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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审 意 见 

2020 年 11 月 7 日，我公司组织内审组成员对重庆西彭工业园区(3#、4#地块未建区）区域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进行了内审，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1.项目组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50/T139-2016）在充分收集利用前人地质工作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对区域用地进行野外地面地质调查、访问和地质测

绘，对区域用地内斜（边）坡进行重点调查，对重要的地质界线和地质体采用穿越法和追索法相结合予以调查，对所取得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整理，初步了解了区域用地地质

环境问题，评估方法及完成工作量满足评估技术要求。 

2.报告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50/T139-2016)的规定，对区域用地进行初步分区，确定的各区域用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恰当。 

3.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C）分为 3 个亚区，面积 0.208km2，占区域用地面积的 1.20%，其中：C1 亚区存在长江岸坡再造问题，该区域的工程建设应结合待建工程特征修

建防洪措施对长江岸坡进行防护；C2 亚区存在超限填方边坡稳定性问题，该区域工程建设应避免对现状边坡开挖坡脚及坡顶堆载，防止诱发边坡滑塌，并及时治理和加强监测

工作；C3 亚区存在朱家湾滑坡稳定性问题，该区域工程建设应结合待建工程特征的修建抗滑措施对其支挡。 

4.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B）分为 2 个亚区（B1、B2），均为现有边坡稳定性影响问题，面积 0.254km2，占区域用地面积的 1.49%，该区域工程建设应避免对现状边坡

开挖坡脚及坡顶堆载，防止诱发边坡滑塌，并及时治理和加强监测工作。 

5.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A）分为 3 个亚区（A1、A2、A2），为平缓梯田住宅、低边坡和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面积 1.261km2，占区域用地面积的 97.31%，该区域存在

的地质环境问题为基坑、环境边坡稳定性问题，工程建设应对其进行有效支护。 

6.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及建议恰当，工程建设防治措施建议可行，满足区域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要求。 

7.提交的报告文字简明，论述清楚，表述内容切合实际，图件清晰，资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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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1.1 项目由来及目的任务 

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对重庆西彭工业园区(3#、4#地块未建区）

区域用地进行规划建设，2020 年 9 月 15 日，业主委托重庆开源地质勘探有限公司（乙

方）对其区域用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本次区域用地评估工作的目的： 

为该区域用地地块内的减灾、防灾，避免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危害以及预防工

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为业主合理用地及行政主管部门的项目审批提供

地质依据。 

本次区域用地危险性评估工作主要任务为： 

（1）全面收集、系统分析已有的地质资料； 

（2）调查评估区建设对地质遗迹，地下空间，人文景观，含水层破坏、土地资

源及建构筑物影响程度； 

（3）评估区内存在的不良地质现象种类、分布范围、规模、成因类型、稳定状

态、影响因素及防治概况； 

（4）评估区内存在的与地质灾害有关的人类工程活动类型、强度、范围、历史、

已造成的危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工程建设活动破坏地质灾害的方式，诱发地质

灾害的类型、规模和危险性； 

（5）评估区内斜（边）坡的稳定性、影响范围和发展趋势； 

（6）结合工作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土体结构特征、水文地质条件、人

类工程活动特点和地质灾害发育现状等，区域用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措施建

议。 

1.2 前人地质研究程度 

本次工作的片区前人在此前作过许多工作，主要有： 

1.《重庆 1∶5 万油溪、江津、白沙、李市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重庆市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2014 年）。 

2.《重庆城市群 1:25 万区域环境地质调查报告》（重庆市地质环境监测站、2015）。 

3.《重庆市九龙坡区 2019 年地质灾害排查报告》（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计院有

限公司、2019），评估区内仅有朱家湾滑坡，无其它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 

4.《重庆市主城区西彭组团 A、B、C、D、F、J、L 标准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6 年）。 

5.业主提供的《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园区规划实施评估及用地拓展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以上地质资料对调查区及附近地区的地层结构、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地质

灾害种类及分布情况均作出了相应深度的阐述，部分资料可为本次调查评价参考利用。 

1.3 评估级别的确定 

据 2016 年 5 月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DB50/T139-2016），结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渝规资[2018]72 号规定：城市区

域用地、村庄和集镇区域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应为一级。 

据此标准，将重庆西彭工业园区(3#、4#地块未建区）区域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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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评估范围 

依据区域用地范围、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发育情况等因素，本次调查评估范

围一般由区域用地红线向外延 50-100m，调查评估范围面积约 35.116km2。 

1.5 调查评估执行的技术标准 

评估依据：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合同书、评估委托书； 

（2）地块现状地形图（2019 年实测的 1∶2000 地形图)，属现状实测图，区域内

整平等人类工程活动情况，斜（边）坡分布情况，河流分布与治理状况，实地与用图

一致。 

评估执行的技术标准： 

(1)2016 年 5 月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DB50/T139-2016）。 

（2）《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区域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

通知》（渝规资〔2018〕72 号）。 

参考技术标准：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发布，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9 月 25 日发布的《城市轨道交

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CJJ/T 202-2013） 

（3）《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 2011 年 1 月 8 日发布 

（4）《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9 号 ）国务院 2013 年 8 月 17 日发

布 

1.6 工作方法 

本次调查评估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在充分收集利用前人地质工作成果资料的基础

上，对区域用地进行野外地面地质调查、访问和地质测绘，对区域用地内斜（边）坡

进行重点调查，对重要的地质界线和不良地质现象采用穿越法和追索法相结合予以调

查，对相关要素认真记录和描述。对所取得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整理，然后进行成果

报告的编制工作。 

1.7 完成工作量及质量评述 

（1）完成工作量 

 我院在 2020 年 9 月 15 日组织专业技术队伍进行相关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工作，

并编制调查评价纲要（附件 5），然后根据《委托书》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

术规范》（DB50/T139-2016）、评估纲要的要求进行了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估工作。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完成报告编制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量见表 1.7-1。 

表 1.7-1            完 成 主 要 实 物 工 作 量 统 计 表       

序 号 工 作 项 目 单 位 工 作 量 备   注 

1 1：2000 环境地质调查 km2 35.116 调查评估范围 

2 1:2000（或 1:500）剖面测绘 km/条 22207.28/159  

3 斜边坡调查 处 71 区域用地内 

4 滑坡调查 处 1  

5 收集资料 份 5  

（2）质量评述 

本次调查评估工作是在充分收集已有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在野外调查工作

中，对整个调查评估范围进行了调查，调查了区内的地形地貌、地层、岩石、构造、

节理裂隙，含水层、地下空间、人文景观，并重点调查了区内斜、边坡的特征。对各

类调查点以罗盘皮尺半仪器法并结合地形地物定点，定点精度和布点密度符合现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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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范要求；详细描述点位、点性及特征，对边坡部位的裂隙作了重点调查，查明了

裂隙的性质、规模、发育特征、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程度等。达到了准确评价区域用

地范围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目的。 

本次调查评估工作采用工作底图为 2019 年实测的 1∶2000地块现状地形图（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 国家高程系），为最新实测地形图，其成图比例尺平面图为 1：

