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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是依靠群众进行预测预防地质灾害

的统称。其主要做法是对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开展宣传培训，

使群众增强防灾意识，掌握预防知识，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开展以当地民众为主体的地质灾害监测、预防工作。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减轻地质灾害、避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 

群测群防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或易发区的变

形趋势，确定地质灾害监测点，编制监测点的防灾预案，落实监

测人及责任人，发放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同时，县、

乡、村层层签订地质灾害防治责任状，从县、乡政府的管理责任

人一直落实到村（屯）和具体监测责任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管理格局。 

为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规范我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工作内容，明确工作职责，我厅编写了广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管

理及监测指南。该指南注重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内容涵

盖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点的选定、监测、日常管理等内容，适用

于我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点的日常管理及监测工作，可作为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的指导性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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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点的确定与撤销 

（一）隐患点的确定  

地质灾害隐患点，包括可能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不稳

定斜坡、潜在滑坡、潜在崩塌、潜在泥石流和潜在地面塌陷，以

及已经发生但目前还不稳定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

目前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定： 

1、由专业技术队伍以广西各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

（1/10 万或 1/5 万比例尺）为基础，通过排查、巡查，对各类地

质灾害点进行调查、确定； 

2、对群众通过各种方式上报的地质灾害点，在各级政府组

织开展的汛前排查及汛中检查中，由专业技术人员调查核实后确

定； 

3、在日常巡查和其它工作中发现的有潜在变形迹象且对人

员和财产构成威胁的地质灾害点，经专业技术人员核实后确定。 

（二）易发区的划定  

地质灾害易发区，是指在强降雨和人类工程活动的作用下突

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

区域或地段。 

对于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中划定的易发区域，

及其他地质环境脆弱可能成灾的区域，可圈定为地质灾害易发

区。如：①居民点房前屋后高陡边坡的坡肩及坡脚地带；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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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邻近自然坡度大于 25 度的斜坡及坡脚地带；③分布在花岗岩

及碎屑岩山区的居民区；④居民点上游汇水面积较大的沟谷及沟

口地带；⑤有居民点的江、河、海侵蚀岸坡的坡肩地段；⑥其他

受地质灾害潜在威胁的地带。 

（三）隐患点及易发区的管理 

对隐患点及易发区的管理以当地政府为主体。 

已经确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易发区）必须纳入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体系，由县级人民政府在当年的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中

予以公布。 

当年新发现并确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易发区），由县级人

民政府国土资源部门明确后并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并在下年度的

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中公布。 

（四）群测群防监测点（易发区）的建设 

对当前还未能进行治理的隐患点或易发区，要建立监测点

（区），纳入群测群防网点，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时提出监测

方案报当地政府，并指导监测点的建设。 

1、监测点确定原则 

原则上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都应进行监测。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必须列为监测点。 

① 危险性大、稳定性差、成灾概率高，灾情严重的；② 对

集镇、村庄、工矿及重要居民点人民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的；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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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④ 威胁公路、铁路、航道等重要生

命线工程的；⑤ 威胁重大基础建设工程的。 

2、监测范围：除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变形迹象进行监测外，

还应把地质灾害易发区，纳入监测范围。 

3、监测方法：以简易的地面变形、房屋变形监测为主，并

结合人工巡视来观察变形体附近的微地貌、地表植物和建筑物标

志的各种微细变化。 

（五）群测群防监测点（易发区）的撤销 

已经纳入群测群防体系，但已稳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或已

完成工程治理、或受威胁群众已搬迁的地质灾害点（易发区），

经当地国土资源部门检查，经专家核查同意后，群测群防点可以

撤销。 

二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的建立  

（一）群测群防监测点等级划分 

1、根据监测点的变形规模、重要性、威胁财产、威胁人口

等因素，将群测群防监测点分为重点监测点、一般监测点。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列为重点监测点： 

（1）威胁人口≥10 人的； 

（2）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100 万元的； 

（3）潜在变形规模为中型（含）以上的地质灾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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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群测群防监测点，列为一般监测点。 

（二）群测群防监测点的管理 

县（市）国土资源部门对群测群防监测点统一管理，并对重

点监测点进行重点监控。 

（三）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构成 

针对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的特点，广西目前采用

由县（市）级、乡镇级、村委会和居委会级、屯组成的四级地质

灾害群测群防网络。 

（四）各级管理部门的职责 

1、县（市）级  

县（市）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群测群防体系的统一领

导，，负责统筹安排辖区内群测群防体系运行经费。 

县（市）国土资源局具体负责本县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组织辖区内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

