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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的

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发生新变化，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应主动适应新形势。 

卫辉市位于豫北地区太行山东麓，是我省地质灾害多发

区之一。为科学有效的做好卫辉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高

防灾减灾能力，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主动做好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要求，我市编

制了《卫辉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 

《规划》所指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

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以 2021-2025 年为规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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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形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卫辉市地处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东南麓。北部、东部分

别与安阳林州，鹤壁淇县、浚县为邻，南接延津，西南同新

乡市区相连，西同辉县接壤。地势西高东低，地貌类型分为

中低山区、丘陵区、山前倾斜平原、冲积平原。 

卫辉市地质灾害发育类型主要为滑坡、崩塌、地面塌陷。

地质灾害主要分布于狮豹头乡及太公镇，狮豹头乡太行山脉

主要发育的地质灾害类型为滑坡、崩塌等，太公镇山前倾斜

平原主要发育以地下开采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 

截止到 2022 年底，卫辉市未发生因突发性地质灾害造

成的人员伤亡。全市已纳入群测群防体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30 处，地质灾害规模以小型为主，共有小型灾害 20 处，占

比 66.67%；中型灾害 7 处，占比 23.33%；大型灾害 3 处，

占比 10%。地质灾害共威胁人数 246 人，威胁财产 1787 万

元，险情等级均为小型。 
（二）“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效 

“十三五”期间，卫辉市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河南省地质环境保

护条例》、《卫辉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5-2020 年）》

等，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政府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规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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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强组

织协调监督管理，履行相关防灾减灾职能，最大限度减轻了

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地质灾害调查勘查工作成效显著 

形成了由专业队伍实施的汛前排查、汛中巡查和汛后复

查的汛期“三查”工作机制，查明了卫辉市地质灾害现状及发

育特征，完善了卫辉市地质灾害调查信息系统，形成了调查

评价信息动态更新机制。2018 年，完成卫辉 1:5 万地质灾害

详细调查工作，调查面积 862 平方千米。进一步加大了对各

类建设项目及城镇规划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不断提升 

“十三五”期间，我市实现了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

覆盖，群测群防队伍更加专业化、标准化，监测预警能力持

续提升。引入先进技术及设备投入地质灾害监测，利用无人

机航拍监测等手段使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由“人防”向“人

防+技防”过渡。充分利用省市等各级汛期地质灾害预警预报

系统，利用短信、电话、广播电视、微信、互联网、公众号

等媒体和手段，及时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3.综合治理力度不断加大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逐步推进。通过巡查巡视，对发现的

地质灾害隐患体及时进行了评价，有条件清理的及时进行了

清理处置，注重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的

资质监督管理，提高了地质灾害勘查和治理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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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灾减灾能力明显提升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认真落实了各级政府的主体

责任，强化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格局。同专业技术单位建立起了长

效、高质量的技术支撑合作体系，完善了地质灾害预报、速

报、险情巡查、应急值守等制度。 

进一步加强完善了群测群防体系，全市组织了 11 次地

质灾害群测群防系统人员专业培训，组织了 5 次地质灾害应

急避险演练，召开了 20 次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会议，加强了

基层群测群防员防灾救灾专业知识学习，积极开展地质灾害

科普宣传，充分利用了网络、公众号、短信、电视等方式加

大宣传力度，使群众防灾意识得到整体提高。 
（三）“十四五”防治形势 

1.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十四五”时期是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势必加剧人类工程

活动，气候的变化也将加大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加之地质

灾害具有隐蔽性、突发性、破坏性和难预测性等特征。“十四

五”期间，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仍面临严峻形势，地质灾害

防治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新时期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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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针

对自然灾害薄弱环节因地制宜实施“九大工程”，要建立高效

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河

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健全自然灾害风险研判、隐患治理，

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提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自然

灾害防御建设水平。新时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3.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依然存在薄弱环节 

风险底数掌握不够准确。尚有一些地质灾害隐患没有被

发现或认识不足，亟需通过高精度调查和评价，进一步掌握

地质灾害风险底数。 

监测能力与预警水平有待提高。监测预警覆盖面和精准

度需进一步提高，气象预警预报系统亟待升级，自然资源、

应急管理、气象、水利等各个系统平台互联互通有待加强。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完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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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能力提升四大体系，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