2000，剖面图比例尺 1：1000、2000（地灾点采用 1:500），符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的要求。 

本次调查工作了解了区域用地内地质灾害，并对区域用地范围的地质灾害危险性

进行了合理的分区分级，提交成果报告满足了规定、规范要求，完成了合同及委托任

务，本次于 2020 年 10 月 25 日完成全部野外地质调查测绘工作，2020 年 11 月 13 日

完成报告编制工作，为业主决策、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及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提供了地质

环境依据。 

2 区域用地规划情况 

2.1 区域经济概况 

九龙坡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西南部，中梁山分隔东西两大部分，东部区域地势由

南北向长江河谷逐渐降低，地貌起伏较大。西部区域地势以低山丘陵为主，区内溪河

切割，植被覆盖率较高，河网密度较大。 

九龙坡区是重庆市主城区之一，现辖杨家坪街道、谢家湾街道、石坪桥街道、黄

桷坪街道、中梁山街道、石桥铺街道和渝州路街道 7 个街道，以及九龙镇、华岩镇、

白市驿镇、西彭镇、铜罐驿镇、陶家镇、走马镇、含谷镇、巴福镇、金凤镇和石板镇

11 个镇， 总计 113 个行政村、86 个居委会。 

全区海拔 350 米以下的丘陵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50%，水热条件较好，是重庆

市重要的花卉苗木、蔬菜等生产基地,国家级花卉苗木产业示范园区位于区内白市驿

镇，现有花卉苗木基地 8000 多亩，园区核心区已成为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

点示范区。全区矿产主要为非金属矿，其中：页岩上亿吨，主要分布在麒龙、石堰等

地；砂岩在区内有多处，河沙分布于长江沿岸；白泡石储量在区内约 5 万吨，主要分

布在石堰、云峰村；硫铁矿储量上万吨，主要分布在中梁山煤层底部；耐火粘土储量

上万吨，主要分布在中梁、麒龙；煤主要分布在中梁山，由中梁山煤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开采。华岩风景区依托川东名刹华岩寺，是旅游观光和进香礼佛的胜地。 

九龙坡区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市率先突破 300 亿元大关，从 2002 年的 166.3 亿元增

加到 2006 年的 315.2 亿元，年均增长 15.7%，经济总量连续四年位居全市第一。固定

资产投资从 64.6 亿元增加到 151.5 亿元，年均增长 23.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68

亿元增加到 127.1 亿元，年均增长 16.9%。财政收入从 3.06 亿元增加到 11.5 亿元，年

均增长 39.3%。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比从 2002 年的 3.6∶48.5∶47.9 调整为

2.0：50.9：47.1，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从 53.2%提升到 63.5%。 

2.2 区域规划概述 

区域内总体规划见附图Ⅰ-2，该规划初步于 2006 年编制、经 2020 年 4 月拓展修

改编制，本次评估工作规划用地总面积 3.619km2，其中建成区、在建区面积 2.007km2、

水域面积 0.309km2、轻轨保护区面积 0.03km2，未建区面积约为 1.272km2，其中： 

一、 3#块地 

该地块位于铝城大道以西，用地范围坐标（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

X=3248490.170～3249161.608，Y=35628381.641～35629179.784，区域用地主要拐点

坐标见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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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面积 0.269km2，其中建成区面积 0.236km2，因此，本次评估的区域用地面

积为 0.033km2。 

本地块是综合发展区域，是以文化娱乐、居住及城市公共配套功能为主。南侧规

划为围绕西佛寺打造的文化娱乐及其配套设施，北侧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西彭科二

考场（见图 2.2-3）。 

表 2.1-7         3#地块用地范围主要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j142 3249161.608 35628609.399 j152 3248872.499 35628544.397 

j143 3249160.103 35628651.863 j153 3249062.657 35628522.693 

j144 3248979.972 35628987.031 j154 3248772.841 35628501.111 

j145 3249100.433 35629053.056 j155 3248746.562 35628585.103 

j146 3249069.117 35629179.784 j156 3248719.547 35628608.330 

j147 3248568.907 35629080.900 j157 3248702.509 35628582.995 

j148 3248590.032 35628955.880 j158 3248494.002 35628525.632 

j149 3248642.697 35628947.469 j159 3248490.170 35628500.137 

j150 3248616.910 35628863.725 j160 3248529.238 35628381.641 

j151 3248733.790 35628740.705    

 

图 2.2-3  3#地块用地规划图 

二、 4#块地 

该地块位于九龙坡区陶家镇，东界白彭路以东黄家堡一带，南抵南至马家院子,

西以中环线延长线为界，北至九龙园 C 区南部边界。用地范围坐标（国家 2000 大地

坐标系）：X=3246361.765～3249834.684，Y=35629323.954～35632828.117，区域用

地主要拐点坐标见表 2.1-8。 

规划总面积 3.350km2，其中建成区、在建区面积 2.081km2；规划轨道交通 19 号

线保护区（外边线 30m 内）面积 0.03km2（总面积 0.078km2，其中 0.048km2 与建成区、

在建区重合）；因此，本次评估的区域用地面积为 1.239km2（=3.350-2.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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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4#地块用地范围主要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j161 3249834.675 35630224.074 j188 3247758.561 35631405.880 

j162 3249705.928 35630286.764 j189 3247786.321 35631297.495 

j163 3249459.766 35630572.167 j190 3247873.384 35631293.240 

j164 3249426.353 35630670.398 j191 3247998.289 35631731.746 

j165 3249264.782 35630766.022 j192 3248213.935 35631678.368 

j166 3249289.035 35630825.360 j193 3248115.621 35631256.018 

j167 3249420.178 35630909.019 j194 3248011.680 35631307.211 

j168 3249395.527 35631019.822 j195 3247866.287 35631107.880 

j169 3249233.294 35631050.421 j196 3247951.328 35631074.685 

j170 3249053.492 35631188.150 j197 3248029.075 35631088.500 

j171 3248894.714 35631240.756 j198 3247971.920 35630772.237 

j172 3248839.205 35631230.283 j199 3248054.416 35630551.161 

j173 3248804.678 35631643.022 j200 3247951.894 35630504.803 

j174 3248352.804 35631661.069 j201 3248124.983 35630037.557 

j175 3248351.209 35631843.164 j202 3248354.266 35629622.833 

j176 3248294.739 35632077.940 j203 3248435.291 35629323.954 

j177 3248388.983 35632155.648 j204 3248679.786 35629391.426 

j178 3248234.252 35632345.743 j205 3248771.490 35629609.661 

j179 3247833.102 35632345.836 j206 3248878.143 35629722.377 

j180 3246427.981 35632828.097 j207 3248896.491 35629966.919 

j181 3246361.765 35632559.322 j208 3248541.150 35630022.901 

j182 3246725.706 35632295.392 j209 3248322.422 35630027.255 

j183 3247403.352 35632034.654 j210 3248517.502 35630098.468 

j184 3247296.116 35631497.335 j211 3249266.738 35629979.563 

j185 3247471.576 35631404.112 j212 3249580.066 35630091.056 

j186 3247731.337 35631466.743 j213 3249657.845 35630082.317 

j187 3247841.605 35631482.482 j214 3249770.042 35630059.193 

本地块是陶家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产业功能组团，九龙坡区西部以发展装备制造

业、汽摩制造业为主的重要工业片区(见图 2.2-4）。空间结构以城市主要道路铜陶路

为发展主轴，形成“一心两纵”的空间结构。同时结合规划区防护绿地及河流水系，

合理布置居住及产业组团；并利用河流水系打造生态廊道，营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其土地利用情况见表 2.1-9。 

