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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023 年度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

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2 日



- 2 -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023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秀山县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为“十四五”

规划提供地质安全保障，最大限度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损

失，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重

庆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重庆市秀

山县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等文件，结合秀山县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点影响范围及现状分析

秀山县地处重庆市东南角，位于武陵山腹地，属灰岩区喀斯

特地貌，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地势呈南北走向山地—盆地—山地

分布。全县地质灾害点多、面广，广泛分布于全县 27 个乡镇（街

道），主要分布于偏远的山区。

截至目前，秀山县已发现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重要

工程基础设施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140 处，共计威胁群众 878 户

3526 人，地灾隐患点分布范围广，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多处于

欠稳定状态。其中滑坡 124 处，占隐患点总数的 88.57%；危岩

崩塌 9 处，占隐患点总数的 6.43%；泥石流 3 处，占隐患点总数

的 2.14%；塌陷 4 处，占隐患点总数的 2.86%。

二、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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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气象部门预测，2023 年秀山县降水量接近常年，较去年

偏多 2 成左右。预计 3 月上旬后期至中旬前期、4 月上中旬、5

月上中旬和 9 月下旬，大部地区有 6 天左右的阴雨天气；雨量将

从 3 月下旬开始，较常年和去年偏早；汛期暴雨洪涝重于常年，

重于去年。

综合秀山县地质灾害形成条件及诱发因素，结合全年降雨预

测情况分析，预计 2023 年全县地质灾害发生频率总体重于常年，

高于去年。3—5 月，全县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常年及 2022 年偏

高；6—8 月，全县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常年及 2022 年偏高；9

—11月，全县地质灾害发生频率接近常年及 2022 年。汛期（5—9

月）有 5～7 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暴雨洪涝重于常年。局部

地区强降雨时段地质灾害群发可能性较大，同时要注意防范 3—

5月阴雨天气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工程建设活动中的边坡、

隧道等地下硐室不规范工程作业诱发边坡失稳、地面塌陷等地质

灾害。

三、工作任务

（一）强化基础工作，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风险调查工

程。一是根据《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秀山县规

划自然资源局及时编制《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

“十四五”规划》，科学部署“十四五”时期秀山县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二是组织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和基层组织开展春

季大排查，做好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以及雨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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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特别要加强对综合遥感识别出的

隐患点、存在变形的已有隐患点以及农村房屋前后边坡、学

校、场镇、居民集中区，以及“五大重点防范区”等重点区

域的全时段巡查。三是组织技术力量做好综合遥感识别现场

核查验证，经核查属于地质灾害隐患的，及时纳入管控。四

是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要全面完成秀山县 1:1万地质灾害精细化调

查工作及秀山县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进一步核实地质灾害

隐患，划定大比例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风险区，形成地质灾害

风险普查成果，基本掌握全县地质灾害风险底数，为综合制订地

质灾害防灾减灾对策和探索开展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提供依据。五

是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要及时动态更新地质灾害数据库，分类建立

地质灾害风险台账。

（二）强化专群结合，抓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监测预

警工程。一是进一步夯实地质灾害防治的“四重”网格化体系，

严格落实群测群防员、片区负责人、驻守地质队员、地环站工作

人员“四重”网格员职责，各乡镇（街道）要督促群测群防人员，

严密监测隐患点发展变形状况，严防死守秀山县现有的 140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非汛期每周监测不少于 1 次，主汛期实行 24 小

时监测，并做好监测记录，为调整防治措施和应急处置提供依据。

二是各乡镇（街道）要督促片区负责人及群策群防员维护好专群

结合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警专用设备，加大宣传力

度，严惩破坏监测设备的人员，充分发挥“技防”在地质灾害中



- 5 -

的预警作用。三是强化部门联合会商，完成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系统升级改造，逐步建立精细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机制，

切实做好强降雨期间和重要时段的会商研判和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分析，切实做好短临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及时、精准

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在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险情前及时指

导各乡镇（街道）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应对工作，提升地质灾害气

象预警精度及实效性。

（三）强化能力建设，抓好地质灾害驻守支撑和科学防灾工

作。一是启动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驻守，统筹安排人员稳定、技

术过硬的 16 名地质队员驻守秀山县，做好支撑服务工作。二是

各乡镇（街道）、县级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市级重点调度和区

县日常调度相结合的分级调度机制，加强雨前、雨中、雨后实时

调度，精准高效将“四重”网格员和地灾防治专家调度到地灾风

险区域和灾险情现场。三是各乡镇（街道）、县级各相关部门要

加大《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宣传力度，深入开展多形式、

多途径的地质灾害识灾、防灾、避险自救等知识的宣传培训，对

所有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每年至少开展 1 次避险演练，其中

中型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应优先组织实施，提高受威胁群众防

灾减灾意识和自我防范保护能力，坚决杜绝撤离人员擅自回流

造成伤亡。四是坚持人防与技防协同，强化智能技防，结合全县

60处专群结合监测预警实验设备和 93处群测群防智能化监测预

警设备运行情况，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研究，对重大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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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点早期识别、成灾机理和规律、防治方法等进行研究。五是

各乡镇（街道）、县级各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村社（企业）地防员

制度的落实，切实提高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深入推进地质灾害

“点线面”一体化风险管控体系落地见效。

（四）加强综合防治，抓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

迁工程。一是要严格落实政府属地责任，加大本行政区域内地质

灾害隐患点的排危除险力度，启动实施农村房前屋后隐患整治

专项行动，落实有关责任人做好群测群防、简易处置或工程治

理等防范措施。同时，加强源头管控，严禁农村无序切坡建房

产生新安全隐患。二是强力推进 2023 年集镇调勘查项目启动实

施。三是全面完成涌洞川河盖—厢子岩 34 台二级监测设备的安

装运行，对川河盖—厢子岩危岩监测点实现在线监测，确保景区

道路通行安全。四是各乡镇（街道）对地质灾害“金土工程”避

险搬迁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按照“该搬则搬，应搬尽搬”对地质

灾害隐患点威胁群众要严格按照时限要求组织实施搬迁工作，全

面完成市上下达的避险搬迁工作任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五）完善防灾减灾预案，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救灾

