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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节 任务由来 

河南省颁发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各类规划衔接促进产业集聚

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了包括西平县产业集聚区在内的一批产业集聚区

建设。 

西平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托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

《河南省西平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09-2020）》，并通过了省发改委

组织的评审验收。省发改委下发的《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西平县

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方案的批复》根据西平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对产业集聚区规划范围及功能布局进行了调整。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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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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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西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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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县产业集聚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第二节 目的任务 

本次工作目的是在评估区规划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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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如下： 

1、查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判定地质环境条件的复杂程度，结合

项目的重要性和地形地貌特征，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范围和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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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明评估区地质灾害类型、特征、分布、稳定状态、发育程度、

危害对象和危害程度，对地质灾害进行危险性现状评估。 

3、依据建设工程项目类型、规模，分析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引发、

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工程本身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对地质灾害危

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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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场地的适宜性。 

5、提出针对性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 

第三节 评估工作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办发[2011]20

号）。 

3、《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1〕20 号文件精神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豫政〔2012〕28 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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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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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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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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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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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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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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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以及评估报

告引用的相关规范。  

11、《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西平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

方案的批复》（豫发改工业[2012]2373 号）。 

12、《河南省西平县产业集聚区空间发展规划（2016-2030）》驻马店

市城乡规划勘测设计院（2018 年 1 月）。 

13、《河南省西平县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驻马店市城乡规划

勘测设计院（2018 年 1 月）。 

1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合同。 

15、其他相关工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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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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位置与交通 

西平县行政隶属驻马店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北邻漯河市源汇区，

南邻遂平县，东邻上蔡县，西邻平顶山市舞钢市。京广铁路、京广高铁、

国道 G107、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位于西平县城南部， 规划范围东至过境绕城公路东

侧 520m、西至规划次干路一、南至柳堰河路、北至规划次干路三北侧规

划路。集聚区东西临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和国道 G107，京广铁路穿区而过，

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详见交通位置见图 1-1。 

图 1-1  西平县集聚区交通位置示意图 

2、工程规划概况 

 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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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平县产业集聚区用地规划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规划用地总面积 14km
2，其中建设用地 13.6998km

2，

水域和其它用地 0.3002km
2，其中建设用地主要分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共计 8 个大类。 

表 1-1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规划用地指标表 

序号 用地性质 用地类型 面积（公顷） 比例（%） 

1 居住用地 0.9256 6.76%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0.1309 0.95% 

 
其中 行政办公用地 0.0017 0.01% 

  
医疗卫生用地 0.0182 0.13% 

  
教育科研用地 0.111 0.81% 

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4775 3.49% 

 
其中 商业用地 0.4513 3.30% 

  
加油加气站用地 0.0262 0.19% 

4 工业用地 7.6146 55.58% 

 
其中 一类工业用地 4.7259 34.50% 

  
二类工业用地 2.8887 21.08% 

5 物流仓储用地 0.2846 2.08% 

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2745 16.60% 

 
其中 城市道路用地 2.2309 16.28% 

  
社会停车场用地 0.0219 0.16% 

  
交通枢纽用地 0.0217 0.16% 

7 公用设施用地 0.3284 2.40% 

 
其中 供应设施用地 0.0671 0.49% 

  
环境设施用地 0.224 1.64% 

  
安全设施用地 0.0373 0.27% 

8 绿地与广场用地 1.6637 12.14% 

 
其中 公园绿地 0.8229 6.00% 

  
防护绿地 0.8408 6.14% 

9 建设用地总计 13.6998 100.00% 

10 水域和其它用地 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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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规划面积 1400 
 

（2）类似产业集聚区规划单体工程结构类型及特征 

根据产业集聚区部分已建成工程和临近区域类似建设工程调查，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厂房一般采用门式钢架单层结构或装配式钢筋混凝土

排架单层结构，层高一般为 6-15m，柱间距一般为 6-10m，跨度一般为 15-

30m，一般采用条形基础或独立基础，基坑开挖深度一般为 2-3m。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房屋一般设计为多层建筑一

般采用混凝土框架结构，单层层高一般为 3-4m；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房

屋一般设计为多层建筑一般采用混凝土框架结构，单层层高一般为 3-4m，

地下一般为 1-2 层。一般采用条形基础或独立基础，基坑开挖深度一般为

5-10m。 

（3）规划工程重要性划分 

根据规划各地块内拟建设项目，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建

设工程重要性划分标准（见表 1-5），行政办公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教

育科研用地、商业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交通枢纽用

地内建设项目为重要建设项目；居住用地、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城市道路用地内建设项目为较重要建设项目；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