强统筹协调，科学防治地质灾害，提高防治效率，全面提升

基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人民生活环境质

量、保障社会稳定为根本出发点，优化防治布局，强化隐患

调查排查和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完善群测群防，推

进群专结合，提高预警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增强全民防灾减

灾意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技能，切实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2.预防为主、风险管控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地质灾害

防范意识和能力，科学运用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处置、

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等多种措施，有效规避地质灾害风险。

科学运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

制，积极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和科技水平。 

3.统筹部署、突出重点 

统筹考虑卫辉市地质灾害防治现状进行全面规划，突出

重点，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分主次安排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内人口密集区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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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工作，全面落实各项防灾减灾工程任务，服务社会经

济发展大局。 

4.创新驱动、科技支撑 

积极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提高装备水平，推进

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创新防治机制，

坚持生态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相结合，丰富防治手段，提高

防治水平，强化防治效果。 
（三）规划目标 

建立系统性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体系，构建从单点到

区域风险防控新格局；建立“人防”+“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建

立智能化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统，提升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精

准化、智能化服务水平；基本完成威胁人员密集区重大地质

灾害隐患的工程治理；加大基层宣传培训力度和部门间信息

共享，提升全民防灾抗灾水平。通过调查评价、监测预警、

综合治理和防治能力提升，最大限度地减轻地质灾害隐患的

危害及损失，人为引发的地质灾害得到进一步遏制，形成积

极、主动、有预见性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局面。 

三、地质灾害易发区及防治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依据卫辉市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土体类

型及性质以及人类工程活动等地质灾害形成发育的地质环

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发育现状，全市地质灾害易发区总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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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平方千米，其中，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1 个，面积为 87.98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10.21%。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3 个，

面积为 193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22.39%。地质灾害低

易发区 1 个，面积为 319.16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37.03%。地质灾害非易发区 1 个，面积为 261.86 平方千米，

占全市总面积的 30.37%。见附表《卫辉市地质灾害易发程度

分区表》。 
（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依据卫辉市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考虑

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分布，结合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

因素，综合确定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将卫辉市划分为 1 个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2 个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1 个地

质灾害一般防治区。见附表《卫辉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表》。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87.98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

面积的 10.21%，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人口 216 人，威胁财产

1015 万元。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面积约 177.64 平方千米，

占总面积的 20.61%，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人口 30 人，威胁

财产 120万元。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面积约 596.38平方千米，

占总面积的 69.18%，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人口 0 人，威胁财

产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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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依据规划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结合卫辉市实际情况，

围绕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地质灾害综

合治理、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四项重点任务进行地质灾害

防治任务部署。 
（一）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1.年度地质灾害“三查”、应急调查 

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防治“三查”制度。在地质灾害易发区

每年开展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保证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动态更新。及时掌握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现状并预测发

展变化趋势，建立地质灾害动态管理档案和数据库，为制定

防灾预案、落实防治措施提供基础依据。加强地质灾害应急

调查，为灾后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2.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开展卫辉市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完成调

查评价面积约 862 平方千米，基本掌握卫辉市地质灾害风险

底数，提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对策建议。 

3.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按照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要求，开展卫辉市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并对成

果进行汇总上报，完成卫辉市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防治区

划图及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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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部署 

01  地质灾害“三查”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每年开展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覆盖面积 862

平方千米。  
02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开展卫辉市 1:5 万及重点区 1:1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2021-2023 年，计

划完成工作量 862 平方千米。 
03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2021-2023 年，开展卫辉市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对成果进行汇总上报，

完成卫辉市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防治区划图及数据库建设。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 

1.地质灾害专群结合监测预警机制 

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专群结合监测预警机制，加强专业

技术队伍值守，提升专业技术指导水平，全面开展专业巡查

排查，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明确群测群防

责任人，并给予一定经济补助。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隐患点

群测群防隐患点的防灾预案、防灾工作明白卡、避险明白卡

及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的县、乡、村三级监测体系和监测

责任人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信息，形成群测群防信

息管理、交流和发布的信息化平台，实现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信息的网上浏览和动态更新。尽可能配备必要的监测设备，

