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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任务由来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意见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3〕46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灾害隐患点

认定与核销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有关规定及文件要求，三江

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加强和规范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管理，

规范其认定、核销与数据库维护等地质灾害防治基础工作，三江侗族自治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特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站开展三江侗族自治县地

质灾害核查核销工作。

第二章 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

第一节 工作任务及工作内容

一、工作任务

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登记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底数数据为基础，通过野外

调查、核查，对已实施避险搬迁或消除隐患的点进行核销管理。通过核销调查

工作，准确掌握需要核销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历史情况及现状。对需要进行核

销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现阶段危险程度、影响范围、发展情况、可能诱发的其

它危害做出准确评估，明确隐患点符合的核销条件，并对核销后的隐患点区域

根据最新双管控要求，指导下步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原险

情已消除、风险性已降低或得到有效控制的隐患点进行核销填报且更新地质灾

害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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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内容

1、对登记在册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对照 2018~2023年度排

查、巡查、核查工作情况，以隐患点底数数据为基础，收集隐患点原始数据，

初步筛选出有核销潜力的隐患点，并掌握辖区内有核销潜力隐患点的分布、类

型、危险性及影响程度。

2、通过地面详细调查，重点对已实施避险搬迁、已完成应急治理或治理工

程竣工终验收的、危险区内房屋已全部拆除且无其他直接威胁对象的、隐患点

趋于稳定或无直接威胁对象的、通过其他方式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或风险的地

质灾害点进行全面核查，并根据《通知》要求，填写核销调查情况表。

3、对地质灾害定义和责任主体部门不明确或有误的隐患点进行再次调查，

重新核定隐患点是否属于地质灾害并重新确认隐患点的责任主体部门。

4、编制核销报告，对符合核销条件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按有关规定进行核销

申报，对仍处于不稳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提出防范措施及监测要求指导下一步

工作，根据核销报告认定情况，更新地质灾害数据库。

第二节 工作依据与标准

1、《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灾害

隐患点认定与核销工作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2023年

11月）；

2、《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4 号，2003 年

11月 24日）；

3、《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自然灾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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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统计调查制度》《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国防减

救办发【2024】6号）；

4、《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规范》（DZT 0438-2023）；

5、《地质灾害调查技术要求（1:50000）》（DD2019-08）；

6、《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1:50000）》（DZ/T0261-2014）；

7、《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 0221）；

8、《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规范》（DZ/T 0283-2015）；

9、《地质灾害分类分级标准》（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2018年）；

10、《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

11、《地质资料汇交规范》（DZ/T 0273）；

12、《滑坡崩塌泥石流精细化调查规范》（DZT 0448-2023）；

1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程》（DB45/T 1625-2024）

14、《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报告

（1:50000）》（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站，2022年 06月）；

15、其他与本调查相关的现行国家和行业规范、规程。

主要参考用书目：

1、《工程地质手册》（第五版）；

2、《岩土工程手册》。

第三节 调查工作概述及质量评述

根据技术要求及相关规定，本次核销工作对三江侗族自治县初步筛选的具

有核销潜力的隐患点通过地面详细调查，重点调查已实施避险搬迁、危险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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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已全部拆除且无其他直接威胁对象的、已完成应急治理或治理工程竣工终

验收的、隐患点趋于稳定或无直接威胁对象的、通过其他方式消除了地质灾害

隐患或风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现状，并根据《通知》要求，填写核销调查情

况表并拍照记录。本次核销调查工作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野外调查工作，调查

核查工作满足《通知》要求及行业有关规范技术要求，调查核销工作资料准确

和可靠。

第三章 地质灾害隐患点核销调查情况

第一节 地质灾害隐患点核查情况分析

一、三江侗族自治县拟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概况

根据多年监测及年度排查和巡查工作情况，初步筛选出 34处有核销潜力的

隐患点进行详细调查。本次地质灾害核销调查工作野外时间为 2024年 5月 1日

~2024年 10月 31日，经野外核销调查工作确定，筛选的 34处隐患点均满足核

销条件，其中包括崩塌（危岩、土质崩塌）隐患点 29处，滑坡隐患点 4处，泥

石流隐患点 1处。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规定的灾情或险情标准划分地

质灾害隐患点等级，其中 33处属于小型隐患点、1处属于中型隐患点。本次核

销隐患点后减少威胁人口 601人，减少威胁财产 2756.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3-1。

表 3-1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核销点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隐患点名称 类型 乡镇 规模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灾情

等级

险情

等级
核销类型

1
丹洲镇六孟村各亮屯（梁家

耀户）不稳定斜坡
崩塌

丹洲

镇

1365
m³

4 20.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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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隐患点名称 类型 乡镇 规模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灾情

等级

险情

等级
核销类型

2
三江县斗江镇凤凰村中广屯

（石定生）崩塌
崩塌

斗江

镇
50m³ 10 25.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3
三江县斗江乡凤凰村中广屯

（石文华）屋后崩塌
崩塌

斗江

镇

350
m³

16 36.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4 大洲村委洲上屯滑坡 滑坡
古宜

镇

248
m³

16 71.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5
古宜镇古皂村三冲屯（郭金

秀）崩塌
崩塌

古宜

镇

67.5
m³

5 22.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6
三江县老堡东竹村界脚屯

（吴才昌）屋后崩塌
崩塌

老堡

乡

200
m³

3 5.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7 美俗村分散安置点崩塌 崩塌
林溪

镇

300
m³

3 20.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8
三江县丹洲镇石门冲景区危

岩
崩塌

丹洲

镇

12.3
m³

10 80.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9 大兰坪页岩砖厂不稳定斜坡 崩塌
斗江

镇

3800
m³

2 20.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10 拉旦屯滑坡 滑坡
高基

乡

840
m³

5 30.00 小型 小型
搬迁避让

（自行搬迁）

11 和平屯不稳定斜坡 崩塌
和平

乡

2500
m³

35 15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12 白文村白文屯崩塌 崩塌
老堡

乡

932
m³

5 3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13 古这屯小学崩塌 崩塌
老堡

乡

1400
m³

5 3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14 苏城桥头不稳定斜坡 崩塌
古宜

镇

5800
m³

70 18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15 井板屯滑坡 滑坡
洋溪

乡

4200
m³

90 30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16 高友屯上寨崩塌 崩塌
林溪

镇

2644
m³

120 550.00 小型 中型 工程治理

17 程阳不稳定斜坡一号 崩塌
林溪

镇

2100
m³

40 36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18
三江县高基乡冲干村东山屯

覃文才屋后（公路边）崩塌
崩塌

高基

乡

100
m³

3 1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公路边坡）

19 三江县 209公路崩塌 崩塌
古宜

镇

3600
0m³

24 31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公路边坡）

20
金鸡屯东侧 S506公路不稳

定斜坡
崩塌

良口

乡

2000
m³

20 4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公路边坡）



6

序

号
隐患点名称 类型 乡镇 规模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灾情

等级

险情

等级
核销类型

21 八已屯不稳定斜坡 崩塌
林溪

镇

6000
m³

8 20.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公路边坡）

22 吉昌屯崩塌 3 崩塌
林溪

镇

1200
m³

8 5.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公路边坡）

23
冠小屯东南侧 S506不稳定

斜坡
崩塌

林溪

镇

8000
m³

10 8.00 小型 小型
工程治理

（公路边坡）

24
岩脚屯杨通宇屋前不稳定斜

坡
崩塌

八江

镇

1170
m³

12 30.00 小型 小型 隐患点合并

25
八江乡八斗村八斗（小）屯

吴军航房前崩塌
崩塌

八江

镇

200
m³

7 12.00 小型 小型 隐患点合并

26
三江县丹洲镇板必村立析屯

郭金才、郭金生屋后滑坡
滑坡

丹洲

镇

1000
m³

4 10.00 小型 小型 隐患点合并

27 福田屯崩塌--福田小学 崩塌
八江

镇

100
m³

10 102.00 小型 小型
自行建设治

理

28 福田屯吴柳青家屋侧崩塌 崩塌
八江

镇

230
m³

10 80.00 小型 小型
自行建设治

理

29
三江县程村乡大树村佳林屯

侯水德户崩塌
崩塌

程村

乡

495
m³

19 50.00 小型 小型
自行建设治

理

30
独峒镇知了村知了屯（杨涓

屋后）不稳定斜坡
崩塌

独峒

镇

400
m³

10 10.00 小型 小型
自行建设治

理

31
独峒镇知了村归滚屯（杨通

芳屋前）不稳定斜坡
崩塌

独峒

镇

2500
m³

2 20.00 小型 小型
自行建设治

理

32
独峒镇唐朝村唐朝屯不稳定

斜坡
崩塌

独峒

镇

350
m³

11 75.00 小型 小型
自行建设治

理

33 下林江屯 4号崩塌 崩塌
古宜

镇

1849
m³

1 0.50 小型 小型
无直接受威

胁对象

34 江源屯泥石流
泥石

流

和平

乡

100
m³

3 45.00 小型 小型
无直接受威

胁对象

二、三江侗族自治县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分析

本次拟核销的 3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均为未发生强烈地质环境破坏，部分由

于搬迁避让承灾体改变（村民自行搬迁）；部分已完成工程治理，相关项目已

通过竣工终验收，治理后的隐患点经监测或观测处于稳定状态；部分由于隐患

点边坡属同一斜坡带或威胁对象相同进行合并管理；部分由于危险区内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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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胁对象或地质灾害隐患已消除；部分通过其他方式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或

风险。其中，10处由于村民自行搬迁避让，已经没有固定受威胁对象；7处崩

塌、滑坡隐患点由政府拨款进行了专业勘查及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工程施工治理，

且通过专家评审完成竣工终验收；6处为公路边坡，由交通责任主体采取应急工

程治理后边坡处于稳定状态；3 处由于隐患点边坡属同一斜坡带或威胁对象一

致，故将隐患点进行合并管理；6处由政府或村民、村委组织对隐患点修建挡墙

或截排水沟等方式治理，并经过多年的边坡变化监测，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

变形迹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2处由于危险区内已无直接受威胁对象。

（一）搬迁避让类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分析

1、丹洲镇六孟村各亮屯（梁家耀户）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01623）

该点位于丹洲镇六孟村各亮屯梁家耀户家屋前边坡，区域上属侵蚀剥蚀低

山丘陵地貌，上覆第四系残坡积层（Qdl＋el）含碎石粉质粘土，厚约 3m，结构松

散，浸水可塑~软塑；下伏地层为丹洲群拱洞组（Pt3g），出露的岩性主要为条

带状板岩，青灰色风化后灰黄色，产状 300°∠43°。据调查访问，2013年发现该

不稳定斜坡，为人工切坡形成，坡高 9.5m，宽 35m，坡度 60°，坡向 220°，坡

残坡积层厚度约 3m。2013年 6月梁家耀屋前切坡中部发生小崩塌，属土质崩塌，

其屋前出现裂缝，裂缝长 20m、张开 3~4cm，在降雨等条件作用下易发生崩塌，

主崩方向 220°。原各亮屯梁家耀户已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置，原来房屋已全

部拆除；现阶段山脚其他区域仍有村民居住，根据原始资料及现场调查，居住

区域不在该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的威胁范围内。原隐患点稳定性较差，处于基本

稳定状态，目前原威胁对象全部避险搬迁安置（自行搬迁），已无固定威胁对



8

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由于原隐患点未进行工程治理，建议行政部门

加强管理，在出入口处竖立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在原址新建。详见照片 3-1~3-2。

照片 3-1 丹洲镇六孟村各亮屯（梁家耀户）

不稳定斜坡现状全景图

照片 3-2 丹洲镇六孟村各亮屯（梁家耀户）

不稳定斜坡现状现状图

2、三江县斗江镇凤凰村中广屯（石定生）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1741）

该点位于斗江镇凤凰村中广屯石定生户屋旁，区域上属侵蚀剥蚀低山丘陵

地貌，上覆第四系残坡积层（Qdl＋el）硬塑状粘土夹碎石，黄褐色、棕黄色，结

构松散；下伏地层为丹洲群拱洞组（Pt3g），出露的岩性主要为条带状板岩，青

灰色、灰黄色，产状 325°∠40°。据调查访问，该点主要为人工切坡建房，形成

坡高 6m，宽 15m，坡度 60°的陡坡。崩塌发生于 2014年 5月 10日，崩塌体高

5m、宽 6m、厚 1~2m，体积约 50m³。剪切口距地面 1m，崩塌体堆积厚 1~2m，

崩塌后坡度 15~20°，属土质崩塌，堆积体为粘土含少量碎石，中等密实。三江

县普降强降雨，在降雨作用下沿软弱结构面崩塌，造成石定生房屋厨房损毁及

厨具损坏，无人员伤亡。现阶段原居民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置，原来房屋已

荒废。由于原威胁对象全部避险搬迁安置（自行搬迁），已无固定威胁对象，

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由于原隐患点未进行工程治理，建议行政部门加强

管理，在出入口处竖立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在原址新建。详见照片 3-3~3-4。

