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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地质灾害的预测、分析与应急管理，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而现代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方法的应

用，对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阐述了风险评价法的相关理论和特征，分析了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

基本步骤和要点。结合实际，探讨了做好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策略，包括信息系统建设、风险识别、影响因素分析、风险评

估、对策制定等，希望能为相关单位及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风险评价

Research on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Wang Yunxian

Lanzhou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e prediction, analy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geological disasters.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assessment 

method, and analyzes the basic steps and key point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strategies for 

doing a good job in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were explored, including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risk identific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risk assessment, and countermeasure formul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its and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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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质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不言而喻，在当

前的技术条件下，关于地质灾害的管理和应急处置非常重

要，其中风险评价体系的建设，对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减少灾害损失，有重要意义[1]。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是一项需

要应用多种知识、花费大量精力开展的工作，因此需要结

合我国地质灾害实际特征，对风险评价方法的实施要点进

行深入探究。

1  风险评价的介绍

风险评价是指对潜在的灾害事件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可能

性进行定量或定性的评估,在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中，该理论主

要关注的是地质灾害事件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潜在威胁。通

过对风险评价的相关理论和特征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

地质灾害的潜在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轻风险。风险

评价方法在地质灾害研究中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1  多学科综合性

质灾害风险评价需要综合运用地质学、地理学、气象

学、工程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只有通过多学科的综

合分析，才能全面了解地质灾害的潜在风险。

1.2  数据驱动性

风险评价方法需要依赖大量的数据，包括地质构造数

据、地形地貌数据、气象数据、人口数据等。这些数据可以

通过现场调查、遥感技术、监测设备等手段获取。准确的数

据是进行风险评价的基础。

1.3  不确定因素分析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涉及到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地质条件

的变化、气候变化的影响等。因此，在进行风险评价时，需

要采用适当的方法来处理不确定性，如概率统计分析、模糊

数学等。

1.4  空间尺度问题与时间尺度问题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涉及到不同的空间尺度，从局部到区

域甚至全球[2]。因此，在进行风险评价时，需要考虑不同空

间尺度下的因素和影响，以获取全面的风险信息。同时，地

质灾害风险评价需要考虑不同时间尺度下的风险变化。地质

灾害的发生往往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

此，在进行风险评价时，需要考虑时间尺度下的风险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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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风险。

1.5  决策支持性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方法旨在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通过对地质灾害风险进行评估，可以帮助政府、企事

业单位等制定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提高社会对地质灾害

的适应能力。

2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步骤

2.1  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

收集与地质灾害相关的数据，包括地质构造数据、地形

地貌数据、气象数据、人口数据等。确保数据来源可靠、准

确，并进行有效整理和管理。数据是进行风险评价的基础，

准确的数据可以提供对地质灾害潜在风险的全面了解[3]。

2.2  确定风险评价指标

根据地质灾害类型和研究目的，确定适当的风险评价指

标，如概率、频率、强度等。在该环节中，需要选择与具体

研究对象相关的指标，并考虑其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通过

可靠的风险评价指标可以帮助量化地质灾害风险，为后续分

析和决策提供依据。

2.3  进行风险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模型模拟等方法，对地质灾害风险进行

定量分析，包括概率分析、脆弱性分析、损失评估等。在该

环节中，需要结合实际，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考虑不确定

性因素，并进行合理的数据处理和模型建立[4]。风险分析是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过程的关键，可以帮助了解地质灾害的潜

在风险程度，其分析结果将决定如何制定风险防治方法，为

制定相关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2.5  评估风险影响范围

根据地质灾害的特点和扩散规律，评估风险可能影响的

区域范围。在该环节中，需重点考虑地质灾害的传播途径、

扩散速度等因素，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进行空

间分析。评估风险影响范围可以帮助确定受灾区域和人口密

度，为灾害应急预案和人员疏散提供参考。

2.6  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根据风险评价结果，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