中巡查、汛后核查及防治知识的宣传培训；指导乡、村、屯群测

群防人员开展日常监测巡查及简易应急处置工程；负责组织专业

人员对下级上报的险情进行分析、预报，及时将气象地质灾害预

警预报通知到相关部门；组织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应急监测、应

急预案演练和抢险救灾；负责组织指导辖区内群测群防年度工作

总结。 

2、乡（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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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乡（镇）

级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辖区内隐患区的巡查，督促村级监测组开

展隐患点的日常监测。 

乡（镇）国土资源所负责对本乡镇地质灾害点进行跟踪，并

对监测资料进行核实，及时将地质灾害预报预警通知到村委会、

居委会，组织相关险情巡查、转移避险和抢险救灾工作；协助上

级主管部门开展汛前检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应急处置，抢

险救灾、宣传培训，防灾演练；做好本辖区内群测群防有关资料

汇总、上报工作。 

3、村（居）委会级 

参与本村地域内险情巡查，负责组织、监督本村地域内地质

灾害点的监测与紧急预警。 

安排好日常监测工作，并做好记录、上报；及时将地质灾害

预报预警通知给地质灾害点和隐患点及易发生地质灾害地段的

村民和居民；一旦发生险情，指导紧急避险并配合上级政府做好

抢险救灾工作。 

4、屯级 

 负责对具体地质灾害点的监测，并把灾害点威胁的对象和可

能成灾的范围纳入监测范围。一旦发现危险情况，及时上报。监

测手段主要是定人、定点、定时进行监测，并做好记录、上报等

工作。屯级监测网由受威胁的人或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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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签订防灾责任状 

县、乡(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防灾责任一般以责任状或工作制度的方式加以明确。县（市、

区）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地质灾害

群测群防责任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与村（居）民委

员会签订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责任状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制度，

明确县、乡、村、屯各级所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具体事项，

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责任，形成县、乡、村、屯四级责任体系。 

此外，在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

卡中同样要明确相应责任人。 

三   群测群防监测员的选定  

（一）监测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监测员由地质灾害监测点所在地的政府或有关部门负责落

实。 

监测员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责任心、热爱公益事业，

能较快掌握监测方法，长期生活在当地、熟悉隐患区周边情况。 

（二）监测员应掌握的技术 

监测员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培训，培训主

要内容是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简易监测方法、巡查内容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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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方法、灾害发生前兆识别、各项防灾制度和措施的掌握等。监

测员应掌握“四应知”、“四应会”。 

1、四应知：①应知隐患点情况和威胁范围；②应知群众避

险场所和转移路线；③应知险情灾情报告程序和方法；④应知地

质灾害点的监测时间和频次。 

2、四应会：①应会识别地质灾害发生前兆；②应会设置监

测工具及使用简易监测方法；③应会对监测数据记录分析和初步

判断；④应会指导防治和应急处置。 

（三）监测员设备的配备 

监测员可配备简易监测及预警设备，如卷（直）尺、手电、

雨具、口哨（话筒、锣）、电话等工具，根据灾害隐患点的类型

不同配备不同装备。 

四   建设群测群防体系 

（一）体系的构成及职责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由县、乡、村、屯四级监测网络和监

测网点构成（图 1）。  

1、县级：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分

管县长任总指挥长，国土资源局局长任常务副指挥长，指挥部办

公室设在当地国土资源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同时指派地环股

或业务干部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指挥部成员应当包括建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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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交通、气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2、乡（镇）级：乡镇政府成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由乡镇长任组长，在国土资源管理所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土资

源所所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3、村级：位于地质灾害隐患区的村或有隐患点的村成立监

测组，由村长任监测责任人，并选定灾害点附近的居民作为监测

人。 

4、屯级：由地质灾害隐患点或易发区的监测人承担。 

领
导 

水
利
部
门

监督、协调 

组织、指导 

县级人民政府 

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县级相关部门

指
导
管
理 

下
情
上
报

指
导
管
理 

下
情
上
报

乡级人民政府（监测组）

村委会（监测组）

实
施
监
测 

上
报

屯组监测点（监测员）

建
设
部
门

交
通
部
门

气
象
部
门

.

