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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救相结合，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最大限度地

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扎赉特旗“十

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安排部署提供科学依据。依据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规

划（2021-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地质灾害防

治规划（2021-2025 年）》，结合扎赉特旗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制定本规划。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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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内容主要包括风险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

基层防灾能力建设等。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以 2021-

2025 年为规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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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概况 

（一）地理位置 

扎赉特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

麓向松嫩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位于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 三 省 区 交 界 处 。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 121°17′09″ ～

123°39′27″，北纬：46°04′05″～47°20′52″。东接黑龙江省龙

江县，南与黑龙江省泰来县，吉林省镇赉县交界，西连科

尔沁右翼前旗，北与呼伦贝尔市扎兰屯毗邻。东西长

210km，南北宽 143km，全旗总面积 11155km2，辖 8 个镇、

3 个苏木、2 个乡和 1 个种畜繁育中心，包括音德尔镇、新

林镇、巴彦高勒镇、胡尔勒镇、阿尔本格勒镇、巴达尔胡

镇、图牧吉镇、好力保镇、巴彦乌兰苏木、宝力根花苏木、

阿拉达尔吐苏木、努文木仁乡、巴彦扎拉嘎乡、国营种畜

繁育中心。 

近年来，扎赉特旗的交通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

高速 G5511、国道 G111 线和省际大通道并行纵贯通南北，

国道 G111 复线向东可直达黑龙江省，形成以旗政府所在地

音德尔镇为中心的县级公路交通网。 

（二）气象水文 

1、气象 

https://baike.so.com/doc/5336156-55715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2563913-27076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5829-3343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5829-3343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82234-58949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99652-15857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8116-57832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8116-57832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98813-32662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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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特旗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冬季漫长而

寒冷；夏季温热而短促，降雨集中；春秋季气温变化剧烈，

日温差较大；全年日照充足，年降水量少，蒸发量大的气

候特征。 

根据扎赉特旗气象局气象资料，全年平均气温 5℃，七

月平均气温 23℃，极端最高气温为 41.5℃，一月平均气温-

16.6℃，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胡尔勒镇，为-39.2℃。多年平

均降水量 432.8mm，年际间降水分配不均，年最大降水量

752.7mm，日最大降水量 111.4mm，小时最大降水量

55.1mm，十分钟最大降水量 21.0mm，年最小降水量

254.2mm。年内降水强度也有较大差异，降水主要集中在 7-

9 月份，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占全年降水总量的 70%。在

地域上，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增，东南部平均降水量

430mm，中部丘陵区 460mm，北部低山区在 500mm 左右；

多年平均蒸发量 1788.6mm，最大土壤冻结深度 2.34m。 

2、水文 

扎赉特旗水系发育，河流密布，有绰尔河、罕达罕河、

二龙涛河三条较大河流，均属嫩江水系。境内有大小河流

78 条，总长 2444km，流域面积 21456 km2，流域面积在

100 km2以上的河流有 21 条，最后汇入到绰尔河、罕达罕河

及二龙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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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尔河：是嫩江下游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牙克石境

内的大兴安岭吉尔达山的南坡，流经呼伦贝尔市扎兰屯，

从西北向东南斜贯扎赉特旗中部。流经国营种畜繁育中心、

巴彦乌兰苏木、阿拉达尔吐苏木、胡尔勒镇、巴达尔胡镇、

音德尔镇、好力保镇、努文木仁乡 8 个乡镇（苏木），在努

文木仁乡靠山屯北流入嫩江，全长约 573km，流域面积为

17331 km2，旗境内长度约 205km，流域面积约 6747km2，

多年平均流径量为 5.79×108 m3。 

罕达罕河：是雅鲁河上一条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大兴

安岭东坡的火龙山山脉一带，在新林镇北端成吉思汗边堡

进入境内，由西北向东南流经新林镇、阿尔本格勒镇、巴

彦扎拉嘎乡，于巴彦扎拉嘎乡白庙子附近出境，流入黑龙

江省龙江县。全长 140 km，流域面积 3617 km2。境内长度

84.5 km，流域面积 2403 km2 ，境内多年平均径流量

1.36×108 m3。 

二龙涛河：发源于骆驼山薛家沟，由西北向东流经宝

力根花苏木、巴彦高勒镇、音德尔镇，于音德尔镇六合屯

一带出境，流入黑龙江省泰来县，又折回到图牧吉镇境内，

注入到图牧吉水库。河流全长 285km，流域面积 3196km2。

境内长度 127km，流域面积 2629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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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勒水利枢纽工程(绰勒水库)位于绰尔河中游茂力格尔

