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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基本原则及方法相关阐述

刘禧超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　天津　300170

摘　要：地质灾害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当发生地质灾害时，不仅会影响当地经济，还会对相关居民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

所以要对地质灾害开展全面分析，采用适宜的防治方法来降低地质灾害所产生的危害，从而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有效性。本文从地质灾害的特征入手，对地质灾害的防治基本原则以及方法等进行全面研究。

关键词：地质灾害；特征；防治基本原则；防治方法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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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logical disasters have strong destructive power. When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 they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local economy but also threaten the lives of related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adopt appropriat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to reduce the harm caused by geological disaster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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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质灾害的出现会对房屋以及道路设施产生巨大破

坏，甚至会危害人们的生命。此时就要开展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尽量能够有效预防地质灾害，以此来使得地质

灾害所产生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想要实现这样的

目标，要在相关防治原则得到遵守的前提下，来制定和

实施对应的防治方法。本文从以下方面来对此进行详细

阐述。

一、地质灾害特征

1.1 地质灾害破坏性强

大部分地质灾害都体现出较强的破坏性。如滑坡、

泥石流等不单单会影响当地经济，还会对居民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唐山大地震造成 240 多万

人死亡，并对唐山地区的经济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

1.2 呈长期高发态势

近年来，我国地质灾害呈现高发态势。我国地质环

境的特定性，致使地质灾害出现增长和频发的态势。同

时伴随全球变暖，我国出现极端恶劣天气情况的概率明

显增加。另外，我国的地形地貌相对复杂，部分地区具

备地质灾害高发的潜质。如某些地区的异常或极端强降

水加剧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处于地

震带的城市来讲，出现地震的概率也明显上升。总而言

之，强降雨和地震所产生的地质灾害现象呈现持续递增

的态势，在未来几年，产生的地质灾害总体形势更加严

峻。

1.3 灾害点多面广

地质灾害具有多面广的特征，即地质灾害类型繁多，

并且分布在各个区域。地质灾害的出现，对经济发展以

及人们生命安全等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虽然国家在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但地质灾害

的具备点多面广的特征，导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难度较

大。

二、地质灾害防治基本原则

2.1 以人为本，防患于未然原则

将人民生命安全当成防控工作的核心，将具备明显

危险的地区当成规划控制的重点，并采取科学有效的防

范措施，确保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的同时，为人们的生命

安全提供保障。

2.2 针对性原则

在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需要将成灾条件当成

参考依据，并把地质结构特征当成控制工作的重点。需

要注意的是，这些工作需要建立在对地质充分可靠的研

究之上。防治工作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这样才可以为

防治效果提供保障。

2.3 综合防治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过程中，需要满足综合性原则。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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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过程中，尽量要做到全面规划、综合分析和系统化

防治，同时对环境导向性作用加强重视。不能够单纯利

用工程措施来开展防治工作，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将恢

复全流域生态地质环境出发，防止地质灾害的出现。另

外，在使用工程措施的同时，需要增加生物措施或其他

措施来进行辅助，从而可以全方位防治地质灾害。

2.4 坚持群策群防的原则

地质灾害的防治与广大人民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想要使地质灾害防治目标得以实现，需要发动广大人民

积极参与。尤其是动员和鼓励易受到灾害影响地区的人

民，确保更多人可以参与到地质灾害监测和控制工作中，

以此来构建固定的群防网络。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群众的

力量，来对地质灾害的动态进行全面掌握，从而为相关

工作的实施提供依据。

2.5 系统分析原则

在地质灾害防治时，必须应用系统分析的方法。通

过逻辑思考的方式，来系统分析防治对象，并模拟地质

灾害发生过程，以此来更好的研究地质灾害产生因素。

地质灾害通常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后果，多种因素之间

相互影响和制约，致使多层次组合模式得以形成。分析

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使得地质灾害成为整体的系统问

题，以此来对地质灾害进行防治。地质灾害发生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这就要在系统中及时修正不确定因素，

通过系统分析来对修正方法进行研究。

2.6 整体最优原则

在防治地质灾害时，需要注意整体最优原则。该原

则指的是在地质灾害防治时，利用多种防治手段相结合

的方式，来保证防治效果达到最优。在整个过程中，分

析对象以全面的地质灾害为主，同时要明确主次之间的

关系，这样可以使治理效果达到最优化。由于防治过程

属于综合性过程，不仅要对防治效果进行全面考量，还

要对经济投入开展全面分析，利用多种措施相搭配的方

式，降低经济投入的同时，也可以保证效果。

2.7 适时性原则

地质灾害的防治需要具有及时性。在地质灾害的不

同发展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措施来进行防治，即对适

时性原则进行全面遵守。地质灾害发展具有旋回阶段性，

通常经历开始生成、发展和发生等过程，各个阶段的危

害性不同，防治重点也存在差异。从相关研究中可知，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效益与时域性息息相关，如果发现