充分利用互联网通信技术，提升地质灾害预测预报水平。 

2.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平台建设 

建立我市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平台并与省、市级

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实现省、市、县一体化的三级地质灾害

气象预警预报体系，全面提升我市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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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加强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同气象、水利等部门协

作，优化监测数据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会商和预警联动机

制，进一步提高预警工作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完善预警预报

系统，建立预警信息向群测群防责任人直接发送机制，提高

应对效率，进一步提升我市汛期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水平。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对危害公共安全，可能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和财产重大损

失且治理费用又远小于预期损失值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经识

别调查新发现的稳定性较差、风险等级高、不宜避险移民搬

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依据其危害性、危险性、稳定性，按

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实施治理工程。“十四五”期

间，谋划实施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 6 项。分别为黄叶滑坡、

东拴马崩塌、正面 S226 崩塌、下桃树滑坡、塔岗崩塌、北

庄下游崩塌，在规划期，若发现新的重大危险点时，可根据

具体情况，进行及时调整。依据其危害性、危险性、稳定性，

按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实施治理工程。 
专栏二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部署 

谋划实施 6 项治理工程，分别为： 
1、狮豹头乡下桃树滑坡 
2、狮豹头乡正面 S226 崩塌 
3、狮豹头乡北庄下游崩塌 
4、狮豹头乡塔岗崩塌 
5、卫辉市狮豹头乡黄叶村滑坡 
6、卫辉市狮豹头乡东拴马崩塌 
说明：承担综合治理项目的建设单位必须具有相应地质灾害防治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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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提升 

1.强化建立协调联动机制 

加强自然资源局、应急局、气象局、水利局、交通局等

地质灾害防治成员单位间的信息共享、协同配合，强化联动

机制。自然资源局和应急管理局应在卫辉市政府的领导下，

做好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治理工

作；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合作，切实做好地质灾

害气象预警预报发布并及时准确通知防灾责任人和受威胁

人员；自然资源部门与水利、交通、住建、教育、文旅等部

门密切联系，科学分工，做好责任范围内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监测和防治工作，制定本部门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明确

责任人。各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督导检查，层层传导压力、落实任务。 

2.强化地质灾害防治队伍建设 

进一步完善卫辉市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及突发性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健全全市地质灾害应急管理机构和专业技

术支撑队伍，严格落实汛期值守制度，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预警信息和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地质灾害应急专业人才培

养及专业技术支撑，进一步推进镇(乡)、村级地质灾害应急

处置，配备必要的现代化应急装备，提高基层应急处置水平。 

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演练力度。充分利用各

类媒体，开展形式丰富的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活动，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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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普及逃生避险基本技能，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开展地质灾

害防治宣传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对防治人员每年至少进行

2 次的防灾知识培训，每年开展至少 1 次应急演练。 

五、保障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加强组织

领导，落实责任分工，完善管理体制，健全防治体系，拓宽

投资渠道，加强科技创新，强化公众参与，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确保《规划》的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 

完善并落实领导责任制，做到层层分工，逐级负责，责

任到人，形成市、乡镇、村一条线的分级式管理。卫辉市人

民政府对各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卫辉市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发改委、住建、农业、林业、水利、交通、文化和旅游、教

体、气象、卫生、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

作，全面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二）完善制度体系，坚持依法防灾 

严格贯彻执行《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的意见)、《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

例》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1〕20 号文

件精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完善相配套

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各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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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建设中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严格落实

“三同时”制度，最大限度避免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对于

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落

实监测治理责任。切实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引发地质灾害的监

督管理，从前期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到配套的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建设，从落实责任人的监测治理责任，到规范相关

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都应严格按照各项法规制度执

行。 

（三）加强资金保障 

积极争取中央、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市级地质灾害防治

专项资金。将地质灾害防治费用和群测群防员补助资金纳入

市级财政保障范围，主要用于开展全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科普宣教和培训工作，以及重大隐患点的监测预警、搬迁避

让和应急处置，支持卫辉市应急能力建设和群测群防体系建

设。 

建立政府、社会和责任者共同参与的地质灾害防治机

制。统筹多层次、多领域资金投入，建立市场化、多元化地

质灾害综合治理资金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坚持共

享发展理念，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与

卫辉市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移民等相关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探索“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综合治理”

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模式，逐步形成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投入的