·
··
·
··

图 1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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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网点的日常管理与运行 

1、群测群防监测工作日常管理由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负

责组织实施；广西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提供技术服务与支持，各地

市地质环境监测站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2、群测群防监测工作的日常管理事务主要包括：监测点管

理、监测人员管理、组织机构管理、日常工作检查、资料收集汇

总等。 

3、 县(市、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协调、指导当地建设、

水利、交通等部门对本系统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点的监测及管

理；指导、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其辖

区内的群测群防点进行监测及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 

4、监测责任要落实到具体的单位与个人。地质灾害隐患点

或易发区所在的乡、镇、村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为监测责任人，

由他们组建监测组，监测组由村屯受危害、威胁的居民或有关单

位的监测人员组成。 

5、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宣传与培训。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培训

监测责任人、监测组成员如何开展监测、如何判断灾害可能发生

的各种迹象和灾情速报及有关应急防灾救灾的方法。 

6、监测信息反馈与处理。乡镇国土资源所负责监测资料与

信息反馈的收集汇总，上报到县（市、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或

地质环境监测站）进行综合整理与分析，接受广西地质环境监测

总站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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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立地质灾害速报制度。经监测有可能发生重大险情时，

监测员要迅速上报当地政府或有关单位，当地政府要立即采取应

急防灾减灾措施，同时立即报自治区、市、县（市、区）政府和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8、 监测人员变动时，县（市、区）国土资源局要对新上岗

的监测人员进行监测基本技能的培训。 

9、县(市、区)国土资源局对全县（市、区）的群测群防监测

点负有管理责任，对县（市，区）级监测点每年要进行不少于 3

次的日常工作检查。要求群测群防员按时填报相关报表。 

10、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对本乡（镇）内的所有监测点

每年要按制度要求进行汛前、汛中、汛后核查工作，在强降雨期

间，要加密巡查、检查。 

11、广西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要结合每年的汛期，对中型以上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群测群防工作技术质量检查和现场技术

指导工作。 

五   监测要求与应急处置  

（一）监测方法及内容 

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方式取决于监测点的具体情况，由当

地国土资源部门与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部门确定。 

监测方法常用的有两种： 位移变形监测，异常情况目视（巡

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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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移变形监测基本方法 

埋设固定桩量测变形位移变化数据的监测方式，简称位移变

形监测，测量工具为钢卷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安装简易监测仪。

适用于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所产生的地裂缝或由灾害导致的建

筑物裂缝的监测。 

（1）埋桩（尺）法：在裂缝或滑面的两侧埋桩或埋钉，定

期用钢尺等直接测量两桩的距离，了解裂缝张开、闭合、位错或

下沉等变化，掌握滑坡变形滑动过程。 

（2）上漆（钉）法：在裂缝、滑带以及建筑物裂缝两侧各

划一道漆线（玻璃片、埋钉子）等，观察测量位移情况。 

（3）贴片法：在裂缝、滑带以及建筑物上设置骑缝式标志，

如贴纸条，观察纸的张裂情况。 

（4）简易监测仪：对危害大的隐患点，如有条件也可用裂

缝报警器、滑坡预警伸缩仪等仪器进行监测。 

 

  
埋尺法 埋桩法 贴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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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桩法 

  
上漆法 埋钉法 

 
贴片法 

2、监测内容 

（1）崩塌：观察潜在崩塌体前缘有无新鲜岩土剥（坠）落

现象，陡坡岩土体裂缝张开等变化情况。 

（2）滑坡：观察滑坡体后缘裂缝设固定标尺，监测裂缝拉

张变化、垂直位移、前缘、坡脚土体蠕动变化及坡脚地下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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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等情况。 

（3）泥石流：观察降雨与溪沟山洪的水位线对应情况是否

正常、水流是否有堵塞、沟域内松散堆积物的稳定情况。 

（4）地裂缝：观察地裂缝的数量、形态、增长、增宽以及

新增裂缝情况，采取定位定点测量变化情况。 

监测记录可参照附表 1 格式。 

3、异常情况目视（巡查）监测 

简称目视监测。适用于尚没有明显变化迹象（如产生的地裂

缝等）或不便于实施位移监测的滑坡、危岩、地面塌陷、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通过定期的目视巡查实施监测，掌握其