 

图 2.2-4  4#地块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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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2#地块土地利用汇总表 

用地性质 用地代码 面积(ha)） 占建设用地比例(%)） 

居住用地 R 21.38 5.02 

公共设施用地 C 7.41 1.74 

工业用地 M 287.97 67.66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U 16.01 3.76 

其中 

供应设施用地 U1 1.55 0.36 

交通设施用地 U2 0.42 0.10 

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U4 13.36 3.14 

其他市政设施用地 U9 0.68 0.16 

道路广场用地 S 67.71 15.91 

绿地 G 25.16 5.91 

其中 
公共绿地 G1 7.36 1.73 

防护绿地 G3 17.80 4.18 

水域 E1 4.47  

林地 E4 154.56  

3  自然地理概况 

3.1 行政划分及交通位置 

1#地块行政区划属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2#地块属铜鑵驿镇、3#及 4#属陶家镇，

城市道路直达规划区，交通较便利(详见图 3.1)。 

 

图 3.1   规划区交通位置图 

3.2 气象、水文 

(1)气象 

评估区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根据沙坪坝区气象站1961年以来的气象资料统计，

区内多年平均降水量1097.8mm，最大年降水量1518.7mm，最小年降水量为644.3mm

（1939年），其中6～10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4%，日最大降雨量204.6mm（2007

年7月12日），多年平均日最大降雨量96.4mm。多年年平均气温18.5C°，无霜期347

天，雾日67.8天，其中以8月份平均气温最高，为28.5℃，1月份气温最低，为7.3℃。

极端最高气温为41.4℃（1972年8月27日），极端最低气温为-3.7℃（196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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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多年平均风速为1.8m/s，最多风向为NW，最大相对湿度为83%，最小相对湿

度15%。 

(2)水文 

区域用地范围内及周边地表水体主要是大溪河、鱼塘等。 

①大溪河 

该河流发育于4#地块，呈不规则弯曲状，大致流向北西南东向，为季节性河流，

河槽宽5-30m，被分段筑坝蓄水，水深0.5-1.2m，流量约18L/s；据调查了解，常年水位

189.4-232.5m，最高洪水位191.0-233.7m，洪水期间水位较枯水期上升约1.0m，未漫出

河沟范围，且该河流已于2012年完成了河道整治工作（见照片3-1），故大溪河对区域

用地影响小。 

 

照片3-1    大溪河典型河段 

 

②其它地表水体 

除长江、映月湖水库、大溪河外，区域用地及其周边地表水体主要是鱼塘及季节

性小冲沟，蓄水量小，主要接受大气降雨影响，其对区域用地影响小。 

4  地质环境概况 

4.1 地形地貌 

区域用地属构造剥蚀浅丘地貌，规划工作主要围绕已建成城镇区展开，大部分地

形平缓，起伏不大，其中： 

3#地块整体呈南西高北东低，北部规划区为建成区（西彭科二考场），地形平缓；

南部规划区为平缓梯田区，地形坡角 2-5°（见照片 4-1）；中部（非规划区）为斜坡

地带，地形坡角 25-35°（见照片 4-2）。 

4#地块大部分区域为建成区、在建区、场平区（见照片 4-3、4），地形较平缓，

仅南东侧及局部区域为未破坏的原始地貌区，呈不规则浅丘，高差 15m 为主，地形

坡角 5-12°为主，局部达 31°。 

  
照片 4-1    3#地块未建区           照片 4-2  3#地块建成区与未建区中间斜坡地带 

  
照片 4-3  4#地块建成区、在建区         照片 4-4     4#地块未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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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评估区整体平缓，地形坡角 2-12°为主，局部斜坡地带达 35°，地

形地貌较简单。 

4.2 地质构造与地震 

评估区地质构造位于北碚向斜东翼（详见构造纲要图4.2），岩层呈单斜产出，

区域用地测得岩层产状：倾向245～268°，倾角6°～40°。岩层倾角向东逐渐变陡，

岩体发育有两组裂隙：裂隙Ⅰ产状103～128°∠62～85°，裂面近平直，较光滑，延

伸长度1.0～4.0m，间距1.3～5.2m，结合程度一般；裂隙Ⅱ产状327～350°∠80～88°

裂面近平直，粗糙，延伸长度3.0～5.0m，间距1.0～3.0m，结合程度一般。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评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为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0.35s，地震基本烈度Ⅵ度。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构造简单，地震条件较复杂。 

 

图 4.2  构造纲要图 

4.3 地层岩性 

据现场调查，区域用地由上至下出露地层第四系全新统（Q4）、更新统（Q3）、

侏罗系上统遂宁组（J3sn)、中统沙溪庙组（J2s)，接岩性及成因类型划分为人工填土

（Q4
ml）、残坡积粉质粘土（Q4

el+dl）、冲洪积粉土（Q4
al+pl）、重庆砾石（Q3）、泥

岩、砂岩（J2s)、泥岩、砂岩（J3sn)，分述如下： 

4.3.1 第四系 

A、全新统人工填土（Q4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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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色，主要由砂泥岩碎块石、建筑垃圾及粉质粘土，块碎石含量 20-35%，粒径

一般 20-200mm，大者达 1000mm，结构松散-中密，稍湿，填龄 1-20 年。厚度变化 较

大，一般 3-8m，最厚达 15m，主要分布于各地块中部建成区及在建区。 

B、新统残坡积粉质粘土（Q4
el+dl） 

褐黄色，一般呈可塑状，干强度中等，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在各地块原始地

貌区均有出露，层厚 1.5～3.0m。 

C、全新统冲洪积粉土（Q4
al+pl） 

黄褐色，湿，松散，为河床冲洪形成，层厚 1.0～5.8m。分布于 1、2#地块的长

江北岸。 

D、更新统重庆砾石（Q3） 

杂色，由砾石夹粘土组成，砾石岩性多为石英岩，其次为砂岩、片麻岩、燧石等

硬质岩石，厚约 4m，分布于 1、2#地块长江北岸。 

4.3.2 侏罗系 

A、上统遂宁组（J3sn) 

以砖红色、棕红色泥岩为主，夹砂质条带，泥质结构，中-厚层状构造，主要矿

的成分为粘土矿物，风化物为粘性土，分布于 1#地块北西侧。 

B、中统沙溪庙组（J2s）：砂、泥岩互层，砂岩为主，其中砂岩灰色、灰白色，

细-中粒结构，中厚层状构造，主要矿物成份为石英、长石等；泥岩呈紫红色，局部

含砂质较重，泥质结构，中厚层状构造。该地层分布于整个调查区域用地。 

综上所述，调查区域用地地层岩性简单，岩体结构为中厚层状为主，岩（土）组

合主要为二元组合。 

4.4 水文地质条件 

通过调查，根据区内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及水力特征，区域用地内地下水属潜水，

可划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两类。 

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是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中地下水，其地下水孔隙水的补给，补