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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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动社会力量 

搭建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地质灾害科

研机构、地质灾害服务支撑技术单位的合作。充分发挥支撑

技术单位作用，加强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能力培训，大力推

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五）宣传培训和奖惩 

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开

展地质灾害防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增强全社会预防地质灾害的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定期组织机关干部、基层组织负责人和骨干群众参

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切实加强对基层群众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的教育和防灾避险技能演练。各级政府负责人全面掌

握本辖区地质灾害情况，切实增强地质灾害防治及抢险救援

指挥能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开展好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的培训和地质灾害隐患应急演练。 

（六）加强监督评估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导检查，确保防治责任和措施

层层落到实处。运用量化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各级政府把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作作为

目标任务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年度项目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

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不到位，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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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则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编制说明、附图、附表。 

本《规划》经专家论证后，报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同意，经卫辉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作为卫辉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行动纲领，具有法定约束效

力。 

本《规划》实施过程中，确因客观情况需要修改时，由

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有关单位进行充分论证，提出

修改方案和意见，报卫辉市人民政府批准。 

本《规划》由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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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卫辉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明细表 
序号 

野外编号 灾害类型 地理位置 经度 纬度 威胁人数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规模等级 险情等级 

1 WHS-HP-01 滑坡 狮豹头乡黄叶村 114°00′22″ 35°38′10″ 36 140 中型 小型 
2 WHS-HP-02 滑坡 狮豹头乡山岭村下桃树坡 114°01′36″ 35°40′00″ 0 0 小型 小型 
3 WHS-HP-03 滑坡 狮豹头乡山岭村 114°00′46″ 35°39′39″ 35 60 小型 小型 
4 WHS-BT-01 崩塌 狮豹头乡比干夫人祠 113°59′59″ 35°37′05″ 4 20 小型 小型 
5 WHS-BT-02 崩塌 狮豹头乡东沟村 114°02′49″ 35°35′17″ 4 20 小型 小型 
6 WHS-BT-03 崩塌 狮豹头乡虎地郊村 113°53′01″ 35°39′40″ 4 20 小型 小型 
7 WHS-BT-04 崩塌 太公镇神头村潭峪组 113°58′34″ 35°33′11″ 15 40 小型 小型 
8 WHS-BT-05 崩塌 狮豹头乡罗圈村 113°58′50″ 35°41′01″ 4 20 小型 小型 
9 WHS-BT-06 崩塌 狮豹头乡正面村 114°00′02″ 35°40′40″ 4 20 小型 小型 
10 WHS-BT-07 崩塌 狮豹头乡正面村 114°00′08″ 35°40′21″ 0 0 小型 小型 
11 WHS-BT-08 崩塌 狮豹头乡槲林村 113°59′58″ 35°39′54″ 4 20 中型 小型 
12 WHS-BT-09 崩塌 狮豹头乡北庄 114°0′7″ 35°39′31″ 4 20 小型 小型 
13 WHS-BT-10 崩塌 狮豹头乡北庄 114°00′09″ 35°39′11″ 4 20 小型 小型 
14 WHS-BT-11 崩塌 狮豹头乡北庄 114°00′21″ 35°38′18″ 4 20 中型 小型 
15 WHS-BT-12 崩塌 狮豹头乡北庄 114°00′16″ 35°38′36″ 4 20 小型 小型 
16 WHS-BT-13 崩塌 狮豹头乡西拴马 113°54′46″ 35°40′35″ 10 60 小型 小型 
17 WHS-BT-14 崩塌 狮豹头乡小张庄 113°56′33″ 35°36′53″ 15 80 小型 小型 
18 WHS-BT-15 崩塌 狮豹头乡跑马岭地质公园 113°59′52″ 35°38′31″ 3 30 中型 小型 
19 WHS-BT-16 崩塌 狮豹头乡跑马岭公园 114°00′26″ 35°38′38″ 3 30 小型 小型 
20 WHS-BT-17 崩塌 狮豹头乡小店河村 114°00′40″ 35°36′43″ 4 20 小型 小型 
21 WHS-BT-18 崩塌 狮豹头乡塔岗村 114°02′22″ 35°35′23″ 0 0 小型 小型 
22 WHS-BT-19 崩塌 狮豹头乡东拴马 113°55′54″ 35°40′26″ 62 400 中型 小型 
23 WHS-BT-20 崩塌 狮豹头乡东岭后 114°0′51″ 35°38′51″ 4 20 小型 小型 
24 WHS-BT-21 崩塌 狮豹头乡南寨沟崩塌 113°58′17.5″ 35°40′52.1″ 0 0 小型 小型 
25 WHS-BT-22 崩塌 狮豹头乡西栓马村崩塌 113 ° 54 ′ 49″ 35°40′20″ 4 20 中型 小型 
26 WHS-BT-23 崩塌 狮豹头乡南岭村崩塌 114°02′43″ 35°35′02″ 15 35 小型 小型 
27 WHS-TX-01 地面塌陷 太公镇祁窑村 113°59′58″ 35°30′45″ 0 260 大型 小型 
28 WHS-TX-02 地面塌陷 太公镇东陈召村 113°58′49″ 35°31′30″ 0 40 中型 小型 
29 WHS-TX-03 地面塌陷 太公镇西陈召村 113°58′11″ 35°31′44″ 0 300 大型 小型 
30 WHS-TX-04 地面塌陷 太公镇古子涧村 113°59′53″ 35°30′34″ 0 52 大型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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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卫辉市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说明表 

