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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工作要求查明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建设项目各类地质灾害发育规律，对工程建设中、

建设后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工程自身遭受已有地质灾害危险性和建设场地适宜性进行评估，

提出相应的预防治理措施建议，为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建设项目适宜性评估区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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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ssessment requires finding out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various geological disasters of the 
National Hazardous Chemicals Emergency Rescue Wuhan Base Construction Project, assessing the 
possibility of causing or aggravating geological disaster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nstruction, the 
risk of existing geological disasters to the project itself and the suita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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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assessment and zoning of the National Hazardous Chemicals Emergency Rescue Wuhan 
Base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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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生产安全事故日趋复杂化、大型化，影响程度不断升级扩大，应

急处置难度不断提高，不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也造成了巨大威胁，

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事故灾难数量多，发生频率高等特点趋于常态，原有的应急救援模式不适应

新形式下的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为确保安全发展、稳定发展大局，建立政府管理的专业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队伍刻不容缓，建立专业化的救援队伍是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也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一项重

要基础保障工程。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参与、共建共享”原则，优化整合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和社会应急资源，建立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建设应急指挥平台、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专职队、应急物资库等，主要承担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应急物资储备管理、

应急救援装备维护保养等工作。能够承担规划服务区域内特别重大和复杂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任务的

重要救援队伍；具备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人才储备、技术储备、装备储备和救援人员训练功能。开展武

汉市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对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

害和由于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程度进行评估，并对存在有或预测有地质灾害危险的地段

提出相应的防灾减灾对策、措施和建议。 

2. 工程和规划概况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建设项目位于洪山区建设乡。拟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消防站、

训练塔、食堂、应急物资储备库、配电室、消防泵站，并对绿化道路、水电管网等设施进行改造。 

3.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据已有区域地质资料[1]-[10]和本次调查，根据《武汉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评估区位于地质灾害不

易发区，目前评估区尚未发现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岩溶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在调查区未发现有危及安全建设及构筑物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评估区未形成地质灾

害，对评估区现有的地面构筑物也未产生危害，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评估区地表分布人工填土，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降等工程地质问题，目前评估区周边未发生人工填土

产生不均匀沉降问题，其危险性小。 

4.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评估区内目前未发现地质灾害，拟建工程范围内地面高程 19.10~20.70 m 之间，地势平坦。 
拟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消防站、训练塔、食堂、应急物资储备库、配电室、消防泵站对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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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小，可能采取基坑开挖或者桩基础形式，对地质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可能诱发边坡失稳等地质灾害。 

4.1. 基坑开挖施工引发边坡失稳危险性预测 

基坑开挖范围内土层为：人工填土层，该层土质不均匀，结构松散，工程性能差；粘土层，可塑状

态，强度稍高，工程性能稍好，且具一定厚度，稳定性好。基坑底座落在粉质粘土上。 
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进行基坑开挖，开挖深度相对较小，一般在 1.5~5 m。基坑开挖表层人工填土结构

疏松，密实度差，压缩性高，强度低，稳定性差；粉质粘土层承载力低，易压缩变形，呈软塑–流塑状

态，抗剪强度低。基坑开挖一般为垂直开挖，边坡以松软粘性土为主，在不采取任何有效支护措施的情

况下，边坡会失稳而产生滑移或坍塌，如果支护不当，挡墙也会整体位移，使护桩变形，坑底隆起，边

坡会失稳而产生滑移。 
护坡系统失败或坑壁侧向位移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坑壁周围地表面开裂和坑壁的坍塌，并同时可能导

致周边建筑物的墙体开裂甚至倾倒，其原因之一是土体侧向变形导致的直接的垂向沉降，其二是土体侧

向变形引发的垂向弹性、塑性变形。总体而言，基坑开挖存在引发基坑边坡失稳的危险性小。 

4.2. 桩基基础施工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如采取桩基施工可有效避免基坑边坡失稳的灾害的发生，主要存在问题为桩基施工过程中桩壁可能

遭受地下水渗流影响，特别是丰水期，易于产生桩壁失稳。在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桩基基础

施工存在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4.3. 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预测评估 

1) 抽取地下水的影响 
抽取地下水致使地下水水位下降，使地面不均匀沉降。地面不均匀沉降规模水位下降速度及幅度有

关。水位下降幅度大，速度快者，造成的不均匀沉降也就严重。 
2) 动荷载影响 
动荷载产生震动，引起粘性土触变，土体强度降低及土体结构遭到破坏等。由于工程施工等动荷载