给由大气降雨和生活用水的直接渗入。含水层岩性、厚度、结构及所处地貌部位不同，

富水性差别明显。区内地下水的流向，总体趋向西和北，松散岩类孔隙水运移过程中

渗入基岩裂隙中，地下水贫乏。 

基岩裂隙水：区域用地内下伏基岩岩性为砂岩、泥岩。砂岩构造裂隙发育，泥岩

网状风化裂隙发育。砂岩属含水层，泥岩为相对隔水层，地下水一般在泥岩隔水层渗

出地表，基岩裂隙水具有就近补给就近排泄的特点。砂泥岩裂隙水多呈层状分布，当

接受大气所降水补给后，顺层径流，基岩裂隙水贫乏。 

综上所述，区域用地地下水贫乏。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4.5 不良地质现象 

据收集已有资料和实地调查得知：区内除朱家滑坡外，未见其它滑坡、泥石流、

塌陷等不良地质现象（见图 4.5-1），因此，区域用地范围内不良地质现象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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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点分布图 

4.6 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关系 

评估区大部分区域地势平坦，且普遍被第四系人工填土及残坡积粉质粘土覆盖，

未见不利的贯通性结构面，大多区域岩土界面倾角总体 2-12°，其对斜边坡的影响小。 

区内主要贯通性结构面为岩层层面，岩层倾角 6-9°为主，其对斜（边)坡的影响

小。 

综上所诉，评估区贯通性结构面对斜、边坡的影响小。 

4.7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状况 

区域用地范围内无洞室工程，改变原有地形地貌而影响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

是现状园区道路建设形成的边坡。经过调查，区域用地范围内的岩质边坡高度 5-30m，

均采取坡率法放坡开挖而成，大部分设置了边坡防护措施；土质边坡高度 3-15m，均

已进行了防护处理（以分阶放坡为主）。因此，区内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

强烈。 

4.8 含水层破坏及水质的污染 

区域用地目前及今后的人类开发空间内，主要以侏罗系时期的一套氧化环境的

河、湖相红色碎悄岩建造，岩体含水贫乏，调查中未见明显的地下水出露，区内不存

在含水层破坏问题。 

4.9 地质遗迹、自然和人文景观、土地资源 

据调查走访，区域用地范围内不存在区县级以上的地质遗迹、自然和人文景观，

不存在土地资源破坏问题。 

4.10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评价 

综上所述，区域用地地貌类型为构造剥蚀浅丘地貌，地形坡角以 2-12°为主；土

层厚度 3-8m 为主，岩土界面倾角 1-10°为主；基岩中发育两组间距大于 1.0m 的构造

裂隙，岩体呈中厚层状构造；地表水对岩土体影响大，地下水对岩土体影响小；破坏

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不浪地质现象不发育。地质环境条件判定见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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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判定表 

判定因素 地质特征 
地质环境 

复杂程度 

地形 

条件 

地形坡角（°） 2～12°为主 简单 

自然陡坡高度（m） 
岩坡 / / 

土坡 / / 

岩土 

性质 

土层厚度（m） 3.0～8.0m 为主 较复杂 

岩层厚度 中厚层状 较复杂 

岩层或土层组合 二元组合 较复杂 

地质 

构造 

裂隙发育程度 无断层，有两组裂隙，间距＞1.0m 简单 

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关系 切向、反向为主，且倾角平缓 简单 

地震基本烈度 Ⅵ 较复杂 

水文及水

文地质 

地表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地下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不良地质现象占用地面积比例（%） 0.22（朱家湾滑坡） 简单 

破坏地质

环境的人

类活动 

边坡高度（m） 
土质边坡 7 简单 

岩质边坡 10～14 简单 

地下空间覆岩厚度与跨度之比 / / 

采空区占用地面积比例（%） / /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较复杂 

 

 

5 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问题 

5.1 地质灾害 

据野外调查和收集已有资料和实地调查知：区域用地及附近见有朱家湾滑坡外，

未见其它滑坡、泥石流、危岩崩塌，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现象。 

5.2 地质环境问题 

区域用地地表水体主要长江、大溪河、映月湖水库，无泉井分布，无地下空间的

开发，区域含水层未发生破坏。地表水、地下水对岩土体影响不强烈；区域用地无地

质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森林公园；无人文景观。区域用地对地质遗迹、

自然和人文景观无影响。 

因此，区域用地主要地质环境问题为朱家湾滑坡、大溪沟岸坡和斜（边）坡稳定

性问题。 

6 地质灾害分析评价 

6.1 朱家湾滑坡 

该滑坡位于铜鑵驿镇新合村 6 组，灾害点统一编号 5001070000021101，中心点座

标 X=3247650.957，Y=35631532.834，根据收集 2019 年 12 月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并提交的《重庆市九龙坡区 2019 年地质灾害排查报告》，结合本次

现场调查走访，前缘高程 244m，后缘高程 275m，为小型土质滑坡，坡长 80m，宽约

50m，面积约 400m2，滑体厚约 2～4m，滑体体积约 0.2 万方，滑动方向为 94°，受威

胁房未搬迁（见照片 6-1、6-2 及图 6.1）。 

变形历史：屋后林地中水渠在降雨冲刷影响下，出现局部开裂、垮塌现象，且室

内细微开裂。裂缝初现时间是 2009 年，之后一直未有新的变形迹象，中部所设检测

桩未发现倾斜迹象，目前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变形原因：主要是由于后缘水渠在雨季排泄不畅、林地表土堆积物松散及岩土界

面陡（倾角约 15～35°），上覆土体沿土岩界面产生局部滑移。 

  

照片 6-1     朱家湾滑坡全貌             照片 6-2   监测桩无倾斜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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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朱家湾滑坡剖面图 

据调查分析，朱家湾滑坡近期未发现开裂、滑塌等变形迹象，现状基本稳定，其

影响范围面积约 2884m2。 

6.2 大溪河岸坡稳定性分析评价 

大溪河发育于区域用地 4#地块（见照片 3-1），长约 5km，为季节性河流，河槽

宽 5-30m，被分段筑坝蓄水，水流平缓，已于 2012 年完成了全河道段的整治工作。

其左岸地形坡角 25-30°为主，为土质岸坡，河道整治工作中已对其进行了分阶放坡+

坡面防护工作，据现场调查，未发现开裂、垮塌等变形迹象，现状稳定；右岸以岩质

岸坡为主，其上浮土较薄（0.5m 左右），局部土质岸坡段也进行了分阶放坡+坡面防

护工作，未发现开裂、垮塌等变形迹象，现状稳定。 

综上所述，大溪河土质岸坡段河道岸坡坡角平缓，且整治工作已完成，不会形成

河岸塌岸；岩质岸坡段岩体由于抗冲刷能力强，岸坡再造轻微，塌岸发生可能性小。 

6.3 斜坡稳定性分析评价 

根据现场调查，区域用地范围内大部分为建成区、在建区，其次为梯田区，仅局

部地带发育有浅丘存在；丘体四周为自然斜坡，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有 5 条，均为