 

区 代号 亚区 代号 行政地区 面积（平方千

米） 地质灾害类型 受威胁人

数 威胁对象 

高易

发区 Ⅰ 
东拴马-狮豹头-塔岗崩塌滑

坡高易发区 Ⅰ1 卫辉市狮豹头乡 87.98 崩塌、滑坡 216 居民、过路行人、交

通、房屋 

中易

发区 Ⅱ 

塔岗村-槲林公路西部中易

发区 Ⅱ1 卫辉市狮豹头乡南部 149.16 崩塌 30 居民 

祁窑～郭坡地面塌陷中易发

区 Ⅱ2 卫辉市太公镇 28.48 地面塌陷 无 农田 

米山洞丘陵区中易发区 Ⅱ3 卫辉市唐庄镇 15.36 无 无 / 

低易

发区 Ⅲ 卫辉市东部、南部低易发区 Ⅲ 卫辉市其他地区 319.16 无 无 / 

非易

发区 Ⅳ 卫辉市南部黄河冲积平原非

易发区 Ⅳ 
孙杏村镇、柳庄乡、后河镇、李源

屯镇、东风农场、庞寨乡等其他乡

镇 
261.86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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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卫辉市地质灾害防治分区说明表 

 
规划分区 

行政地区 面积

（km2） 地质环境背景 隐患点

数 
威胁人

数 
地质灾害

类型 分区级别 分区名称 代号 

重点防治

区 

栓马-狮豹头-塔岗

崩塌、滑坡重点防

治区 
I1 卫辉市狮豹头乡 87.98 

区内地貌类型为构造剥蚀中低山区，岩性以石

英砂岩状砂岩夹页岩、白云岩、灰岩、片麻岩

为主，以层状发育为主，产状近水平，地质环

境条件较复杂，构造发育，随着省道和风景区

的建设开发，切坡修路、切坡建房造成坡体失

稳，易发生滑坡、崩塌。 

24 216 崩塌、滑

坡 

次重点防

治区 
 

塔岗村-槲林公路

西部次重点防治

区 
Ⅱ1 卫辉市狮豹头乡南部 149.16 

区内地貌类型为中低山区及丘陵区，岩性以寒

武系白云岩及灰岩为主。北部为中低山地貌，

山势陡峻，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 
2 30 崩塌 

陈召地面塌陷 
次重点防治区 Ⅱ2 卫辉市太公镇 28.48 区内地貌类型为丘陵区，岩性主要为第四系的

粘土，本区为煤矿采空分布区。 4 0 地面塌陷 

一般防治

区 其他一般防治区 Ⅲ 卫辉市其他地区 596.38 

区内地貌为卫河、黄河冲积平原第四系松散层

堆积物分布较广，岩性为粉土、粉质粘土、粘

土。汛期，卫河在河水的冲刷下，有发生塌岸，

影响耕地的可能性，由于该区地势平坦，人类

活动强烈，地下水开采集中可能发生地面沉降、

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0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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