作用，产生震动，可能引起不均匀沉降，规模一般较小。 
3) 建筑荷载影响 
结合拟建建筑基础埋深及场地岩土工程条件，可以看出本场地区域属较均匀地基，基底持力层无变化。 
4) 遭受软土不均匀沉降影响 
软土主要分布评估区鱼塘底部，主要为淤泥质粘性土。该土体具有含水量大、呈软塑状态、压缩性

高和强度低的特点，呈饱和状态，因软土厚度不大，易清理、置换，只要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处理，可有

效避免软土土体变形带来的危害，工程建设遭受软土不均匀沉降可能性小。 
根据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及拟建建筑特点综合分析，工程建设本身可能遭受的不均匀沉降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不均匀沉降将给工程带来安全隐患，但只要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处理，可有效避免土体变形带来的危

害，工程建设遭受不均匀沉降可能性小，其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5.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5.1.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充分考虑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及地质灾害种

类、危害程度，采用定性分析法，进行工程建设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区。并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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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难度，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做出评估，提出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和建议。 
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的发育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结合该项目工程特点及由于人类工

程经济活动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特征，确定综合评估原则如下： 
1) 本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中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依据实际的地质环境条件，既考虑地质灾

害的现状，也要考虑工程建设中及建成后地质灾害发展趋势，反映地质灾害的历史危害性和潜在危害性； 
2) 综合评估必须反映不同灾种的分布、危害范围，体现地质灾害特征，并且突出主要地质灾害类型

及特点； 
3) 综合评估灾种包括边坡失稳、不均匀沉降等灾害类型； 
4) 综合评估必须反映地质灾害现状的特点，即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 
5) 综合评估必须反映出工程布置情况及人类工程经济活动情况。 

5.2.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区内上覆地层为第四系人工填土、第四系全新统湖积层灰、灰黑色淤泥质粉质粘土、第四系全新统

粉质粘土、粉砂、粉细砂夹中粗砂，隐伏基岩为上白垩——古新系公安寨组(K2E1g)紫红色中–厚层状砂

岩、砾岩、粉砂质粘土岩等。 
调查区未发现有危及安全建设物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评估区未形成地质灾害，对评

估区现有的地面建筑物也未产生危害，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可

能性小，危险性小。 
根据综合评估原则和地质灾害基本特征，结合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区面积约

55961.5 m2，综合评估将拟建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5.3.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主要考虑到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度和防治效益等方面，适宜性分级

标准按《评估规范》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进行(表 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suitability of construction land 
表 1.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级别 分级说明 

适宜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 

基本适宜 不良地质现象较发育，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变化较大，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中

等，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但可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适宜性差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地质构造复杂，软弱结构成发育区，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

大，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防治难度大。 

 
依据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结果，综合考虑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度和防治效益，

本项目建设用地适宜性分为适宜区。适宜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段。 

5.4.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5.4.1. 防治目标 
评估区地质灾害的防治目标是：确保拟建工程不受地质灾害的威胁，避免车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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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稳定、安全，以促进武汉市经济发展。 

5.4.2. 防治原则 
地质灾害的防治原则是以防为主，以治为辅，防治结合，重点区域进行重点防治，以最小的经济成

本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地质灾害的防治可以采用生态地质防治措施和工程防治措施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 

5.4.3. 防治措施 
采取以早期预测、预防为主，治理为辅、防治相结合的办法。在工程施工前应开展专项勘察工作，

查明第四系土层厚度及岩性、下伏基岩发育情况、地下水动态特征等，同时应加强监测和巡查，对基坑

开挖进行基础的防护工作，以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 

6. 结论 

6.1. 现状评估结果 

评估区周围范围内无现状地质灾害，现状稳定；对评估区现有的地面构筑物也未产生危害，现状地

质灾害危险性小；评估区地表分布人工填土，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降等工程地质问题，目前评估区周边未

发生人工填土产生不均匀沉降问题，其危险性小。 

6.2. 预测评估结果 

基坑开挖施工引发边坡失稳可能性小，其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桩基基础施工引发边坡失稳可

能性小，其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工程建设遭受不均匀沉降可能性小，其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6.3. 综合评估结果 

评估区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占评估区面积的 100%。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分为工程建设用地适

宜区。工程建设期间，应布设相应的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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