原梁家耀户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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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3 原三江县斗江镇凤凰村中广屯（石

定生）崩塌全景图

照片 3-4 三江县斗江镇凤凰村中广屯石定生

户新址现状图

3、三江县斗江乡凤凰村中广屯（石文华）屋后崩塌（统一编号：

450226021743）

该点位于斗江镇凤凰村中广屯石文华户屋后，区域上属侵蚀剥蚀低山丘陵

地貌，上覆第四系残坡积层（Qdl＋el）硬塑状粘土夹碎石，黄褐色、棕黄色，结

构松散；下伏地层为丹洲群拱洞组（Pt3g），出露的岩性主要为条带状板岩，青

灰色、灰黄色，产状 325°∠40°。据调查访问，崩塌发生时间在 2014年 5月 10

日左右，主要为人工切坡建房，形成坡高 15m，坡度 40°，残坡积土层厚约 4m，

结构松散，在降雨作用下沿下部风化接触面塌崩，崩塌体宽 15m，长 23m，厚

1~2m，体积约 350m³，崩塌体冲击厨房造成局部变形损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和重大财产损失，地质灾害危害和危险性相对较小。现阶段原居民避险搬迁另

选址建房安置，原来房屋已荒废。由于原威胁对象全部避险搬迁安置（自行搬

迁），已无固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由于原隐患点未进行工

程治理，建议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在出入口处竖立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在原

址新建。详见照片 3-5~3-6。

原石定生户住址 石定生户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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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 原三江县斗江乡凤凰村中广屯（石

文华）屋后崩塌全景图

照片 3-6 三江县斗江镇凤凰村中广屯石文华

户新址现状图

4、大洲村委洲上屯滑坡（统一编号：450226010237）

点位于古宜镇大洲村村委西侧约 300m处，地貌类型为河流阶地及低山丘陵

交界处，微地貌为陡坡，原始斜坡的坡度约 30°，开挖建房形成的边坡度 44°。

滑坡区上覆第四系粉粘土，呈黄褐色，碎石含量小于 5%，下伏地层为南华系黎

家坡组（Nhl），岩性为灰绿色含砾砂岩，周边无断层发育。滑坡区土体呈可塑

状~硬塑状，土体遇水易软化崩体，滑坡区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切坡建房，房屋

位于边坡上部及下部，呈台阶状分布。据调查访问，滑坡形成于 2020年 5月左

右，滑坡宽 15m，斜长 11m，体积约 248m³，滑坡方向为正北向。滑坡后缘出现

明显拉张裂缝，走向 295°，宽 1~3cm，长度 15m，呈圆弧形。滑坡后缘形成明

显下错坎，下错高度 1~1.5m。滑坡将下部屋后小路全部掩埋，少量滑体滑至房

屋墙脚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0.5万元。

原大洲村村委受威胁住户已全部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置（自行搬迁），

原来房屋部分拆除，其余荒废；现阶段山脚其他区域仍有村民居住，根据原始

资料及现场调查，居住区域不在该隐患点的威胁范围内。原隐患点稳定性较差，

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目前原威胁对象全部避险搬迁安置（自行搬迁），已无固

原石文华户住址 石文华户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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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由于威胁区内仍有少量破旧房子未全

部拆除，建议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在滑坡两侧竖立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在原

址新建。详见照片 3-7~3-8。

照片 3-7 原古宜镇大洲村委洲上屯滑坡全景

图

照片 3-8 古宜镇大洲村委洲上屯滑坡全景现

状图

5、古宜镇古皂村三冲屯（郭金秀）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1747）

该点位于三江县古宜镇古宜镇古皂村三冲屯郭金秀户屋后边坡，区域上属

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貌，上覆第四系残坡层含碎石粉质粘土，呈浅黄色、黄褐

色，可塑至硬塑状，碎石含量约 15%，主要成分为强风化砂岩，棱角状。下伏

基岩为南华系长安组（Nhc）砂岩，呈灰红色、褐红色，原岩较坚硬，产状

300°∠57°，地下水类型为碎屑岩类构造裂隙水。该点主要由人工切坡建房形成，

坡高约 5m，长约 8m，宽约 25m，坡度 45~60°。崩塌发生于 2014年 6月，主崩

方向 170°，崩塌体主要为碎石土，堆积于切坡脚郭金秀房屋后，堆积体长度约

3m，宽约 15m，厚约 1.5m，体积约 67.5m³，损坏房屋一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0.2

万元，无人员伤亡。原隐患点稳定性较差，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目前原威胁对

象已避险搬迁安置（自行搬迁），已无固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

销。由于原隐患点未进行工程治理，建议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在出入口处竖立

原委洲上屯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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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在原址新建。详见照片 3-9~3-10。

照片 3-9 原古宜镇古皂村三冲屯（郭金秀）

崩塌现状图

照片 3-10 古宜镇古皂村三冲屯（郭金秀）

崩塌全景现状图

6、三江县老堡东竹村界脚屯（吴才昌）屋后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1770）

点处于老堡乡东竹村界脚屯吴才昌屋后，区域地貌类型为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下伏地层为 Z1l棕色粉砂岩，产状 270°∠53°，斜坡较陡，坡向 155°，

自然坡角 40°~50°，坡面呈阶形，覆盖层为残坡积粘土夹碎石，碎石含量<60%，

砾径 2~10cm左右，覆盖层厚约 1~2m，岩体薄~中层，层厚 5~8cm，节理裂裂隙

较发育，崩滑面为土与基岩的接触面，地下水主要为裂隙水，粘土夹碎石层松

散，渗透性较好，在基岩与土的接触面易形成上层滞水，对表层土体有扬压力

作用，易使土体失稳，坡顶及四周主要以果树及菜地为主，吴才昌屋后出露基

岩。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崩塌发生于 2013年 5月下旬晚上，因降雨发生约

50m³的崩塌，损坏房屋一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0.5万元，无人员伤亡，险情属小

型。初步分析，该点不易形成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但在遇强降雨易发生小规模

的坡面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存在隐患。经过近 10年的监测及观察，其余区

域未见再次崩塌迹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目前原威胁对象已避险搬迁安置（自

行搬迁），已无固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由于原隐患点未进

原郭金秀户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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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程治理，建议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在出入口处竖立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

在原址新建。详见照片 3-11~3-12。

照片 3-11 三江县老堡东竹村界脚屯（吴才

昌）屋后崩塌现状全景图

照片 3-12 三江县老堡乡东竹村界脚屯吴才

昌户新址现状图

7、美俗村分散安置点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8001）

该点位于三江县林溪镇美俗村分散安置点，区域上属于构造侵蚀中低山地

貌，崩塌点地面标高约 290m，山顶标高约 315m，高差约 25m，坡度 50°~60°，

属陡坡。上覆第四系残坡积层（Qdl＋el）粘土，呈红棕色、红褐色，结构松散，

浸水可塑~软塑；下伏地层为丹洲群拱洞组（Pt3g），出露的岩性主要为泥质粉

砂岩，强~中风化，岩层产状 34°∠50°。该点区域构造位置位于大浪塘压扭性断

裂的上盘，点上未见有断裂、褶皱的发育，主要构造现象为节理，其中一组节

理发育，发育密度 0.5~0.8条/m，面较平直，充填性差，宽约 0.5~1mm，延伸长

度约 1m。据调查访问，崩塌发生于 2022 年 5月，切坡顶部发生崩塌，主崩方

向 290°，原崩塌体长约 14m，宽约 11m，厚 1~2m，体积约 300m³，无直接经济

损失和人员伤亡，在后缘约 2m处可见两条平行裂缝，宽 5~10cm，长 0.5~1.0m，

深 5~15cm，走向约 180°，下错位移约 1~3cm。现阶段原居民已搬迁至敬老院安

置，原来房屋已荒废。由于原威胁对象全部避险搬迁安置（自行搬迁），已无

吴才昌户新址原吴才昌户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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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由于原隐患点未进行工程治理，建

议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在出入口处竖立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在原址新建。详

见照片 3-13~3-14。

照片 3-13 美俗村分散安置点崩塌现状图 1 照片 3-14 美俗村分散安置点崩塌现状图 2

8、三江县丹洲镇石门冲景区危岩（统一编号：450226028005）

石门冲景区位于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貌区，该调查点地面标高 230m，可视

范围最高在标高 260m，相对高差 30m。该点处于丘陵洼地，正面为冲沟，有瀑

布，主要由大气降雨补洽，向水池排泄，枯水期水位近 230m标高。山体地层为

（∈q）硅质板岩夹薄层板岩，产状为 295°∠65°，该洞体为人工自北向南开挖

形成，洞内推测有亚级断裂通过，断层产状 50°∠55°，断层呈弯曲形，断层面

有擦痕阶步可见，成分为长石；岩体内有强风化裂隙广泛存在，岩层层厚约

0.1~0.2m，岩体表层较被碎，在断层带。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洞顶处有③号

板状危岩存在，长约 5m，宽约 1m，厚约 0.5m，体积约 2.5m³；在洞口西侧上方

存在危岩②号，长约 2m，宽约 2.7m，厚约 0.7m，体积约 3.8m³，向岩体内倾斜、

呈板状，与母岩之间存在风化裂隙，裂隙明显但未惯通，开口约 5~10cm，危岩

底部与母岩相连；在洞口西侧下部存在①号危岩体，长约 5m，向洞内沿伸、呈

原威胁住户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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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状，宽约 1.7m，厚约 0.7m，体积约 6.0m³，与母岩之间存在明显风化拉张裂

隙，并沿近重向上沉伸。初步分析认为，②、③号危岩体在长期风化作用及人

类工程扰动下易发生倾例式崩塌，对景区内游客有威胁性。目前肉眼观察的①、

②危岩处于较稳定状态，③危岩体底面悬空处于不稳定状态，洞内不排除有小

块岩体脱落的可能性。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下①、②、③号危岩容易发生崩塌灾

害。现阶段石门冲景区已经停止开放（自行搬迁），景区周边无人员居住，无

固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鉴于景区出入口位于 G209国道旁，

建议在出入口处竖立安全警示牌。详见照片 3-15~3-16。

照片 3-15 三江县丹洲镇石门冲景区危岩现

状全景图

照片 3-16 三江县丹洲镇石门冲景区危岩现

状图

9、大兰坪页岩砖厂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20689）

该点位于斗江镇斗江村 321国道旁，为一停产的页岩砖厂，砖厂位于一陡

坡的山间平坦处，四周地貌为低山丘陵。点上出露地层为寒武系边溪组（∈1b）

砂岩，以薄层状为主，局部夹有少量的中层状，岩石已风化成黄棕色，风化程

度为强~中风化，基岩受节理切割整体破碎，在斜坡体上部部分岩石已风化成碎

石土，其结构已基本被坏，在坡脚处可见到斜坡顶坠落的堆积物，主要为碎石

土，碎石含量>60%，稠度硬塑，颜色为棕黄色。该斜坡主体大部基岩仍为中等

危岩威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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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其强度及稳定性仍较好。在基岩上覆盖土体为碎石土，根系发育，厚度

为 0.5m，土体上方种植有松树及灌木。该斜坡区域构造位置位于和平—板榄断

裂的上盘，点上未见有断裂、褶皱的发育，主要构造现象为节理，其中两组主

要节理的产状分别为 J1：210°∠80°，长 0.3m，间距 0.1m；J2：292°∠65°，长

0.2m，间距 0.1m。该斜坡为一人工开挖岩质斜坡，斜坡整体宽 190m，高 6~34m，

坡度为 50°~70°之间。在该斜坡上不规则的挖有 2级台阶，该 2级台阶分布不连

续，台阶高 6m，宽 3~4m。在该斜坡东侧的台阶较高，其高度约有 20m，宽 2~3m。

该斜坡沿途可见有较多小规模的崩塌、坠落，在坡脚处多堆积有上方坠落的碎

石土堆积物，碎石块度多数<5cm，局部有 10~20cm的石块。在斜坡第一级台阶

处可见到一宽 3~4m，长 7m，厚 0.5m的崩塌，其崩塌的堆积物堆积于坡脚，主

崩方向 350°。该斜坡已进行坡改梯处理，但效果一般。

经过多年的监测及观察，其余区域未见再次崩塌迹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由于工厂已停产，工人、设备已全部撤离（自行搬迁），已无固定威胁对象，