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记录监测情况及其异常现象的特征特点

等。 

对于实施目视监测的隐患点，监测、巡查范围应是整个灾害

体及灾害体周边一定距离内的邻近区域，监测、巡查中可查看的

内容包括：是否产生新裂缝、新裂缝位置、裂缝加长加宽情况、

是否有小石块掉落、是否有小崩小塌、坡脚有否浑水渗出、井水

变浑或水位升降有否反常及其他异常情况等。 

监测记录可参照附表 2 格式。 

（二）监测频次及报告制度 

1、群测群防监测点的监测频率一般按以下要求： 

（1）旱季（10 月～次年 4 月）每月一次； 

（2）雨季（5 月～9 月）每 10 天 1 次，大雨时段每天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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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暴雨期间视雨量大小增加监测次数，当雨量超过 100

毫米时，每个小时监测一次； 

（4）发现异常后加密监测； 

（5）地面塌陷的监测频率视实际情况而定； 

（6）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影响隐患点的时段加密监测。 

各监测点的具体监测频率由当地国土部门与地质灾害防治

技术部门确定。 

2、异常情况目视（巡查）监测频率 

以定期巡测和汛期强化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定期巡测一

般为半月或每月 1 次，汛期强化监测根据降雨强度，每天或 24

小时值班监测。 

巡查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划定的危险范围内的房屋、周

边山体、公路、水渠、沟谷等。 

3、报告制度 

监测员在监测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如：原有的裂缝宽度增

大或加长、出现新的地裂缝、有小崩小塌、坡脚有浑水渗出、井

水位升降反常等），应立即向监测责任人报告，并加密监测，实

行 24 小时值守监测。 

村委会、乡（镇）政府或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接到报告

后，应及时分析险情，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并立即把情况向县(市、

区)国土资源局报告。 

县(市)国土资源局接到报告后，应及时分析险情，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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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并及时把情况向当地政府报告。 

上报内容应尽可能详细说明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发生的时

间、地点、地质灾害类型、灾害体的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

展趋势等，同时提出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对地质灾害灾情的速

报，还应包括死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 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 

（三）监测数据的记录和报送 

1、位移变形监测、异常情况目视（巡查）监测都必须有详

尽的监测记录，使用统一印制的监测记录本。 

2、监测记录一律使用铅笔或签字笔填写，不得使用圆珠笔；

记录字迹要清晰可辨，不宜涂改，写错的可划掉在旁侧补正。 

3、记录内容 

① 降雨、暴雨、连续降雨记录； 

② 岩石掉块、小崩小塌记录，重点记录掉块的频率、岩块

大小及小崩小塌的方量； 

③地面变形目测记录，包括地面的鼓起、凹陷以及出现不规

则陡坎等； 

④房屋、地坪、道路、桥梁、沟渠等人工构筑物的变形、开

裂、倾倒等，采取定位定点测量； 

⑤动植物异常表现记录，包括动物的惊恐情况、树木枯萎或

歪斜等； 

⑥地下水异常情况记录，包括泉水流量的变化、井水位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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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泉水的浑浊现象、蓄水池塘出现大量漏失等； 

⑦气体、异味、地声等的记录； 

⑧人类工程活动情况，包括切坡、建房、筑路、挖方、填方

等； 

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和实际情况记录，重点记录气象预报降

雨量及实际降雨量、气象预警等级与实际灾害发生情况。 

4、监测数据的报送 

① 监测数据包括地质灾害点基本资料、动态变化数据、灾

情等。 

②监测数据应以数字化形式储存，同时以纸介质形式备份保

存。 

③ 监测点必须进行简易定量监测，并须整理成有关曲线、

图表等。应编制有关月报、季报和年报，同时对今后灾害发展趋

势进行预测。 

④ 监测数据应按有关程序逐级汇交。 

（四）临灾应急处置 

1、灾前准备 

（1）预先告知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易发区周边的居民，防灾

预案所选定的临时避灾场所、撤离路线、临灾信号（广播、敲锣、

击鼓、吹笛等），暴雨期还应做好必要的防灾物资储备。 

（2）临时避灾场所，应选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外，不能在滑

坡的主滑方向、陡坡有危岩体的坡脚下或泥石流沟沟口，也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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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采空区、废石场、弃渣场等不稳定地区，不宜紧邻河（海、

