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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地质灾害特征及防治规划

姚 勇
（嘉应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广东 梅州５１４０１５）

摘　要：梅州市是典型的山区，是广东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易发区。在对该 市 地 质 灾 害 进

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对地质灾害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脆弱的地质环境是该地区地质

灾害发育的基础，降雨是主要诱因，人类工程活动是造成地质灾害隐患的主要因素。针对梅州市的灾害分

布情况及经济发展要求，对梅州市地质灾害进 行 全 面 规 划，并 进 行 了 易 发 性 分 区；将 梅 州 市 分 为 地 质 灾 害

重点防治区、次要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在把握预测性、前瞻性、动态性的原则上，将规划分为近期、中期和

远期规划。最后，对该区地质灾害防治提出 主 要 措 施 及 建 议：逐 步 建 立 地 质 灾 害 监 测 预 报 体 系，提 高 防 灾

减灾能力；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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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质

灾害的发生具有区域空间上的规律性和时间上的突

发性特点［１］。为了减轻地质灾害的损失，制定全国地

质灾害防治的 整 体 规 划，２００６年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开

展了全国地质灾害易发区综合评价和区划，地质灾害

的评价和区划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易发性评

价和危险性评价更是成为当下最为热点的问题之一，
王云龙等［２］通过ＧＩＳ平台和ＳＰＳＳ软件 之 间 数 据 格

式的交换，利用ＧＩＳ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对甘肃省

兰州市滑坡灾害危险性进行了区划；丛威青等［３］利用

ＧＩＳ平台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划中的关 键 问 题 进 行

了研究。
霍艾迪等［４］针对当前地质灾害区划研究 中 存 在

的问题，以斜坡单元作为研究对象，以ＧＩＳ技术作为

平台，利用水文解析工具，提出了一种将大面积研究

区域自动划分为最小适宜评价单元的新方法。类似



的研究还很 多，大 致 呈 现 以 下 共 性：（１）ＧＩＳ平 台 或

ＧＩＳ二次开发的平台已经成为地质灾害 区 划 的 常 规

方 法，技 术 成 熟，对 防 灾 减 灾 具 有 较 好 的 意 义；
（２）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地质灾害特征、形成条件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易发性区划或危险性区划，研究系统

性不够，同时对成果的应用情况重视不够，没有将易

发性分区或危险分区与防治规划相结合。
广东省梅州市地质环境较为脆弱，是地质灾害高

发、易发区，经 济 发 展 与 地 质 灾 害 的 矛 盾 日 益 突 出。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ａ来，该地区地质灾害造成１７１人死

亡，１６６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６亿元。因此，开

展以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为主的地质灾害

调查研究和全面规划，对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提高地

质灾害风险预测，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实现“绿
色梅州、生态梅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鉴于梅州市地质灾害的严峻形势和当前地质灾

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易发性评价的基础上，
对梅州市地质灾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侧重于成果

的应用，将其分为重点防治区、次要防治区和一般防

治区；从时间上制定分期规划目标，分为近期规划、中
期规划和远期规划。

１　地质灾害特征

１．１　类型与规模

据梅州市最新地质灾害调查规划成果显示，该地

区突发性地质灾害以崩塌和滑坡为主，规模以中小型

为主。统计结果显示，该地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及隐患

点６　１３３处，其中崩塌４　５１９处占７３％；滑坡１　４４８处占

２３％；地面塌 陷１５９处 占３％；泥 石 流３处、地 裂 缝４
处。在这６　１３３处 灾 害 点 中 小 型 灾 害５　９１０处 占

９６．３６％，中型以上２２３处占３．６４％。

１．２　时空分布规律

根据调查规划成果统计，梅州市８个 县（区）均

有地质灾 害 存 在，但 呈 现 明 显 地 域 性。按 行 政 区 统

计，丰顺、五华 县 地 质 灾 害 最 发 育，梅 江 区 灾 害 点 最

少，平远县灾害密度最小（表１）。该地区地质灾害具

有明显季节性，据统计在梅州市已发生的１　０５８处灾

害中，有１　０３０处发生在雨季。

表１　梅州市地质灾害分布情况

县（区）
地质灾害分布／处

滑坡 崩塌 地面塌陷 泥石流 地裂缝 合计

灾害密度／
（处·ｋｍ－２）

梅江区 １５　 ５５　 １ — ４　 ７５　 ０．２５
梅 县　 １２１　 ４６１　 ６６ — — ６４８　 ０．２４
大浦县 ２４４　 ３６５　 ６ — — ６１７　 ０．２５
丰顺县 ２５０　 １　５１６ — １ — １　７６７　 ０．６５
五华县 ５５６　 １　１７０　 ７ — — １　７３３　 ０．５４
兴宁市 ９６　 ５７７　 １９　 ２ — ６９４　 ０．３３
平远县 ５６　 １５０　 ２３ — — ２２９　 ０．１７
蕉岭县 １１０　 ２２３　 ３７ — — ３７０　 ０．３９
合 计 １　４４８　 ４　５１９　 １５９　 ３　 ４　 ６　１３３　 ０．３９