能力。各乡镇（街道）要制定周密的地质灾害防治预案。一是进

一步编制完善年度防制方案、单点防灾预案，务必做到隐患点全

覆盖、预案内容准确全面、预案具有针对性。明确各责任人及工

作任务，系统周密地部署本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二是更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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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警示牌，警示牌内容要有隐患点名称、威胁范围、撤离路线、

预警信号和电话，以及“四重”网格员等内容，安装位置应选择

在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两侧（端）醒目区域，每处地质灾害隐患

至少安装 2 个警示牌。同时，要在隐患点周边边界设置边界桩。

三是认真填写好地质灾害防治“两卡”（即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

白卡），其中防灾明白卡要发放到威胁区每一户并张贴上墙，避

险明白卡要发放给威胁区所有居民群众，一人一份，务必做到全

覆盖。四是要备齐应急储备物资，建立一支可靠的抢险救灾应急

队伍，确保随时调用做好强降雨期间避险撤离工作，以乡镇为单

元制定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避险转移撤离预案，加强撤离人员管

控，做到“不安全，不返回”，严防人员擅自回流造成伤亡。

四、责任分工

各乡镇（街道）、县级各相关部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分

级负责，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和“一岗双责”，进一步

强化“党委政府领导、规划自然资源牵头、部门协作、地勘支撑、

基层组织、全面参与”的地质灾害共同防治工作格局，全面落

实政府主导、行业共治、全民参与的防治管理机制，按照《秀

山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清单》（秀山地指办〔2022〕8 号）落实

责任，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防治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

人，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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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全县地质灾害防治；指导、监督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

害预测预警工作；负责组织突发性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估工作，同

时组织专家和专业单位制订突发性地质灾害的抢险救灾方案，并

指导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承担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险情防

治及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开展全县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应急

调查研究，及时向县政府提出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和意

见；负责落实县抢险救援指挥部有关应急措施；会同有关部门提

出救灾资金、物资安排建议；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县级救灾专项资

金，并对救灾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编制自然灾害

防灾减灾规划；负责工业企业、矿山开采等生产活动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协调配合重、特大突发性地质灾害的调查处理，对有关

责任单位和个人提出处理意见建议。加强矿山开采生产过程中地

质灾害排查、巡查工作，制定矿山地质灾害防治预案，把矿山地

质灾害监测和治理纳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范围；发现地质安全隐

患，责令矿山开采企业整改，当地质灾害险情威胁到矿山周边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有关负责人应立即赶到现场，负责制订

应急抢险救灾方案并组织实施。

县教委：负责学校及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学校及周

边地质灾害排查、巡查工作，对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要负责组

织监测，及时制定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当地质灾害威胁学校时

有关负责人要立即到现场组织抢险救灾，并及时制定学生疏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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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县财政局：负责筹集调度救灾资金，确保救灾资金及时足额

到位；负责救灾资金使用的监管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指挥地质灾害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维

护地质灾害现场的治安和组织人员疏散。控制易燃、易爆、有毒

物质泄漏，参与地质灾害抢险救援。

县住房城乡建委：组织开展工程建设诱发地质灾害隐患的排

查、监测；组织工程建设诱发地质灾害的抢险救灾，制定应急抢

险方案并组织实施。

县交通局：负责公路、水路沿线边坡及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保证各类交通工具和行人的安全。负责各类交通设施建设项

目（包括改扩建项目）周边的地质灾害预防；负责组织公路、

县水利局：负责水利设施及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和因洪水引发

地质灾害的预防。负责在建水利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强防

治工程质量监管；负责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后期维护的监管，做好

水利设施及周边的安全隐患巡查、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地质灾

害隐患负责组织监测，及时采取治理或搬迁避让措施；负责水文、

水情分析预测，发现洪灾险情，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通

报情况，当发生地质灾害隐情、险情、灾情，威胁到水利设施及

周边人民群众安全时，有关负责人应立即到现场，负责制定应急

抢险救灾方案并组织实施，帮助乡镇（街道）做好洪水引发地质

灾害预防工作。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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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边坡及周边地质安全隐患的巡查、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

地质灾害，负责组织监测，及时采取治理措施；负责各类交通设

施监管和后期维护管理，将地质灾害监测工作纳入交通设施安全

维护日常工作中；当发生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威胁到公路、水

路、码头时，有关负责人应立即赶到现场，负责组织抢险救灾，

及时制订应急抢险、抢修疏通方案并组织实施，迅速恢复交通、

航运，保证交通工具和行人的安全。

县民政局：协助各乡镇（街道）调查核实灾区房屋损失，灾

民生活情况；做好险区灾民临时转移安置工作；做好灾民生活安

排工作，并按规定给予重灾户救济补助；向市民政局报告灾情。

县城市管理局：负责市政设施及周边地质安全隐患防治工

作。组织对各类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市政设施的巡查、排查和监测，

将影响市政设施的地质灾害防治纳入市政设施日常管理和维护；

负责各类垃圾处理厂监测，防止垃圾场垮塌引发灾害；当地质灾

害威胁到市政设施及周边人民群众安全时，有关负责人应立即现

场组织抢险救灾，负责制定应急抢险方案并组织实施，迅速恢复

市政设施功能。

县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对伤病人员实施救治

和处置，做好灾后疫情防治工作。

县气象局：负责提供气象信息，同时进行灾害性天气趋势分

析和预报，做好地质灾害气象监测预报工作。

秀山火车站：负责铁路沿线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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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地质灾害排查、巡查工作；当地质灾害威胁到铁路和火车