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鉴于边坡坡面仍裸露，且位于 321国道旁，建议在

边坡两侧竖立安全警示牌。详见照片 3-17~3-18。

照片 3-17 大兰坪页岩砖厂不稳定斜坡现状

全景图

照片 3-18 大兰坪页岩砖厂不稳定斜坡现状

图

原不稳定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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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拉旦屯滑坡（统一编号：450226018005）

该点位于三江县高基乡拉旦村拉旦屯，区域上属于侵蚀中低山地貌，山体

连绵起伏，山体标高 458m，谷地标高 292m，相对高差 166m。有一条不明性质

断层从该点东侧 0.5km经过。上覆土层为第四系残坡层黄褐色粘土，厚度约 3m

左右，碎石含量 50%。区域下伏基岩为南华系长安组（Nhc）砂岩，呈层状结构，

中等风化，人类工程活动为切坡建房和修路，形成了一些局部高陡切坡，易发

生地质灾害，地表水分布坡前约 50m的溪流，未见地下水出露。据前期收集的

资料记载，该滑坡于 2019年 7月发生，滑坡长约 18m，宽约 25m，厚约 2m，

总体积约 840m³，平面呈圆形，剖面呈弧形，滑坡分布高程 295~305m，后缘位

于屋后约 20m的坡面，前缘位于屋后切坡，沿着屋后山体呈半圆形，滑体为第

四系覆盖层，厚度约 2~3m，推测滑面为岩土接触面，呈弧形。现状未发生拉张

裂缝，可见屋后山体斜坡呈圈椅状地形，未见明显变形，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根据现阶段调查访问，原居民已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置（自行搬迁），原来

房屋已全部拆除，已无固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建议在滑坡

两侧竖立安全警示牌，以防居民在原址新建。详见照片 3-19~3-20。

照片 3-19 拉旦屯滑坡现状全景图 照片 3-20 拉旦屯滑坡现状图

拉旦屯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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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治理类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分析

1、和平屯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08004）

该点位于三江县和平乡和平村和平屯村委活动庙会至覃厚堂、韦秀球等 9

户居民家屋前边坡，区域上属于构造侵蚀中低山地貌，山岭连绵，丘坡起伏，

地形切割较浅，坡度 20~30°，山坡相对较平缓，山脊宽平圆滑，馒头状山包比

比皆是，水网密度大，河道弯曲，除一些河岸、溪河两侧及少数坍塌陡崖外，

基岩出露少，大多为坡残积、洪积及冲积物覆盖。不稳定斜坡位于南北向谷地

中部，西侧峰顶标高 298~357m不等，下方和平屯地面标高在 261m~264m之间，

坡顶部标高在 278~281m左右，斜坡高差一般 17~19m，坡度 50°~70°。上覆第

四系硬塑状粘土夹碎石（Q4），黄褐色、棕黄色，稍湿，土质较均匀，结构较

致密，土体切面光滑，手捻具有滑感，局部夹有少量风化碎石。下伏基岩为黎

家坡组（Z1l）泥质粉砂岩，黄褐色、褐红色，砂质结构，岩体结构部分被破坏，

局部层理发育，原岩风化强烈~中等，风化节理裂隙发育，裂隙中见少量泥质充

填，边坡陡立面岩体裸露，受风化节理裂隙切割成块状碎裂区，区块宽度大小

0.20~20.00m，断面灰暗~紫红色，属较硬岩。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整个不稳

定斜坡宽约 90m，坡高 23m，上部土层厚度 1m左右，下部为强风化泥质粉砂岩，

斜坡中上部发现了 1条裂隙，裂缝长约 8.0m，下错 0.2m，呈弧形，水平距离坡

肩约 1m，坡度约 60-75°，总坡向西北 311°，总面积约 300m2，预计斜坡不稳定

岩土体总规模体积约 2500m3。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于 2020年申请中央资金（与

古这屯小学崩塌同期）治理，工程措施主要为挂网锚喷工程护坡+排水沟综合治

理，于 2022年 8月 19日完成竣工终验收。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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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经治理后，主体支护结构完好无损，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

影响到村庄正常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

稳定，未威胁居民及村庄，该点隐患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21~3-22。

照片 3-21 原和平屯不稳定斜坡现状全景图 照片 3-22 和平屯不稳定斜坡现状图

2、白文屯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8008）

该点位于三江县老堡乡白文村白文屯的球场及戏台的西北侧下边坡，区域

上属于构造侵蚀中低山地貌，峰顶海拔标高一般在 500~1000m，谷地标高在 400m

左右，相对高差在 200~600m左右，坡度在 20~50°。植被发育。地形切割较深，

沟谷发育，冲沟及河谷比降大，普遍覆盖有残坡积层。崩塌隐患点所在处原为

一坡度 40~50°的斜坡，经人工开挖回填形成了三级台阶的挖填方边坡，坡度高

陡，最上级台阶为球场及戏台，中间为“之”字形乡级道路。植被较发育。上覆第

四系（Q4）回填土，厚约 3~5m，以粘土、粉质粘土为主，碎石含量较少，碎石

直径 0.2~2cm，含量<10%，土体呈可塑状，结构力差，近基岩面处，呈可~软塑

状。下伏基岩为震旦系黎家坡组（Z1l），主要为浅灰、灰绿、深灰色泥岩，岩

层产状 356°∠15°。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崩塌发生于 2020年 1月 25日，在

边坡上部，属于土质崩塌，其主崩方向为 307º，崩塌堆积物宽 41m，高度 6.5m，

厚度约 2~5m，总规模为 932m³，主要物质组成为碎石土、粘土，堆积在下方台

原和平屯不稳定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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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道路上，本次崩塌损毁了戏台和球场的护栏、外侧挡墙，还造成了约80m的“之”

字形道路堵塞，直接经济损失约 20万元。原崩塌隐患点已申请 2019年自治区

第一批资金治理，工程措施主要为锚杆式挡土墙工程护坡，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完成竣工终验收。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崩塌隐患点经治理后，主体支

护结构完好无损，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村庄正常生活及

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崩塌隐患点稳定，未威胁居民及村庄，该

点隐患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23~3-24。

照片 3-23 原白文屯崩塌全景图 照片 3-24 白文屯崩塌现状全景图

3、古这屯小学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8010）

该点位于三江县老堡乡白文村古这屯古这小学的球场北东侧下边坡，区域

上属于构造侵蚀中低山地貌，峰顶海拔标高一般在 500~1000m，谷地标高在 380m

左右，相对高差在 200~400m左右，坡度在 20~50°。地形切割较深，沟谷发育，

冲沟及河谷比降大，普遍覆盖有坡残积层。崩塌所在处原为一坡度 60~80°的斜

坡，坡度高、陡，表层多年来风化等较松散和破碎，植被较发育。上覆第四系

（Q4）粉质粘土，黄色、黄褐色，稍湿，可~硬塑状，略含碎石，结构较为松散，

透水性强，其厚度为 2~4m左右。下伏基岩为震旦系黎家坡组（Z1l），浅灰、

灰绿、深灰色泥质粉砂岩、泥岩，岩层产状 330°∠37°。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

锚杆式挡土墙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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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2日边坡上部发生局部崩塌，其主崩方向为 40º，崩塌堆积物宽 8.2m，

高度 3.4m，厚度约 1.5~3m，体积约 50m³，主要物质组成为碎石土、粘土，堆积

在坡面道路上，造成上部围墙边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堆积物堵塞道路，直接经济

损失约 2万元，未造成人员伤亡。该崩塌所在的斜坡原为坡度 60~80°的多年的

开挖斜坡，地形复杂，未做边坡防护，前缘临空高陡。崩塌后缘有裂缝，前缘

在路边坡脚，崩塌前缘沿道路长约 70m，崩塌顺坡长约 16m，崩滑体厚度约 3m，

总方量约 1400m³。调查期间未发现新的崩塌，开裂现象。崩塌下伏基岩为泥质

粉砂岩，因削坡形成岩质边坡，现场调查时该岩质边坡未见开裂和崩塌迹象，

目前尚处于稳定状态。但边坡坡度较陡，前缘临空，未做任何防护，其长期裸

露在空气中，经雨水、风化、荷载的作用，岩土体进一步风化，极有可能演化

为不稳定斜坡。原崩塌隐患点于 2020年申请中央资金（与和平屯不稳定斜坡同

期）治理，工程措施主要为护脚墙+锚杆格构梁+截排水沟综合治理，于 2022年

9月 20日完成竣工终验收。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崩塌隐患点经治理后，

主体支护结构完好无损，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学校师生、

村庄正常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崩塌隐患点稳定，未威胁

学校师生、居民及村庄，该点隐患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25~3-26。

照片 3-25 原古这屯小学崩塌全景图 照片 3-26 古这屯小学崩塌现状全景图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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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城桥头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09002）

该点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雅谷路南侧、苏城桥头的东西两侧，分为Ⅰ

区、Ⅱ区。不稳定斜坡Ⅰ区位于雅谷路南侧、苏城桥头西侧，主要由于边坡前缘

建房削坡形成高陡边坡，高约 9.5~11.5m，斜长 10.5~14m，边坡总长 78m，总体

呈长方形分布，斜坡坡度东陡西缓，边坡西侧缓坡部分少量植被发育，东侧陡

坡部分岩土裸露，坡度约 35~75°，坡向主要为 325°~345°，整体方量约 3800m³；

边坡后缘削坡新建小区坡顶整平，建房期间坡顶堆积少量建筑材料，建房后，

仍有少量杂填土堆积，房屋周边修建有简易排水沟，因降雨冲刷坡顶，少量浮

土堵塞排水沟，强降雨未能及时排走，易形成坡面流。近几年发生过多次小崩

塌，最近一次为 2019年 6月连续强降雨后诱发崩塌，崩塌点位于边坡中段为三

江县扶贫开发办公区小区居民房后，崩塌高 9.0m，宽 4.0m，厚 1.0~2.0m，方量

约 60m³，崩塌堆积物已经清理。崩塌冲垮坡脚搭建的简易平台，破坏居民楼一

楼窗户防盗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2020年 3月 6日，边坡靠近扶贫开发办

公区居民房原崩塌点后缘有开裂变形迹象，裂缝长5m，开口6cm，可测深度0.5m，

应急调查时已经填埋处理，调查时未发现新的裂缝发育。不稳定斜坡Ⅱ区位于雅

谷路南侧、苏城桥头东侧分布，主要由于边坡前缘建房削坡形成的陡坡，后修

建浔江大道削坡改造、以及大道东侧新建居民楼，已经对边坡进行了部分挂网

锚喷治理，边坡未治理部分上部后缘出现少量细微小裂缝，整体边坡高约 20m，

宽度约 70m，斜坡体厚约 1.5~3.5m，坡度北缓南陡，坡度 35~75°，总体方量约

2000m³。由于边坡高陡，大部分坡体裸露坡面无支护及截排水措施，坡面岩土

体长期裸露，在风化、后缘居民用水排放及降雨冲刷等因素作用下经常发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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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土体滑塌。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已申请 2020年自治区资金治理，工程措施主

要为放坡+格构锚杆+排水+植被护坡+清坡+挂网锚喷综合治理，于 2022 年 12

月 19日完成竣工终验收。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经治理

后，主体支护结构完好无损，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居民

正常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稳定，未威

胁居民及小区住宅，该点隐患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27~3-28。

照片 3-27 原苏城桥头不稳定斜坡全景图 照片 3-28 苏城桥头不稳定斜坡现状全景图

5、井板屯滑坡（统一编号：450226010227）

该点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洋溪乡安马村井板屯，区域上属于构造侵蚀中低

山区地貌区，以构造剥蚀—侵蚀为主，峰顶海拔标高一般在 500~1000m，相对

高差一般为 200~500m，局部地段可达 600~1000m，地形切割较深，沟谷发育，

冲沟比降大，横断面呈“V”形，山脉走向与地质构造线吻合，山顶比较平滑，斜

坡坡度呈前坡陡而短，后坡缓而长，坡度 20°~55°。滑坡所在边坡山顶标高约

658.42～678.03m，坡脚地面标高 532.77～571.62m，高差 86.80～106.41m，主体

坡向 150°，坡高 50~65m、坡度一般在 30°~40°之间，局部较陡可达 60°，坡面

呈喇叭形型（上宽下窄），生长林木、茶树和爬藤类植物。边坡出露的地层由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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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至老主要有第四系（Q）、震旦系黎家坡组（Z1l）泥质粉砂岩。2021年 7月