库）岸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避灾场地与原居民住地的距离

尽量靠近、地势开阔、交通及用水电方便为好。 

（3）预警信号必须唯一，以免误发信号造成混乱。确保地

质灾害各类标识完好，群众熟悉、了解。 

（4）告知群众正确的避灾常识：处于崩塌体下方时向两边

逃生；地面震动时向两侧稳定地区逃离；滑坡发生时绝不能沿滑

移方向逃生，而应向滑坡边界两侧稳定地带撤离；泥石流发生时，

不能沿沟向上或向下跑，不能上树躲避，而应向沟两侧高处逃离，

远离沟道河谷地带； 

2、临灾前兆识别 

各类地质灾害，可根据下表的发生前兆进行判断。 

地质灾害

类型 发生前兆 

崩塌 
崩塌的前缘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小崩小塌的现象；

崩塌的上部出现新的破裂形迹；不时偶然听到岩石的撕

裂摩擦声；出现热、气、地下水异常；动物出现异常。

滑坡 

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

现象；滑体后缘裂缝急剧加宽加长，新裂缝不断产生，

滑坡体后部快速下座，四周岩土体出现松动和小型塌滑

现象；滑带岩土体因摩擦错动出现声响，并从裂缝中冒

出气或水；在滑坡前缘坡角处，有堵塞的泉水复活或泉

水、井水突然干涸；动物出现惊恐异常现象；滑坡体上

的观测点明显位移；滑坡前缘出现鼓丘；房屋倾斜、开

裂和出现醉汉林、马刀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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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

类型 
发生前兆 

地面塌陷 
泉、井的异常变化；地面变形；建筑物作响、倾斜、

开裂；地面积水引起地面冒气泡、水泡、旋流等；植物

变态；动物惊恐。 

泥石流 

沟内有轰鸣声，主河流水上涨和正常流水突然中

断。动植物异常，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

入睡，老鼠乱窜，植物形态发生变化，树林枯萎或歪斜

等现象。 

滑坡、崩塌、泥石流三者除了相互区别外，常常还具有相互

联系、相互转化和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如发现上述的一些征兆，

尤其是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则可能存在发生崩塌、滑坡的隐患，

长期降雨或暴雨则可能诱发泥石流。 

监测员、防灾责任人一旦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或易发区发生

变化出现险情时，应当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报告。 

3、临灾“五步”避险法 

一旦险情发生，按以下五个步骤进行避险：发现险情、报告

险情、发出预警、组织人员、有序撤离。 

监测员发现险情在上报的同时，监测员和防灾责任人要及时

发出预警信号，通知、组织群众按预定撤离路线转移避让。并由

政府部门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进行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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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质灾害隐

患时，应立即搬

迁与避让，并及

时向上级上报险

情。 

 

监测员和防灾

责任人要及时

发出预警信号，

按预定方案组织

疏散。 

 

房屋面临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时，人

员应立即撤离，

不要贪恋财物。 

 

山体滑坡时，不

要沿滑坡体滑动

方向跑，应向滑

坡体两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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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发生时，

不要沿泥石流沟

跑，应向沟岸两

侧山坡跑。 

 

划定地质灾害危

险区，进行严格

管理。 

4、应急结束 

经专家鉴定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已消除，或者得到有效控制

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撤消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转移的群众才

能返回居住地。 

六   建立档案和日常管理   

（一）档案管理制度 

县、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建立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档案管理

制度。主要要求是对当地的年度防灾方案、隐患点防灾预案、突

发性应急预案、“两卡”、各项制度及相关文件进行汇编，对各项

基础监测资料和值班记录实施分类、分年度建档入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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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档案日常管理要求 

监测记录本按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要求的格式统一印制，各市

统一印制下发放到所辖各县(市)国土资源局，县(市)国土资源局负

责发放到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由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

负责发放到监测员手中。 

县(市)国土资源部门对全县（市）的群测群防监测点负有管

理责任，监测资料每年采取逐级上交的方式，汛期结束（10 月上

旬）与次年 2 月底前收集汇总两次。由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

负责收集本乡（镇）内所有监测点的资料，然后上交给县(市)国

土资源局，县(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收集全县(市)的监测资料，建档

统一保管。 

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对本县（市）的群测群防体系机构

的有关人员资料、监测点资料等，也需按附表 3～附表 7 的格式

要求建档立案保存，并及时录入全区地质灾害管理系统。对监测

点及监测人员实行动态管理，随着人员变动、监测点的增减，相

应表格以及地质灾害管理系统需及时更新。 

每年要按时填报相关报表，报表填写要求参见附表 8、附表

9。 

八   附  则 

本指南所称地质灾害技防治术部门主要指自治区国土资源

厅委派或指定的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业务工作并具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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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滑坡、崩塌、危岩、不稳定斜坡）位移（变形）监测记录表 