大桥上游 150m 处，2006 年建设完成。该工程是融灌溉、防

洪、发电、养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水利枢纽。水

库面积 35 km2，正常蓄水位 230.5m，总库容 2.6 亿 m3。 

（三）地形地貌 

扎赉特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程一般为 200-

1000 米，最高峰为国营种畜繁育中心的协思台岗恩，海拔

高程 1126.2m；最低点在东南部的冲积平原区，海拔高程一

般在 200m 以下。按地貌形态类型可划分为低山丘陵、河谷、

冲积平原。 

低山丘陵：主要分布于扎赉特旗西北部及中部，海拔

高程 240-1000m。地形坡度较陡，山体坡度在 20°-50°，沟

谷发育。岩性为古生代、中生代灰岩及板岩、砂岩、凝灰

岩、凝灰砂岩等。 

河谷：呈条带状分布，一般宽 500m-1500m。断面为“U”

字型，与一级阶地、二级阶地呈缓坡接触。地层岩性为全

新统粘砂土、砂粘土及下部的砂卵砾石。 

冲积平原：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东南部松嫩平原的北

部边缘，海拔高程一般为 150-250m，相对高程约 30-50m，

最低海拔 126m。岩性主要由上更新统和全新统冲积砂、淤

泥质砂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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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及防治工作现状 

（一）地质灾害发育现状 

1、地质灾害概况 

截止 2020 年末，全旗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点 40 处。按

地质灾害类型划分，崩塌 25 处，泥石流 14 条，滑坡 1 处。

按规模划分，均为小型（见表 2-1）。 

表 2-1  地质灾害规模统计表 

地质灾害

类型 
合计(处) 特大型（处） 大型（处） 中型(处) 小型(处) 

崩塌 25 0 0 0 25 

泥石流 14 0 0 0 14 

滑坡 1 0 0 0 1 

合计 40 0 0 0 40 

 

各乡镇地质灾害的分布密度不同，灾害点最多的为新

林镇，分布有 11 处；其次为巴彦乌兰苏木，分布 8 处；宝

力根花苏木，分布 8 处（见表 2-2）。 

表 2-2    地质灾害点地域分布统计表 

乡、镇 
地质灾害隐患点数目（处） 

总数   崩塌 泥石流 滑坡 

巴彦乌兰苏木 8 7 1 0 

新林镇 11 7 4 0 

阿本格勒镇 3 2 1 0 

宝力根花苏木 8 3 4 1 

巴彦高勒镇 2 0 2 0 

巴达尔胡镇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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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灾害危害程度 

截止 2020 年末，扎赉特旗发育地质灾害隐患点 40 处，

按危害程度等级划分，中型 7 处，小型 33 处。地质灾害危

害程度以小型为主，其次是中型（见表 2-3）。 

表 2-3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统计表 

地质灾害类型 合计(处) 特大型(处) 大型(处) 中型(处) 小型(处) 

崩塌 25 0 0 0 25 

滑坡 1 0 0 0 1 

泥石流 14 0 0 7 7 

合计 40 0 0 7 33 

（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1、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地质灾害调查 

2007 年，完成了 1∶10 万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初步查

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45 处，基本摸清了地质灾害分

布情况，划分了易发区和防治区，建立了群测群防体系及 1∶

10 万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2015 年，完成了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调查发现

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 3 处、僵尸点 12 处，确定地质灾害隐

患点 36 处，进一步摸清了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及分布规律，

阿拉达尔吐苏木 3 3 0 0 

胡尔勒镇 1 0 1 0 

音德尔镇 1 1 0 0 

合计 40 25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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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 1∶5 万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2）地质灾害巡查、排查 