用地、水域和其它用地内建设项目为一般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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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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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地范围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规划调整后，上报用地范围为 14km
2，规划用地范

围拐点坐标见表 1-2。 

表 1-2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规划用地范围拐点坐标表（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 

序号 X Y 序号 X Y 

1 3691793.66  38504837.05  18 3693969.01  38503297.20  

2 3691116.33  38504837.06  19 3694145.01  38503349.42  

3 3691101.07  38503348.17  20 3694230.01  38503400.63  

4 3691068.35  38500154.77  21 3694240.41  38503629.25  

5 3692393.27  38500154.77  22 3694222.66  38503643.82  

6 3692631.28  38500154.77  23 3694299.55  38504802.54  

7 3692663.34  38499853.07  24 3694209.28  38507060.41  

8 3692670.85  38499709.05  25 3693870.61  38507065.65  

9 3692806.81  38499708.81  26 3693870.61  38507065.65  

10 3693226.05  38499700.29  27 3693371.25  38507057.03  

11 3693226.05  38499700.29  28 3693332.09  38506054.03  

12 3693285.02  38500312.46  29 3693358.27  38505046.83  

13 3693330.42  38500774.67  30 3692721.55  38505051.96  

14 3693658.92  38502959.94  31 3692721.55  38504437.40  

15 3693677.65  38503172.65  32 3692399.46  38504531.05  

16 3693681.32  38503212.51  33 3691864.80  38504819.10  

17 3693690.60  38503313.05     

规划用地面积：14km
2
 

第二节 以往地质工作 

评估区及附近区域已作过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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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集的主要资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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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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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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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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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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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81 年由河南省地质矿产厅水文地质一队提交的《1:200000（漯

河幅）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该报告对评估区范围的自然地理、地质

地貌、水文地质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对本次水文地质条件的分析研究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2019 年，驻马店市建筑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修编了《西平县第三

污水处理厂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较全面的勘察了当地岩土体种类和性质，

为本次调查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工程地质资料。 

7、2018 年 1 月，驻马店市城乡规划勘测设计院修编了《河南省西平

县城乡总体规划（2016-2030 年）》，较详细的对城区规划做了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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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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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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野外调查。野外调查采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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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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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月底完成野外调查，2022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驻马店市西平县产

业集聚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完成工作量见表 1-3。 

表 1-3 完成工作量一览表 

工作内容 单位 工作量 备注 

资料收集 份 10  

野外调查 

调查面积 km
2
 17 略大于评估范围 

水文地质调查点 点 6 主要为民用井水位调查 

地质地貌调查点 点 12 包括地质灾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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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照片 张 30 选用 5张 

室内资料整理 

报告 份 1  

报告插图 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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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规定，“应根据建设工程用地及规

划区范围、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类型及其影响范围确定”。 

评估区地势平坦，地质环境条件简单，地质灾害不发育。因此，本次

评估以规划用地范围作为评估范围，评估区面积约 14km
2。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6.1 条规定，“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程度与建设工程重要性，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划分为一级评估、二级评

估和三级评估三级”。 

1、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6.2 条规定，“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根据区域地质背景、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和岩土工程地质性质、地质构造、

水文地质条件、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划

分为复杂、中等和简单三类”，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见表 1-4。 

评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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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地震基本烈度Ⅶ度；评估区地形简单，地貌类型

单一；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质较差；地质构

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水文地质条件良好；地质灾害发育

弱；人类工程活动一般。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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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地质环境条

件 

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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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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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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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为主，地貌类型

多样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差

50m~200m，地面坡度以

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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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

皱、断裂，裂隙发育 

水文地质条件 

具三层以上含水层，

水位年际变化＞

20m，水文地质条件

不良 

有二至三层含水层，水位

年际变化 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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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中等类别。 

2、建设项目的重要性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4.6.3 条规定，“建设工程重要性根据工

程类别划分为重要、较重要和一般三类”，建设项目为产业集聚规划区，

属于重要建设项目（表 1-5）。 

表 1-5 建设工程重要性分类表 

建设工程重要性 工程类别 

重要 

城市总体规划区、村庄集镇规划区、放射性设施、军事和防空设施、

核电、速铁路二级（含）以上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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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度>30m或高度>50m的建设工程、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油气管道