防灾减灾措施、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系统等。风险管理策

略的制定，需要根据地质灾害的特点和风险程度，选择合

适的管理策略，并考虑其可行性和效益。风险管理策略可

以帮助减轻地质灾害风险，提高社会对灾害的适应能力，

并降低损失。

3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对策

3.1  建设健全研究区综合地学信息系统

建设健全研究区综合地学信息系统是地质灾害风险评

价的重要对策之一，该信息系统可以集成和管理多源、多种

类的地学数据，包括地质构造、地貌地形、气象、人口等相

关数据，为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

具体来讲，首先要通过组织结构优化、整合，实现不同部门

和机构之间的数据整合与共享。通过统一平台管理和共享数

据，避免数据重复收集和冗余，提高数据利用效率，并为风

险评价提供更全面、准确的数据基础。在综合地学信息系统

的基础上，将各类地学数据进行空间分布和时序变化的可视

化展示，以及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模拟。通过可视化展示，

直观了解研究区域的地质特征和灾害风险分布情况，同时通

过数据分析和模型模拟，深入理解地质灾害形成机制和演化

规律。通过综合地学信息系统，集成监测数据、预警模型和

决策支持工具，实现对地质灾害风险的实时监测、预警和决

策支持。通过及时获取和分析监测数据，提前发现地质灾害

的迹象，预警可能的灾害风险；通过决策支持工具，可以辅

助决策者制定应对灾害的防治措施和应急预案。除此之外，

将综合地学信息系统作为知识库，存储和管理地质灾害风险

评价的相关知识和经验。通过知识管理，将专家知识和实践

经验进行整理和归纳，形成规范化的评价方法和流程，提高

评价的科学性和可靠性[5]。

3.2  风险识别及范围划定分析

风险识别是确定潜在地质风险因素和可能引发的灾害

类型的过程，该环节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和野外勘察，收集地

质构造、地貌地形、岩性分布等信息，识别潜在的地质风险

因素。通过分析历史灾害事件和其影响范围，确定可能发生

的地质灾害类型和频率。同时，借助专家经验和领域知识，

对潜在的地质风险因素进行判断和识别。在此基础上，对风

险范围进行划定，该环节主要是确定评价对象和研究区域，

合理的范围划定可以确保评价结果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

具体做法是，根据评价目的和研究区域的特点，确定评价的

空间范围，可以是一个特定的地区、一个流域或一段线性工

程。再根据历史灾害数据和预测模型，确定评价的时间范

围，可以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数据，也可以是未来几十年的

预测。接着，基于研究区域的地质特征和潜在风险因素，确

定评价的灾害类型范围，如滑坡、泥石流、地震等。

3.3  分析地质灾害风险因子

分析地质灾害风险因子是地质风险评价的重要环节，它

的目的是了解地质灾害发生的潜在原因和机制。根据收集到

的数据和相关理论，对各个潜在的风险因子进行评估。常见

的地质灾害风险因子有以下几个：一是地质条件因子，包括

地层稳定性、岩性强度、构造活动等；二是气候条件因子，

包括降雨量、温度变化等；三是土地利用因子，包括土地开

发程度、土地覆盖类型等；四是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开采活

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等。通过对各个风险因子进行权重

确定，以反映其对地质灾害发生的影响程度。权重的确定可

以通过专家咨询、统计分析和模型计算等方法来进行。然

后，将评估得到的风险因子数据与地理空间信息相结合，进

行空间分布分析[6]。可以使用GIS技术绘制风险因子的空间分

布图，以便直观地了解不同区域的地质灾害风险程度。

3.4  进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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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是地质灾害风险评价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主

要是得出风险评价结果，为后续的风险防治对策制定提供核

心依据。例如，我国贵州某地某地质灾害研究团队分析了该

地区的地质构造、岩性、地层倾角等因素，发现存在多个断

裂带和脆弱的岩性。同时，分析了该地区的降雨量、温度变

化、季节性气候变化等因素，发现该地区降雨量较高且季节

性明显。通过分析该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覆盖情况、

土地开发程度等因素，发现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土壤保持

能力减弱。然后，分析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建筑物分布、基

础设施等因素，发现该地区人口密集且建筑物稠密。根据一

系列分析，该团队认为由于该地区存在多个断裂带和脆弱的

岩性，降雨量较高且季节性明显，滑坡风险较高，一旦发生

滑坡，将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3.5  降低风险对策

采用地质风险评价策略的目标，就是制定针对性强且

有效的防治、应对策略。通常情况下，需要建立完善的地

质灾害监测网络，包括地质构造、地下水位、降雨量等参

数的实时监测，并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预警

潜在的地质灾害。加强对土地利用的规划和管理，严格控

制在高风险区的人口密集度和建筑物密度，避免在易发生

地质灾害的区域进行大规模开发。通过植被恢复、防护林

带建设等措施，增加土壤的保持能力，减少水土流失，降

低滑坡风险。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防护工程措施，

如构筑物抗震设计、边坡支护、堤防加固等，以增强地质

灾害发生时的抵御能力[7]。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

高公众对地质灾害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最后，还要建立健全的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包括制定应

急预案、加强组织协调、提高救援能力等，以快速、有效地

应对地质灾害事件。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区存在着各式

各样的地质灾害风险，而针对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价与防治很

重要。为此，应当建立科学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机制，利用

信息化技术加强对相关指标与信息的监测，结合全方位、多

角度、动态化的监测分析，提升风险评价的准确性，为地质

灾害的有效防范和应对作出重要贡献。为了做到这一点，相

关领域还应当重视地质勘测、灾害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同时做好相关人才培养，为进一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打

好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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