每年汛期组成排查组，深入各乡镇、地质灾害易发区、

重点防治区，对交通干线、生产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进

行汛期地质灾害排查、检查，保证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制度化。在检查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1）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建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群测

群防网络体系，目前共有群测群防点 36 处。群测群防体系

的建立，加强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工作，减少或避

免了地质灾害的发生，为地质灾害的防治提供了基础资料。 

（2）气象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每年汛期 5-9 月，扎赉特旗自然资源局与气象局联合开

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通过工作信息网络，将自

治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结果、兴安盟气象会商预警结果及

时转发相关部门，下发到乡镇相关责任人，保障一线防灾

人员及时收到信息，积极响应。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

息在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显著提升了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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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得到健全和完善 

（1）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体系建设 

每年汛期前印发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对地质灾害

可能发生的主要区域进行预测；根据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

主要区域分布情况，确定年度重点防范区域并提出地质灾

害防治保障措施。 

（2）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发挥作用 

2019 年-2020 年，自治区财政下达专项资金 253 万元，

分两期安排扎赉特旗白辛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通过

修筑导流堤、布设石笼，保障 40 户、160 人生命和财产安

全，减轻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推动了

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意义。 

（3）宣传培训 

利用会议、广播、电视、挂图及发放明白卡等方式宣

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做到进村、入户、到人，不断提高

群众主动防范、依法防灾的自觉性，增强人们的自救意识

和自救能力。组织居民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方案，在危险

区设置警示牌，标明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应急避难场等，

做到危险区群众家喻户晓。 

（三）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问题 

1、地质灾害风险底数掌握还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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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处于推进期，全旗

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掌握还不够准确，还需通过高精度

的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进一步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建设亟待开展 

目前，大量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依靠群测群防对房

前屋后小范围进行监测预警，自动化程度低，专业监测、

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亟待对地质灾害危险点进行专业监

测，监测预警覆盖面和精准度等需要进一步提高。 

3、基层地质灾害防灾基础薄弱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严重不足，还有许多地质灾害隐患

点不能及时治理，必要的防治措施无法进一步落实，地质

灾害隐患点仍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旗县缺乏专业驻

守队伍，指导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为地方提供强有力

技术保障。 

（四）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扎赉特旗地形地貌起伏变化大，地质环境条件差异大，

具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形地貌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持续

推进、重大工程逐步实施，人类工程活动影响了地质环境，

加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矿山开采、公路铁路建设、

切坡建房等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呈不断上升趋势。

地质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许多危险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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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灾害隐患破坏性、社会影响大，亟待治理。经济社

会飞速发展对防灾减灾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地质灾害防

治”，最大限度的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是提高地质灾害易发区内人民群众生存及生活质

量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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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

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推进风险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

合治理及基层防灾能力建设，全面完成地质灾害 1:5 万风险

调查评价，减轻地质灾害风险，提升基层应对地质灾害的

能力和水平。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提高

地质灾害防治能力，科学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

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隐患调查排

查和易发区工程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防治工作

重点部署在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的

区域。完善群测群防，推进群专结合，提升自救互救技能，

减少或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坚持“分级分类、属地管理”的原则 

 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政府是地质灾害防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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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自治区政府、盟行政公署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

分别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落实到位。 

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矿业开发活动引发的地

质灾害，矿山企业是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主体，应负责地

质灾害排查、监测、治理等工作。 

3、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统筹兼顾，全面规划，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选择山地丘陵区、矿区以及重大工程建设区等

作为重点防治区，对威胁人员众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优先

安排工程治理。 

 4、坚持“协调配合，各负其责”的原则 

在旗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生

态保护、气象、交通等有关部门明确任务，落实部门责任，

协调配合，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共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成效。 

（三）规划目标 

在“十四五”期间，以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造成损失为目标，在进一步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基础上，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工作，

完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体系；减少

中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威胁，对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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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进行有效管控，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

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保障（见表 3-1）。 

 

表 3-1  “十四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主要指标 

工作内容 指标 属性 

1、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1）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全旗 约束性 

（2）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 全旗 约束性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1）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套) 1 预期性 