1日，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洋溪乡安马村井板屯上方产业道路下边坡发生滑坡地

质灾害，滑动方向 150°，滑坡体后缘（滑坡壁）宽约 60m，前缘（滑坡舌）宽

约 10m，斜长约 80m，平均厚度 1.5m，体积约 4200m³，呈舌型。由于该斜坡高

陡，且受雨水冲刷影响，部分滑体土沿坡面冲刷至坡脚，滑坡后缘可见多处细

小裂缝，由于雨水入渗，使得表层人工堆填碎石土及残破积层含碎石粉质粘土

重度增大，抗滑及抗剪能力降低，后缘多处发生小崩小塌现象。原滑坡隐患点

先后申请 2021年和 2022年自治区资金治理，工程措施主要为注浆微型钢管桩+

截水沟+绿化植草综合治理，于 2023年 10月 10日完成竣工终验收。由监测及

调查及资料可知，滑坡隐患点经治理后，主体支护结构完好无损，未见该区域

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

定，原滑坡隐患点稳定，未威胁居民及村庄，该点隐患消失，建议核销。详见

照片 3-29~3-30。

照片 3-29 原井板屯滑坡全景图 照片 3-30 井板屯滑坡现状图

6、高友屯上寨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0529）

该点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高友村高友屯上寨，区域上属于构造侵蚀

原滑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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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山区地貌区，以构造剥蚀—侵蚀为主，峰顶海拔标高一般在 500~1000m，

相对高差一般为 200~500m，局部地段可达 600~1000m，地形切割较深，沟谷发

育，冲沟比降大，横断面呈“V”形，山脉走向与地质构造线吻合，山顶比较平滑，

斜坡坡度呈前坡陡而短，后坡缓而长，坡度 20°~55°。斜坡主体坡向 251°，坡高

12.6~18.1m、坡度一般在 41°~47°之间、坡宽 45m，坡面呈直线型、生长爬藤类

植物。上覆第四系坡残积层（Qdl＋el）含碎石粉土，褐红、灰、灰黄色，硬塑状，

层厚 1.28~4.82m。为砂岩风化坡残积而成，原母岩结构构造已完全破坏，原岩

结构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主要粘由粒组成，含 5%～25%残余碎块，块径 1～

5cm不等，多呈不规则状，棱角较分明，手捏易成粉末。下伏基岩为南华系长

安组（Nhc）含砾砂岩，呈灰、灰绿色，粉粒结构，岩层产状 283°∠76°。2020

年 6月，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雨水不断入渗软化土体、其物理力学性质降低，

致使边坡中上部局部土体失稳、发生土质崩塌、方量约 80m³，堆积在坡脚，使

坡面裸露。两侧以坡高明显变矮处为分界线，宽约 45m。该边坡属土质（类土

质）边坡，未产生整体滑坡，滑动面未形成，在降雨影响下可能在岩土体内部

形成次生软弱结构面，产生圆弧型滑动。原崩塌隐患点于 2022年申请自治区资

金治理，工程措施主要为削（清）坡+锚杆（索）格构+植生袋绿化综合治理，

于 2024年 10月 23日完成竣工终验收。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崩塌隐患点

经治理后，主体支护结构完好无损，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

到村庄正常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崩塌隐患点稳定，未威

胁居民及村庄，该点隐患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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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31 原高友屯上寨崩塌全景图 照片 3-32 高友屯上寨崩塌现状全景图

7、程阳不稳定斜坡一号（统一编号：450226020695）

该点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八寨景区的子合龙桥头南北两侧桥头，分

为①区、②区。其中①区边坡顶部为人行道及少量民房，底部平台主要为小型

停车场及少量民房及商户。该边坡主要为人工开挖形成的高陡近直立边坡，已

发生两次明显崩塌。其中 B1位于边坡的南侧顶部，于 2017年 7月崩塌，规模

较大，方量约 78.8m³；B2位于边坡中段，于 2019 年 6月崩塌，规模稍小，约

12.1m³。两次崩塌未造成人员伤亡，崩塌物已清理。②区坡顶为原始边坡，上部

未开发利用，坡脚为景区商户，危岩体边坡为人工开挖形成的高陡近直立边坡，

至今已发生两次明显崩塌。其中 B3位于边坡南侧，与 2020年 6月 12日崩塌，

方量约 3.0m³；B4位于边坡中段，于 2017年 6月崩塌，规模稍大，约 7.55m³；

两次崩塌未造成人员伤亡，崩塌物已清理。边坡面高陡近直立，坡面岩体长期

裸露，挂简易尼龙网围护未设置截排水措施，少量植被发育，在风化及降雨等

因素作用下常发生小型土岩崩塌或岩体碎裂掉块。不稳定斜坡一旦发生危岩碎

裂区整体失稳崩落，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影响。原不

稳定斜坡隐患点已申请 2020年自治区资金治理，工程措施主要为人工清除+主

动网+生态植物袋综合治理，于 2022年 11月 10日完成竣工终验收。由监测及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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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及资料可知，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经治理后，主体支护结构完好无损，未见

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游客、居民、商户等生活及居住安全，

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稳定，未威胁景区、居民及村庄，

该点隐患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33~3-34。

照片 3-33 原程阳不稳定斜坡一号全景图 照片 3-34 程阳不稳定斜坡一号现状图

8、三江县高基乡冲干村东山屯覃文才屋后（公路边）崩塌（统一编号：

450226021709）

该点位于三江县高基乡冲干村东山屯北面约 200m覃文才屋后公路切坡上

（板栗冲南西），地貌上属于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貌，地形受切割较明显，多

呈“V”字形，分布的地层为震旦系下统长安组（Z1c），出露的岩性主要为泥质

砂岩，地表水以山冲溪水及河水为主，岩体完整性较差，不利切坡稳定。该点

自然坡度 25°~30°，残坡积层厚度 0.5~3m，地表植被较发育，主要为人工种植的

毛竹、杉树，覆盖率达 70%。本隐患点为公路开挖后形成的崩塌点，发生于 2014

年 6月，该人工开挖边坡坡高约 10m，长约 14m，宽约 9m，坡度 45~60°，主崩

方向 270°。崩塌体主要为碎石土，堆积于切坡边公路上，堆积体长度约 8m，宽

约 9m，厚约 1m，体积约 70m³。崩塌灾害发生后，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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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主要措施为削坡＋清除，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坡面松散层

进行削坡。经一系列工程措施治理后，该区域边坡未见再次发生崩塌灾害，边

坡稳定性较好，崩塌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近 10年的监测及观察，

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由于该边坡属于工程边坡，边坡下部主要存在通行车辆

及行人，建议与有关单位做好对接，移交相关的责任主体部门，核销该地质灾

害隐患点。详见照片 3-35~3-36。

照片 3-35 三江县高基乡冲干村东山屯覃文

才屋后（公路边）崩塌现状图 1
照片 3-36 三江县高基乡冲干村东山屯覃文

才屋后（公路边）崩塌现状图 2

9、三江县 209公路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0586）

隐患点位于三江县古宜镇周坪村榕树屯东侧 G209公路边，该斜坡为一人工

开挖岩质斜坡，该处地形四凸起伏，沟治发育，地貌类型属侵蚀剥蚀低山丘陵

地貌，谷底最低标高 160m，坡顶最高标高 320m，沟谷切深 20~50m，总体地势

有南高北低之势，沟槽大体呈以最高峰为中心放射状分布。植被茂盛，覆盖率

95%，以杉木和其他高大乔木为主，沿浔江岸一带常见人工切坡存在。该点斜坡

上覆厚约 1m由含碎石粉质粘土组成的残坡积层（Qdl＋el），结构松散，浸水可

塑~软塑；下伏地层为丹洲群拱洞组（Pt3g），出露的岩性主要为变质砂岩，青

灰色风化后灰黄色，中厚层状，产状为 290°∠50°，发育节理三组：J1产状为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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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9°，延伸长度 1.5m，宽 0.2mm，发育密度 2.5条/m，节理面平直、粗糙；

J2：295°∠45°，延伸长度达 5m，宽约 1m，张性，节理面呈弧状或缓波状起伏

变化，粗糙，发育密度 2.5条/m；J3：115°∠39°，延伸长度达 2m，宽约 0.2mm，

有张性节理特征，节理面不平直，发育密度 0.4条/m。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

2007年，斜坡左部、中部发生下滑坠落，整体呈楔形或三角锥型下滑失稳，尺

寸 11×20×30m，体积约 1000m³，交通部门已清理堆积体；2016年，斜坡顶部残

坡积物受降雨冲刷，土体沿坡面片状剥落，尺寸 3×1m，厚约 0.05m，体积约 0.2m³。

崩塌灾害发生后，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处置，主要措施为削坡＋清除，

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经一系列工程措施治

理后，该区域边坡未见再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隐患处于基

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由于该边坡

属于工程边坡，边坡下部主要存在通行车辆及行人，建议与有关单位做好对接，

移交相关的责任主体部门，核销地质灾害隐患。详见照片 3-37~3-38。

照片 3-37 三江县 209公路崩塌现状全景图 照片 3-38 三江县 209公路崩塌现状图

10、金鸡屯东侧 S506公路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20638）

地貌上属于构造侵蚀中低山地貌，地形切割较深，沟谷发育，冲沟及河谷

比降大，有少量悬谷及跌水，横断面呈“V”形。据调查，该不稳定斜坡发现于 2016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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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位于三江县林溪镇冠洞村金鸡屯东侧 S506公路处，该斜坡为一人工开

挖岩质斜坡，斜坡整体宽约 83m，高约 55m，坡度 40~50°，坡向 275°，出露地

层为南华系长安组（Nhc）砂岩，以薄层状为主，局部夹有少量的中层状，岩石

已风化成黄棕色，风化程度为强~中风化，基岩受节理切割整体破碎，在斜坡体

上部部分岩石已风化成碎石土，其结构已基本被坏。斜坡区域构造位置位于林

溪张扭性断裂的上盘，点上未见有断裂、褶皱的发育，主要构造现象为节理，

其中两组主要节理的产状分别为 J1：293°∠57°，长 5m，间距 0.05m；J2：47°∠61°，

长 0.2m，间距 0.15m。2017年 6月斜坡上部发生小崩塌，属于岩土质崩塌，其

崩塌规模约 400m³，主要形成原因为人修路，以及降雨冲刷等。崩塌灾害发生后，

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处置，主要措施为削坡＋清除，坡脚及坡面堆积体

全部清除并对切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经一系列工程措施治理后，该区域边坡

未见再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

经过多年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由于该边坡属于工程边坡，边

坡下部主要存在通行车辆及行人，建议与有关单位做好对接，移交相关的责任

主体部门，核销该地质灾害隐患点。详见照片 3-39~3-40。

照片 3-39 金鸡屯东侧 S506公路不稳定斜坡

现状全景图

照片 3-40 金鸡屯东侧 S506公路不稳定斜坡

现状图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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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八已屯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20640）

点位于林溪镇牙已村八已屯西侧约 500m处，地貌类型为构造侵蚀中低山地

貌，该斜坡为一人工开挖岩质斜坡，斜坡整体宽约 40m，高约 21.55m，坡度

40~50°，坡向 275°，出露地层为南华系长安组（Nhc）砂岩，以薄层状为主，局

部夹有少量的中层状，岩石已风化成黄棕色，风化程度为强~中风化，基岩受节

理切割整体破碎，在斜坡体上部部分岩石已风化成碎石土，其结构已基本被坏。

斜坡区域构造位置位于马胖压性断裂的上盘，点上未见有断裂、褶皱的发育，

主要构造现象为节理，其中三组主要节理的产状分别为 J1：109°∠57°，长 0.8m，

间距 0.5m；J2：13°∠78°，长 2.0m，间距 0.5m；J3：80°∠42°，长 5.0m，间距

1.5m。2021年斜坡上部发生崩塌，属于岩土质崩塌，其崩塌体积约 600m³，在

斜坡上部可见一条长约 3m，宽 0.05m，深 10~20cm的裂缝，走向 216°，下错位

移约 2~5cm。另在斜坡面处残留两块松散大石块，体积分别约为 6m³、20m³。崩

塌灾害发生后，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处置，主要措施为削坡＋清除，坡

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经一系列工程措施治理

后，该区域边坡未见再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隐患处于基本

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由于该边坡属

于工程边坡，边坡下部主要存在通行车辆及行人，建议与有关单位做好对接，

移交相关的责任主体部门，核销该地质灾害隐患点。详见照片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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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41 原八已屯不稳定斜坡全景图 照片 3-42 八已屯不稳定斜坡现状图