站时，有关负责人到现场组织抢险救灾，并及时制订抢修、疏通

方案，迅速恢复铁路交通。

各乡镇（街道）：组织开展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具体

落实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及汛后核查工作，开展日常实

地巡回检查，发现疑似新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报请主管部门组织

专家调查确认；组织做好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预警工

作，及时收集上报隐患点监测记录和群测群防有关资料，组织做

好紧急情况下的临灾避险工作，督促群测群防员坚持开展雨前排

查、雨中巡查和雨后核查工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及时采取防范

措施并向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报告；组织开展辖区内地质灾害威

胁情况和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对每处地质灾害组织开

展简易应急避险演练，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防范意识和避灾能

力；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单点防灾应急预案，及时向受

地质灾害威胁群众发放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建立本级地质

灾害防治机构和应急队伍，确定村级监测责任人和监测员，完善

乡镇和村两级群测群防网络，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监测员进行

管理；制订并组织实施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和群众避险

搬迁计划，开展隐患点应拆未拆房屋的拆除销点工作；保护好辖

区内地质灾害监测、治理等专用设施；发生地质灾害灾情或者险

情时及时组织足够力量赴现场应急处理，同时向上级政府和主管

部门速报，应急处理完成后再行开展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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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措施

（一）加大管理力度，强化考核监管。县政府成立汛期地质

灾害联合检查组，检查组定期对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检

查，对突发性地质灾害进行调查，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县政府。

县政府督查室将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开展不力的乡镇（街道）和县级相关部门，

县政府将依据《重庆市地质灾害责任认定暂行办法》依法追究责

任人责任，并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予以追究处理。各乡镇（街道）

要成立汛期地质灾害检查组，检查本区域地质灾害防灾预案的建

立和落实情况。

（二）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工作保障。在积极申请中央财政

资金支持的同时，县财政局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设立本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全，加大投入。县财政、应急

管理、民政等部门要作好应急资金和物资准备，各乡镇（街道）

要作好应急处置的相关准备，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地质灾害搬迁群

众给予一定的资金和物资补助。加强资金整合，多渠道筹措资金，

及时足额落实地方配套资金。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威胁群众避

险搬迁安置所需的资金以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县财政分别

按 10000 元／户进行补助，不足部分由农户自筹。

（三）严格绩效考核，推进体系建设。按照全市地质灾害综

合防治体系建设绩效考核的要求，加快推进全县地质灾害综合防

治体系建设。将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绩效作为各级政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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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任务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年度项目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规范项

目运行，强化监督管理，严格责任追究，完善绩效评估、考核、

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高效实施。

（四）强化应急值守，及时信息报送。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群测群防员、各乡镇（街道）、主管部门必须落实地质灾害 24

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认真执行地质灾

害群测群防员宏观监测数据上报和片区负责人周报制度，及时将

隐患点动态数据报送规划自然资源局进行分析，指导防灾工作。

各乡镇（街道）切实加强督促监管，确保群测群防员宏观监测数

据非汛期每周上报不少于 1 次，汛期每周上报不少于 2 次；各乡

镇（街道）认真履行职责，确保片区负责人周报每周不少于 1 次。

坚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日报告制度，将有关情况每天报告主管和

应急管理部门。出现灾险情时，及时上报至县应急管理局和县规

划自然资源局，经统一核实会商后及时报告县人民政府。

附件：1.秀山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一览表

2.2023 年秀山县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140个）

3.地质灾害防治专业队伍

4.秀山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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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秀山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一览表

县人民政府
马文森
杨国洪

电话：76662591

民 政 局

陈兵兵

电话：76662582

规划自然资源局

周贤刚

电话：76864101

中和街道办事处

王 波

电话:76869899

地质灾害点：
目前无地质灾害
隐患点

平凯街道办事处

曹 中

电话:76865211

地质灾害点：
1、叶家寨滑坡；
2、打老坡滑坡；
3、段家坡滑坡；
4、刘家坡滑坡；
5、糜家坟滑坡；
6、磨子洞滑坡；
7、老寨后山滑坡；
8、后头坡滑坡；
9、陈家坡不稳定斜坡；
10、贤塘坡不稳定斜坡；
11、桃子坪滑坡；

隘 口 镇

刘 刚

电话:76611549
地质灾害点：
1、老龙沟滑坡；
2、上棉花山滑坡；

溶 溪 镇

尹红文

电话:76615008

地质灾害点：

1、小茶园不稳定斜

坡；

官庄街道办事处

向 攀

电话:76633137
地质灾害点：
1、坳田滑坡 ；
2、大院子滑坡；
3、柏香岭滑坡；
4、竹园滑坡；
5、红岭滑坡；
6、阳河湾滑坡；
7、马鞍山滑坡；
8、田家院子滑坡；
9、小坟滑坡；
10、下马脑组滑坡；
11、后山沟滑坡；
12、小屯滑坡；
13、后山危岩；
14、半坡不稳定斜坡；
15、杉木林不稳定斜坡；
16、老屋基不稳定斜坡
17、老屋场不稳定斜坡；
18、水井湾不稳定斜坡；
19、董上地面塌陷；
20、狮梨湾滑坡；

龙 池 镇

田茂良

电话:76623008

地质灾害点：
1、肖家坡滑坡；
2、广福沟滑坡；
3、漆树林滑坡；
4、水井长丘滑坡
5、杉木园滑坡；
6、马头上滑坡；
7、长岗岭不稳定斜坡；
8、白杨坳不稳定斜坡；
9、李家湾不稳定斜坡；
10、帅家村三组不稳定斜坡；
11、李家坡滑坡；
12、下姚家坡组不稳定斜坡；
13、白庄村岩板井组滑坡；
14、背后坡滑坡；
15、下岩纳岔组不稳定斜坡；