（2）完善群测群防网络 全旗 约束性 

（3）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网络建设（处） 2 预期性 

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1）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处） 2 预期性 

4、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1）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全旗 预期性 

（2）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全旗 预期性 

5、信息化建设     

（1）建设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套） 1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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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防治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结合地形地貌、岩土体

类型等地质环境条件和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影响因素，

将扎赉特旗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划分为高易发区、中易

发区、低易发区和不易发区。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 

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的北部至南部，包括新林镇、阿

尔本格勒镇、巴彦乌兰苏木、巴达尔胡镇北部、宝力根花

苏木。面积 4268km2，占全旗总面积的 38%。 

该区地貌为低山丘陵，地形起伏较大、地形切割强烈，

相对高差 100m-300m，树枝状冲沟发育。地层岩性主要为

侏罗系凝灰岩、安山岩、粗砂岩及燕山期花岗岩等。发育

地质灾害点 35 处，其中崩塌 22 处、泥石流 12 处、滑坡 1

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中型 6 处，小型 29 处。危害程

度中型 3 处，小型 32 处。 

该区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布区域与人类工程活动密

切相关。新林镇是扎赉特旗人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经济

活动十分活跃，切坡修路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察新线、

国道 G111 公路沿线崩塌较发育。低山丘陵沟谷发育容易引

发泥石流灾害，威胁沟口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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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西部、中部，行政区划隶属于阿

拉达尔吐苏木、胡尔勒镇管辖。面积 1763km2，占全旗总面

积的 16%。 

本区地貌类型属低山丘陵区，地形起伏较大、沟谷较

发育，相对高差 100m-200m。地层岩性主要为侏罗系变质

砂岩、凝灰岩、安山岩。发育 2 处崩塌地质灾害，规模为小

型，威胁乡间公路，危害程度为小型。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 

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中部低山丘陵区，面积 2821km2，

占总面积的 25%。行政区划隶属于阿尔本格勒镇、巴达尔

胡镇、巴彦扎拉嘎乡及巴彦高勒镇、音德尔镇大部分地区。 

该区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区，地势低缓，地形起伏较

小，沟谷发育一般。地层岩性主要由侵入岩、侏罗系角砾

凝灰岩、安山岩、灰岩等。发育地质灾害 3 处，1 处崩塌，

规模为小型，危害程度为小型；2 处泥石流，规模为中型，

巴彦高勒镇石头井子村大梁沟泥石流威胁沟口居民财产安

全，危害程度为中型。音德尔镇绰勒水库南路边崩塌，威

胁乡间公路。 

4、地质灾害不易发区（D） 

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东部、南部，地貌类型为冲积平

原，行政区划包括图牧吉镇、好力保镇、努文木仁乡和音

德尔镇的部分地区。面积约 2302km2，占总面积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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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地势平坦开阔，由第四系全新统第四系冲积物组

成，植被较发育。地质环境条件简单，不具备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育额地形、地貌条件，现阶段尚未发

现地质灾害。 

（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是在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的基础

上进行的。原则上将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

中易发区为次重点防治区，低易发区及不易发区划分为一

般防治区。 

1、重点防治区（A） 

位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内，分为 2 个亚区。人类活动强

烈，面积约 3350km2。分布地质灾害点 30 处，崩塌 19 处，

泥石流 8 处、滑坡 1 处。崩塌主要危害对象为国道、省际大

通道、县道，泥石流威胁居民房屋、农田、输电线路等。 

A1：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的北部，包括新林镇、阿尔

本格勒镇、巴彦乌兰苏木，面积为 2660km2。分布地质灾害

点 22 处，其中崩塌 16 处、泥石流 6 处。重点防治新林镇泥

石流对居民、房屋、道路的威胁；重点防治的交通路段为

国道 G111 和察新线。 

A2：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的宝力根花苏木，面积为

555.5km2。分布地质灾害点 8 处，其中崩塌灾害点 3 处、泥

石流灾害点 4 处、滑坡 1 处。重点防治 4 条泥石流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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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道路的威胁；重点防治的交通路段为国道 G111、省