12、吉昌屯崩塌 3（统一编号：450226020624）

该点位于三江县林溪镇平铺村吉昌屯东侧约 400m公路切坡处，地貌上属于

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貌，坡向为北东南，位于半山腰，路旁为山谷底。该点上

覆地层为第四系残坡积层（Qdl＋el），主要为含碎石粉质粘土，碎石含量约为

10~20%，碎石呈棱角状~次棱角状，粒径约为 3~5cm，主要为砂岩碎块，呈硬

塑状，干强度及韧性强~中等，分布较连续，平均厚度约为 1m。分布的地层为

震旦系下统长安组（Z1c），出露的岩性主要为砂岩，颜色为灰绿色、青灰色，

中~厚层状构造，裂隙较发育，上部岩石较破碎，岩石呈中风化，下部岩石呈微

风化。该点位于林溪断裂北西盘约 1.5km，点上周围无断裂构造经过。据前期收

集的资料记载，崩塌发生于 2007年 12月，为岩质崩塌，崩塌位于边坡中上部，

主要由碎石粉质粘土组成，碎石分布零乱，主崩方向 40°，长约 40m，宽约 20m，

厚约 1.5m，体积约 1200m³，后缘局部有张拉裂缝，宽约 0.2m，深约 0.6m，长

约 5m，斜坡树木歪倒，处于不稳定状态。崩塌灾害发生后，由交通部门组织进

行了应急处置，主要措施为削坡＋清除＋浆砌石挡墙，其中斜坡坡脚处修砌一

道高 3m，宽 50m，厚 0.5m的浆砌石挡墙防护；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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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切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经一系列工程措施治理后，该区域边坡未见再次发

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近十几

年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由于该边坡属于工程边坡，边坡下部

主要存在通行车辆及行人，建议与有关单位做好对接，移交相关的责任主体部

门，核销该地质灾害隐患点。详见照片 3-43~3-44。

照片 3-43 原吉昌屯崩塌 3全景图 照片 3-44 吉昌屯崩塌 3现状图

13、冠小屯东南侧 S506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20639）

点位于三江县林溪镇冠洞村冠小屯东南侧 S506公路处，地处侵蚀剥蚀低山

丘陵地貌，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该不稳定斜坡形成于 2016年 3月，为一人

工开挖岩质斜坡，斜坡整体宽约 138m，高约 47m，坡度 50°~60°之间，坡向 310°，

出露地层为南华系长安组（Nhc）含砾砂岩，颜色为黄棕色，中~厚层状构造，

裂隙较发育，风化程度为强~中风化，基岩受节理切割整体破碎，在斜坡体上部

部分岩石已风化成碎石土，其结构已基本被坏。斜坡区域构造位置位于林溪张

扭性断裂的上盘，点上未见有断裂、褶皱的发育，主要构造现象为节理，其中

两组主要节理的产状分别为 J1：330°∠62°，长 0.2m，间距 0.05m；J2：18°∠72°，

长 2.0m，间距 0.2m。2021年 5月斜坡上部发生一起岩质崩塌，规模约 120m³，

堆积体较松散，分布于坡面及坡脚。由于风化作用与上方土体自重下压，使坡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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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岩体出现剪裂缝，宽约 1cm，方向约 330°，长 0.5~0.7m。崩塌灾害发生后，

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处置，主要措施为削坡＋清除＋挡土墙＋排水沟，

其中斜坡坡脚处修砌一道高约 2m，宽 200m的挡土墙；坡脚底部修建有排水沟，

宽约 0.8m，深约 0.6m；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

经一系列工程措施治理后，该区域边坡未见再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

好，斜坡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

性较好，由于该边坡属于工程边坡，边坡下部主要存在通行车辆及行人，建议

与有关单位做好对接，移交相关的责任主体部门，核销该地质灾害隐患点。详

见照片 3-45~3-46。

照片 3-45 原冠小屯东南侧 S506不稳定斜坡

全景图

照片 3-46 冠小屯东南侧 S506不稳定斜坡现

状全景图

（三）通过其他方式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或风险的隐患点分析

1、岩脚屯杨通宇屋前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20627）

该点位于八江镇岩脚村岩脚屯杨通宇屋前边坡，区域上属于构造侵蚀中低

山地貌，山岭连绵，丘坡起伏，地形切割较浅，坡度 20~30°，山坡相对较平缓。

上覆第四系残坡积层（Qdl＋el）含碎石粘土，黄褐色，硬塑状，碎石含量 20%。

下伏基岩为南华系长安组（Nhc）泥质粉砂岩，黄褐色、褐红色，砂质结构，产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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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150°∠26°，岩体结构部分被破坏，局部层理发育，原岩风化强烈~中等，风

化节理裂隙发育，裂隙中见少量泥质充填，边坡陡立面岩体裸露，受风化节理

裂隙切割成块状碎裂区，区块宽度大小 0.20~20.00m，断面灰暗~紫红色，属较

硬岩。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整个不稳定斜坡宽约 26m，坡高约 15m，坡度

约 60°，坡向 113°，上部土层厚约 3m，下部为强风化泥质粉砂岩。2020年 9月、

2021年 3月当地普降大雨，杨通宇屋前边坡先后发生小规模崩塌，主要为土质

崩塌，主崩方向 113°，崩塌体为碎石土，堆积至边坡下方乡村道路。根据现阶

段调查发现，该不稳定斜坡隐患点边坡与岩脚屯崩塌隐患点边坡属于同一个自

然斜坡，且威胁对象与范围高度重合，建议将这两个隐患点合并，并将其纳入

岩脚屯崩塌隐患点的管理体系中。同时，对岩脚屯杨通宇屋前不稳定斜坡隐患

点进行核销，以便后续开展巡排查及风险管控工作。详见照片 3-47~3-48。

照片 3-47 岩脚屯杨通宇屋前不稳定斜坡全

景图
照片 3-48 合并后岩脚屯崩塌现状全景图

2、八江乡八斗村八斗（小）屯吴军航房前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1713）

该崩塌点位于三江县八江镇八斗村八斗小屯的吴军航和吴航建房前的乡级

公路切坡上，周边地貌属于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貌，海拔标高：山顶 319~409m，

谷地（河流）189~190m，相对高差 129~219m，地形坡度相对较平缓。分布的地

岩脚屯杨通宇屋前

不稳定斜坡范围

合并后岩脚屯崩塌范围

范围

原岩脚屯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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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南华系下统黎家坡组（Nhl），岩性主要为灰绿、深灰色的含砾砂岩，点位

于一条北西向逆断层带上，故岩石较破碎。据调查访问，该点在 2000年 8月因

下大雨发生过崩塌，于 2014年 6月强降雨又发生崩塌，此次崩塌的部位是在八

斗小屯村民吴军航房前地坪坎边与公路切坡上部之间，崩塌高程约在 213~208m

之间，斜长约 6m，宽 5m，厚 1m，估算体积约 30m³，主崩方向 320°，坡度 60°

左右。崩塌体主要为房前地坪边坡护坡的干砌块石挡墙及堆填土石，为倾例式

崩塌，多数直接崩下堆积在公路切坡下部及公路上，经雨水携带，崩塌体基本

上堆积在此地段。堆积体长度约 6m，宽约 6m，厚约 0.6m，体积约 22m³，坡度

20°，坡向 320°，松散状，基本上不会产生次生地质灾害，但堆积在公路边，对

交通有所影响。此次崩塌仅垮塌房前部分地坪及挡墙，未毁坏房屋砸烂下方年

辆及伤害，估计造成经济损失的 1.4万元。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该崩塌隐患点

边坡与八斗屯吴航建宅前崩塌隐患点属于同一个自然斜坡，且威胁对象与范围

高度重合，建议将这两个隐患点合并，并将其纳入八斗屯吴航建宅前崩塌隐患

点的管理体系中。同时，对八江乡八斗村八斗（小）屯吴军航房前崩塌隐患点

进行核销，以便后续开展巡排查及风险管控工作。详见照片 3-49~3-50。

照片 3-49 八江乡八斗村八斗（小）屯吴军

航房前崩塌现状图

照片 3-50 合并后八斗屯吴航建宅前崩塌现

状全景图

八江乡八斗村八斗（小）

屯吴军航房前崩塌范围

合并后吴航建宅前崩塌范围
吴航建户

八斗屯吴航建宅前崩塌范围

吴军航户

吴航建户

吴军航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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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江县丹洲镇板必村立析屯郭金才、郭金生屋后滑坡（统一编号：

450226011525）

该滑坡位于三江县丹洲镇板必村立析屯郭金才、郭金生两兄弟屋后山坡，

地貌类型为构造侵蚀中低山地貌，缓~陡坡地形，分布地层为丹洲群拱洞组

（Pt3g），岩性为灰~灰绿色绢云母千枚岩。构造部位为逆断层下盘。该点的东

南面有一条北东向的小水沟，地表水较丰富，地下水以裂隙水为主，孔隙水次

之。据调查访问，该滑坡发生于 1996年 7月大雨时，形状似长方形，顺坡长约

40m，沿坡走向宽 20m，厚 1~3m，体积约 1000m³，主滑方向 125°，坡度 33°，

后缘下错 1.2~1.5m，后壁较平整，倾角约 60°。后缘后约 2~4m原产生一条长约

8m，宽 5~20cm的拉裂缝，现已被表土充填。滑坡周界明显，尤其是西南边呈

陡坎状，坡高 1.5~2m，坡度 60°~70°，前缘剪出口为屋后切坡，原切坡高 6m，

现高 4.5~5m。滑坡体为粘土夹碎石，坡度 33°，碎石为砂岩等碎石，棱角状，

砾径 2~5cm居多，占 20%~30%。当年滑坡冲坏房子 5间，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滑坡体早已被整平。经过 20多年的监测及观察，该滑坡未见再次滑动迹象，处

于基本稳定状态。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该滑坡隐患点边坡与立新屯房文云屋

后不稳定斜坡隐患点边坡属于同一个自然斜坡，并且处于立新屯房文云屋后不

稳定斜坡隐患点潜在威胁范围内，建议将这两个隐患点合并，并将其纳入立新

屯房文云屋后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的管理体系中。同时，对三江县丹洲镇板必村

立析屯郭金才、郭金生屋后滑坡隐患点进行核销，以便后续开展巡排查及风险

管控工作。详见照片 3-5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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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1 原三江县丹洲镇板必村立析屯郭

金才、郭金生屋后滑坡全景图

照片 3-52 合并后立新屯房文云屋后不稳定

斜坡现状全景图

4、福田屯崩塌--福田小学（统一编号：450226020501）

该点位于八江镇福田村福田屯福田小学教学楼屋后边坡，地貌类型属于侵

蚀中低山地貌，山体连绵起伏，峰顶标高 1600~1876m，谷地标高 420~450m，

相对高差 150~450m，山体自然坡度 21°，为缓坡。区域下伏基岩为南华系长安

组（Nhc）砂岩，呈层状结构，中风化，产状 256°∠64°，裂隙较发育。上覆土

层为第四系残坡层含碎石粘土，黄褐色，硬塑状，碎石含量 20%。地下水类型

为碎屑岩类构造裂隙水，受降雨影响较大，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切坡建房及修

路。该处崩塌所在斜坡坡度为 45°，为陡坡，坡高约 12m，坡顶为高挖低填形成

的平台，建造了学校 3层教学楼。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崩塌发生于 2021年

8月，该崩塌源位于坡顶，沿层理错动带崩塌，崩塌源宽约 10m，厚约 2m，崩

塌源体积约 100m³，堆积在坡脚道路内侧，主要物质成分为第四系残坡积含碎石

粘土，结构松散。该处崩塌较为完全，坡面上无潜在崩塌。根据现阶段调查发

现，该隐患点已由学校或村民自行建设混凝土挡墙＋水泥砂浆护坡综合治理，

边坡底部为钢筋混凝土挡墙，挡墙高约 1.5m，厚约 0.6m，宽约 8m，边坡中上

部为水泥砂浆护坡。在混凝土挡墙＋水泥砂浆护坡的防护下，近几年的监测及

原三江县丹洲镇板必村立析屯

郭金才、郭金生屋后滑坡范围

合并后不稳定斜坡范围

立新屯房文云屋后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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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支护结构完好无损，边坡现状处于