           
20       年   

号监测桩 异常情况说明 
月 日 测距（米） 

监测员：                                 校核：                            
说明：1、此表可用于滑坡、崩塌、危岩、不稳定斜坡隐患点的位移（变形）监测。  
      2、发现异常，立即向上级报告，报告电话：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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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 滑坡、崩塌、危岩、斜坡变形）异常情况监测记录表 

20       年

月 日 √或× 异常的特征、特点等情况说明，如；产生新裂缝、新裂缝位置、裂缝加长加宽、有小石块掉落、井水变浑、

其他说明等。 

监测员：                                 校核 ：                           
说明：1、用于滑坡、崩塌、危岩、不稳定斜坡等隐患点的异常情况监测 ，表中打“√”表示“有异常情况”，打 “×”表示“无异常

情况”。有异常情况时要有文字说明记录。 
2、发现异常，立即向上级报告，报告电话：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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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县（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人员一览表（县一级，群测群防体系指挥中心）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责 联系电话

县政府 分管副县长、总指挥 全面负责、组织开展工作 

国土资源局、主管部门局长、常务总指挥部
具体负责、协调工作、联系上一级国土资源部门及与技术

部门联系 
国土资源局、主管部门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 负责日常工作、全县灾情汇总 
民政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救灾物资 
发改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项目落实 
气象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提供气象资料 
财政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经费落实筹措 
水电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 
交通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 
林业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 
广播电视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播发有关信息 
公安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维护治安 
卫生局 局长、指挥中心成员 协调工作、卫生救护 
XX 局 
…… 

注：表中单位为建议单位，具体定哪些由当地县政府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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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 
县（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人员一览表（乡镇级） 

乡（镇） 姓名 职务 职责 联系电话 

分管副乡（镇）长、

监测组长 
组织乡镇内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全

面开展       
X 乡（镇）

常务监测组长 
（国土所所长） 

负责监测组日常工作、资料汇总、

上报 

分管副乡（镇）长、

监测组长 
组织乡镇内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全

面开展 
X 乡（镇）

常务监测组长 
（国土所所长） 

负责监测组日常工作、资料汇总、

上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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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5： 
县（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人员一览表（村级及各监测点） 

村民 
委员会 姓名 监测点位置 

及名称 职责与职务 联系电话

村委会主任或支书、负责该村范围内

监测点的工作正常开展 

监测员，负责该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监测员，负责该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XX 村民委

员会 

监测员，负责该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村委会主任或支书、负责该村范围监

测点的工作正常开展 

监测员，负责该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监测员，负责该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XX 村民委

员会 

监测员，负责该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 

…… 

注：各监测点的监测要求及方法由专业技术人员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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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县（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点一览表 

编号 灾种 位置 
（乡、村、组）

监测点

级别

监测

方式

威胁人数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监测员姓名及

联系电话

注：该表分发厅地环处、广西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县国土资源局各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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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7： 
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名    称  省    县（市）      乡      村    社 

野外编号  坐标 X:               Y: 

室内编号  

地理

位置

经度：                纬度： 

隐患点类型  规模及规模等级  

威胁人口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险情等级  曾经发生

灾害时间
年  月  日 

地质环境条

件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稳定性分析  

引发因素  

潜在危害  
 

临灾状态主

要判据 
 

监测方法  监测周期
 

监测责任人 电  话  群测群防 
人员 

 电  话  

报警方法 报警信号  报警人  电  话  

预定避灾 
地点 

人员撤离路

线、方法 
 

防治建议 

 
 

示意图： 
（滑坡平、剖面图及人员撤离路线图） 

 
 
 

备注：该表与《广西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及日常工作手册》中的表 5“地质灾害隐患

点防灾预案表”的格式及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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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XXXX 年 XX 月地质灾害成功预报实例报告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地点 灾害 
类型 

灾害 
规模 

发出预

报时间 
灾害发

生时间

搬迁避

让人员

(人) 

避免伤

亡人员

(人) 

避免经

济损失

(万元) 

预报方法 
和 

避灾措施 

预报人 
(或单位) 

           

           

           

           

           

           

           

           

           

           

合计  
       

  
填表说明: 1.灾害规模大小按灾种不同分别填写体积(m3)、面积（m2）或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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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灾害预报成功或避让成功鉴别与数据填报规定 

