信联

络畅通，相关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

（2）三级（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

①监测责任人、监测人员按照监测方

案进行监测，并做好监测记录。

②监测员在预警期间日巡查不少于 2

次，重点观测隐患点坡面坡脚变化，观察

坡顶面是否有裂缝或落水洞形成，并做好

标志，供下次巡查时进行比较，发现险情

立即报告，由乡镇政府迅速组织人员撤离。

（3）二级（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

①预警区域县自然资源部门主要负责

人在岗值班，向县政府报告并提请县政府

视情况启动相应应急响应。组织乡镇政府、



·12·

责任单位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措施落实

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②乡镇政府落实避险安置场所，做好

应急准备，发现异常，迅速疏散转移群众，

所有施工单位立即停止隐患点附近的户外

作业。

③监测员在预警期间日巡查不少于 4

次，发现险情立即报告乡镇政府、村委会

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

（4）一级（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

①预警区域县自然资源主要负责人在

岗在位，全面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及

时向县政府书面报告，研究重要隐患点抢

险方案，建议启动应急响应。

②县地灾应急总指挥发布命令，召集

成员单位安排部署，地灾应急专家、应急

队伍和综合救援队伍随时待命，做好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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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成员单位结合天气变化情况，启动

防范区域应急响应。

③乡镇政府紧急疏散地质灾害隐患点

危险区及附近人员，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到指定避险安置场所。

④监测员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巡查情

况及时报告乡镇政府和县自然资源局；县

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带队对中型以上隐

患点进行排查，组织指导人员果断避让搬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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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排查与调查

1、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巡查与核查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要求，地方

人民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力量做好辖区内的

“三查”工作，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

汛后核查。

汛前排查是指在本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编制前完成辖区地质灾害排查，发现、

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区），落实汛期各

项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和制度，采取防范指

施，提出防治建议，为编制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提供基础依据。

汛中巡查是指针对降雨天气，尤其持

续降雨或大到暴雨，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应组织专人分组分片对所辖地质灾害易发

区，尤其是交通干线、人口聚集区、工矿

企业、山区沟谷等进行巡查，观察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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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谷状况，及时发现地质灾害险情；乡（镇）

人民政府应组织村社干部，依靠并发动群

众对房前屋后斜坡、沟谷等地进行巡回检

查，遇有险情及时报告。同时县、乡两级

群测群防组织在汛中要重点检查责任制落

实、宣传培训到位、各项防灾措施部署、

监测人员上岗等情况。

汛后核查是指县、乡两级群测群防组

织在汛期结束后，对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地质灾害隐患点（区）防灾预案执行

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形成核查报告，指出

存在问题，提出今后工作建议意见。

2、隐患点（区）的定期巡查的内容

巡查内容包括：

（1）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前屋后高陡

边坡是否变形开裂、掉土块或砂土剥落。

（2）村庄、民房后山斜坡上的引水渠、

蓄水池、水塘等水利设施是否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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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屋等建筑物墙、地面是否有开

裂、下错或变形加剧。

（4）沟谷河（溪）水浑浊度（泥沙含

量）、颜色变化。

（5）降雨情况，是否大于常年同期水平。

（6）民房后山斜坡上泉水浑浊度（泥

沙含量）、颜色、水量变化。

3、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确定

在地质灾害排查、巡查中新发现的或

机构（个人）发现上报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由当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业部门或

技术人员，通过地面地质条件、地形条件

和影响因素、威胁对象调查，初步评价地

质灾害隐患点的稳定性，危险性、危害性

等，按要求采集、填写数据、录制影像资

料，形成书面认定意见，纳入隐患点管理

数据库。

4、泥石流调查要做到沟要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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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掌握泥石流从沟口堆积区一

流通区—形成区的地质环境特征和灾情、

险情，泥石流调查时要坚持”沟要到头”

的原则：

（1）在沟口重点调查历次泥石流的发

生时间、频数、规模、形成过程、爆发前

的降水情况和爆发后产生的灾害情况。堆

积区调查堆积扇分布范围、表面形态、纵

坡、植被、沟道变迁和冲淤情况，堆积物

的性质、层次、厚度、一般和最大粒径及

分布规律。判定堆积区的形成历史、维积

建度，估算一次最大堆积量。调查泥石流

沟谷的历史。

（2）在流通区重点调查沟床纵横坡度、

跌水、急湾等特征，沟床两侧山坡坡度、

稳定程度，沟床的冲淤变化和泥石流的痕

迹。

（3）在形成区重点调查水源类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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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条件、山坡坡度、岩层性质及风化程度，