稳定状态。经学校或村民自行建设治理后原崩塌隐患点整体稳定性好，隐患已

经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53~3-54。

照片 3-53 原福田屯崩塌--福田小学全景图 照片 3-54 福田屯崩塌--福田小学现状全景图

5、福田屯吴柳青家屋侧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0502）

该点位于八江镇福田村福田屯吴柳青家屋侧边坡，地貌类型为侵蚀中低山

地貌，山体连绵起伏，峰顶标高 1600~1876m，谷地标高 420~450m，相对高差

150~450m，山体自然坡度 21°，为缓坡。区域下伏基岩为南华系长安组（Nhc）

砂岩，呈层状结构，中风化，产状 256°∠64°，裂隙较发育。上覆土层为第四系

残坡层含碎石粘土，黄褐色，硬塑状，碎石含量 20%。地下水类型为碎屑岩类

构造裂隙水，受降雨影响较大。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崩塌体主要为第四系

残坡积含碎石粘土，结构松散，堆积于切坡脚柳青家房屋后，主崩方向 270°，

堆积体长度约 7m，宽约 11m，厚约 3m，体积约 230m³，直接经济损失 0.5万元，

无人员伤亡。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该隐患点已由受灾户村民自行建设混凝土

挡墙治理，边坡底部为钢筋混凝土挡墙，分两阶，每阶挡墙高约 1.5m。在混凝

土挡墙的防护下，近几年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

支护结构完好无损，边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经村民自行建设治理后原崩塌隐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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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点整体稳定性好，隐患已经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55~3-56。

照片 3-55 原福田屯吴柳青家屋侧崩塌全景

图

照片 3-56 福田屯吴柳青家屋侧崩塌现状全景

图

6、三江县程村乡大树村佳林屯侯水德户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1730）

该点位于程村乡大树村佳林屯侯水德户屋后边坡，地貌类型为侵蚀剥蚀低

山丘陵地貌，为人工切坡形成，切坡高约 9m，宽约 30m，坡度约 60°，坡积土

层厚大于 8m，主要为粘土夹碎石，土体结构松散，在降雨作用下易沿软弱结构

面崩塌。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崩塌发生于 2014年 5 月 30日，切坡顶部发

生崩塌，主崩方向 170°，崩塌体长约 11m，宽约 15m，厚 1~2m，体积约 248m³，

崩塌击中候水德房屋，造成家具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0.4万元，无人员伤亡。调

查时，崩落至屋角的堆积物已清理，位于切坡上方的候帮属、候帮明户房屋前

约 1m处有开裂下沉迹现，户主已用彩条布覆盖裂缝，防止雨水浸入，处于不稳

定状态。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该隐患点已由受灾户村民自行建设浆砌块石挡

墙护坡治理，边坡底部为高约 3m的浆砌块石挡墙，在挡墙的防护下，近 10年

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支护结构完好无损，边坡

现状处于稳定状态。经村民自行建设治理后原崩塌隐患点整体稳定性好，隐患

已经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57~3-58。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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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7 三江县程村乡大树村佳林屯侯水

德户崩塌现状全景图

照片 3-58 三江县程村乡大树村佳林屯侯水

德户崩塌现状图

7、独峒镇知了村知了屯（杨涓屋后）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01633）

区域山高 473~860m左右，该点山脊走向 SE，山脊陡峭，地貌为低山陡坡，

山体自然坡度约 20°~30°。下伏基岩为南华系下统富禄组（Nhf）砂岩，呈层状

结构，产状 260°∠40°，构造影响不明显。地下水主要受孔隙水影响为主，蓄存

方式以上层滞水为主。坡面上，以素回填土为主，未见残坡土出露，回填土层

厚约 2~3m，填土未夯实，松散状。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在 2013年 5月发

现该不稳定斜坡，该点位于知了村委至知了小学的桥下，受坡面雨水冲刷严重，

表层土体呈饱和状态下易发生崩塌、滑坡灾害。坡面无植被覆盖，周界处见有

毛竹斜歪现象，前缘临空，建有干砌片石挡墙，墙体厚的 0.3m。2014年 5月中

旬晚上遇强降雨发生崩塌，规模不详，直接经济损失约 0.5万元，灾情险情属小

型。初步分析认为，该不稳定斜坡易发生滑坡、崩塌灾害，主要崩滑体现人工

弃土，土体松散，易失稳滑动。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该隐患点已由村委或村

民自行建设浆砌片石挡墙＋清除回填土＋排水沟综合治理，斜坡前缘重新砌筑

砂浆片石挡墙，墙厚约 0.5m；在斜坡右侧修建地表排水沟。在浆砌片石挡墙＋

排水沟的防护下，近 10年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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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结构完好无损，边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经村委或村民自行建设治理后原

不稳定斜坡隐患点整体稳定性好，隐患已经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59~3-60。

照片 3-59 独峒镇知了村知了屯（杨涓屋后）

不稳定斜坡现状全景图

照片 3-60 独峒镇知了村知了屯（杨涓屋后）

不稳定斜坡现状图

8、独峒镇知了村归滚屯（杨通芳屋前）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

450226001635）

不稳定斜坡位于独峒镇知了村归滚屯杨通芳屋前斜坡，为自然边坡，坡度

40~50°，坡高约 60m，坡宽约 30m，厚 1~1.5m，体积约 2500m³，斜坡上植被为

灌木或杉木，覆盖率约 70%。区域下伏基岩为南华系下统富禄组（Nhf）砂岩，

呈层状结构，中风化，裂隙较发育。上覆土层为第四系残坡层含碎石粘土，黄

褐色，硬塑状，碎石含量 20%。地下水类型为碎屑岩类构造裂隙水，受降雨影

响较大。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不稳定斜坡最早在 2004年 7月发生过变形迹

象，在杨卫国及杨通芳屋前出现裂缝，并有下沉现象，造成杨卫国房屋受损。

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杨通芬屋前裂缝早已被回填，未发现新的变形迹象，杨

卫国户早已搬迁另选址建房安置，原来房屋未拆除。该隐患点已由村委或村民

自行建设片石挡墙＋截排水沟综合治理，斜坡前缘砌筑片石挡墙防护，墙高约

3~6m；在斜坡左侧修建截排水沟。在片石挡墙＋排水沟的防护下，近 20年的监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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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支护结构完好无损，边坡现状

处于稳定状态。经村委或村民自行建设治理后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整体稳定性

好，隐患已经消失，建议核销。由于杨卫国户破旧房子未拆除，建议在边坡两

侧竖立安全警示牌。详见照片 3-61~3-62。

照片 3-61 独峒镇知了村归滚屯（杨通芳屋

前）不稳定斜坡现状全景图

照片 3-62 独峒镇知了村归滚屯（杨通芳屋

前）不稳定斜坡现状图

9、独峒镇唐朝村唐朝屯不稳定斜坡（统一编号：450226001631）

该点于 2006年 6月发现该不稳定斜坡，位于三江县独峒镇唐朝村唐朝屯杨

成生屋后之简易公路北侧，该区属中低山地貌，地形受切割程度中等，山体坡

度为陡~缓。区域分布地层为南华系下统富禄组（Nhf），岩性主要为灰绿色长

石石英砂岩夹泥质粉砂岩，构造部位为背斜西翼。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2006

年 7月、2009年 6月当地普降大雨，杨成生屋后切坡先后发生崩塌，其留下空

间为：高约 15m，斜长约 20m，宽约 10m，厚约 2m，坡度 50°，主崩方向 40°，

崩塌体为碎石土。崩塌冲坏下方小房，填埋人行便道，堵塞排水沟，同时崩塌

至上方简易公路，使公路北侧崩掉 10m 长、2m 宽的缺口，造成经济损失约 5

千元。崩塌发生不久，已被受灾户及时清走崩塌体，故调查时未见堆积体的分

布形态。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杨成生户已在原址建新房，房屋紧贴山体，屋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已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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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留有平台直通公路，公路外侧平台底下修筑浆砌片石挡墙防护，在片石挡墙

及房子的防护下，近 20年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

支护结构完好无损，边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经村民自行建设治理后原不稳定

斜坡隐患点整体稳定性好，隐患已经消失，建议核销。详见照片 3-63~3-64。

照片 3-63 独峒镇唐朝村唐朝屯不稳定斜坡

现状全景图

照片 3-64 独峒镇唐朝村唐朝屯不稳定斜坡

现状图

10、下林江屯 4号崩塌（统一编号：450226020574）

该点位于古宜镇周坪村南侧约 1.3km的 209国道西侧垃圾堆放场处，地貌

类型为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貌，微地貌为陡坡。区域下伏基岩为丹洲群合桐组

（Pt3h）灰绿色中~薄层状绢云千枚岩，强~中风化，产状 280°∠64°，裂隙较发

育，岩石强度较低，易击碎或可用手掰断，一组节理发育，发育密度 0.3~1.0条

/m，面较平直，充填性差，宽约 0.2~1mm，延伸长度普遍大于 1m。上覆土层为

第四系残坡层含砾粉质粘土，黄褐色，硬塑状，中密实度，厚约 2m。地下水类

型主要为碎屑岩类构造裂隙水，受降雨影响较大。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崩

塌发生于 2015年 6月，主崩方向 40°，崩塌体积约 1849m³，堆积于坡脚垃圾堆

放场处。经过多年的监测及观察，其余区域未见再次崩塌迹象，处于基本稳定

状态，由于斜坡底部为垃圾堆放场，未威胁居民及村庄，无固定威胁对象，无

原不稳定斜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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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鉴于边坡坡面仍裸露，且位于 209国道旁，建议在垃

圾堆放场出入口处竖立安全警示牌。详见照片 3-65~3-66。

照片 3-65 下林江屯 4号崩塌现状全景图 照片 3-66 下林江屯 4号崩塌现状图

11、江源屯泥石流（统一编号：450226030001）

点位于三江县和平乡清江村江源屯，地貌类型为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貌区，

该泥石流冲沟流域最高点高程约 508m，堆积区高程约 288m，流域高差约 220m，

冲沟两侧山体坡度 25°~45°，局部达 60°。四周山体植被较发育，主要为杉木和

茶园，植被覆盖率达 80%以上。据前期收集的资料记载，2020年 9月，发生过

泥石流，其堆积体已至房屋一楼，造成坡脚二级路下方有涵洞被堵塞，主要威

胁沟口 1户 6间房屋，常住人口为一位 60岁以上老人，并威胁下方公路。冲沟

内仍有碎石等松散物堆积，遇暴风雨易再次发生。根据现阶段调查发现，该常

住人口已去世，危险区内威胁对象已不存在，其房屋尚未被拆除，由于周边无

其他威胁居民及村庄，无固定威胁对象，无直接承灾体，建议核销泥石流地质

灾害隐患点。由于房子未拆除，且位于公路边，建议在公路边竖立安全警示牌。

详见照片 3-67~3-68。

原崩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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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67 江源屯泥石流现状全景图 照片 3-68 江源屯泥石流现状图

第二节 核销完成工作量

本次核销工作前期对三江侗族自治县在册的 319处隐患点进行了全面复核

分析，根据多年的监测及巡排查情况，并筛选出 34处有核销潜力的隐患点；而

后对此 34处隐患点进行了详细的野外核销调查，并与村民、村委和监测员沟通

后，准确掌握了此 34处隐患点的现状，并对其危险程度、影响范围、发展情况、

可能诱发的其他危害做出了准确评价；经本次野外核销调查工作确定，调查的

30处隐患点均满足核销条件，其中包括崩塌（危岩、土质崩塌）隐患点 29处，

滑坡隐患点 4处，泥石流隐患点 1处。本次核销隐患点后减少威胁人口 601人，

减少威胁财产 2756.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3-2，主要分布在八江镇、程村乡、

丹洲镇、斗江镇、独峒镇、高基乡、古宜镇、和平乡、老堡乡、良口乡、林溪

镇、洋溪乡。

表 3-2 三江侗族自治县各乡镇隐患点核销情况统计表

乡镇名

称

核销隐患

点数（处）

崩塌

（处）

滑坡

（处）

泥石流

（处）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核销类型

八江镇 4 4 39 224 隐患点合并

自行建设治理

程村乡 1 1 19 50 自行建设治理

泥石流流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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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名