（暂行） 

在日常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填报地质灾害预报成功或避让成功按照以下

规定进行填报。 

1、地质灾害预报成功的认定与鉴别：预报成功是指在地质灾害监测过程中

发现了异常迹象，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并组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撤离危险区，

结果在预报期内地质灾害发生了明显变形，从而避免了人员伤亡，减少了财产

损失的事件。 

地质灾害预报成功中填报的避免人员伤亡人数及避免经济损失数据要求： 

避免人员伤亡人数----如不及时预报、不采取撤离措施，地质灾害发生将必

定受到伤亡的人员数据（如损坏或倒塌的房子里的人数），不包括所有的撤离危

险区的人数； 

避免经济损失数据----如不及时预报、不采取措施，地质灾害发生将必定受

到毁坏或破坏的财产的价值，不包括所有的撤离危险区的财产价值。 

2、地质灾害避让成功的认定与鉴别：避让成功是指根据地质灾害的隐情发

展变化趋势、雨情变化等信息，组织可能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撤离地质灾

害危险区，结果在此期间内发生了地质灾害，从而避免了人员伤亡，减少了财

产损失的事件。 

地质灾害避让成功中填报的避免人员伤亡人数及避免经济损失数据要求： 

避免人员伤亡人数----如不采取撤离措施，地质灾害发生将必定受到伤亡的

人员数据，不包括所有的撤离危险区的人数； 

避免经济损失数据----如不采取撤离措施，地质灾害发生将必定受到毁坏或

破坏的财产的价值，不包括所有的撤离危险区的财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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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县（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年度报表 

20    年度 
县一级指挥中心（或领导小组）人数  （人） 

乡镇一级指挥分中心（或监测小组）个数  （个） 

监测点总数（处） 
滑坡（处） 
不稳定斜坡（处） 

崩塌（包括：岩崩、危岩）

（处） 
泥石流（处） 地面塌陷（处） 

全 
县 
监 
测 
点 其它（注明灾种及各几处） 

正常连续监测的点数（处） 
不连续监测的点数（处） 
已经停止监测的点数（处） 监测 

情况 
停止监测 
的原因 

已治理    处；经调查已稳定    处；居民已搬迁    处；

其它原因（具体说明）： 

县、乡镇组织对监测点检查的次数（次/人次） 

汇交资料点数（处） 监测资料汇总到县国土资

源局情况 获取监测数据或记录（个） 

检查及 
资料总

情况 
监测资料 
欠交原因 
出现异常变形的点数（处） 

预报成功 全年预报成功次数： 

预报成功效果 避免人员伤亡（人）：      免财产损失（万元）： 

避让撤离 全年人员撤离次数     ；全年人员撤离人数：          
全年财产转移（万元）；  

监测与 
防治效

果 

避让效果 避免人员伤亡（人）：      免财产损失（万元）： 
预报成功及避让成功事例简介（每个具体实例分别简单地编写，不够另附页）：

填报单位：      县国土资源局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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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县（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年度报表填表说明 

 

1、 该表以县（市）为单位进行填报。 

2、 乡镇一级指挥分中心（或监测小组）个数（个）——全县有多少个乡

镇有指挥分中心（或监测小组）。 

3、 正常连续监测的点——按照监测要求进行监测的点数。 

4、 不连续监测的点——不按照监测要求进行，中间有间断监测的点。 

5、 已经停止监测的点——从某一时间开始至今已经停止监测的点。 

6、 停止监测的原因——用文字说明停止监测的原因，可分别去写。 

7、 县、乡镇组织对监测点检查的次数（次/人次）——分别填写检查的次

数及参加检查的人次。 

8、 获取监测数据或记录（个）——监测的数字记录个数及监测的符号（异

常监测中的“ ”∨ 或“×”为一个记录）个数。 

9、 监测资料欠交原因——用文字说明监测资料欠交的原因，可分别去写。 

10、出现异常变形的点数（处）——在当年的监测中出现异常变形的点数；

异常是指监测数据有变化，或异常监测中发现有新的地裂缝、新的小滑塌、新

的树木歪斜、裂缝加长加宽等异常现象。 

11、预报成功效果——按相应规定填写。 

12、避让效果——按相应规定填写。 

13、预报成功与避让成功事例简介——每一事例分别编写，内容包括：灾

害地点、发现异常时间、异常情况、发布警报时间、发布警报方式、采取的撤

离避让等防治措施、效果（避免了多少人员伤亡，避免了多少财产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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