１．３　稳定性及危害程度

据调 查 统 计，稳 定 性 程 度 差 和 较 差 的 灾 害 点

５　７１６处，占９３．２％；基 本 稳 定 和 稳 定 的４１７处，占

６．８％（稳定性等级由定性评价得出）。潜在危害程度

以轻级为主，为４　３５５处，占７１．０１％，中 级 及 以 上 的

灾害点１　７７８处，占２８．９９％。

２　影响因素分析

地形地貌、岩土 性 质、地 质 构 造 是 地 质 灾 害 发 生

的基础条件，山高坡陡、岩土体软弱、结构面组合不利

是地质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降 雨、人 类 活 动 等 是 地

质灾害发生的诱发因素。

２．１　地形地貌

据调查，梅州市９０％以上的滑坡、崩塌等地质灾

害发生 在 标 高１００～４００ｍ，地 形 高 差 较 大，构 造 复

杂，表层土较厚的丘陵地带，原 因 在 于 该 区 间 丘 陵 坡

度适中，有利于形成较厚的堆 积 层，有 利 形 成 较 陡 峭

的地形。标高小于１００ｍ的盆地虽然表层土厚，但地

势平坦，整体稳定性好，而大于５００ｍ的高山区，主要

以基岩为主，表层土薄，二者均不利于滑坡、崩塌等地

质灾害的形成。

２．２　地层岩性

梅州市地质灾害主要以土质为主（表２），岩质灾

害３５６处，土质 灾 害５　７７７处，发 育 的 岩 组 主 要 为 与

岩浆活动有关风、化层较厚的块状较硬—坚硬岩组和

前寒武系层状较软变质岩组。

２．３　降 雨

降水对地质灾害的影响主要有：（１）使岩土体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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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含水量增加，容重增大，抗剪强度降低；（２）雨水

渗入残、坡积层或风化层，形成 静 水 压 力 并 浸 润 基 岩

面或隔水层，大大降低了接触面的抗滑力，诱发滑坡、
泥石流等。

在梅州已经发生的１　０５８处地质灾害中，有１　０３０
处发生在３—９月的雨 季，说 明 梅 州 市 地 质 灾 害 具 有

明显季节性，降水量与地质灾害发生有明显的相关关

系，是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外因。

表２　梅州市地质灾害按岩土性质分类状况

岩土性质 滑坡／处 崩塌／处 地面塌陷／处 泥石流／处 地裂缝／处 合计／处 比例／％
岩 质 ５６　 １４７　 １５３　 ０　 ０　 ３５６　 ５．８
土 质 １　３９２　 ４　３７２　 ６　 ３　 ４　 ５　７７７　 ９４．２

２．４　人类活动

梅州市已查明的６　１３３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中，由人

类活动造成的有５　３９０处；自然因素造成的仅７４３处

（表３）。梅州市山地多、平地少，在人类活动中经常削

坡，削坡后边坡陡立且坡面防护简陋，遇暴雨极易诱发

地质灾害，其中尤以削坡建房为主。以蕉岭县为例，该
县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３７０处，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有

３４５处，其中削坡建房形成的有２９２处占８４．６４％；修

建公路形成的有３７处 占１０．７２％；采 矿 形 成 的 有１４
处占４．０６％；水利工程形成的有２处。

表３　梅州市地质灾害按动力成因分类状况

成因 滑坡／处 崩塌／处 地面塌陷／处 泥石流／处 地裂缝／处 合计／处 比例／％

自然 ３０５　 ３９８　 ３３　 ３　 ４　 ７４３　 １２．１１
人为 １　１４３　 ４　１２１　 １２６　 ０　 ０　 ５　３９０　 ８７．８９

　　综上所述，梅州市地质灾害的发生是以上因素相

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地层岩性、地 形 地 貌 是 地 质 灾 害

发生的内在因素，决定着发育 程 度 和 类 型；大 气 降 雨

是地质灾害形成的激发因素，决定着地质灾害的发生

速度和时间分布；人类活动则是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

驱动力，决定着地质灾害的数量和规模。

３　防治规划

地质灾害防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

根据地质灾害的发育规律和危害特点，坚持以下主要

原则：（１）“预 防 为 主，避 让 与 治 理 相 结 合”的 原 则；
（２）“统 筹 规 划，重 点 突 出，分 步 实 施”的 原 则；
（３）“坚持以生物 措 施 为 主，工 程 措 施 与 生 物 措 施 相