断裂、滑坡、崩塌、岩堆等不良地质现象

的发育情况及可能形成泥石流物源的分布

范围、储量。

5、危险坡体调查要坚持坡要到顶

（1）要准确掌握坡体（滑坡、坡体、

不稳定边坡）剖面形状，长度、宽度、厚

度、面积和体现。

（2）全面了解坡体（滑坡、坡体、不

稳定边坡）边界特征。

后壁的位置、产状、高度及其壁面上

擦痕方向；坡体两侧界线的位置与性状；

前缘出露位置、形态、临空面特征及剪出

情况；露头上滑床的性状特征等。

（3）表部特征：微地貌形态（后缘洼

地、台坎、前缘鼓胀、侧缘翻边埂等），

裂缝的分布、方向、长度、宽度、产状、

力学性质及其它前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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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特征：调查坡体的岩体结构、

岩性组成、松动破碎及含泥含水情况，滑

带的数量、形状、埋深、物质成分、胶结

状况，滑动面与其它结构面的关系。

（5）了解掌握整个坡体变形活动特征：

调查整个坡体的落水洞、裂缝发生时间、

数量、规模等，分析目前的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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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隐患监测

1、隐患点的日常监测的内容

监测对象和内容：

（1）变形斜坡坡体表面裂缝、建筑物

的墙、地面裂缝、房前屋后人工边坡裂缝

宽度和深度变化。

（2）房前屋后人工边坡挡墙平整度

（凹凸、开裂、渗水或渗沙（泥）、错落）

变化。

（3）坡脚和坡面地下水水量、浑浊度

（泥沙含量）、颜色、流动（渗出）形态

（管状，面流状）变化；坡面地表水渠（明

渠或引水管）、蓄水池渗漏程度。

（4）山坡树木（主要是乔木）生长形

态（倾斜度和方向）变化。

（5）斜坡上水田、果园，菜地，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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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渠或引水管）等的平整性（倾斜、错

落）变化。

（6）山坡或沟谷松散物变化情况、堆

弃物（泥沙、矿渣、人工垃圾）流失、冲

刷、淘蚀程度。

（7）岩质山坡危岩（滚石）基座松动、

岩石开裂变化、块石脱落。

（8）沟谷河（溪）水流量、浑浊度（泥

沙含量）、颜色变化。

（9）地面塌陷、地裂缝的变化等。

2、地质灾害隐患监测的方法

有仪器观测方法、简易测量方法和肉

眼观察法三类。仪器方法适用于对变形时

间较长的较大型灾害体的观测，一般要在

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简易测量方法适

用于变形时间短、对灾害体局部裂缝变化

的测量，一般用尺子或贴片定时观测，只

要有专业人员指导，一般人员都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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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观察法适用于地质灾害体变形速度快、

来不及测量，看到险情迅速报警。

地质灾害简易监测，是指借助于简单

的测量工具、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对灾

害体、房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进行监

测的方法。

一般常用监测方法：

（1）埋桩法

埋桩法适合对崩塌、滑坡体上发生的

裂缝进行观测。在斜坡上横跨裂缝两侧埋

桩，用钢卷尺测量桩之间的距离，可以了

解滑坡变形滑动过程。对于土体裂缝，埋

桩不能离裂缝太近。

（2）埋钉法

在建筑物裂缝两侧各钉一颗钉子，通

过测量两侧两颗钉子之间的距离变化来判

断滑坡的变形滑动。这种方法对于临灾前

兆的判断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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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漆法

在建筑物裂缝的两侧用油漆各画上一

道标记，与埋钉法原理是相同的，通过测

量两侧标记之间的距离来判断裂缝是否存

在扩大。

（4）贴片法

横跨建筑物裂缝粘贴水泥砂浆片或纸

片，如果砂浆片或纸片被拉断，说明滑坡

发生了明显变形，须严加防范。与上面三

种方法相比，这种方法不能获得具体数据，

但是，可以非常直接地判断滑坡的突然变

化情况。

3、监测点监测记录的内容

（1）监测时间应记录年、月、日、时、

分（见表 5-1）；

（2）应记录天气状况，如有降水应记

清降水起止时间和降水量（见表 5-1）；

（3）应记录监测点的位置、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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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和监测方法等（见表 5-1）；