际大通道。 

2、次重点防治区（B） 

位于中易发区内，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西部、中部，

行政区划隶属于胡尔勒镇、巴达尔胡镇、巴彦高勒镇和阿

拉达尔吐苏木管辖，面积 4740km2。分布地质灾害点 9 处，

崩塌 5 处、泥石流 4 处，崩塌主要危害矿区工人及设备、乡

间公路等；泥石流威胁沟口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重点防治

巴彦高勒镇石头井子村大梁沟泥石流。 

3、一般防治区（C） 

位于绰尔河两岸冲积平原及南部、东部松嫩平原，行

政区划隶属于音德尔镇、图牧吉苏木、巴彦扎拉嘎乡、好

力保镇、努文木仁乡管辖，面积约 3199.5km2。分布崩塌灾

害点 1 处，规模为小型，主要危害对象为水库道路。 

本区地貌形态为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局部地区

波状起伏，现阶段人类活动强度低，目前尚未发现地质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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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一）加强地质灾害调查、排查 

1、推进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全面完成扎赉特旗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部署开

展重点调查区 1:1 万风险调查评价，进一步摸清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底数，科学划分风险级别，将中风险及以上的划定

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提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为政府决策和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2021 年，自治区部署开展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按照《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1:50000）》及有

关技术规范，以资料收集、遥感解译、地面调查与核查为

主要工作手段，进一步调查和掌握地质灾害孕灾条件、发

育分布特征以及承灾体数量和分布情况，开展地质灾害风

险评价和区划，建立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数据库，科学监管

地质灾害隐患点，有效管控地质灾害风险区，提出风险管

控的措施和建议。 

2、加强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 

组织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汛中巡查和汛后排查，指导群

测群防人员做好隐患点常态化的巡查排查及监测预警。加

大隐患排查力度，重点排查山地丘陵区的高陡边坡、沟谷

沿岸等区域，聚焦农村切坡建房、山区道路、矿山开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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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区域，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纳入地质灾害防治体

系，动态掌握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变化情况。对重大地质灾

害隐患点进行巡测，及时掌握其发展变化趋势。 

3、做好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工作 

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及时发现问题，综合研

判风险，提出处置措施和防治工作建议。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为政府应急处置提供依据，避免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产生的危害。 

（二）提高监测预警能力 

1、推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推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建立与自

治区、兴安盟两级部门互联互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体系，实时更新防灾人员的信息，完善气象预警措施。加

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合作，实现数据共享，积极

采取响应措施，提高预警预报能力。 

2、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能力 

利用地质灾害调查成果，不断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体系，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完善地质灾

害群测群防网格化管理模式。加强技术培训，提高识灾、

辨灾、观测、处置能力。落实工作补助经费，建立群测群

防员工作补助标准，稳固群测群防队伍，提高基层工作人

员积极性。 



 

 21 

 

（三）提升基层风险防控能力 

1、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建立完善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专家队伍建设和汛期驻守专家队伍建设，提升地质灾

害防御技术支撑能力。 

2、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充分发挥乡村干部、群测群防员和社会公众防灾减灾

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展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做到进村、

入户、到人，不断提高群众主动防范、依法防灾的自觉性。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针对受威胁群众开展防灾应

急演练，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提升地质灾害防灾避险、

自救互救能力。 

（四）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对威胁县城、集镇、学校、景区、重要基础设施和人

口聚集区，难以实施避险搬迁的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

根据轻重缓急，有计划分期开展工程治理，科学设计防治

措施，确保防治工程安全运行。计划实施工程治理 2 处，拟

治理宝力根花苏木呼日宝力高嘎查泥石流、新林镇周边泥

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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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概算 

根据地质灾害发育现状等实际情况，将因自然因素造

成的大、中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自治区部署的地质灾害

风险调查、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确

认为自治区财政事权，由自治区承担支出责任。将因自然

因素造成的小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盟市、旗县（市区）

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确认为盟市、旗县（市区）财

政事权，由盟市、旗县（市区）承担支出责任。 

因矿业开发、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治

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 

本次仅对扎赉特旗财政事权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进行

估算。“十四五”期间扎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总经费概算 175

万元（见表 6-1）。经费概算详见附件（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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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扎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预算    