工程、储油气库、学校、医院、剧院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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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要 

新建村庄集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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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24m~30m或高度>24m~50m

的建设工程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一般 
小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跨度

≤24m或高度≤24m的建设工程、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评估区属于城市总体规划区，建设工程重要性为重要建设项目。 

3、评估级别确定 

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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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详见表 1-6。 

表 1-6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 

建设工程重要性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复杂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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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7.1.1 规定，“在地质灾害调查的基础上，

应对滑坡、崩塌、 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不

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的发育程度、危害程度、诱发因索进行现状评估”；

7.1.2 规定“根据地质灾害体的发育程度、危害程度和诱发因素，结合地质

环境条件，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及建设工程特点，本次

评估，增加基坑边坡崩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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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位于华北区华北平原分区豫

东小区，详见图 2-1。评估区仅出露第四系全新统、上更新统地层。 

 



15 

 

二、区域地质构造 

据《河南省区域地质志》，地质构造分区属于中朝准地台华北

坳陷西平-平舆凸起分区，详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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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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断裂构造属于（F4）栾川-确山-固始深断裂带，距离评

估区较近的断裂为宿鸭湖断裂，为非全新世断裂活动断裂，详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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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评估区地震

峰值加速度为 0.1g，详见图 2-4，对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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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河南省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根据 GB18306-2015） 

根据查询河南省地震局官网及相关资料，自有地震记录一来，

西平县境内 1979 年 4 月 9 日、11 月 7 日和 2017 年 12 月 23 日，发

生过 3 次震级小于 3 级的微（弱）震，最大震级为 2.4 级，详见表

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91sNvIEXixdN3FfuV_EaA4weOW5A_VUCw1SM9dCdkF18O8-gYXQKpZKI8DCg5bGDJO73DnTfzv67VWH0YAboTbztCoQioGp7gudQMa-b9E3VLMK2qWf9-yVeE0iA-H0&wd=&eqid=bd5bbf8b007d21c800000003621c2c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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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西平县地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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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04.09 113°50′00″ 33°22′00″ 西平 2.0 

2 1979.11.07 114°01′00″ 33°27′00″ 西平 2.1 

3 2017.12.23 113°87′00″ 33°36′00″ 西平 2.4 

综上所述，评估区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附近无全新世活动

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1 g，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根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分级标准，评估区区域地质背景条件

复杂程度为中等。 

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西平县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属亚湿润大陆性季

风型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日照时数 2157.2 小时，平均

气温 14.8℃，无霜期 221 天，降雨量 852mm，春季多西北风，夏季

多东南风，平均风速 2.3m/s。 

二、水文 

评估区及周边地表水系属于淮河流域洪河支流汝河水系。 

汝河发源于河南省泌阳县五峰山，流经遂平县、汝南县、平舆

县、正阳县、新蔡县班台与小洪河汇流入大洪河。与洪河相汇前河

长 222.5km，流域面积 7376km
2，除西部为山区外，其他均为平原。

在汝南县沙口以上河床比降 1/4720；沙口以下河床比降为 1/6500。

泌阳县水文资料显示，汝河历史最大洪峰流量 1.3 万 m
3
/s（1975 年

8 月 7 日），平舆县水文站记录，20 世纪 50 年代初，最大流量 1 立

方米/秒，1971 年治理后最大流量 1850m
3
/s，年平均过水量 3.1 亿 m

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C%E9%98%B3%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6%B4%AA%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8%88%86%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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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西平县水系图 

照片 2-1 洪澍河（柏城街道韩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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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内主要地表水系为洪澍河（仙女河），为汝河支流柳堰

河的支流水系，详见图 2-5。柳堰河发源于遂平县西北境神沟庙和魏

老坟，由姜龙池入西平县境，流经专探、二郎、重渠等乡，全长

55km，流域面积 234km
2，主要有南万泉河、九龙沟、西遂界河、洪

澍河等 4 条支流。洪澍河在西平县也称仙女河，全长 32.1km，流经

西平县专探、柏城、盆尧、重渠四个乡镇。 

第三节 地形地貌 

一、区域地形地貌 

西平县位置处于华北大陆板块南缘，秦岭构造隆起带北侧的前

沿坳陷区。区域地形表现为地势西高东低，西南为浅山丘陵地貌，

北东为冈坡地貌，其间有倾斜平原分布。境内伏牛山余脉自县境西

南绵延入境，形成山区向平原过渡地带，详见图 2-6。县域海拔最高

553.2m，最低 53m，平均 59.9m。 

 