（4）应记录监测点的变化情况，如在

当日内或短时间内变化速度加快时，应加

密监测，观察周边建筑物和环境变化，分

析诱发因素，并及时告知责任监管部门，

是否发出预防预警信息（见表 5-1）；

（5）应对监测点变化留下影像资料；

（6）提交监测记录时，监测人应在监

测记录上签名。

4、隐患点监测的频次

（1）非汛期每 15 天监测一次，汛期

每 5 天监测一次，连续降雨天气时，特别

是 12 小时降雨量达 50mm 以上时，中型、

大型隐患点每 2 小时监测一次，特大型隐

患点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监测，及时、认真、

完整地记录监测数据，建立监测台账。

（2）监测人要向受威胁群众及时传达

隐患点变化情况，每周向乡镇政府报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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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监测数据，乡镇政府每 15 日向县自然资

源局报送一次监测数据。特殊情况下应立

即上报。

（3）县自然资源局对乡镇政府报送的

监测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提出建议；非汛

期每 30 天、汛期每 5天、持续降雨每 2 小

时向市自然资源局、县政府和有关部门报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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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隐患点监测记录表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时

天气： 监测部位：

灾害类型：

监 测 人：

监测情况记录：

如：降水起止时间、降水量；监测设备、

监测方法、监测频次；坡体后缘有无裂缝、

裂缝宽度、长度等变化情况；坡体周边房

屋建筑变形情况等。

监测结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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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应急处置和避险

1、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中的主要任务

（1）第一时间建立地质灾害应急救灾

现场指挥机构，启动防灾预案，根据防灾

责任制明确各部门工作内容。

（2）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

急对策，转移安置人群到临时避灾点，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有组织地救援受伤和

被围困的人员。

（3）对灾情和险情进行初步评估并上

报，调查地质灾害成因和发展趋势。

（4）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并建立警示

标志。

（5）加强地质灾害发展变化监测，并

对周边可能出现的隐患进行排查。

（6）排危及实施应急抢险工程。

（7）信息、通讯、交通、医疗、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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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治安、技术等应急保障措施到位。

（8）根据权限做好灾害信息发布工作，

信息发布要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2、灾后抢险救灾应做的工作

（1）监测人、防灾责任人及时发出预

警信号，组织群众按预定撤离路线转移避

让。

（2）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灾后自

救，包括被困人员自救、家庭自救、村民

互救。

（3）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去挖掘和搜

寻财物.避免灾害体进一步活动导致人员

伤亡。

（4）及时向上级报告灾情。

（5）灾害发生后，在专业队伍未到达

之前，应该迅速组织力量巡查滑坡、崩塌

斜坡区和周围是否还存在较大的危岩体和

滑放隐患，并应迅速划定危险区，禁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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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入。

（6）有组织地救援受伤和被围困的人

员。

（7）注意收听广播、收看电视，了解

近期是否还会发生暴雨的可能。如果将有

暴雨发生，应该尽快对临时居住的地区进

行巡查，避开灾害隐患。

3、地质灾害高发区居民点应做的避险准

备：

为紧急避险，地质灾害高发区的居民

要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在县、乡、

村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事先选定地质灾害

临时避灾场地，提前确定安全的撤离路线、

临灾撤离信号等，

有时还要做好必要的防灾物资储备。

4、发生崩塌灾险情时的应急避险

崩塌发生时，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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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定要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体下方，

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

觉地面震动，也应立即向两侧稳定地区逃

离。

5、发生滑坡时灾险情时的应急避险

滑坡发生时，应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

撤离，绝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如果滑坡

滑动速度很快.最好原地不动或抱紧一棵

大树不松手。

6、发生泥石流时的应急避险

当处于泥石流区时，不能沿沟向下或

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离开沟道、

河谷地带。但应注意，不要在土质松软、

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失稳下

滑，应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的地方暂停

观察，选择远离泥石流经过地段停留避险。

另外，不应上树躲避，因泥石流不同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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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洪水，其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泥石

流，所以上树逃生不可取。应避开河（沟）

道弯曲的凹岸或地方狭小高度不高的凸岸，

因泥石流有很强的掏刷能力及直进性，这

些地方可能被泥石流体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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