石 堤 镇

王 睿

电话:76618008

地质灾害点：

1、吴家湾滑坡；

2、野猫嘴不稳定斜坡；

3、山顶岩滑坡；

4、岩科寨滑坡；

5、王家坳组滑坡；

峨 溶 镇
梅先锋

电话:76629515
地质灾害点：
1、麻子塘泥石流；
2、小贵滑坡；
3、橙子坡不稳定边坡；

洪 安 镇

刘 挺

电话:76629008

地质灾害点：

1、斑鸠井组不稳定

斜坡；

监测员：

叶正华、田兴华

黄光明、杨通华

宋发军、卜秀峰

胡周洋、杨云祥

殷拱绪、雷久兵

程富国

监测员：

代方全、杨通华

监测员：

喻祖周

监测员：

曾凡保、宋云秀

邱兴华、陈文龙

吴建华、田 大

曾凡祥、侯绍林

安中付、杨再新

唐雪飞、张 洪

杨 峰、罗孝留

唐 锋、李明余

龙光英、赵通勋

唐世江、杨淑珍

监测员：

杨通海、杨光连

谭 丰、周振华

龙兴洲

监测员：

杨国坤

赵国美

洪世顺

监测员：

文贤兵

乌杨街道办事处

傅朝伟

电话:76861579

地质灾害点:
1、红抛田滑坡；
2、中寨滑坡；
3、岩鹰嘴泥石流；

3

住房城乡建委

田兴明

电话：76662667

财 政 局

刘 炼

电话：76662550

交 通 局

易晓明

电话：76864648

公 安 局

陈远鹏

电话：76036008

卫生健康委

张晓勤

电话：76662359

水 利 局

陈启平

电话：76862689

气 象 局

徐世海

电话：76663226

应急管理局

蔡向超

电话：76681587

教 委

李 盛

电话：76662518

监测员：

黄大斌、白开猛

白 伟、杨 盟

白文斌、龙光武

王克铭、田启浪

刘汉祥、张永炯

田 亮、林 杰

付恒洲、白 伟

唐明亮

县 政 府 办

刘红明

电话：76662591

城市管理局

伍学斌

电话：76672587

监测员：

杨昌芝、陈维珍、

蒋高



- 15 -

附件 2

`

.

清溪场街道

李 俊

电话:76614888

地质灾害点：

1、猴力危岩；

2、铁厂沟危岩；

3、岭巴茅组不稳定斜坡；

4、大河坝滑坡；

5、燕子岩滑坡；

6、鱼塘湾滑坡；

7、檬子村王家坡危岩；

8、辛家坡 1 号滑坡；

9、辛家坡 2 号滑坡；

10、大坳岭组不稳定斜

坡；

监测员：

杨胜洪、杨秀成

贺元兴、唐太林

严昌刚、黄保全

陈仕安、文 军

杨秀文

雅 江 镇
杨 旭

电话:76629103
地质灾害点:
1、胡家洞坎滑坡；
2、半坡滑坡；
3、杨家不稳定斜坡；
4、烽火组滑坡；

石 耶 镇

艾德华

电话:76624008

地质灾害点:
目前无地质灾害
隐患点

梅 江 镇

石登勇

电话:76626008

地质灾害点:

1、老屋滑坡；

兰 桥 镇

黄 槐

电话:76628418

地质灾害点:

1、干沟湾 1 号滑坡；

2、干沟湾 2 号滑坡；

3、周家滑坡；

4、前山沟泥石流；

5、定沟滑坡；

6、谭家组滑坡；

龙凤坝镇

邱立杰

电话:76865666

地质灾害点:

1、溜杉坡滑坡； 2、倒水沟滑坡；

3、李家湾不稳定斜坡； 4、田坝组滑坡；

5、姚家坡滑坡； 6、老沟湾滑坡；

7、下寨不稳定斜坡；8、小别天不稳定斜坡；

9、大面山组不稳定斜坡；10、盐井沟组滑坡；

11、茶园沟滑坡； 12、谭家城组不稳定斜坡；

13、冉家滑坡； 14、刘家湾滑坡；

15、田家不稳定斜坡；16、张家岩下寨滑坡

膏 田 镇

余 彪

电话:76617143

地质灾害点:

1、陡坎子滑坡；

2、余家沟组地面塌陷；

3、大茶园不稳定斜坡；

4、满家沟组滑坡；

5、化搞元组地面塌陷；

6、中岭山地面塌陷；

溪 口 镇

彭 波

电话:76615631

地质灾害点:
目前无地质灾害隐
患点

宋 农 镇
张 露

电话:76623822
地质灾害点:
1、猫儿井组滑坡；

海 洋 乡

龙少军

电话:76641035

地质灾害点:

1、柏香树滑坡；

2、岩院组不稳定

斜坡；

3、懒杆树组滑坡；

监测员：

黄双合、崔珍珍

粟永合、田应考

监测员：

何立兴

监测员：

刘玉芬、杨秀仁

吴国权、冉景红

杨秀军

大 溪 乡

任廷波

电话:76618323

地质灾害点：

1、拱桥危岩；

2、四田沟滑坡；

里 仁 镇

许 猛

电话:76618875

地质灾害点：

1、黄土坡滑坡；

2、锅巴溪斜坡；

3、潘家沟不稳定斜坡；

中 平 乡

刘兴建

电话:76624210

地质灾害点：

1、漆树湾滑坡；

2、下毛坪滑坡；

岑 溪 乡

刘兴锋

电话:76624009

地质灾害点：

1、大土湾不稳定斜坡；

2、老屋滑坡；

3、瓦棚滑坡；

4、曾家组滑坡；

5、贵阳小学后山滑坡；

6、黄兴组滑坡；

7、岑溪乡和平村里麻堰组危岩

钟 灵 镇

李 洁

电话:76628008
地质灾害点：
1、矮梯组崩塌；
2、青杠堡组滑坡；
3、红砂村双河口滑坡；
4、塘湾滑坡；
5、桐木坳滑坡；
6、严家坡滑坡；
7、马跃水滑坡；
8、土地沟滑坡；