图 2-6  区域（洪汝河流域）地形地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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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区地形地貌 

评估区地形平坦，地表高程介于 53-58m 之间；根据原河南省地

质矿产局水文地质三队编制的《河南省遥感地貌图》（1:50 万），

评估区地貌属于冲积平缓平原，详见图 2-7、照片 2-2。 

 

图 2-7  评估区地貌简图 

照片 2-2 评估区地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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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评估区地形简单，相对高差＜5m，地势平坦，地貌

类型单一，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分级标准，评估区条

件简单。 

第四节 地层岩性 

一、区域地层 

    根据《河南省区域地质志》，评估区位于华北区（Ⅰ）华北平

原分区（Ⅰ3）豫东小区（Ⅰ3
2）。西平境内出露地层主要有上太古界太

华群、元古界汝阳群、上元古界洛峪群、新生界古近系、新生界新

近系和新生界第四系。 

1、上太古界太华岩群  

由变质杂岩组成。上部以斜长角闪岩、角闪石岩、黑云斜长片

麻岩、长英质条带状混合岩为主，交替成层，局部夹石墨角闪片麻

岩、石墨黑云斜长片麻岩薄屋，下部为厚层角闪斜长片麻岩及长英

质条带状混合岩，局部夹斜长角闪岩透镜体。原岩为镁铁硅酸盐至

碱质镁铁硅酸盐的火山沉积岩系。其层位于赵案庄组之底部。此层

已距今 25.8亿年。该地层分布在酒店乡蜘蛛山北坡和跑马岭东北坡。 

2、元古界汝阳群  

岩层厚度 970m，不整合在上太古界太华群之上。实际测得年

龄距今 12.8亿年。汝阳群由下至上分为三组。下组为云梦山组，淡

红至紫红色，中、薄层以石英砂岩为主，夹杂色页岩层。石英砂岩

层中有波痕遗迹。中下部分布着一层厚 40～50m 的安山玢岩，底

部为厚 20m 的砾岩层，厚约 810m，中组为白草坪组，由肝红色页

岩和薄层石英岩相间构成，厚约 60m。上组为北大尖组，中上部是

白云岩及硅质白云岩，有藻类化石出现，下部石英砂岩夹页岩厚约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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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群地层分布在蜘蛛山、跑马岭，断续出露于出山南部的寺

山、康山、锅底山、九女山及谭山等地。 

3、上元古界洛峪群  

海相沉积岩系，层厚约 400m，与下伏汝阳群呈整合接触，距

今 10 亿年。分上、中、下三组。下为崔庄组，以杂色页岩为主，

夹薄层砂岩及鲕状赤铁矿层，厚约 30m。中为三教堂组，由细粒石

英岩状砂岩构成，多形成山峦脊峰，厚约 160m。上为洛峪口组，

以含藻类化石杂色白云岩为主。顶、底为砂岩页岩，厚约 110m。 

洛峪群地层主要分布在北寺山，整个山体全由三教堂组碎裂石

英岩所构成。其次分布在蜘蛛山、跑马岭以南山区。 

4、新生界古近系 

较普遍地隐伏分布于平原区第四系之下，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

整合接触关系。距今 0.8～0.25 亿年。该地层由始新统、渐新统半

固结陆相洪积冲积和湖沿沉积物组成。顶部岩性为红色泥砾岩，下

为棕黄色、灰白色至深灰色砾质砂岩、粉砂岩、砂质泥岩、泥岩及

其与盐岩、含膏盐岩的交互层。岩层厚度达 1000～1600m以上。 

5、新生界新近系 

隐伏分布于平原区第四系之下。属陆相冲积、洪积碎屑沉积层，

岩性是棕黄色砂质粘土岩、细砂岩及透镜状砾岩。岩层厚 500m，

距今 0.25～0.035亿年。 

6、新生界第四系 

普遍覆盖于平原区及山前岗坡地带，由距今 350 万年以来的坡

积、洪积、冲积以及风积物质所组成。岩性有疏松的砂砾层、砂层、

亚砂土层、粘土层及黄土层。第四系以整合接触关系超覆在前所有

地层单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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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区地层 