（万元） 
备    注 

1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50   

1.1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自治区财政 

1.2 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 50 全旗  

2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75   

2.1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 50 1 套 

2.2 群测群防、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25 日常业务  

2.3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网络建设  自治区财政 

3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3.1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2 处，自治区财政 

4 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50   

4.1 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25 日常业务 

4.2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25 日常业务 

5 信息化建设    

5.1 建设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 自治区财政 

合      计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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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旗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统一领导，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逐步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绩效考

核体系，确保防治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各相关部门要明

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及时督促检查防灾责

任落实情况。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引发、谁治理，谁

审批、谁监管”的原则，严格落实防灾责任。 

（二）加强资金保障 

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大力推进地质灾害

防治体制建设，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格局。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落实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设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

金，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序推进。 

（三）强化宣传培训 

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面向全社会开展多形式的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加强地

质灾害防灾知识培训和演练，加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加强基层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地质灾害易

发区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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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扎赉特旗崩塌隐患点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评估表 

序号 编号 灾害点位置 规模 发育特征及稳定性 危害程度 

1 ZAT001 
巴彦乌兰苏木额尔吐嘎查乌兰哈达

北山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50m，坡宽 2m，高 40m，坡度

80°，稳定性差。 
威胁道路、输电线路，小型。 

2 ZAT002 
巴彦乌兰苏木额尔吐嘎查洞恩拉玛

山体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150m，坡宽 3m，高 14m，坡

度 80°，稳定性差。 
威胁道路，输电线路，小型。 

3 ZAT003 巴彦乌兰苏木额尔吐嘎查 中型 
岩质边坡，坡长 500m，高 34m，坡度 50°，危

岩体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道路，输电线路，小型。 

4 ZAT004 巴彦乌兰苏木巴彦塔拉嘎查北山 中型 
岩质边坡，坡长 800m，坡宽 1m，危岩体高

89m，坡度 65°，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道路，输电线路，小型。 

5 ZAT005 
巴彦乌兰苏木哈拉盖嘎查鸿岩石灰

石矿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100m，坡宽 2m，危岩体高

49m，坡度 85°，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采石设备，小型。 

6 ZAT007 巴彦乌兰苏木县道 k63+500m 处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48m，坡宽 5m，危岩体高

14m，坡度 80°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道路及行人、车辆，小型。 

7 ZAT008 
巴彦乌兰苏木玛拉吐嘎查新发屯东

山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200m，坡高 20m，坡度 75°，

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道路，小型。 

8 ZAT011 新林镇察新线营林东南 1000m 处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75m，坡宽 3m，危岩体高

24m，坡度 70°，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道路及行人、车辆，小型。 

9 ZAT012 新林镇察新线营林东南 1.3km 处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70m，坡宽 3m，危岩体高

26m，坡度 75°，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道路及行人、车辆，小型。 

10 ZAT013 新林镇保林村何家沟后山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50m，坡宽 2.5m，危岩体高

28m，坡度 55°，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 3 户居民 10 人，房屋 9 间，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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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ZAT015 新林镇新风五组榔头山采石场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100m，危岩体高 15m，坡度

65°，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旗级公路及行人、车辆，小型。 

12 ZAT016 国 G111 线新风孤仙洞大梁山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94m，坡宽 2m，危岩体高

14m，坡度 60°，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国道 G111 线及行人、车辆，小

型。 

13 ZAT022 新林镇振兴一组太平山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64m，坡宽 2m，危岩体高

4m，坡度 60°，坡向 45°。裂隙发育，稳定性较

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14 ZAT024 国道 G111 线 1372+500m 小型 
岩质边坡，危岩体高 4m，坡度 55°，坡长

200m，坡宽 1，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国道 G111 线，小型。 

15 ZAT031 
阿尔本格勒阿尔本格勒村五家屯北

山采石场 
中型 

岩质边坡，坡长 150m，坡宽 2m，坡度 90°，

危岩体高 36m，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乡间道路，输电线路，小型。 

16 ZAT032 阿尔本格勒乌兰哈达采石场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52m，危岩体高 15m，坡度

80°，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17 ZAT033 巴达尔胡镇隆兴铁矿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30m，坡高 25m，坡度 80°，