妙 泉 镇
冉光建

电话:76643180
地质灾害点：
1、大沙沟不稳定斜坡；
2、热水塘危岩；
3、雷家沟滑坡；
4、热水塘岩门口滑坡；

涌 洞 镇
孙 进

电话：76622652
地质灾害点：
1、箱子岩—尖山危岩带；
2、高洞组滑坡；
3、韩家不稳定斜坡；
4、陈家边坡；
5、陈家溪组滑坡；
6、河溪组滑坡

监测员：

白万远、向永全

监测员：

沈正湖、彭晓琴

杨再文

监测员：

代建波、杨四明

监测员：

高秀清、刘昌荣

田儒华、邓 群

严天顺、尹德芳

黄胜前、陈先豪

监测员：

黎景相、彭建友

龙洪兵、彭茂祥

监测员：

龙建华、姚元合

杨文才、吴俊飞

姚翠仙

监测员：

贾高友、田 军

谭宗平

监测员：

姚荣金、吴通保

张昌富、陈红波

张洪成、姚华顺

吴昌阳

杨兴兴

监测员：

杨再洪、杨胜全、邓朋勇

李承军、杨光庆、杨友林

伍佐荣、李景贵、田井付

吕文翠、杨小芳、田永发

张怀军

监测员：

杨 进、陈玉山

符前万

监测员：

李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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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地质灾害防治专业队伍
1.秀山县地质灾害防治专业技术支撑单位

支撑单位 联系人 电话

607 地质队 谢正华 18716397082

106 地质队 刘荣灿 15823912946

107 地质队 石东林 13638352862

2.秀山县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

区域 应急分队编号 主要成员单位
第一负责人

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及联

系电话

值班电话

及传真

秀山县

重庆市地质灾害

应急救援队第 4

应急分队

重庆 607 地质队

（重庆六零七工程

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

周正茂

13594614445

张天友

13708302563
62847223

3.秀山县地质灾害驻守专家

序号 姓名 单位 驻守乡镇 登录手机号 备注

1 田兴雨

607地质队

洪安镇 15310788727

2 谢正华 龙凤坝镇 18716397082

3 吴庆 梅江镇、兰桥镇 18225436768

4 李承刚 钟灵镇 1842361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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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登开 雅江镇、中平乡 13648280728

6 杨彬 隘口镇、清溪场街道 15223289431

7 徐安保 乌杨街道、中和街道、峨溶镇 15086753298

8 张路 妙泉镇 18523623932

9 冉琼

107地质队

龙池镇 15923945625

10 陈维新 海洋乡、宋农镇 13996936681

11 石东林 平凯街道 13638352862

12 李国富 石堤镇、大溪乡 13647695389

13 蒲松 岑溪乡、石耶镇 17602837830

14 杨再富

106地质队

溶溪镇、膏田镇、溪口镇 15802331612

15 刘荣灿 官庄街道 15823912946

16 程业 涌洞镇、里仁镇 1573033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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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秀山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
（附表 4—1）

秀山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高易发区）

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高

易

发

区

（

Ⅳ

区）

IV1

大溪乡下大

溪村东北侧

至丰胡村北

侧一带

14.33

该区为侵蚀剥蚀丘陵区，位于秀山背斜北部转

折端东翼，出露志留系页岩、砂质页岩、粉砂

岩。该区地形坡度较陡，一般地形坡度 20—

3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

石土，地表水系发育，岩体破碎，坡积物分布

广。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为主，现有灾害点 2

处。

IV2

大溪乡前进

村石堤电站

水库一带地

段

3.55

该区位于大溪乡前进村石堤电站水库一带地

段，地势起伏较大，坡度陡，一般地形坡度 15

—30°，多砂岩质陡崖，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

残积粉质粘土，下伏基岩为震旦系砂岩、板岩，

在陡崖边缘由于卸荷作用，危岩崩塌较发育，

陡崖间平台崩坡积物堆积到一定程度后，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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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雨作用下又极易形成土质滑坡及岩质滑坡，现

有灾害点 2 处。

IV3

妙泉镇小浩

村—宋农镇

和平村—海

洋乡巴茅村

沿山一带

20.02

该区为褶皱抬升中山区，位于平阳盖向斜两

翼，出露志留系中下统页岩、粉砂岩。该区域

地形坡度陡，页岩、粉砂质页岩易风化破碎，

坡积物分布广，在降雨作用下极易诱发地质灾

害。

IV4

宋农镇大土

村下寨—里

仁镇板栗村

—石堤镇水

坝村沿梅江

河一带

29.41

该区多位于梅江右岸，出露奥陶系～寒武系中

上统以碳酸盐为主的地层。总体地势较陡，为

溶丘洼地地形，部分地段地下岩溶较发育，受

梅江切割强烈，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为主。

IV5
石堤镇大坳

村一带
2.48

该区域易发生滑坡，为顺向坡，地势起伏不大，

一般地形坡度 15—30°，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

残积及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主要出露地

层为侏罗系沙溪庙及遂宁组泥岩夹砂岩，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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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灾害类型以滑坡为主。