评估区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上更新统堆积物，属冲

洪积相，详见图 2-8。岩性以粉质黏土为主，土体结构单一，可塑-

硬塑，透水性弱，干强度高，韧性中等，分布于评估区全区。 

 

图 2-8 西平县地层岩性简图 

综上所述，评估区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 

第五节 地质构造 

评估区位于中朝准地台华北坳陷西平-平舆凸起，详见图 2-2。 

西平-平與凸起位于华北坳陷南部、周口凹陷与驻马店-淮滨凹

陷之间，西接渑池-确山陷褶断束，东入安徽。呈北西西向展布在西

平-平舆一带，面积约 6000k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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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平舆凸起基地实际上是渑池-确山陷褶断束向东延伸部分。

古近纪以后，西面渑池-确山陷褶断束继续向上隆起，本区则随华北

坳陷整体沉陷。基底构造线方向为近东西向，东端有向北偏转趋势，

由太古界-古生界组成复式背斜，在西坪-上蔡南、旧沈丘、平與、

新蔡等地以太古界为核心形成四个穹窿状构造，呈北西西向串珠状

展布于凸起南北两侧。凸起边缘地带多发育断裂，以北西西向正断

层为主，次为北东向平推正断层。 

 

图 2-9  评估区区域地质构造图 

评估区内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根据《河南省境内主要活

动断裂资料汇编》（刘玉梓、吴东民等），距评估区最近的断裂为

宿鸭湖断裂。该断裂为一北西-南东向断裂，北起西平县西南，南止

于息县东北与新蔡西南交界处的张陶乡附近，全长约 140km。该断

裂与临汝-息县断裂为一组共生断裂，断裂东北盘平舆-西平凸起为

上升盘，西南盘淮滨-驻马店凹陷为下降盘，据河床两岸阶地发育状

况对比可明显看出该断裂在第四纪有活动，由于该断裂与为一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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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断裂，且该断裂东南止于，而临汝-息县断裂与息县-罗山断裂均

为非全新世断裂，故推断宿鸭湖断裂为非全新世断裂。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裂，裂隙发育，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分级标准，评估区地质构造条件

简单。  

第六节 水文地质条件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属孔隙潜水，赋存于土体裂隙、孔隙之中，

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的排泄主要是蒸发和河流径流排泄。

地下水位主要受季节、气候的影响。根据位于评估区内的西平县第

三污水处理厂《西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

察）》报告，场地勘察期间地下水的稳定水位埋深在自然地面下

2.1m-2.3m，历史最高水位埋深在自然地面下 1m，水位年变化幅度

在 1-2m 左右。 

根据评估区水质分析资料显示，地下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
2＋

型；PH 为 7.17-7.22，为中性水；侵蚀性 CO2为 0.00mg/L，对混凝

土结构、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具微腐蚀性，场地地下水水质见表 2-4。 

表 2-4 地下水水质分析及腐蚀性评价结果表 

评价

分项 

按环境类型水对混凝土结构 

的腐蚀性评价 

按地层渗透性水对混

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

价 

水对钢

筋混凝

土中 

钢筋的

腐蚀性

评价 

评价

条件 
环境类型：Ⅲ类 弱透水层：B 

干湿

交替 

项目 

编号 

SO4
2-

 Mg
2+

 NH4
+
 OH

-
 

总矿

化度 

侵蚀

性
CO2 

PH HCO3
- 

Cl
-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mol/L mg/L 

SY1 61.85 29.43 <0.02 <0.001 

 
426.8 0.00 7.17 4.45 71.97 

腐蚀

性评

价 

微 微 微 

SY2 61.20 29.92 <0.02 <0.001 

 
426.8 0.00 7.22 4.35 73.73 

腐蚀

性评

价 

微 微 微 

综上所述，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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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位于评估区内的西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西平县第三污水