反、切向坡，岩层倾角 6-9°，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小。其稳定性分析详见表 6.3。 

6.4 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价 

本次评估共调查边坡点 4 个，为园区场平、修建园区道路及西彭科二考场开挖而

成，土质边坡 1 条；岩质边坡 3 条，均以反、切向边坡为主，顺向边坡仅 1 条（BP04，

用地范围外），均进行了放坡处理，修建西彭科二考场而成的边坡均修建挡墙进行了

支护，边坡失稳的可能性小。其稳定性分析详见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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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评估区斜坡特征及稳定性分析一览表 

斜坡 

编号 

基本特征 
稳定性分析 赤平投影图 

失稳的 

可能性 

对人类工程活 

动的敏感程度 坡高（m) 坡长(m) 坡向(°) 坡角(°) 

XP01 44 526 29 31 

斜坡结构类型为反向坡，据赤平投影分析：裂隙Ⅰ、Ⅱ

与斜坡近垂直相交；岩层面倾向坡内。据现场调查，未见斜

坡发生变形，斜坡整体处于稳定状态，预测其发展趋势为稳

定，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斜坡对开挖坡脚、坡体加载等

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 

XP02 38 220 4 36 

斜坡结构类型为反向坡，据赤平投影分析：裂隙Ⅰ倾向

坡内；裂隙Ⅱ倾向坡外，但倾角大于坡角；岩层面倾向坡内。

据现场调查，未见斜坡发生变形，斜坡整体处于稳定状态，

预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斜坡对开挖坡脚、坡体加载等

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 

XP03 40 200 341 32 

斜坡结构类型为切向坡，据赤平投影分析：裂隙Ⅰ倾向

坡内；裂隙Ⅱ倾向坡外，但倾角大于坡角；岩层面与斜坡近

垂直相交。据现场调查，未见斜坡发生变形，斜坡整体处于

稳定状态，预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斜坡对开挖坡脚、坡体加载等

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 

XP04 52 317 111 33 

斜坡结构类型为反向坡，据赤平投影分析：裂隙Ⅰ倾向

坡外，但倾角大于坡角；裂隙Ⅱ倾向坡内；岩层面倾向坡内。

据现场调查，未见斜坡发生变形，斜坡整体处于稳定状态，

预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斜坡对开挖坡脚、坡体加载等

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 

XP05 26 108 238 40 

斜坡结构类型为切向坡，据赤平投影分析：裂隙Ⅰ、Ⅱ

均与斜坡近垂直相交；岩层面倾向坡外，但倾角仅 9°。据

现场调查，未见斜坡发生变形，斜坡整体处于稳定状态，预

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斜坡对开挖坡脚、坡体加载等

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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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评估区边坡特征及稳定性分析一览表 

边坡 

编号 

边坡基本特征 
稳定性分析 赤平投影图 

失稳的 

可能性 

对人类工程活 

动的敏感程度 类型 坡高（m) 坡长(m) 坡向(°) 坡角(°) 

BP01 岩质边坡 13.1 164 29 30 

边坡结构类型为反向坡，坡体由砂、泥岩组成，据赤平

投影分析：裂隙Ⅰ、Ⅱ与边坡近垂直相交；岩层面倾向坡内。

据现场调查，该边坡为修建西彭科二考场开挖而成，已修建

挡墙对其支护，未见边坡发生变形，整体处于稳定状态，预

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边坡对开挖坡脚、坡体

加载等人类工程活动较敏感 

BP02 岩质边坡 10 260 104 45 

边坡结构类型为反向坡，坡体由砂、泥岩组成，据赤平

投影分析：裂隙Ⅰ倾向坡外，但倾角大于坡角；裂隙Ⅱ、岩

层面均倾向坡内。据现场调查，该边坡为修建西彭科二考场

开挖而成，已修建挡墙对其支护，未见边坡发生变形，整体

处于稳定状态，预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边坡对开挖坡脚、坡体

加载等人类工程活动较敏感 

BP03 土质边坡 7 252 35 29 

该边坡为园区地块场平堆填而成，紧邻大溪河，坡体由

人工填土组成，已采取放坡结合底部大溪河护岸工程进行了

防护，据现场调查，未见边坡发生变形，整体处于稳定状态，

预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边坡对开挖坡脚、坡体

加载等人类工程活动较敏感 

BP04 岩质边坡 14 227 249 54 

边坡结构类型为顺向坡，坡体由砂、泥岩组成，据赤平

投影分析：裂隙Ⅰ倾向坡内；裂隙Ⅱ与边坡近垂直相交；岩

层面倾向坡外，但倾角仅 8°。据现场调查，该边坡为园区

地块场平开挖而成，未见边坡发生变形，整体处于稳定状态，

预测其发展趋势为稳定，失稳的可能性小。 

 

小 
边坡对开挖坡脚、坡体

加载等人类工程活动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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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质灾害宏观分区及发生可能性指数计算 

7.1 分区原则 

规划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将遵循以下原则： 

7.1.1 致灾地质体 

有致灾地质体的直接进行宏观分区，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直接根据致灾地质体

的稳定状性判定。 

7.1.2 丘陵山区 

1、微地形地貌的异同； 

2、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的异同； 

3、人类工程活动改变和破坏地质环境强烈程度的异同； 

4、边坡稳定性。 

7.2 宏观分区结果 

根据上述原则，并结合区域用地范围、规划轻轨保护范围、绕城高速公路保护范

围、铁路保护范围，根据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进行分区，四个地块一共总共切分为 27

个小区。 

4#地块共划分 25 个小区，大部分为地形平缓梯田区，其中：小区 1、3、6、8、

10、11、13、16、20、21、24、25 为平坦梯田区域；9 小区为填方边坡及其影响区，

高 14.3m；17 小区为朱家湾滑坡及其影响区；其余小区为浅丘斜坡区，无临空结构面

存在，地形坡角 32-40°。各地质环境复杂程度见表 7.2-1～4。小区 27 为规划轻轨 19

号线保护范围。 

 

 

 

 

1、3、6、8、10、11、13、16、20、21、24、25 小区 

表 7.2-1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一览表 

序号 地质环境判定因素 地质环境特征 复杂程度 

1 
地形 

条件 

地形坡角（°） 1-8 简单 

2 
自然陡坡高度（m） 

岩坡 无 简单 

3 土坡 无 简单 

4 
岩土 

性质 

土层厚度（m） 3.0～5.0m 较复杂 

5 岩层厚度 中厚层状 较复杂 

6 岩层或土层组合 二元组合 较复杂 

7 
地质 

构造 

裂隙发育程度 两组裂隙，间距＞1.0m 简单 

8 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关系 无外倾临空结构面 简单 

9 地震基本烈度 Ⅵ 较复杂 

10 水文及水

文地质 

地表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1 地下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2 不良地质现象占用地面积比例（%） 无 简单 