结合”的原则；（４）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的原则。在借鉴国内外常 用 的 避 险 搬 迁、工 程 治

理和监测预警等措施的基础上，针对梅州市地质灾害

的形成、发育、分布特征，制定相应的规划。

３．１　地质灾害易发性划分

坚持“多因素综合考虑的原则”，“区内相似、区际

相异的原则”和“超前预测原则”，对梅州市地质灾害易

发性进行划分，在 ＭＡＰＧＩＳ平台上利用因子叠加法对

地质灾害易发性进行了综合评价，将其划分为高易发、
中易发、低易发和不易发，获得梅州市地质灾害易发性

分区图，对地质灾害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３．２　地质灾害防治区的划分

在“全面规划、突出 重 点”的 原 则 下，综 合 考 虑 地

质灾害易发程度、潜在危害程 度、人 口 密 度 及 地 质 环

境，对地质灾害防治区进行划分（表４）。

表４　梅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分标准

划分标准
规划分区

重点防治区　　　　　 次要防治区　　　　　 一般防治区　　　　　
易发程度　　 高易发，中易发。 中易发，低易发。 低易发，不易发。

危害程度　　 威胁人口多，潜在经济损失大。 威胁人口较多，潜在经济损失较大。 威胁人口少，潜在损失少。

人类活动强度
及人口密度　

人类 活 动 强 度 大，人 口 密 度 大 于

８００人／ｋｍ２。
人类活动 强 度 较 大，人 口 密 度３００
～８００人／ｋｍ２。

人类活动强 度 较 弱，人 口 密 度 小
于３００人／ｋｍ２。

地质环境　　
地质构 造 复 杂，地 形 地 势 起 伏 大，
基岩风 化 强 烈，残 积 土（风 化 土）
厚，植被破坏严重。

地质 构 造 较 复 杂，地 形 地 势 较 平
缓，基岩风化较强，植被较好。

地 质 构 造 简 单，地 势 平 坦，基 岩
风化弱，植被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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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标准将梅州市地质灾害 防 治 划 分 为 重

点防治区、次要防治区和一般 防 治 区，其 中 重 点 防 治

区面积６　０９９ｋｍ２，次要防治区面积５　２８３ｋｍ２，一般

防治区面积４　４９２ｋｍ２。每个区又分为若干个亚区，
防治规划分区图可为梅州市地质灾害 的 防 治 工 作 指

明方向，明确工作重点和资金 的 使 用 方 向，对 地 质 灾

害的治理、预防预报等都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

在次要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内也有亟 需 治 理 和 稳 定

性差的灾害点，要区别对待。

３．３　地质灾害分期实施规划

梅州市地质灾 害 众 多，又 属 于 经 济 欠 发 达 地 区，
因此，在地 质 灾 害 防 治 上 应 该 统 筹 规 划，分 步 实 施。
可以采用“三步走”的模式进行，在把 握 预 测 性、前 瞻

性、动态性的原则上，将规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规

划，在制定规划时应该综合考 虑 经 济 发 展、地 质 灾 害

治理的迫切程度等因素，制定分期规划图。
（１）近期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对该区进行地质

灾害的全面排查，完善地质灾害信息，对稳定性差、危
险程度高、社 会 影 响 大 的 灾 害 点 利 用 专 项 资 金 进 行

治理。
（２）中期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随着该区经济的

发展、人类活动强度的加大其地质灾害形势有一定程

度的恶化，可以集中梅州市地质灾害治理的专项资金

对该区地质灾害进行系统研究、治理。
（３）远期规划。２０３０—２０４０年，完成对该区地质

灾害全面调查、信息更新，完成 梅 州 市 地 质 灾 害 规 划

的主要工作内容，对重大灾害点进行全面治理。
在按“三步走”推进梅州市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工 作 的

同时，应该对突发性灾害进行特别处理。

４　地质灾害防治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４．１　建立灾害监测预报体系，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４．１．１　建立完善群测群防体系　群测群防是现阶段

该地区地质灾害防治最有效 的 措 施 之 一，因 此，要 加

强宣传教育工作，着力提高全 民 防 灾 意 识，对 重 要 隐

患点要落实监测责任人。

４．１．２　建立专业监测队伍　在加强全民防灾减灾意

识的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高学历、专业化的配备

科学监测设备的专业队伍。对极端重要隐患点安装专

业监测设备，由专业人员进行监测，全面捕捉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动态信息，为人民群众的及时撤离，重大工程