处理厂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评估区内 30m 深度范围

内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上更新统堆积物，属冲洪积相。根据其成

因、时代、岩性和物理力学性质的不同，将地基土划分为 8 个工程

地质层，各层特征如下： 

第 1 层：粉质黏土（Q4
al＋pl），褐黄色，可塑，干强度中等，韧

性中等，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压缩性，表层约有 40-

50cm 厚表土，含植物根茎及生活垃圾。场区普遍分布，厚度 0.90-

2.10m，平均 1.61m。 

第 2 层：粉质黏土（Q4
al＋pl），灰褐色、棕色，软塑-可塑，干

强度一般，韧性差，无摇振反应，切面稍粗糙，中等压缩性，含少

量黑色铁锰质结核及灰色泥质团块。场区普遍分布，厚度 1.40-

2.90m，平均 2.02m。 

第 3 层：粉质黏土（Q4
al＋pl），褐色，可塑，干强度一般，韧性

一般，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压缩性。场区普遍分布，

厚度 5.70-7.30m，平均 6.51m。 

第 4 层：粉质黏土（Q4
al＋pl），    黄褐色，可塑，干强度中等，

韧性中等，无摇振反应，切面有光泽，中等压缩性，含少量黑色铁

锰质结核。场区普遍分布，厚度 1.20-3.00m，平均 1.94m。 

第 5 层：粉质黏土（Q3
al＋pl），    黄褐色、棕色，可塑，干强度

中等，韧性中等，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中等压缩性，含少

量黑色铁锰质结核及灰色泥质团块。场区普遍分布，厚度 2.00-

4.30m，平均 3.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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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层：粉质黏土（Q3
al＋pl），姜黄色，硬塑，干强度高，韧性

好，无摇振反应，切面光滑，中等压缩性。场区普遍分布，厚度

3.70-9.20m，平均 5.60m。 

第 7 层：粉质黏土（Q3
al＋pl），黄褐色，可塑-硬塑，干强度中

等，韧性中等，无摇振反应，切面有光泽，中等压缩性，含少量黑

色铁锰质结核。场区普遍分布，厚度 1.20-2.30m，平均 1.75m。 

第 8 层：粉质黏土（Q3
al＋pl），姜黄色、黄褐色，硬塑，干强度

高，韧性好，无摇振反应，切面光滑，中等压缩性，含少量姜结石，

粒径 3-5cm。该层未穿透。 

表 2-5 各地基土层承载力特征值及压缩性评价一览表       

层      号 1 2 3 4 5 6 7 8 

岩      性 
粉质

黏土 

粉质

黏土 

粉质

黏土 

粉质

黏土 

粉质

黏土 

粉质

黏土 

粉质

黏土 

粉质

黏土 

建议值 fak

（kPa） 
150 90 120 180 150 200 180 230 

压缩模量
Es0.1-0.2

（MPa） 

6.5 4.3 5.5 7.4 6.6 9.0 7.5 10.7 

压缩性评价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根据勘察结果，评估区地基土分层合理，地基土层物理力学性

质较为均匀，土体结构均一，可塑-硬塑，中等压缩性；场地未发现

其它不利于工程建设的地下埋藏物和不良地质现象，场地属可进行

建筑的一般场地。 

综上所述，评估区岩土体结构较简单，无不良地质现象，由于

评估区地下水埋藏较浅，易对拟建工程地基基础产生不利影响，故

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第八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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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人类工程活动主要是农业种植、交通建设和工业和民用

建筑建设等，仅对地表植被及地面环境影响较大，对地质环境的影

响小。（照片 2-3、2-4、2-5、2-6）。 

照片 2-3 农业种植 

照片 2-4 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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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5 工业厂房建设 

照片 2-6 居民建筑 

综上所述，评估区人类活动一般，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小，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分级标准，评估区人类活动对地

质环境的影响条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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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评估区位于冲积平缓平原区，根据野外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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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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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

见表 3-1。 

表 3-1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表 

发育程度 
危险程度 诱发因素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害大 

自然、人为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危害中等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危害小 

第三节  现状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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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害小，危险性小。 

  



32 

 

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地质灾害现状评估结果，评估区自然地质灾害不发育。根

据评估区规划建设工程特点，评估区规划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可能

产生地质灾害危险的灾种为基坑边坡崩塌和地面不均匀沉陷灾种。 

第一节 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区内地基土层物理力学性质较为均匀，土体结构均一，可塑-硬

塑，中等压缩性，自然地面下 2.1m-2.3m，水位年变化幅度在 1-2m

左右，若基坑边坡开挖和支护过程中施工不当，在地震、降水、机

械震动、抽排水、加载等因素作用下，有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

性。 

根据评估区部分已建成工程和临近区域类似工程建设情况调查，

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

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建设工程一般不需设计地下

建筑，基坑开挖深度一般小于 3m。基坑开挖深度位于自然水位线上

下，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

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标准（表 4-1），评估区内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