称

核销隐患

点数（处）

崩塌

（处）

滑坡

（处）

泥石流

（处）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核销类型

丹洲镇 3 2 1 18 110 搬迁避让

隐患点合并

斗江镇 3 3 28 81 搬迁避让

独峒镇 3 3 23 105 自行建设治理

高基乡 2 1 1 8 40 搬迁避让

工程治理

古宜镇 5 4 1 116 584
搬迁避让

工程治理

无直接受威胁对象

和平乡 2 1 1 38 195 工程治理

无直接受威胁对象

老堡乡 3 3 13 65 搬迁避让

工程治理

良口乡 1 1 20 40 工程治理

林溪镇 6 6 189 963 搬迁避让

工程治理

洋溪乡 1 1 90 300 工程治理

合计 34 29 4 1 601 2756.5

第三节 地质灾害隐患点核查小结

本次共调查了 34处隐患点，隐患点所处地质环境稳定且未见其他新的地质

灾害隐患发育，均满足核销条件。其中，符合搬迁避让类核销条件共 10处，均

为自行搬迁；符合工程治理达基本稳定~稳定状态共 13处，其中有 6处属于公

路边坡，由交通责任主体采取应急工程治理；通过其他方式消除了地质灾害隐

患或风险共 11处，具体包括 3处隐患点进行合并管理、6处由村委或村民自行

建设治理、2处无直接受威胁对象。在完成本次隐患点核销后，共解除威胁人口

601人和威胁财产 275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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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1、本次地质灾害核销调查工作，野外时间 2024年 5月 1日~2024年 10月

31日。通过本次核销工作，对三江侗族自治县的 3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调

查，包括危岩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 2处、土质崩塌隐患点 27处，滑坡隐患点 4

处，泥石流隐患点 1处；隐患点分布范围主要为八江镇、程村乡、丹洲镇、斗

江镇、独峒镇、高基乡、古宜镇、和平乡、老堡乡、良口乡、林溪镇、洋溪乡。

2、在对此 34处隐患点进行了详细的野外核销调查，并与村民、村委和监

测员沟通后，准确掌握了此几处隐患点的动态及现状，并对其危险程度、影响

范围、发展情况、可能诱发的其他危害做出了准确评估。

3、本次共调查了 34处隐患点，隐患点所处地质环境稳定且未见其他新的

地质灾害隐患发育，均满足核销条件。核销类型分别包括搬迁避让、工程治理、

通过其他方式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或风险等。其中 10处由于自行搬迁避让，已

经没有固定威胁对象；7处崩塌和滑坡隐患点由政府拨款进行了专业勘查及施工

图设计并完成工程施工治理，且通过专家评审完成竣工终验收；6处由于交通责

任主体采取应急工程治理后，边坡处于稳定状态；3处由于隐患点边坡属同一斜

坡带或威胁对象一致，故将隐患点进行合并管理；6处由政府或村民、村委组织

对隐患点修建挡墙或截排水沟等方式治理，并经过多年的边坡变化监测，未再

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2处由于危险区内已无直接受

威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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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调查的 34 处隐患点均满足了核销条件，核销后解除威胁人口 601

人，核销后解除威胁财产 2756.5万元。

第二节 建议

1、建议经专家论证，核销此次调查中 3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2、利用广播、电视、科普手册、标语等宣传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全民

识灾、防灾、减灾意识，为减灾工作建立群众基础。由于原隐患点区域内发生

过灾害，地质环境变化小，再次孕育同样灾害隐患的可能性较高，根据最新“隐

患点＋风险区”双管控的要求，该 34处核销隐患点区域建议做好安全警示。

3、建议行政部门加强管理，以防原搬迁避让居民原址新建。

4、地质灾害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如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突变的外部因

素影响下，如已核销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再次出现危害、威胁迹象，应及时上报

有关管理部门，必要时须再次列入地质灾害监测系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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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地质灾害隐患点核销调查现状统计表

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地质环境条件
搬迁

避让

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1
450226

001623

丹洲镇六孟

村各亮屯（梁

家耀户）不稳

定斜坡

崩

塌

丹洲

镇

2825

394

3664

7403

2013

年 6

月

1365

m³
4 20.00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第四系含碎石

粉质粘土，厚约 3m，

下伏丹洲群拱洞组条

带状板岩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原各亮屯梁家耀户已避险搬迁另选址建

房安置，原来房屋已全部拆除；现阶段山

脚其他区域仍有村民居住，根据原始资料

及现场调查，居住区域不在该不稳定斜坡

隐患点的威胁范围内。原隐患点稳定性较

差，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由于原威胁对象

全部避险搬迁安置，已无固定威胁对象

2
450226

021741

三江县斗江

镇凤凰村中

广屯（石定

生）崩塌

崩

塌

斗江

镇

2862

773

3736

9304

2014

年 5

月

50m

³
10 25.00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第四系粘土夹

碎石，下伏丹洲群拱洞

组条带状板岩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原隐患点稳定性较差，处于基本稳定状

态，现阶段原居民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

置，原来房屋已荒废。由于原威胁对象全

部避险搬迁安置，已无固定威胁对象

3
450226

021743

三江县斗江

乡凤凰村中

广屯（石文

华）屋后崩塌

崩

塌

斗江

镇

2862

991

3736

9084

2014

年 5

月

350

m³
16 36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第四系粘土夹

碎石，下伏丹洲群拱洞

组条带状板岩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原隐患点主要为人工切坡建房形成，稳定

性较差，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现阶段原居

民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置，原来房屋已

荒废。由于原威胁对象全部避险搬迁安

置，已无固定威胁对象

4
450226

010237

大洲村委洲

上屯滑坡

滑

坡

古宜

镇

2852

788

3735

8559

2020

年 5

月

248

m³
16 71

地处河流阶地及低山

丘陵交界处，第四系粉

粘土，下伏南华系黎家

坡组含砾砂岩，植被较

发育，覆盖率80%左右。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原隐患点稳定性较差，处于基本稳定状

态，现阶段原居民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

置，原来房屋部分拆除，其余荒废，由于

原威胁对象全部避险搬迁安置，已无固定

威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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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地质环境条件
搬迁

避让

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5
450226

021747

古宜镇古皂

村三冲屯（郭

金秀）崩塌

崩

塌

古宜

镇

2848

988

3736

2728

2014

年 6

月

67.5

m³
5 22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第四系含碎石

粉质粘土，下伏南华系

长安组砂岩，植被较发

育，覆盖率 75%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原隐患点稳定性较差，处于基本稳定状

态，由于原威胁对象已避险搬迁安置，原

来房屋全部分拆除，已无固定威胁对象

6
450226

021770

三江县老堡

东竹村界脚

屯（吴才昌）

屋后崩塌

崩

塌

老堡

乡

2838

436

3735

0788

2013

年 5

月

200

m³
3 5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第四系粘土夹

碎石，下伏震旦系老堡

组粉砂岩，植被较发

育，覆盖率 80%左右。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经过近 10年的监测及观察，其余区域未

见再次崩塌迹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目

前原威胁对象已避险搬迁安置，已无固定

威胁对象

7
450226

028001

美俗村分散

安置点崩塌

崩

塌

林溪

镇

2876

652

3736

3656

2022

年 5

月

300

m³
3 20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第四系粘土，下

伏丹洲群拱洞组泥质

粉砂岩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原隐患点稳定性较差，处于基本稳定状

态，现阶段原居民避险搬迁另选址建房安

置，原来房屋已全部拆除，由于原威胁对

象全部避险搬迁安置，已无固定威胁对象

8
450226

028005

三江县丹洲

镇石门冲景

区危岩

崩

塌

丹洲

镇

2821

761

3734

9931

2014

年 12

月

12.3

m³
10 80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山体地层为寒

武系清溪组硅质板岩

夹薄层板岩，植被较发

育，覆盖率 85%左右。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原隐患点存在 3处危岩，其中①、②危岩

处于较稳定状态，③危岩体底面悬空处于

不稳定状态，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下①、②、

③号危岩容易发生崩塌灾害。现阶段石门

冲景区已经停止开放，景区周边无人员居

住，无固定威胁对象

9
450226

020689

大兰坪页岩

砖厂不稳定

斜坡

崩

塌

斗江

镇

2852

368

3736

6386
不详

3800

m³
2 20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地层为寒武系

清溪组砂岩，上覆土体

为碎石土，厚度为 0.5m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经过多年的监测及观察，其余区域未见再

次崩塌迹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由于工

厂已停产，工人、设备已全部撤离，已无

固定威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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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地质环境条件
搬迁

避让

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10
450226

018005
拉旦屯滑坡

滑

坡

高基

乡

2841

189

3737

6399

2019

年 7

月

840

m³
5 30

区域上属于侵蚀中低

山地貌，土层为第四系

残坡层粘土，厚约 3m，

下伏基岩为南华系长

安组砂岩

搬迁

避让

自行搬

迁避让
无

现状未发生拉张裂缝，可见屋后山体斜坡

呈圈椅状地形，未见明显变形，处于基本

稳定状态，由于原居民已避险搬迁另选址

建房安置，原来房屋已全部拆除，已无固

定威胁对象

11
450226

008004

和平屯不稳

定斜坡

崩

塌

和平

乡

2830

021

3736

0270
不详

2500

m³
35 150

区域上属于侵蚀中低

山地貌，第四系粘土夹

碎石，厚约 1m，下伏

基岩为黎家坡组泥质

粉砂岩

无搬

迁避

让

通过竣

工终验

收

挂网锚

喷工程

护坡+排

水沟（中

央资金）

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于 2020年申请中央

资金（与古这屯小学崩塌同期）治理，由

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不稳定斜坡经治

理后，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

未影响到村庄正常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

环境整体较稳定，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稳

定，未威胁居民及村庄，该点隐患消失

12
450226

028008

白文村白文

屯崩塌

崩

塌

老堡

乡

2835

010

3663

9957

2020

年 1

月

932

m³
5 30

区域上属于侵蚀中低

山地貌，第四系回填

土，厚约 3~5m，下伏

基岩为震旦系黎家坡

组泥岩，植被发育

无搬

迁避

让

通过竣

工终验

收

锚杆式

挡土墙

工程护

坡（中央

资金）

原崩塌隐患点已申请 2019年自治区第一

批资金治理，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

崩塌隐患点经治理后，未见该区域出现掉

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村庄正常生活及

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不稳

定斜坡隐患点稳定，未威胁居民及村庄，

该点隐患消失

13
450226

028010

古这屯小学

崩塌

崩

塌

老堡

乡

2834

998

3663

8813

2020

年 6

月

1400

m³
5 30

区域上属于侵蚀中低

山地貌，第四系粉质粘

土，厚约 2~4m，下伏

基岩为震旦系黎家坡

组泥质粉砂岩、泥岩，

植被较发育

无搬

迁避

让

通过竣

工终验

收

护脚墙+

锚杆格

构梁+截

排水沟

（自治

区资金）

原崩塌隐患点于 2020年申请中央资金

（与和平屯不稳定斜坡同期）治理，由监

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崩塌隐患点经治理

后，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

影响到学校师生、村庄正常生活及居住安

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不稳定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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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地质环境条件
搬迁