IV6

溪口镇五龙

居委—溶溪

镇梨园村一

带

13.82

位于溪口镇西侧，坡向多为顺向坡，地势起伏

不大，一般地形坡度 20—30°，第四系土体以

坡残积及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出露地层

为寒武系中上统灰岩，在降雨作用下，极易形

成土质滑坡及顺向岩质滑坡。

IV7

龙池镇东南

侧干川村—

杉木村—水

源村地段

21.19

该区地势起伏较大，一般地形坡度大于 20—

3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

石土，出露地层为寒武系下统粉砂岩，页岩及

二叠系下统页岩灰岩，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为

主，现有灾害点 15 处。

IV8

官庄街道红

岩洞村、地友

村—平凯街

道贵道村地

段

27.36

该区地势起伏较大，地形坡度较陡，一般地形

坡度 10~35°，局部呈陡崖状，第四系土体为崩

坡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下伏地层为寒武系下

统粉砂岩，页岩，在粉砂岩陡崖边缘由于卸荷

作用，滑坡较发育，在降雨作用下又极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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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土质滑坡及切层岩质滑坡，现有灾害点 10 处。

IV9

溶溪镇罗家

村—膏田镇

廷昌居委—

水田村一带

周边陡斜坡

地段

21.18

位于长湾村—朱家寨一带周边陡斜坡地段，属

深丘—低山过渡地带，地势起伏较大，地形坡

度陡，一般地形坡度大于 35°，多灰岩质陡崖，

第四系土体为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下伏

地层为寒武系中统灰岩、页岩、白云岩，在各

灰岩陡崖边缘由于卸荷作用，危岩崩塌较发

育，各灰岩陡崖间平台崩坡积物堆积到一定程

度后，极易形成土质滑坡及顺向岩质滑坡。

IV1

0

中平乡地岑

村—石耶镇

大溪村斜坡

地段

10.81

该区地形较陡，地形坡度一般在 25°，第四系

土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粘土，构造上位于川河

盖向斜东翼，构造活动较强烈，人类工程活动

不强烈，受构造及岩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

发，区内易发生滑坡、危岩崩塌，现有灾害点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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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IV1

1

石耶镇大溪

村—青龙村

斜坡地段

5.34

该区为陡斜坡地段，地势起伏较大，地形坡度

陡，一般地形坡度 25—40°，第四系土体主要

为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下伏地层主要为

志留系粉砂岩及页岩，在粉砂岩陡崖边缘由于

卸荷作用，危岩崩塌较发育，在降雨作用下又

极易形成土质滑坡及顺向岩质滑坡。

IV1

2

龙凤坝镇柏

香园村—大

寨村附近陡

坡地段

21.59

该区位于平阳盖向斜轴部及两翼的陡斜坡地

段，地势起伏较大，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

土，基岩主要为志留系中统页岩、灰岩及二叠

系灰岩，在陡崖边缘由于卸荷作用，危岩崩塌

较发育，各砂岩陡崖间平台崩坡积物堆积到一

定程度后，在降雨作用下又极易形成土质滑坡

及切层岩质滑坡，现有灾害点 16 处。

IV1

3

平凯街道贵

贤村—清溪

场街道复兴

村、细沙村一

9.75

该区位于清溪场街道周边陡斜坡地段，属深丘

—低山过渡地带，地势起伏较大，地形坡度陡，

主要为崩坡积土，基岩为寒武系泥质粉砂岩、

页岩，在各泥质粉砂岩及页岩陡崖边缘由于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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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带陡斜坡地

段

荷作用，危岩崩塌较发育，各泥质粉砂岩及页

岩陡崖间平台崩坡积物堆积到一定程度后，在

降雨作用下又极易形成滑坡及崩塌，现有灾害

点 2 处。

IV1

4

平凯街道矮

坳村—平马

寺村—贵贤

村一段陡坡

地段

9.34

该区地形起伏较大，地形坡度一般 10—35°，

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粘土，构造上位

于秀山背斜轴部及两翼地带，构造活动较强

烈，人类工程活动不强烈，受构造及岩性影响，

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易发生滑坡、危岩崩

塌。

IV1

5

岑溪乡两河

口村一带陡

斜坡地段

5.07

该区位于岑溪乡贵阳村水源头一带陡斜坡地

段，地势起伏较大，地形坡度陡，一般地形坡

度 20—35°，多页岩质陡崖，第四系土体主要

为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下伏地层主要为

志留系下统页岩，在各页岩陡崖边缘由于卸荷

作用，危岩崩塌较发育，各页岩陡崖间平台崩

坡积物堆积到一定程度后，在降雨作用下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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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易形成顺向岩质滑坡，现有灾害点 3 处。

IV1

6

隘口镇屯堡

村—太阳山

村一带斜坡

地段

17.83

该区位于莲花山向斜西翼，地势起伏较大，地

形坡度陡，一般地形坡度 20—40°，多粉砂岩

质陡崖，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粘土，

下伏基岩主要为震旦系砂岩，在各砂岩陡崖边

缘由于卸荷作用，危岩崩塌较发育，各砂岩陡

崖间平台崩坡积物堆积到一定程度后，在降雨

作用下又极易形成滑坡及崩塌等地质灾害。

IV1

7

兰桥镇官舟

村一新华村

地段

11.09

该区位于兰桥镇官舟村一新华村地段，地势起

伏较大，地形坡度陡，一般地形坡度大于 36°，

多砂岩质陡崖，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

粘土，下伏基岩主要为侏罗系上统蓬莱镇组砂

岩，在各砂岩陡崖边缘由于卸荷作用，危岩崩

塌较发育，各砂岩陡崖间平台崩坡积物堆积到

一定程度后，在降雨作用下又极易形成滑坡崩

塌等地质灾害，现有灾害点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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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及