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程

度小，危险性小。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场地内多层房屋和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场地内高层房屋一般设计 1-2 层地下室，基

坑开挖深度约 5-10m，区内地基土层物理力学性质较为均匀，土体

结构均一，可塑-硬塑，中等压缩性。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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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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开挖深度超过 3m（含 3m）的

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范围。基坑开挖深度位于自然水位线以下，根据《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规范》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

测评估分级标准（表 4-1），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大，

危害程度小，危险性中等。 

表 4-1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表 

工程建设与崩塌

的位置关系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

发崩塌的可能性 
发育程度 

危害

程度 
危险性等级 

位于崩塌影响范

围内 
可能性大 

强发育 
危害

大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大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临近崩塌影响范

围 
可能性中等 

强发育 
危害

中等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位于崩塌影响范

围外 
可能性小 

强发育 
危害

小 

危险性中等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小 

 

综上，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

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基

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内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中等。 

二、工程建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评估区内地形平坦，高低相差起伏不大，根据评估区部分已建

成工程和临近区域类似工程建设情况，建筑物地基持力层一般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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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层土，根据《西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

勘察）》，第 3、4 层土承载力特征值分别为 120kPa 和 180kPa，基

本能满足类似工程建设计要求。 

若场地开挖和回填过程中，土层碾压不均匀，不密实，在降水、

建筑物荷载等因素作用下，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有引发地面不均匀

沉降的可能性。 

评估区场地平整，参考评估区部分已建成工程和临近区域类似

工程建设情况，规划建设场地地面基本不存在大挖大填现象，根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面沉降地

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标准（表 4-2），评估区内各规划工程建

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小，危害小，危险性小。 

表 4-2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表 

工程建设与地面

沉降的位置关系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

发地面沉降的可能性 
发育程度 

危害

程度 
危险性等级 

位于地面沉降影

响范围内 
可能性大 

强发育 
危害

大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大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临近地面沉降影

响范围 
可能性中等 

强发育 
危害

中等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位于地面沉降影

响范围外 
可能性小 

强发育 
危害

小 

危险性中等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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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结论，评估区内工

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

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

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

能性大，危害程度小，危险性中等。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

规划区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标准（表 4-3），评估区内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地质灾害

的危险性小；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

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危险

性中等。。 

表 4-3 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区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表 

工程建设与地质

灾害体的位置关

系 

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 
发育程度 

危害

程度 
危险性等级 

位于地质灾害体

影响范围内 
可能性大 

强发育 
危害

大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大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临近地质灾害体

影响范围 
可能性中等 

强发育 
危害

中等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位于地质灾害体

影响范围外 
可能性小 

强发育 
危害

小 

危险性中等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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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工程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降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结论，评估区内各

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小，危害小，危险性小。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

规划区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标准（表 4-4），评估区内

各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地面不均匀沉陷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表 4-4 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区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表 

工程建设与地质

灾害体的位置关

系 

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 
发育程度 

危害

程度 
危险性等级 

位于地质灾害体

影响范围内 
可能性大 

强发育 
危害

大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大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临近地质灾害体

影响范围 
可能性中等 

强发育 
危害

中等 

危险性大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中等 

位于地质灾害体

影响范围外 
可能性小 

强发育 
危害

小 

危险性中等 

中等发育 危险性中等 

弱发育 危险性小 

另外，根据《河南省西平县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沿

洪澍河和京广铁路两侧需设置不小于 50m 宽度的防护绿带，绿化带

内仅规划开展绿化工程建设，不进行大拆大建工程建设，故京广铁

路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小，危险性小。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预测评估认为，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

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程建

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评估区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

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小，危险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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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评估区内各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小，危

害小，危险性小。 

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

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

崩塌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地

质灾害的危险性中等。评估区内各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地面不均匀沉

陷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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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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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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程度和

诱发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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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量化指标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量化指标主要为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评估结论、预测评估结论、评估区地质灾害防治难度和防治效益等。 

根据各区（段）存在的和可能引发的灾种多少、规模、发育程

度、危害程度等，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判定评估区地质灾害

危险性的等级区（段）。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10.2.1.条规定，地质灾害危险性