13 
破坏地质

环境的人

类活动 

边坡高度（m） 
土质边坡 ＜3.0 简单 

14 岩质边坡 ＜5.0 简单 

15 地下空间覆岩厚度与跨度之比 无 简单 

16 采空区占用地面积比例（%） 无 简单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简单 

表 7.2-2                       9 小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一览表 

序号 地质环境判定因素 地质环境特征 复杂程度 

1 
地形 

条件 

地形坡角（°） 32 较复杂 

2 
自然陡坡高度（m） 

岩坡 无 简单 

3 土坡 无 简单 

4 
岩土 

性质 

土层厚度（m） 3.0～5.0m 较复杂 

5 岩层厚度 中厚层状 较复杂 

6 岩层或土层组合 二元组合 较复杂 

7 
地质 

构造 

裂隙发育程度 两组裂隙，间距＞1.0m 简单 

8 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关系 无外倾临空结构面 简单 

9 地震基本烈度 Ⅵ 较复杂 

10 水文及水

文地质 

地表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1 地下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2 不良地质现象占用地面积比例（%） 无 简单 

13 
破坏地质

环境的人

类活动 

边坡高度（m） 
土质边坡 14.3 较复杂 

14 岩质边坡 无 简单 

15 地下空间覆岩厚度与跨度之比 无 简单 

16 采空区占用地面积比例（%） 无 简单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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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17 小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一览表 

序号 地质环境判定因素 地质环境特征 复杂程度 

1 
地形 

条件 

地形坡角（°） 32 较复杂 

2 
自然陡坡高度（m） 

岩坡 无 简单 

3 土坡 无 简单 

4 
岩土 

性质 

土层厚度（m） 1.0～3.0m 简单 

5 岩层厚度 中厚层状 较复杂 

6 岩层或土层组合 二元组合 较复杂 

7 
地质 

构造 

裂隙发育程度 两组裂隙，间距＞1.0m 简单 

8 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关系 无外倾临空结构面 简单 

9 地震基本烈度 Ⅵ 较复杂 

10 水文及水

文地质 

地表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1 地下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2 不良地质现象占用地面积比例（%） 朱家湾滑坡，现状基本稳定 复杂 

13 
破坏地质

环境的人

类活动 

边坡高度（m） 
土质边坡 无 简单 

14 岩质边坡 无 简单 

15 地下空间覆岩厚度与跨度之比 无 简单 

16 采空区占用地面积比例（%） 无 简单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复杂 

2、4、5、7、12、14、15、18、19、22、23、26 小区 

表 7.2-4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一览表 

序号 地质环境判定因素 地质环境特征 复杂程度 

1 
地形 

条件 

地形坡角（°） 32-40 较复杂 

2 
自然陡坡高度（m） 

岩坡 无 简单 

3 土坡 无 简单 

4 
岩土 

性质 

土层厚度（m） 1.0～3.0m 简单 

5 岩层厚度 中厚层状 较复杂 

6 岩层或土层组合 二元组合 较复杂 

7 
地质 

构造 

裂隙发育程度 两组裂隙，间距＞1.0m 简单 

8 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关系 无外倾临空结构面 简单 

9 地震基本烈度 Ⅵ 较复杂 

10 水文及水

文地质 

地表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1 地下水对岩土体的影响 小 简单 

12 不良地质现象占用地面积比例（%） 无 简单 

13 
破坏地质

环境的人

类活动 

边坡高度（m） 
土质边坡 无 简单 

14 岩质边坡 无 简单 

15 地下空间覆岩厚度与跨度之比 无 简单 

16 采空区占用地面积比例（%） 无 简单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简单 

7.3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指数计算 

各区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指数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DB50/T139-2016）附录 H 计算公式计算，如下： 

Y=0.62D+0.38R 

式中：Y——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指数 

      D——地质环境复杂程度指数，取值由基本分值和附加分值两部分构成。

基本分值在地质环境复杂时取 0.75，在地质环境较复杂时取 0.50，在地质环境简单时

取 0.25；附加分值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50/T139-2016）的“表

H.1”确定。 

      R——降水量指数，多年年平均降雨量 1097.8mm，多年平均日最大降雨

量 96.4mm。 《规范》表 H.2 确定 R=0.86。 

当 Y≥0.8时小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0.8＞Y≥0.6时小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中等，Y＜0.6 时小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各地块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指数计算见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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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各宏观小区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指数计算一览表 

宏观小区块编号 
1、3、6、8、10、11、13、

16、20、21、24、25 
9 17 

2、4、5、7、12、14、15、18、

19、22、23、26 

地质环境 

复杂程度 

总体特征 简单 较复杂 复杂 简单 

基本分值 0.25 0.50 0.75 0.25 

地形坡角(°) 
特征 1-10 32 32 32-40 

附加分值 0 0.021 0.016 0.026 

自然岩坡(m) 
特征 / / / / 

附加分值 0 0 0 0 

自然土坡(m) 特征 / / / / 

 附加分值 0 0 0 0 

土层厚度(m) 
特征 3.0-5.0 5-8.0 1.0-3.0 1.0-3.0 

附加分值 0.011 0.011 0 0 

岩层厚度(m) 
特征 中厚层状 

附加分值 0.010 0.010 0 0.010 

岩层或土层 

组合 

特征  

附加分值 0.010 0.010 0 0.010 

裂隙发育程度 
特征 无断层，有2组裂隙，间距＞1.0m 

附加分值 0 0 0 0 

贯通性 

结构面 

特征 简单 简单 简单 简单 

附加分值 0 0 0 0 

地震基 

本烈度 

特征 Ⅵ 

附加分值 0.010 0.010 0 0.010 

地表水 

影响 

特征 小 小 小 小 

附加分值 0 0 0 0 

地下水 

影响 

特征 小 小 小 小 

附加分值 0 0 0 0 

不良地质现象 
特征 / / 复杂 / 

附加分值 0 0 0.016 0 

土质边坡(m) 
特征 ＜3.0 14.3 / / 

附加分值 0 0.011 0 0 

岩质边坡(m) 
特征 ＜5.0 / / / 

附加分值 0 0 0 0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指数D 0.291 0.573 0.782 0.306 

降雨量指数R 0.86 0.86 0.86 0.86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指数Y 0.51 0.68 0.81 0.52 

对人类工程活动敏感程度 不敏感 较敏感 敏感 不敏感 

地质环境问题发生可能性分级 小 中等 大 小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 A1 B2 C3 A2 

8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分级  

 

一、3#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分级 

根据表7.3知：1、2小区地质灾害发生指数值Y=0.51-0.52，整个3#地块未建区均

为地形平缓梯田区、城镇居民区及浅丘斜坡区，对未来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可能性为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四、4#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分级 

根据表7.3知： 

①17小区为朱家湾滑坡及其影响影响，地质灾害发生指数值Y=0.8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敏感，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大，地质灾害危险性大。 