代

号

亚

区

代

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地质环境条件

IV1

8

梅江镇石坎

村—寨学村

—双河村陡

坡地段

14.26

该区位于梅江镇石坎村—双河村陡坡地段，地

势起伏较大，地形坡度陡，一般地形坡度大于

30°，多页岩质陡崖，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

积粉质粘土，下伏基岩主要为志留系下统页

岩，在各页岩陡崖边缘由于卸荷作用，危岩崩

塌较发育，各页岩陡崖间平台崩坡积物堆积到

一定程度后，在降雨作用下又极易形成滑坡。

（附表 4—2）

秀山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中易发区）

分区

及代

号

亚区

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

地质环境条件

中易

发区

（Ⅲ

区）

Ⅲ1

石堤镇高桥

村—猫岩村

—里仁镇老

鹰村—孝高

村一带

70.43

该区地形起伏较大，一般地形坡角 15—40°，

地面土体以第四系为主，下伏基岩为寒武系南

华系、青白口系炭质粉砂质页岩、白云岩等，

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滑坡、危岩崩塌较发

育，现有灾害点 5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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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及代

号

亚区

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

地质环境条件

Ⅲ2

海洋乡芭茅

村—宋农镇

新和平村—

妙泉镇长冲

村—官庄街

道—乌杨街

道长滩村一

带

94.7

该区位于平阳盖向斜东翼，区内地形起伏较

大，一般地形坡角 15—30°，地面土体以第四

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各背向斜、寒武系及南华

系岩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滑坡、

危岩崩塌较发育，现有灾害点 5 处。

Ⅲ3

溪口镇中和

村—黄杨扁

担村地段

10.51

该区位于溪口镇中和村—黄杨扁担村地段，区

内地形起伏不大，一般地形坡角 15—25°，地

面土体以第四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寒武系岩性

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在降雨作用下易形

成滑坡、崩塌、塌陷等现象。

Ⅲ4

溶溪镇罗家

村—膏田镇

茅坡村一带

35.41

该区位于桐麻岭背斜东翼，区内地形起伏较

大，一般地形坡角大于 20°，地面土体以第四

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向斜及寒武系、震旦系岩

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滑坡、危岩

崩塌较发育，现有灾害点 2 处。

Ⅲ5 溪 口 镇 芭 蕉 21.84 该区位于平阳盖向斜西翼，地形稍有起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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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及代

号

亚区

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

地质环境条件

村 — 溶 溪 镇

柳 水 村 — 膏

田 镇 枫 香 塘

居 委 — 龙 凤

坝 镇 柏 香 园

村一带

丘陵—低山地貌，地形坡度一般为 10—30°，

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质粘土，构造活动

较强烈，受向斜及志留系、寒武系、青白口系

岩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滑坡、危

岩崩塌较发育，现有灾害点 2 处。

Ⅲ6

乌杨街道大

田坝村—清

溪街道溪西

村

21.74

该区位于川河盖向斜东翼，地势起伏较大，一

般地形坡度 20—3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

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下伏地层主要为奥陶、

寒武系粉砂岩、页岩，在降雨作用下易形成土

质滑坡及崩塌现象，现有灾害点 5 处。

Ⅲ7

洪安镇猛董

村—峨溶镇

蒋家村—坝

浪村一带

32.22

位于川河盖向斜东翼，地势起伏较大，一般地

形坡度 15—3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

质粘土及块石土，下伏地层主要为志留系页

岩、粉砂岩、砂岩，在降雨作用下易形成土质

滑坡及崩塌现象。

Ⅲ8

官庄街道红

石村—观音

村一带

13.26

该区位于川河盖向斜西翼，地势起伏较大，地

形坡度较陡，一般地形坡度 25—40°，第四系

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质粘土及块石土，下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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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代

号

亚区

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

地质环境条件

层主要为奥陶、寒武系粉砂岩、页岩，区内局

部滑坡、危岩崩塌较发育，现有灾害点 7 处。

Ⅲ9

平凯街道官

舟社区居委

—石耶镇鱼

梁村一带

6.66

该区内地形起伏较大，一般地形坡角大于 30°，

局部达 60°，地面土体以第四系坡积层为主，

受寒武系、志留系泥岩、页岩、砂岩影响，加

之极端天气频发，在降雨作用下易形成滑坡及

崩塌现象。

Ⅲ10
平凯街道江

西屯村地段
3.85

该区位于川河盖向斜西翼，区内地形起伏较

大，地形坡度一般 15—30°，地面土体以第四

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川河盖构造及志留系页

岩、砂质页岩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

局部滑坡、危岩崩塌较发育。

Ⅲ11

石 耶 镇 大 溪

村 — 梅 江 镇

吏 目 村 — 晏

龙村一带

74.22

该区地形稍有起伏，属低山地貌，地形坡度一

般为 25—3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质

粘土，受志留系、寒武系、岩性影响，加之极

端天气频发，在降雨作用下易形成土质滑坡及

崩塌现象。

Ⅲ12
中平乡中寨

村—岑溪乡
23.03

该区位于川河盖向斜东翼，地势起伏较大，地

形坡度＞2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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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村一带 粘土及块石土，下伏地层主要为志留系粉砂

岩、页岩、泥岩，在降雨作用下易形成土质滑

坡及崩塌现象。

Ⅲ13

平凯街道麻

姑社区居委

—钟灵镇旺

龙村、凯贺村

—梅江镇财

塘村一带

84.09

位于秀山背斜两翼，地势起伏较大，一般地形

坡度 20—40，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崩坡积粉质粘

土及块石土，主要受秀山背斜、奥陶系、寒武

系、青白口系岩性控制，在降雨作用下易形成

土质滑坡及崩塌现象，现有灾害点 13 处。

Ⅲ14

隘口镇屯堡

村—岑龙村

地段

23.85

该区位于隘口镇屯堡村—岑龙村地段，区内地

形起伏较大，一般地形坡角>25°，地面土体以

第四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各寒武系、震旦系岩

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滑坡、危岩

崩塌较发育。

Ⅲ15
隘口镇岑龙

村东南侧
6.29

该区内地形起伏较大，一般地形坡角大于 25°，

地面土体以第四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寒武系、

震旦系岩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极易形

成土质滑坡。

Ⅲ16 钟灵镇云隘 24.85 该区位于钟灵镇云隘村—红砂村地段，区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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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红砂村