地质灾害隐患，就要及时对隐患进行监测、避让以及有

效防治措施，若防治过晚，会耽误防治时机，产生难以

挽回的局面。

3、地质灾害防治的基本对策

3.1 避让措施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十分渺小，并不可以预防所有的

地质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等大规模地质灾害事件中，

人类的作用相对有限，面对这种类型的地质灾害，只能

够采取避让措施。在实施宏观国民经济规划时，尽量避

开这些区域。避让原则的本质是防患于未然，通过分析

地质灾害发生的结果，当防治方法起不到效果时，应该

遵循合理的避让原则，降低地质灾害所产生的损失。

3.2 预报措施

地质灾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当前的技术手

段之能够做到事前预报。对地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进行

分析，并对出现的时间以及规模进行预测，以此来正确

判断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目前针对滑坡、泥石流、地

面沉降等灾种预测技术相对成熟，在预测地质灾害的时

候，要对超前概念进行重点强调，即在地质灾害出现之

前做出相应的预判，并不是事后预测。虽然地质灾害的

出现具有一定可能性，但是会对人们的生命安全产生威

胁，还是要尽量避免出现地质灾害。

3.3 控制措施

想要对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需要将地

质灾害的成因当成重点，科学整治所要解决的因素，确

保地质灾害被扼杀在萌芽之中。控制措施把地质灾害风

险降到最低，让地质问题不会进一步发展，从而控制在

合理范围之内。在控制地质灾害时，要对具有针对性的

措施进行有效应用，并结合其他手段来完成综合治理，

尽可能达到一次性治理不留后患的效果。

3.4 抗灾设防

某些地质灾害的威胁无法得到彻底避免，所以要在

人类工程经济活动中增设抗灾设防，以此来增强承受地

质灾害的能力。在地震发生之前，则要开展及时有效的

抗灾活动。通常在工程中采用小震不坏、中震可修以及

大震不倒等原则，这样在设计施工时，应该对地质灾害

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全面考量，并适当改变建筑物的结构，

从而来加强建筑的抗灾能力。

3.5 抢险救灾

当发生地质灾害后，应该立即进行抢险救灾。在抢

险救灾过程中，要在灾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来选择适

宜的措施，降低灾害的强度和规模。另外，在必要情况下，

采用应急措施来调整灾害导向，尽量将地质灾害的影响

降到最低。另外，发生地质灾害后，要研判发生二次或

次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4、地质灾害防治的具体方法

4.1 提升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警能力

对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警能力进行不断加强，并完

善地质灾害监测队伍人员结构，以此来科学有效的完成

地质灾害的早期监测工作，降低地质灾害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首先，不断提升和完善地质灾害的监测能力。国

家应该在地质灾害监测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不仅仅可

以及时更新相应的监测仪器，还能够研发出全新的检测

技术。同时在不同地质灾害类型的基础上，来选择适宜

的监测方法，有利于提升监测的准确性。其次，国家需

要成立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小组。将尖端科技人才引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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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样可以更好的开展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与此同时，

国家可以不定期的组织相关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会，以

此来培养地质灾害监测方面的人才，从而为地质灾害监

测工作储备大量的人才。

4.2 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社会化减灾系统

为了保证地质灾害防治的有效性，在制定相关的防

治方法和策略时，应该对相关的标准和规范进行严格遵

守。从地质灾害工作部门的角度来讲，在防治过程中，

要对特定的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全面遵守。因此，国家相

关部门需要不断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针对立法和

执法方面存在的不足，来对法律法规内容进行不断细化，

从而通过法律法规来指导地质灾害预防工作的开展。国

家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并陆续出

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依然具有进步的空间。将地质

灾害防治管理和灾害调查等当成着力点，来不断完善法

律法规，确保法律法规内容的完整性和可行性。此外，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难度较大，想要提升防治水平并取

得良好的防治效果，则要对防灾减灾情况进行全面整合，

以此来逐渐构建社会化减灾系统，确保地质灾害防治的

公众参与度明显加强。

4.3 构建完善的管理机制

首先，成立专项地质灾害防治小组。在开展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时，从整体的角度来进行重点整治，不仅明

确治理目标，还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格遵守。因此，

应该构建地质灾害防治小组来统筹全局，各个单位共同

努力，为防治工作的全面落实提供保障。另外，对地质

灾害防治管理不断加强，并尽量争取灾害治理的专项资

金，为该项工作提供物质基础，从而能够更好的开展地

质灾害监测以及治理等工作。其次，编制地质灾害治理

方案。相关部门应该对地质灾害防治计划进行全面制定，

并下发到各个部门。完成查验的地质灾害区域，还是需

要加强监测和调查力度，并设立主管人员，制作地质灾

害手册发给居民。与此同时，在遭遇地质灾害之前，需

要制定完成相应的疏散计划和路线。

4.4 积极做好宣传工作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开展时，相关部门要向群众进

行宣传，尤其是在 5.12 防灾减灾日等特定日子，组织开

展地质灾害危害方面的宣传会，甚至要在网上发布地质

灾害方面的知识。另外，通过电视媒体来播放公益广告，

通过这些方式让学生明白地质灾害的危害性，也能够对

地质灾害防治的重要性加强重视。除此之外，要对地质

灾害防治方面的内容持续不断地向居民进行宣传普及，

让居民能够更好的了解和掌握相关防治知识，尽量使灾

害所产生的危害得到明显降低。

4.5 构建健全的地质灾害分析机制

对健全的地质灾害分析机制进行全面构建，这对后

期地质灾害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应该分析和

总结近年来发生的地质灾害。每次地质灾害出现之后，

都要进行分析和总结，重点分析灾害发生之前，监测系

统的监测是否具有精准性，哪些监测数据存在偏差等。

通过分析来找到切入点，不断提升监测仪器和系统的准

确性，从而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能力。此外，应该分析

和评价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理方法的实施效果，如应急对

策是否科学合理，是否还存在提升的方面等。通过构建

分析机制，继而使地质灾害的防治以及应急能力得到明

显加强。

结语：从本文的论述中可知，地质灾害的出现，会

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产生严重制约。这样在开展防治

工作时，不单单要对地质灾害前期监测和预防加强重视，

还要不断提升地质灾害应急防治水平。同时在现代化的

当下，要对全新的技术和设备进行研发和应用，提升预

测的精准性，从而来不断提升防治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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