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18 ZAT034 
巴达尔胡镇神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矿 
中型 

岩质边坡，坡长 40m，坡高 15m，坡度 85°，

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采矿设备，小型。 

19 ZAT035 阿拉达尔吐登吉屯东 1.5 公里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170m，坡宽 1m，危岩体高

30m，坡度 85°。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乡间道路及行人、车辆，小型。 

20 ZAT036 阿拉达尔吐登吉屯东 1 公里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300m，坡宽 1.5m，坡高

35m，坡度 90°，三组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乡间道路及行人、车辆，小型。 

21 ZAT037 阿拉达尔吐沙日格台南山 中型 
岩质边坡，坡长 350m，危岩体高 42m，坡度

90°，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22 ZAT038 
宝力根花苏木那金嘎查团结屯西北

山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100m，坡宽 2m，坡度 75°，

危岩体高 30m，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23 ZAT039 宝力根花苏木三合屯北山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20m，坡宽 2.5m，坡度 65°，

危岩体高 15m，三组裂隙发育，稳定性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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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ZAT041 
宝力根花苏木呼日宝力高嘎查西胡

尔勒宝力高屯北山 1km 处 
小型 

岩质边坡，坡高 30m，坡长 50m，坡度 85°，

两组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25 
ZAT042 音德尔镇绰勒水库南路边 小型 

岩质边坡，坡长 200m，坡宽 3m，坡度 80°危

岩体高 15m，三组裂隙发育，稳定性较差。 
威胁乡间道路，小型。 

 

附表 2     扎赉特旗滑坡隐患点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评估表 

序号 
编号 

灾害点位置 规模 发 育 特 征 灾情 潜在威胁 

1 

 

 

ZAT47 宝力根花苏木呼日宝

力高嘎查胜利屯东山

滑坡 

小型 

地貌为低山丘陵，坡度为 35-45°，植被覆盖率为 40-

50%，微地貌为陡崖，两侧为陡坡。平面形态呈半圆

形，由花岗岩碎石组成。坡高 30 m，后缘呈弧形，陡

坎高度 2m，滑动方向 175°，规模为小型。稳定性较

差 

无灾情 威胁乡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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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扎赉特旗泥石流隐患点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评估表 