综合评估，危险性等级划分为危险性大、危险性中等和危险性小三

级。 

现状评估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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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预测评估结论：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

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程建

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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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

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小，危险性中

等。评估区内各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小，危

害小，危险性小。 

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

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

崩塌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地

质灾害的危险性中等。评估区内各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地面不均匀沉

陷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表 5-1 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 

区（段） 地质灾害类型 
现状

评估 

危险性预测评估 综合分

区评估 引发 遭受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

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

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 

基坑边坡崩塌 无 小 小 危险性

小区 地面不均匀沉陷 无 小 小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 

基坑边坡崩塌 无 中等 中等 危险性

中等区 地面不均匀沉陷 无 小 小 

由于本次评估，现状条件下地质灾害不发育，预测评估认为可

能涉及的基坑边坡崩塌和地面不均匀沉陷灾种属于后期规划工程建

设可能发生的人为地质灾害，只要根据后期规划的不同工程施工特

点，制定详细施工方案，规范施工工艺，作好施工安全防护等工作，

就能很大程度避免地质灾害的发生。 

综上所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认为评估区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

用地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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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10.3.1 规定，“建设用地适宜性由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工程建设引发和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

危险性、地质灾害防治难度三方面确定”；10.3.2 规定“建设场地适宜

性评价分为适宜、基本适宜、适宜性差三个等级”见表 5-2。 

表 5-2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级 

级别 分级说明 

适宜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建设

工程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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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建设工程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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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的叮能性大，危

险性大，防治难度大 

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危害小，危

险性小。预测评估认为，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

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

程建设引发和遭受基坑边坡崩塌和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危险性小；评

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内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和遭受基坑边坡崩塌的危险性中等，引发和遭

受地面不均匀沉陷危险性小。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建设场地适宜性分级标准，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估认为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

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

程适宜建设；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

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工程基本适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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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防治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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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坑边坡崩塌防治措施 

要制定合理的基坑边坡施工和支护方案；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

要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和规范施工工艺进行施工，尽量避免剧烈施工

震动等；基坑边坡上方应避免堆放重型施工设备、大量建筑材料等，

防止荷载不均匀或过大对基坑边坡产生影响；要按照规范进行基坑

支；施工时应尽量避开雨季施工，作好基坑排水。 

2、地面不均匀沉陷防治措施 

建设场地平整施工过程中，严格按设计施工方案进行；填筑土

要密实、均匀碾压；应避免重型施工设备、大量建筑材料过于集中

或无序堆放，防止荷载不均匀造成建设场地地面不均匀沉降；尽量

避开雨季施工，作好建设场地排水，避免场地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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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1、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附近无全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值为 0.1g，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区域地质背景条件复杂

程度为中等；评估区地貌上属冲积平缓平原，地形平坦，地貌类型

单一；评估区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较简单，无不良地质现

象，但地下水位埋深较浅，工程地质条件较差；评估区无褶皱、断

裂等发育，地质构造简单；评估区地下水位年际变化＜5m，水文地

质条件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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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不发育；评估区人

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中等类型。 

2、拟建工程为城市总体规划区工程建设，建设项目重要性属重

要建设项目，评估区面积为 14k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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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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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评估结论：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

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工程

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评估

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

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基坑边坡崩塌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小，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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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评估区内各规划工程建设引发地面不均匀沉陷的可能性小，

危害小，危险性小。 

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

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

崩塌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基坑边坡崩塌地

质灾害的危险性中等。评估区内各规划建设工程遭受地面不均匀沉

陷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6、综合分区评结论：评估区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

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为地质灾害危险性

小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 

7、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估结论：评估区内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

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场地

内规划工程适宜建设；评估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规划工程基本适宜建设。 

第二节 建议 

1、规划工程施工时，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规程、规范制定施工

设计或施工方案，施工时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施工。 

2、评估区各规划工程施工时，若建设场地处于已划定为危险性

中等区，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政策和规范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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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程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相关单位应加强地质灾害监

测，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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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估工作结束两年后，若规划工程建设仍未进行，后期若工

程重新开始建设时，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政策和规范进行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 

6、评估工作结束后，若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规

划工程建设方案进行重大调整时，建设单位应按照相关政策和规范

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7、在规划用地范围内，如果后期规划工程建设有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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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的建设项目，以及位于评估

成果中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以上区域的相关重要建设项目，

按《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规

定，实行单个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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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项目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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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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