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
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方法技术导则

(试行妙的通知

各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省地矿局、煤田地质局:

为摸清我省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底数，省厅已于 2022

年 7 月起分批次在全省 83 个县(市、区)部署开展"天上看、地

上查、动态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由省级下发疑似隐患点

清单?经村镇现场核实、市县审核、专业技术队伍实地调查后，

形成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为加快实现我省农村切

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分级分类管控?省厅组织编制了《福建省农

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方法技术导则(试行))) (以下简称

"技术导则")，构建评价因子体系，实例抽检验证，优化评价因

子权重及赋值?科学设定修正条件，初步形成一套契合我省农村

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发育特征和防灾管理能力的评价方法。现

将技术导则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认真做好县(区) 1:

1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切实为我省农村切坡建房地质

灾害风险评价分级分类管控和精准防灾奠定坚实基础。



附件:福建省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方法技术导则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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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
评价方法技术导则(试行)

一、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摸清我省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底数，省自然

资源厅于 2022 年 7 月开展"天上看、地上查、动态管"地质灾害
隐患排查试点工作，在明溪、德化两个试点县取得明显成效的基

础上，逐步推广至省内其他县(市、区)，当前该项工作已实现我

省 83 个县(市、区)全覆盖，截至 2023 年 8 月，经各地审核的
32. 9 万处疑似高陡边坡已分发给各地 1: 1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
价项目承担单位。进一步详细调查疑似高陡边坡是我省 1: 1 万地

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项目的主要任务之一，由部丘陵山地地质灾

害防治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 )编制的《福建省地

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细则 (1:1 万)))已于2023 年 2 月印
发实施。

为加快实现高陡边坡分级分类管控，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价是

前提，重点实验室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先后三次组织专家对《福

建省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方法技术导则(试行)))进行

评审，逐步优化评价因子体系，同时抽检部分切坡点(德化县、

明溪县、大田县、建阳区、连城县)进行实例验证，比对评价因

子体系和现场技术人员判定风险等级异同，进一步调整各评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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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权重及赋值，对无法统一体现于评价因子中的影响因素，科学

合理设定修正条件，初步形成一套契合我省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

害隐患发育特征和防灾管理能力的风险评价方法，为后续分级分

类管控，更加精准防灾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二、风险评价方法

本方法针对土质边坡和岩质边坡均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给

出评价因子及其对应的权重、分级赋值，详见表 1、表 2。当边坡

为二元结构时，按照土质边坡、岩质边坡分别评价后取不利值作

为风险等级。

(一)土质边坡

表 1 土质边坡评价因子及权重、分级赋值表
序 评价

权重 状态分级
号 因子

赋值 各注

坡墙
1/2H < D< 2/3H 1

距(D )
o. 15 l/3H < D< 1/2H 3

D> 2/3H 时，直接列为低

D<1/3H
风险

5

a < 45。 (1: 1.0)
切坡 450 < a < 550 ( 1: O. 75 )

2 坡度 O. 2
2

( a ) 550 <a~ 二 650 (1: 0.5) 3

> 65。 ( 1: O. 5 ) 5

切坡 5<H<8 1 当 H< 切，切坡坡度>

3 高度 O. 2 8<H<15 3 650 ，自然斜坡坡度>
.‘，、("口、/‘I H> 15

350 ，坡墙距<1/2H 时，
5 可定为中风险

b<8 。
自然 80 < b < 250 2
斜坡4
坡度 O. 1 250 < b < 35。 3

( b ) 350 < b < 45。 4

> 4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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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评价
权重 状态分级 赋值 备注

号 因子

土层 1<h<3 1
5 厚度 O. 15 3<h<6 第四系覆盖层厚度

(、~h 、，‘J h>6
当切坡只出露全-散体状强

中密-密实碎石土 1 风化时，可套用中密密实碎
石土分级分值;切坡范围同

土体
n川v. 嘈1 粘性土、稍密碎石土

时揭露土层和全-散体状强

类型 风化时，以土层为主要评价
对象，全-散体状强风化出露

堆填土体 5 厚度超过切坡高度的 4/5
时，应降低一档风险等级。

切坡
t > 10

切坡时间大于 10 年时，应
7 时间 O. 1 5<t<10

降低一档风险等级( t ) t < 5

土质边坡修正条件如下:

1.地下(表)水:存在地表水和地下水径流条件改变、灌溉、

岩溶区抽排地下水、水渠(池塘)渗漏、出露泉眼等情况时，风

险等级酌情提升一级。

注 1:坡脚泉水出露，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为点状出

水且稳定渗水通道已形成，常年流水清澈，则其存在对切坡稳定

性影响甚微;若在雨天时成片状渗流，且水流浑浊，方考虑提高

其风险等级。

2.变形迹象:存在坡体、坡顶房屋、坡脚挡墙变形时?如坡
顶出现连续拉张裂缝，房屋墙体因坡体变形出现斜裂缝、坡脚挡

墙出现鼓胀变形等，风险等级提升一级。

注 2: 应考虑历史崩滑体、潜在失稳体的位置、规模、势能等?

用经验类比法等进行综合分析。如有些点切坡虽相对较陡，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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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坡脚出露较大范围全一强风化岩，一般情况下出现整体失稳的概

率相对低，常发生中上部残坡积土小规模崩滑，此时不能一味将

其定成高风险及以上(野外定级常出现)，部分切坡点虽曾经产生

过小规模(参考值: 20m3 以下)塌方，但经现场综合判断认为不

存在诱发更大规模崩滑可能时，则风险等级不予以提升。

3.土体类型:切坡范围同时揭露土层和类土质风化岩时，以
土层为主要评价对象，当风化土出露厚度超过切坡高度的 4/5 时，

应降低一档风险等级。

注 3: 类土质风化岩包括全风化岩和散体状强风化岩，本次评

价方法中将其列入土质边坡进行定性评价。综合考虑风化土对边

坡稳定性的影响与当前防灾能力水平，初步确定 4月的比例。

4. 切坡时间:切坡时间大于 10 年时，应降低一档风险等级。

注 4: 据多年实践经验，尽管不排除有些边坡在受人为改造后

会在之后的数十年产生累进性破坏，但对于大多数农村切坡建房

形成的现状人工切坡，通常在 10 年内因为应力调整、降雨诱发等

产生数次小崩小塌之后会逐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因此，对

切坡时间大于 10 年的切坡点，视为其已经过数轮强降雨的考验，

可将其风险等级降低一档。需要注意的是，当土体类型和切坡时

间同时需要降级时，只修正下调一次。

5. 简易支挡:当人工边坡实施简易支挡(治理)时，如设置

分级削坡、截排水、挡墙等措施，可根据简易支挡(治理)的合

理性、有效性适当降低其风险等级。

注 5:需要判断简易支挡结构型式等对边坡整体稳定性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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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如支挡结构是干砌、浆砌或毛石混凝土，以及支挡规模、分

级削坡可否有效降低甚至消除人工边坡隐患，还需要专业技术人

员根据自身专业理论与经验知识进行判别。

6.房屋结构:当房屋结构为土木、砖木时，其风险等级提升
一级。

注 6: 根据目前的调查成果，农村多数房屋为土木、砖木、砖

混结构，其抗灾能力相较框架结构均较差，因此设定本条，以区

分不同承灾体的易损性。

7. 当切坡高度> 10m、切坡坡度> 750 且无有效支护时，其风

险等级不低于中风险。

(二)岩质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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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岩质边坡评价因子及权重、分级赋值表

序号 评价因子 权重 状态分级 赋值 备注

1/2H<D<2/3H

坡墙距( D ) O. 15 1/3H<D<1/2H 3 D> 2/3H 时，直接列为低风险

D < 1/ 3H 5

a<550 (1: 0.75)

550 <a<650 (1: 0.5) 2
2 切坡坡度( a ) o 唱1

650 <a<750 (1: 0.3) 3

> 75。 5

5 ~二H<8

8<H<15 2 当 H < 5m，坡墙距 <1/2H ，有顺层面或其他不利结
3 切坡高度( H ) O. 15 构面时，可定为中风险。15 ~二H < 30 4