②9小区为填方边坡及其影响区，地质灾害发生指数值Y=0.68，对未来人类工程

活动较敏感，因此，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中等，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③其它小区地质灾害发生指数值Y=0.51-0.52，对未来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

灾害发生可能性为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9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评价及防治措施建议 

9.1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评价 

9.1.1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1）A1亚区。 

由1、3、6、8、10、11、13、16、20、21、24、25小区组成，本区面积0.7391km2，

占区域用地（未建区）总面积（1.272km2）的58.11%，为地形平坦梯田区域，地形坡

角2-8°，土层厚度3.0-5.0m，未见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地表塌陷等不良地质

现象，其本身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环境问题发生可能性指数（Y）为0.51，

对未来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本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2）A2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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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4、5、7、12、14、15、18、19、22、23、26小区组成，本区面积0.522km2，

占区域用地（未建区）总面积（1.272km2）的41.04%，为浅丘斜坡区域，地形坡角22-30°

为主，局部达40°；土层厚度1.0-3.0m，未见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地表塌陷

等不良地质现象，其本身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环境问题发生可能性指数（Y）

为0.52，对未来人类工程活动不敏感。本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险

性小。 

9.1.2 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B） 

由9小区组成，本区面积7925m2，占区域用地（未建区）总面积（1.272km2）的

0.62%，为园区地块场平堆填而成的填方边坡，高7m，地质环境问题发生可能性指数

（Y）为0.68，对未来人类工程活动（切脚、加载等）较敏感。本区发生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中等，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9.1.3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C) 

由17小区组成，本区面积2883m2，占区域用地（未建区）总面积（1.272km2）的

0.23%，为朱家湾滑坡及其影响区，该滑坡近期未发现开裂、滑塌等变形迹象，中部

监测桩未见倾斜、倒塌等现象，现状基本稳定，均进行了放坡处理；地质环境问题发

生可能性指数（Y）为0.81，对未来人类工程活动（切脚、加载等）敏感。本区发生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地质灾害危险性大。 

 综上所述，区域用地地质灾害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C）、地质灾害危险性

中等区（B）、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A）三个区域，详见表 9.1。地质灾害危险性大

区（C）分为朱家湾滑坡及其影响区，面积 2883m2，占区域用地面积的 0.23%；地质

灾害危险性中等区（B）分为填方边坡稳定性问题，面积 7925m2，占区域用地面积的

0.62%；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A）分为 2 个亚区（A1、A2），为平缓梯田住宅和浅

丘斜坡及其影响区，面积 1.261km2，占区域用地面积的 99.15%。 

9.2 规划功能单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及防治措施建议 

 根据《西彭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图》结合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分级结果，主要地

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详见表 9.2）：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C） 

为朱家湾滑坡及其影响范围，该区域工程建设应采用清滑坡区除或抗滑支挡。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B） 

为现状土质边坡及其影响范围，高 7m，该区域工程建设应避免开挖边坡坡脚及坡

顶堆载，防止诱发边坡滑塌，并及时治理。 

三、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A） 

1、A1 亚区为地势平缓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该区域工程建设应做好基坑、环

境边坡的支护工作，并加强监测工作； 

2、A2 亚区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范围，地形高差 10-30m，该区域工程建设应应尽

量避免产生高切坡、深开挖的项目，且避免开挖坡脚及坡顶堆载。 

9.3 规划道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及防治措施建议 

区内规划城市次级道路约 4 条，未建成区段道路地质危险性分区及地质灾害防治

措施建议见附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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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区域用地（未建区）各规划功能单元地质危险性分区及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表 

序

号 

地块 

编号 

用地 

性质 
拐点坐标 

面积 

（km²） 

小

区 

编

号 

危险

性分

区编

号 

地质环境条件 

主要地

质环境

问题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防治措施建议 

1 

 
D82-1/02 

宗教

用地 

X=3248529.227 

Y=35628381.641 

X=3248772.841 

Y=35628501.111 

X=3248719.539 

Y=35628608.328 

X=3248493.992 

Y=35628525.633 

0.0333 

1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2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

对高差 10-30m，地形坡角 22～

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

定，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斜坡、基

坑、环境

边坡稳

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2，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建（构）筑物的布局应尽量避免产生高切坡、深开挖的项目； 

2、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3、工程建设应避免开挖边坡坡脚及坡顶堆载，防止诱发边坡滑塌。 

2 J28-1/02 
公园

绿地 

X=3249798.230 

Y=35630121.762 

X=3249783.019 

Y=35630142.528 

X=3249616.594 

Y=35630122.826 

X=3249613.329 

Y=35630103.209 

0.0057 3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斜坡

稳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加强对斜（边）坡的巡视观察工作，并完善排水系统。 

3 J28-2-1/02 
工业

用地 

X=3249777.383 

Y=35630150.222 

X=3249708.338 

Y=35630234.751 

X=3249644.823 

Y=35630204.714 

X=3249675.978 

Y=35630110.765 

0.0125 3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4 J28-2-3/02  

X=3249669.649 

Y=35630269.163 

X=3249633.117 

Y=35630330.249

0.0017 4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

对高差 10-30m，地形坡角 22～

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

定，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斜坡、基

坑、环境

边坡稳

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2，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1、建（构）筑物的布局应尽量避免产生高切坡、深开挖的项目； 

2、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3、工程建设应避免开挖边坡坡脚及坡顶堆载，防止诱发边坡滑塌。 



 25 

序

号 

地块 

编号 

用地 

性质 
拐点坐标 

面积 

（km²） 

小

区 

编

号 

危险

性分

区编

号 

地质环境条件 

主要地

质环境

问题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防治措施建议 

X=3249669.461 

Y=35630282.025 

X=3249640.117 

Y=35630236.513 

性小。 

5 J28-3/02 
防护

绿地 

X=3249676.767 

Y=35630110.493 

X=3249643.116 

Y=35630202.979 

X=3249614.696 

Y=35630174.089 

X=3249617.926 

Y=35630130.830 

0.0022 3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斜坡

稳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加强对斜（边）坡的巡视观察工作，并完善排水系统。 

6 J28-4/02 
防护

绿地 

X=3249640.121 

Y=35630235.772 

X=3249630.465 

Y=35630349.817 

X=3249601.495 

Y=35630377.201 

X=3249612.439 

Y=35630203.556 

0.0114 4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

对高差 10-30m，地形坡角 22～

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

定，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斜坡稳

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2，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加强对斜（边）坡的巡视观察工作，并完善排水系统。 

7 
J28-6/02 

 

工业

用地 

X=3249612.078 

Y=35630203.055 

X=3249577.783 

Y=35630403.635 

X=3249451.100 

Y=35630231.114 

X=3249565.841 

Y=35630247.742 

0.0149 
4 

5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

对高差 10-30m，地形坡角 22～

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

定，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斜坡、基

坑、环境

边坡稳

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2，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建（构）筑物的布局应尽量避免产生高切坡、深开挖的项目； 

2、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3、工程建设应避免开挖边坡坡脚及坡顶堆载，防止诱发边坡滑塌。 