地段

形起伏较大，地形坡度一般 20—45°，地面土

体以第四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南华系、青白口

系岩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局部滑

坡、危岩崩塌较发育，现有灾害点 3 处。

Ⅲ17

钟灵镇中溪

村—兰桥镇

正树村一带

27.86

该区位于钟灵镇中溪村—兰桥镇正树村一带，

区内地形起伏较大，地形坡度一般>20°，地面

土体以第四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南华系、青白

口系岩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局部

滑坡、危岩崩塌较发育，现有灾害点 6 处。

Ⅲ18

梅江镇双河

村—杠龙村

一带

7.18

该区位于钟灵镇中溪村—兰桥镇正树村一带，

区内地形起伏较大，地形坡度一般 25—40°，

地面土体以第四系崩坡积层为主，受志留系岩

性影响，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区内局部滑坡、

危岩崩塌较发育，现有灾害点 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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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3）

秀山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低易发区）

分区

及代

号

亚区

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

地质环境条件

低易

发区

（Ⅱ

区）

Ⅱ1

大溪乡、海洋

乡、宋农镇、

龙池镇、涌洞

镇、官庄街

道、中和街道

一带

450.15

该区位于秀山背斜轴部，总体地势较平缓，为

溶丘洼地地形，部分地段地下岩溶较发育。本

区受秀山背斜影响，地质灾害类型以小型滑坡、

崩塌及土溜为主，现有灾害点 17 处。

Ⅱ2

石堤镇保安

村—里仁镇

里仁居委一

带

42.85

该区地形起伏较小，属丘陵地貌，一般地形坡

度小于 1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粘

土，构造活动不强烈，人类工程活动不强烈~

一般，在局部因人类工程活动造成岩土界面临

空的地段有小型浅层滑坡发育。

Ⅱ3
溪口镇中和

村
9.12

该区地形起伏较小，一般地形坡度小于 10°，

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粘土，构造活动

不强烈，为农耕区，人类工程活动一般，在局

部因人类工程活动造成岩土界面临空的地段有

小型浅层滑坡发育。

Ⅱ4 溪口镇黄杨 117.37 该区地形起伏较小，属丘陵—低山地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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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村—膏

田镇道罗村

一带

地形坡度小于 20°，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积

粉质粘土，构造上位于桐麻岭背斜两翼，构造

活动较强烈，为农耕区，人类工程活动一般，

区内地质灾害以地面塌陷为主，局部因人类工

程活动造成岩土界面临空的地段小型浅层滑坡

发育，现有灾害点 4 处。

Ⅱ5

妙泉镇长冲

村—溪口镇

芭蕉村—膏

田镇水车村

—龙凤坝镇

小兰村一带

170.61

该区地形起伏较小，属中低山地貌，一般地形

坡度小于 1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

粘土，构造上位于川河盖向斜两翼，构造活动

较强烈，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在局部因人类工

程活动造成岩土界面临空的地段有小型浅层滑

坡发育，现有灾害点 7 处。

Ⅱ6

峨溶镇龙塘

冲村—雅江

小贵德村—

岑溪乡贵阳

村一带

391.65

该区位于峨溶镇龙塘冲村—雅江小贵德村—岑

溪乡贵阳村一带，地形起伏较小，比较平缓，

一般地形坡度小于 15°，第四系土体主要为坡

残积粉质粘土，构造活动较弱，为农耕区，人

类工程活动一般，在部分岩土界面较陡且临空

的地段有小型浅层滑坡发育，该区占全区总面

积的 0.59%，现有灾害点 1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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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7

龙凤坝镇葛

麻村—清溪

街道中心村

—钟灵镇红

砂村地段

251.78

该区分布面积较广，地形比较平缓，一般地形

坡度小于 20°，第四系土体主要为残坡积层，

构造上位于莲花山向斜两翼，人类工程活动一

般，整体地形及构造、岩层情况不利于大规模

地质灾害发育，个别地段在连续大暴雨时出现

地质灾害集中发育的情况，但其规模相对均较

小，现有灾害点 10 处。

Ⅱ8
隘口镇富裕

村一带
14.47

该区位于隘口镇富裕村一带，地形起伏较小，

比较平缓，一般地形坡度小于 15°，第四系土

体主要为坡残积粉质粘土，下伏基岩主要为寒

武系粉砂岩、白云岩、页岩等，构造活动不强

烈，为农耕区，人类工程活动一般，部分岩土

界面较陡且临空的地段可能发生小型浅层滑

坡。

Ⅱ9

梅江镇新营

村—兰桥镇

红卫社区居

委一带

72.63

该区位于梅江镇新营村—兰桥镇红卫社区居委

一带，土体为第四系坡残积粉质粘土，基岩为

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砂岩、白云岩、板岩、

页岩等，构造活动不强烈，地质灾害类型以小

型滑坡、土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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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4）

秀山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非易发区）

分区

及代

号

亚区

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km2

）

地质环境条件

非易

发区

（Ⅰ

区）

Ⅰ1

中和街道南

侧、平凯街道

北侧、乌杨街

道南侧、清溪

场街道一带

93.08

该区位于清溪街道—乌杨街道的平坝区，秀

山背斜核部，地形平坦，第四系土层主要为

洪积和坡积的粘性土和填土，出露寒武系的

灰岩、白云岩为主，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地

质灾害不发育。

Ⅰ2
梅江镇新联

村地段
7.88

该区为喀斯特丘陵区，出露寒武系以碳酸盐

为主的地层。地形较平缓，第四系土层主要

为洪积和坡积的粘性土和填土，出露寒武系

的灰岩为主，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地质灾

害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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