的有效保护和政府部门的提前决策提供宝贵时间。

４．１．３　建立地灾害气象预报体系　降雨是梅州市地

质灾害的 诱 发 因 素，因 此 必 须 做 好 气 象 预 警 预 报 工

作，对地质灾害与降雨的临界 关 系 进 行 深 入 研 究，找

出二者之 间 的 耦 合 关 系，同 时 要 求 气 象 部 门 全 力 合

作，及时、准确的降雨预报可为 地 质 灾 害 的 应 急 响 应

提供依据。

４．１．４　建立地质灾害信息网络发布平台　完成梅州

市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的建设，向社会提供地质灾害

的动态查询。

４．２　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

坚持各级政府对辖 区 内 的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负 总 责

的原则，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地质灾害

应实行行政领导问责制。对人 为 诱 发 的 地 质 灾 害 应

该坚持“谁诱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

４．３　工程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为了主

动防治地质灾害及预防和排除其危害，应采取多种措

施并举。
考虑到梅州市地质 灾 害 以 中 小 型 的 土 质 崩 塌 和

滑坡为主，治理时应以生物工 程 为 主，尽 量 少 用 和 不

用抗滑桩、抗滑挡墙等工程量 大、造 价 昂 贵 的 灰 色 设

计，用“稳定坡形、坡率设计、绿色防护”的绿色防护设

计理念进行治理。
对于一般的土质高边坡可采用“分级放坡＋宽大

平台＋坡面防护＋排水系统”的综合 防 治 措 施，既 达

到稳定性效果，又满足了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

新理念，同时可以大大节省经济成本。
对规模大、危害程度高、地质环境脆弱的滑坡、崩

塌等可考虑“放坡＋抗滑桩＋抗滑挡墙＋坡面防护＋
排水系统”及“放坡＋抗滑挡墙＋坡面防护＋排水系

统”等综合措施。
对危害程度高、规模大的发展型泥石流沟应及时

清淤，恢复植被，可考虑“拦挡坝＋排水＋生 态 恢 复”
等综合措施进行治理。

５　结 论

（１）对梅州市地质灾害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梅

州市突发性地质灾害以崩塌和滑坡为主，规模以中小

型为主，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 地 域 性，时 间 上 具 有 明

显的季节性；降雨是梅州市地 质 灾 害 的 激 发 因 素，决

定着地质灾害的发生速度和时间分布，人类活动则是

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决定着地质灾害的数量

和规模。
（２）对梅州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进行了分区，将

其分为重点防治区、次要防治 区 和 一 般 防 治 区，其 中

重点防治 区 面 积６　０９９ｋｍ２，次 要 防 治 区 面 积５　２８３
ｋｍ２，一般防治区面积４　４９２ｋｍ２，为防治工作指明了

方向，也明确了工作重点和资金的使用方向。
（下转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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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榆林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由自然、人文和 社

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所导致 的。气 候 因 素 是 驱 动 土

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重要自然因素；政策制度的导向，
人口压力及社会投资的增加，工、农 业 产 业 化 的 发 展

直接影响了土地利 用／覆 盖 变 化 的 时 空 分 异，驱 动 了

土地利用覆 盖 格 局 的 变 化。应 用 ＧＩＳ／ＲＳ集 成 技 术

动态分析榆林市最新的土地利用时空演化特征，得出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１３ａ间榆林市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总

体上表现为未利用土地、沙地和耕地通过综合治理及

退耕还林等措施，转化为有利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

林地、草地、果园。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林地和草地在一些地貌单

元不断向未利用土地和耕地转化，尤其是区域快速城

镇化和大型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使居民和建设用地

大量占用耕地，且一般为土壤条件好、肥力高的农田。
这些表明，榆林市在水土流失 综 合 治 理、未 利 用 土 地

改良和沙漠化防治等方面采取的植被 恢 复 等 措 施 效

益明显，但区域人类活动的加 剧，使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格

局呈现出“整体好转，局部恶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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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在预测性、前瞻性、动态性的原则下，从时间

上将梅州地区地质灾害规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规

划，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地质灾害治理的迫切程度

等因素，为地质灾害防治提出了大致的时间表。
（４）对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提 出 相 应 的 措 施 及 建 议，

在探明 地 质 灾 害 形 成 机 理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合 理 规 划，

统筹安排 人 力 物 力，可 最 大 程 度 减 轻 地 质 灾 害 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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