避让

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隐患点稳定，未威胁学校师生、居民及村

庄，该点隐患消失

14
450226

009002

苏城桥头不

稳定斜坡

崩

塌

古宜

镇

2853

505

3811

1474

2019

年 6

月

5800

m³
70 180

处于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区，地层岩性主要为

第四系含碎石粉质粘

土层和上元古界丹洲

群拱洞组千枚岩

无搬

迁避

让

通过竣

工终验

收

放坡+格

构锚杆+

排水+植

被护坡+

清坡+挂

网锚喷

（自治

区资金）

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已申请 2020年自治

区资金治理，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

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经治理后，未见该区域

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居民正常

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

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稳定，未威胁居民及

小区住宅，该点隐患消失

15
450226

010227
井板屯滑坡

滑

坡

洋溪

乡

2848

378

3663

4825

2021

年 7

月

4200

m³
90 300

该点处在构造侵蚀中

低山区地貌区，出露的

地层由新至老主要有

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

土、坡残积层含碎石粉

质粘土、震旦系黎家坡

组泥质粉砂岩

无搬

迁避

让

通过竣

工终验

收

注浆微

型钢管

桩+截水

沟+绿化

植草（自

治区资

金）

原滑坡隐患点先后申请 2021年和 2022年

自治区资金治理，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

知，滑坡隐患点经治理后，未见该区域出

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居民正常生

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

滑坡隐患点稳定，未威胁居民及村庄，该

点隐患消失

16
450226

020529

高友屯上寨

崩塌

崩

塌

林溪

镇

2875

835

3737

1409

2020

年 6

月

2644

m³
120 550

该点处在构造侵蚀中

低山区地貌区，出露的

地层由新至老主要有

第四系坡残积层含碎

石粉土、南华系长安组

含砾砂岩

无搬

迁避

让

通过竣

工终验

收

削（清）

坡+锚杆

（索）格

构+植生

袋绿化

（自治

区资金）

原崩塌隐患点于 2022年申请自治区资金

治理，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崩塌隐

患点经治理后，未见该区域出现掉块或崩

塌现象，未影响到村庄正常生活及居住安

全，地质环境整体较稳定。原崩塌隐患点

稳定，未威胁居民及村庄，该点隐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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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地质环境条件
搬迁

避让

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17
450226

020695

程阳不稳定

斜坡一号

崩

塌

林溪

镇

2866

243

3736

4132

2017

年 6

月

2100

m³
40 360

该点位于地貌类型属

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区，

出露地层岩性主要为

第四系坡残积粉质粘

土，下伏地层为震旦系

长安组泥质粉砂岩

无搬

迁避

让

通过竣

工终验

收

人工清

除+主动

网+生态

植物袋

（自治

区资金）

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已申请 2020年自治

区资金治理，由监测及调查及资料可知，

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经治理后，未见该区域

出现掉块或崩塌现象，未影响到游客、居

民、商户等生活及居住安全，地质环境整

体较稳定，原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稳定，未

威胁景区、居民及村庄，该点隐患消失

18
450226

021709

三江县高基

乡冲干村东

山屯覃文才

屋后（公路

边）崩塌

崩

塌

高基

乡

2834

644

3736

8831

2014

年 6

月

100

m³
3 10

点处于侵蚀剥蚀低山

丘陵地貌，地层为震旦

系下统长安组泥质砂

岩，地表水以山冲溪水

及河水为主，残坡积层

厚度 0.5~3m

无搬

迁避

让

工程边

坡

削坡＋

清除（交

通部门）

原隐患点已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

处置，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

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该区域边坡未见再

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

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近 10

年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

19
450226

020586

三江县 209公

路崩塌

崩

塌

古宜

镇

2852

633

3736

4466

2007

年

3600

0m³
24 310

点处于侵蚀剥蚀低山

丘陵地貌，植被茂盛，

覆盖率 95%，上覆第四

系含碎石粉质粘土，厚

约 1m，下伏丹洲群拱

洞组变质砂岩

无搬

迁避

让

工程边

坡

削坡＋

清除（交

通部门）

原隐患点已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

处置，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

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该区域边坡未见再

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

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

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

20
450226

020638

金鸡屯东侧

S506公路不

稳定斜坡

崩

塌

良口

乡

2871

861

3736

5610

2016

年 3

月

2000

m³
20 40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出露地层为南华

系长安组砂岩，植被发

育

无搬

迁避

让

工程边

坡

削坡＋

清除（交

通部门）

原隐患点已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

处置，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

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该区域边坡未见再

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

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

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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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地质环境条件
搬迁

避让

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21
450226

020640

八已屯不稳

定斜坡

崩

塌

林溪

镇

2877

169

3736

1324
不详

6000

m³
8 20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出露地层为南华

系长安组砂岩，植被发

育

无搬

迁避

让

工程边

坡

削坡＋

清除（交

通部门）

原隐患点已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

处置，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

坡面松散层进行削坡，该区域边坡未见再

次发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

隐患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

的监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

22
450226

020624
吉昌屯崩塌 3

崩

塌

林溪

镇

2868

221

3736

3318

2007

年 12

月

1200

m³
8 5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上覆第四系含

碎石粉质粘土，碎石含

量约为 10~20%，，厚

约 1m，下伏震旦系下

统长安组砂岩

无搬

迁避

让

工程边

坡

削坡＋

清除+浆

砌石挡

墙护坡

（交通

部门）

原隐患点已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

处置，斜坡坡脚处修砌浆砌石挡墙防护，

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坡面

松散层进行削坡，该区域边坡未见再次发

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隐患

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的监

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

23
450226

020639

冠小屯东南

侧 S506不稳

定斜坡

崩

塌

林溪

镇

2871

370

3736

5382

2016

年 3

月

8000

m³
10 8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出露地层为南

华系长安组含砾砂岩，

植被较发育

无搬

迁避

让

工程边

坡

削坡＋

清除＋

挡土墙

＋排水

沟（交通

部门）

原隐患点已由交通部门组织进行了应急

处置，斜坡坡脚处修砌挡土墙+排水沟，

坡脚及坡面堆积体全部清除并对切坡面

松散层进行削坡，该区域边坡未见再次发

生崩塌灾害，边坡稳定性较好，崩塌隐患

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经过多年的监

测及观察，治理后其稳定性较好

24
450226

020627

岩脚屯杨通

宇屋前不稳

定斜坡

崩

塌

八江

镇

2865

144

3735

1841

2020

年 5

月

1170

m³
12 30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上覆第四系含碎

石，下伏南华系长安组

泥质粉砂岩，植被发

育，覆盖率 75%

无搬

迁避

让

纳入其

他隐患

点管理

无

坡面土层松散，坡面古树有倾斜现象，仅

坡脚底部修砌有一道护脚墙，隐患仍然存

在，纳入其他隐患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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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地质环境条件
搬迁

避让

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25
450226

021713

八江乡八斗

村八斗（小）

屯吴军航房

前崩塌

崩

塌

八江

镇

2866

174

3735

6141

2000

年 8

月

200

m³
7 12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分布的地层为

南华系下统黎家坡组

含砾砂岩，植被发育，

覆盖率 85%

无搬

迁避

让

纳入其

他隐患

点管理

无
边坡陡立面岩体裸露，未见防护措施，隐

患仍然存在，纳入其他隐患点管理

26
450226

011525

三江县丹洲

镇板必村立

析屯郭金才、

郭金生屋后

滑坡

滑

坡

丹洲

镇

2815

492

3664

8239

1996

年 7

月

1000

m³
4 10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分布地层为丹洲

群拱洞组绢云母千枚

岩，地表水较丰富，地

下水以裂隙水为主，孔

隙水次之。

无搬

迁避

让

纳入其

他隐患

点管理

无

原滑坡体已被整平，经过 20多年的监测

及观察，该滑坡未见再次滑动迹象，处于

基本稳定状态，纳入其他隐患点管理

27
450226

020501

福田屯崩塌--

福田小学

崩

塌

八江

镇

2868

244

3735

2655

2021

年 8

月

100

m³
10 102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第四系含碎石粘

土，碎石含量 20%，下

伏基岩为南华系长安

组砂岩，植被发育，覆

盖率 80%

无搬

迁避

让

边坡无

变形，支

护结构

完好无

损

清除＋

挡土墙

＋水泥

砂浆护

坡（自行

建设）

该处崩塌较为完全，坡面上无潜在崩塌，

原隐患点已由学校或村民自行建设混凝

土挡墙＋水泥砂浆护坡综合治理，近几年

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

变形迹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隐患已经

消失

28
450226

020502

福田屯吴柳

青家屋侧崩

塌

崩

塌

八江

镇

2868

214

3735

2599
不详

230

m³
10 80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第四系含碎石粘

土，碎石含量 20%，下

伏基岩为南华系长安

组砂岩，植被发育，覆

盖率 80%

无搬

迁避

让

边坡无

变形，支

护结构

完好无

损

清除＋

挡土墙

（自行

建设）

隐患点已由受灾户村民自行建设混凝土

挡墙治理，近几年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

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现状处于稳

定状态，隐患已经消失



57

序

号
点号 名称

类

型
乡镇 X Y

发生

时间
规模

威胁

人数

（人）

威胁财

产（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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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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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原

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29
450226

021730

三江县程村

乡大树村佳

林屯侯水德

户崩塌

崩

塌

程村

乡

2856

130

3735

4108

2014

年 5

月

495

m³
19 50

地貌类型为侵蚀剥蚀

低山丘陵地貌，坡积土

层厚大于 8m，植被较

发育

无搬

迁避

让

边坡无

变形，支

护结构

完好无

损

清除＋

浆砌块

石挡墙

护坡（自

行建设）

隐患点已由受灾户村民自行建设浆砌块

石挡墙护坡治理，近 10年的监测及观察

中，未再次发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现

状处于稳定状态，隐患已经消失

30
450226

001633

独峒镇知了

村知了屯（杨

涓屋后）不稳

定斜坡

崩

塌

独峒

镇

2866

828

3664

1708

2013

年 5

月

400

m³
10 10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第四系回填

土，厚约 2~3m，下伏

南华系下统富禄组砂

岩，地下水主要受孔隙

水影响为主，蓄存方式

以上层滞水为主

无搬

迁避

让

边坡无

变形，支

护结构

完好无

损

清除＋

浆砌片

石挡墙

＋排水

沟（自行

建设）

隐患点已由村委或村民自行建设浆砌片

石挡墙＋清除回填土＋排水沟综合治理，

近 10年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

塌或发现变形迹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

隐患已经消失

31
450226

001635

独峒镇知了

村归滚屯（杨

通芳屋前）不

稳定斜坡

崩

塌

独峒

镇

2866

873

3664

3017

2004

年 7

月

2500

m³
2 20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上覆第四系含碎

石粘土，碎石含量20%，

下伏南华系下统富禄

组砂岩，地下水类型为

碎屑岩类构造裂隙水

1户搬

迁避

让

边坡无

变形，支

护结构

完好无

损

回填裂

缝+片石

挡墙＋

排水沟

（自行

建设）

原隐患点杨通芬屋前裂缝早已被回填，未

发现新的变形迹象，已由村委或村民自行

建设片石挡墙＋截排水沟综合治理，近

20年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生崩塌

或发现变形迹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隐

患已经消失

32
450226

001631

独峒镇唐朝

村唐朝屯不

稳定斜坡

崩

塌

独峒

镇

2865

202

3664

2283

2006

年 6

月

350

m³
11 75

地处构造侵蚀中低山

地貌，下伏南华系下统

富禄组长石石英砂岩

夹泥质粉砂岩，植被发

育

无搬

迁避

让

边坡无

变形，支

护结构

完好无

损

清除＋

浆砌片

石挡墙

（自行

建设）

原隐患点崩塌发生不久，已被受灾户及时

清走崩塌体，原受灾户已在原址建新房，

房屋紧贴山体，屋后留有平台直通公路，

公路外侧平台底下修筑浆砌片石挡墙防

护，近 20年的监测及观察中，未再次发

生崩塌或发现变形迹象，现状处于稳定状

态，隐患已经消失



58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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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名称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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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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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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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工程治

理措施
隐患点现状描述

33
450226

020574

下林江屯 4号

崩塌

崩

塌

古宜

镇

2852

537

3736

1928

2015

年 6

月

1849

m³
1 0.5

地处侵蚀剥蚀低山丘

陵地貌，上覆第四系含

砾粉质粘土，厚约 2m，

下伏丹洲群合桐组绢

云千枚岩，地下水类型

主要为碎屑岩类构造

裂隙水

无搬

迁避

让

无直接

受威胁

对象

无

原崩塌堆积于坡脚垃圾堆放场处，经过多

年的监测及观察，其余区域未见再次崩塌

迹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由于斜坡底部

为垃圾堆放场，未威胁居民及村庄，无固

定威胁对象

34
450226

030001

江源屯泥石

流

泥

石

流

和平

乡

2824

733

3735

9712

2020

年 9

月

100

m³
3 45

区域上属侵蚀剥蚀低

山丘陵地貌区，四周山

体植被较发育，主要为

杉木和茶园，植被覆盖

率达 80%以上

无搬

迁避

让

无直接

受威胁

对象

无

原泥石流隐患点冲沟内仍有碎石等松散

物堆积，遇暴风雨易再次发生，现状泥石

流隐患点危险区内常住人口已去世，危险

区内威胁对象已不存在，其房屋尚未被拆

除，鉴于周边无其他威胁居民及村庄，无

固定威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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