H> 30 5

坚硬岩

较硬岩 2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中岩石坚硬程度定性分类一
4 岩石坚硬程度 O. 1

表(综合考虑风化程度和地层岩性)较软岩 3

软岩 5

起伏粗糙，张开度< 3mm，胶结 1
结构面条件 O. 15 平直光滑，张开度< 3mm，无胶结
(强度特征)

泥质充填，张开度> 3m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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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因子 权重 状态分级 赋值 备注

块状结构斜坡 1 ①块状结构斜坡:没有明显层理构造，主要受节理

逆向坡、近水平层状坡 2 控制的岩石斜坡，片理面、层理面在本项因子中予

斜向坡、横向坡
以考虑;

3 ②逆向坡:岩层倾向与坡向交角 1500 - 1800 ;

基岩层面倾向
伏倾坡 ①近水平层状坡:岩层倾角小于 50 ，

与地形坡向组 O. 25 层面坡 4 ④斜向坡:岩层倾向与坡向交角 300 - 600 、

合(几何特征) 1200 -1500 ;

顺向坡
①横向坡:岩层倾向与坡向交角 600 -1200 ;

飘倾坡 5
@顺向坡:岩层倾向与坡向交角小于 300 。其中又
可细分为伏倾坡(岩层倾角>斜坡坡度> 100 )、
层面坡(斜坡坡度=岩层倾角> 100 )、飘倾坡(斜
坡坡度>岩层倾角> 100 )。

t > 20

7 切坡时间( t ) O. 1 10<t<20 3

t <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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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质边坡修正条件如下:

1.地下(表)水:存在地下开采、地表水和地下水径流条件

改变、灌溉、抽排地下水、水渠(池塘)渗漏、出露泉眼等情况

时，风险等级酌情提升一级。

注 1:坡脚泉水出露，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为点状

出水且稳定渗水通道已形成，常年流水清澈，则其存在对切坡稳

定性影响甚微;若在雨天时成片状渗流，且水流浑浊，方考虑提

高其风险等级。

2. 结构面:对于块状结构斜坡，当切坡高度~ 10m 且存在顺

向结构面或结构面可能造成模形体破坏时，风险等级提高一级;

对于飘倾坡、层面坡?当结构面存在泥质充填或两组结构面其交

线倾角缓于坡面倾角并出露坡面时，直接划入高风险及以上等级，

其中，切坡高度> 10m 且坡墙距 D < 1/ 3H 时为极高风险，否则为

高风险。

3.房屋结构:当房屋结构为土木、砖木时，其风险等级提升
一级。

需要说明的是，本评价方法主要考虑既有人工切坡的稳定性

与风险性，如因后山斜坡孕灾地质条件复杂(自然斜坡坡度较大、

存在孤(滚)石等)可能导致较大范围斜坡失稳进而造成较高危

害性，后续应根据"风险区"的评价等级进一步修正。

(三)注意事项

目前针对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全国范围内尚无

较为成熟风险评价方法可参考借鉴，本评价方法虽然基于行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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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我省地质灾害的充分认识并综合考量行政管理能力而拟定?

但地质灾害的发生与诸多环境因素有关?其相互关联难以准确量

化。因此，不能简单在室内应用本评价方法，其应用结果的合理

程度除了受限于方法体系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同时也依赖于技

术人员的野外调查水平、专业理论水平、综合分析能力，技术人

员综合分析正确与否或者正确的程度与其对灾害孕育过程和发生

机理了解的深度和经验的积累密切相关。

三、成果应用

根据本评价方法对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进行风险评价，将

其划分为极高、高、中和低风险等级?将为我省实施地质灾害隐

患点分级分类管控提供明确的数据支撑，有效服务于后续工程治

理、监测预警、应急防御等相关工作。

当前，已据此初步构建基于单体风险评价+气象风险预警的农

村切坡建房风险点综合预警办法?详见表 3。

表 3 农村切坡建房风险点综合预警分级
气象风险预警|wt| 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蓝色预警

农村切坡建房风险 ~l

极高风险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注:通过气象风险预警与农村切坡建房风险等级形成综合预警分级，不同颜色代表
不同的预警响应等级，其中红色为综合预警分级后一级预警响应，人员需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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