8 J39-1/02 
工业

用地 

X=3248872.298 

Y=35631080.562 

X=3248504.143 

Y=35630814.832 

X=3248482.428 

Y=35631061.503 

X=3248788.584 

Y=35631233.397 

0.0739 11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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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块 

编号 

用地 

性质 
拐点坐标 

面积 

（km²）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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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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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性分

区编

号 

地质环境条件 

主要地

质环境

问题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防治措施建议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9 J39-6-1/02 
工业

用地 

X=3248720.083 

Y=35631222.929 

X=3248560.450 

Y= 35631652.317 

X=3248338.644 

Y=35631644.423 

X=3248470.209 

Y= 35631084.095 

0.1469 11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10 J39-6-2/02 
工业

用地 

X=3248441.884 

Y=35631136.023 

X=3248231.938 

Y=35631332.969 

X=3248042.499 

Y=35631109.269 

0.0568 11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11 J42-1/02 
工业

用地 

X= 3249223.102 

Y=35630029.433 

X=3249259.829 

Y=35630087.097 

X=3248868.148 

Y=35630200.000 

X=3248966.685 

Y=35630070.027 

0.0487 6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12 J42-5/02 
工业

用地 

X=3248709.003 

Y=35630295.887 

X=3248572.983 

Y=35630116.789 

X=3248847.271 

0.0376 8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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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5630088.931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9 B 

为填方边坡及其影响区，高

9.0m，已放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

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边坡

稳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68，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较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损

失中等，危险性中等。 

应避免开挖边坡坡脚及坡顶堆载，防止诱发边坡滑塌，并及时治理。 

13 L15-01-2/04 
工业

用地 

X=3249062.769 

Y=35631181.053 

X=3248892.516 

Y=35631083.558 

X=3248839.205 

Y=35631230.283 

X=3248894.714 

Y=35631240.756 

0.0277 10 A1 

位于北培向斜东翼近轴部，地势

平缓，地形坡角 2～8°，岩层倾

角 6～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 

基坑、

环境边

坡稳定

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1，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1、对基坑、环境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挖方边坡应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跳槽开挖，并应操持两侧边坡的稳定，保证弃土、弃渣不会导致边坡变形或破

坏；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和放坡处理，并做好坡面防护，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

挖、大爆破作业； 

4、边坡应采取动态设计法，信息施工法施工，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14 L24-03/02 
公园

绿地 

X=3248288.902 

Y=35632036.988 

X=3248327.331 

Y=35632265.842 

X=3248280.255 

Y=35632258.149 

X=3248240.385 

Y=35632038.911 

0.0179 12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

对高差 10-30m，地形坡角 22～

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

定，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斜坡稳

定性 

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指数为 0.52，对未来人类

工程活动不敏感，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险

性小。 

加强对斜（边）坡的巡视观察工作，并完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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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区域用地（未建区）规划道路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分级及防治措施建议表 

序号 道路名称 
地质灾害危险性

分区分级编号 
地质环境条件 主要地质环境 防治措施建议 

1 75#道路 

A1 
为地势平缓区，地形坡角 2～8°，岩层倾角 6～

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场地现状稳定。 
边坡稳定性 

1、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

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对高差 10-30m，

地形坡角 22～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定，

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边坡稳定性 

1、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

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或放坡，并做好坡面防护，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

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挖、大爆破作业； 

4、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2 76#道路 

A1 
为地势平缓区，地形坡角 2～8°，岩层倾角 6～

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场地现状稳定。 
边坡稳定性 

2、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

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对高差 10-30m，

地形坡角 22～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定，

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边坡稳定性 

1、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

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或放坡，并做好坡面防护，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

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挖、大爆破作业； 

4、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3 77#道路 A1 
为地势平缓区，地形坡角 2～8°，岩层倾角 6～

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场地现状稳定。 
边坡稳定性 

3、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

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4 78#道路 A1 
为地势平缓区，地形坡角 2～8°，岩层倾角 6～

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场地现状稳定。 
边坡稳定性 

4、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

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5 79#道路 

A1 
为地势平缓区，地形坡角 2～8°，岩层倾角 6～

9°为主，土层厚度以 3～5m 为主，场地现状稳定。 
边坡稳定性 

5、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进行合理支护，并遵循先支撑、

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土质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施工中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 

A2 

为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地形相对高差 10-30m，

地形坡角 22～30°无临空外倾结构面，现状稳定，

无不良地质现象及灾害。 

边坡稳定性 

1、对形成的路堑边坡应根据其开挖深度和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合理支护，

并遵循先支撑、再开挖，严格按照逆作法、信息法施工； 

2、对形成的路堤边坡应设置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并做好排水措施； 

3、对岩质边坡应结合裂隙与边坡的组合关系进行支护或放坡，并做好坡面防护，开挖过程中应采取自上而下、

分阶分段跳槽开挖、及时支护的施工方式，严禁无序大开挖、大爆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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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论与建议 

10.1 结论 

（1）评估区属构造剥蚀浅丘地貌，地形坡角 2-11°为主；周边斜坡区地形坡角

为 22～28°，局部斜坡可达 35°；岩体为中厚层状构造，土层厚度一般 1.00～5.0m，

局部人工填土厚度可达 15m；地表水对岩土体影响大，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关

系简单，破坏地质环境条件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不良地质现象影响用地面积所占

比例低于 1%，区域用地总体地质环境条件为简单。 

（2）规划用地总面积 3.619km2，其中建成区、在建区面积 2.007km2、水域面积

0.309km2、轻轨保护区面积 0.03km2，未建区面积约为 1.272km2。 

（3）据 2016 年 5 月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

范》（DB50/T139-2016），结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渝规资[2018]72 号规定：城

市区域用地、村庄和集镇区域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应为一级。 

（4）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C）分为朱家湾滑坡及其影响区，面积 2883m2，占

区域用地面积的 0.23%，该区域工程建设前应对滑坡进行清除或进行抗滑支挡。 

（5）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B）分为填方边坡稳定性问题，面积 7925m2，占

区域用地面积的 0.62%，该区域工程建设应避免对现状边坡开挖坡脚及坡顶堆载，防

止诱发边坡滑塌，并及时治理和加强监测工作； 

（6）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A）分为 3 个亚区（A1、A2），为平缓梯田住宅和

浅丘斜坡及其影响区，面积 1.261km2，占区域用地面积的 99.15%，该区域存在的地

质环境问题为基坑、环境边坡稳定性问题，工程建设应对其进行有效支护。 

10.2 建议 

（1）大溪河水域范围若需建设，需征管理部门同意。水域范围应工程活动应保

证岸坡稳定及水流畅通。现有已建道路尽可能保护，一旦破坏应尽快修复，保证道路

畅通，若要阻断道路能行，需征管理部门同意。 

（2）规划轨道交通 19 号保护区范围内道路的修建应取得轨道交通主管部门同意

后方可修建，高压线高压铁塔保护区范围严禁规划项目，高压线保护区范围确需规划

建设项目需征得电力主管部门许可。 

（3）新规划的建设项目应加强对原有建（构）筑物的保护工作。 

（4）当区域用地性质改变时，相应地块需单独作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