序号 编号 灾害点位置 规模 发育特征及易发程度 危害程度 

1 ZAT06 
巴彦乌兰苏木达拉吐

嘎查海力素沟泥石流 
中型 

流域面积 8.13 km2， “U”型谷，主沟长

3000m，山坡坡度 25 度，植被覆盖率

25%。 

威胁人口 11 户 38 人，房屋 33 间，道路，输电线路，中

型。 

2 ZAT19 
新林镇育林村朱家沟

（原光辉沟）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0.8 km2，山坡坡度 30 度，主沟长

400m，植被覆盖率 55%。 
威胁 1 户居民 3 人 3 间房屋，输电线路，小型。 

3 ZAT20 
新林镇太平村南沟 

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1 km2，主沟长 800m，山坡坡度

30 度，植被覆盖率 65%。 
威胁 1 户居民 2 人，3 间房屋，农田，小型。 

4 ZAT21 
新林镇振兴村项家屯

北沟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0.8 km2，山坡坡度 30 度，主沟长

400m，植被覆盖率 70%。 
威胁 1 户居民 5 人，5 间房屋。农田、输电线路，小型。 

5 ZAT23 
新林镇河南村三八组

柳条沟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2 km2，“U”型谷，主沟长 2000m，

山坡坡度 30 度，植被覆盖率 70%。 
威胁 3 户居民 10 人，房屋 9 间，农田道路，中型。 

6 ZAT26 
阿尔本格勒海勒斯太

大坝屯南沟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5 km2，“U”型谷，主沟长 3000m，

山坡坡度 30 度，植被覆盖率 45%。 
威胁 3 户居民 9 人房屋 9 间，农田、输电线路，小型。 

7 

ZAT40 
宝力根花苏木呼日宝

力高嘎查东沟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3 km2，山坡坡度 30 度，主沟长

1600m，植被覆盖率 70%。 

威胁 10 户居民 39 人，房屋 30 间，道路，输电线路，中

型。 

8 

ZAT45 
巴彦高勒镇石头井子

村大梁沟泥石流 
中型 

流域面积 8 km2，“V”型谷，山坡坡度 30

度，主沟长 2000m，植被覆盖率 15%。 
威胁 21 户居民 70 人，房屋 63 间，农田，道路，中型。 

9 

ZAT46 
巴达尔胡镇那林扎拉

嘎村东沟泥石流 
小型 

流 域 面 积 8.2 km2，“V”型 谷 ， 主 沟 长

3000m，山坡坡度 30 度，植被覆盖率

60%。 

威胁 2 户居民 5 人，房屋 6 间，小型。 

10 

ZAT48 
宝力根花苏木呼日宝

力高嘎查胜利屯南沟 
小型 

流域面积 3 km2，主沟长 1400m，山坡坡度

30 度，植被覆盖率 60%。 
威胁 9 户居民 34 人，房屋 27 间，农田、道路，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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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ZAT49 

宝力根花苏木扎格斯

台嘎查楚伦格尔北沟

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1.447km2，沟道总长 1500m，山坡

坡度 15-30 度，中易发 
威胁 50 户居民 150 人、房屋 40 间、道路，小型 

12 

ZAT50 

胡尔勒镇查干珠日和

嘎查两家子村北沟泥

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0.35km2，沟道长 500m，山坡坡度

15-30 度，中易发。 
威胁 10 户居民 30 人、房屋 5 间、道路，小型 

13 

ZAT51 
巴彦高勒镇林场屯泥

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0.55km2，沟道长 580m，山坡坡度

15-30 度，中易发。 
威胁 20 户居民 60 人、房屋 30 间、道路，小型 

14 

ZAT52 
宝力根花苏木永发嘎

查北沟泥石流 
小型 

流域面积 4.55km2，沟道长 2500m，山坡坡

度 15-30 度，中易发 
威胁 40 户居民 130 人、房屋 30 间、道路，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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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编制的必要性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

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最大

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扎赉

特旗“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安排部署提供依据，保

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编制《内蒙古自治区扎

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

《规划》）。 

二、规划主要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内容由：规

划文本、附表、附件及附图四部分组成。 

（一）规划文本 

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为： 

1、前言：规划目的、适用范围、规划对象、规划期及

规划基准年； 

2、自然地理概况：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象水文、

人类工程活动； 

3、地质灾害及防治工作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现状、地

质灾害防治现状、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问题、地质灾害防

治面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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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

划目标； 

5、地质灾害易发分区与防治分区； 

6、地质灾害防治任务：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地质灾害基层风险防

控能力建设等。 

7、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概算 

8、保障措施 

（二） 附件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编制说明。 

主要内容为：规划编制的必要性、规划主要内容、规

划编制过程及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规划编制主要依据及

相关材料、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

算。 

三、规划编制过程及其它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一）规划编制过程  

2022 年 2 月，扎赉特旗自然资源局下达了《内蒙古自

治区扎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的编制

任务。2022 年 3 月，在充分收集地质灾害成果资料的基础

上，对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预警、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现状

进行调研，对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新发生的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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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点开展野外补充调查，分析地质灾害调查工作成果，

研究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现状，提出“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目标和任务，对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地质灾

害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 

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地质灾害调查报告

（1∶5 万）》，确定地质灾害点 36 处，其中崩塌 16 处、

滑坡 1 处、泥石流 10 处。通过野外调查，确定地质灾害隐

患点 40 处，包括原有地质灾害点 36 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

点 4 处，均为泥石流。 

2022 年 4 月-2022 年 5 月，编制规划文本、附表、规划

编制说明及相关附图。2022 年 6 月，征求各部门的意见，

对拟选出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进行分析和筛选。2022 年 6

月中旬，组织专家进行审查。会后，将《规划》文本送达

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二）相关规划衔接 

本规划主要和《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2021-2025 年）》、《扎赉特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相衔接。 

四、规划编制主要依据及相关成果 

（一） 规划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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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

发〔2011〕20 号）； 

3、《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实施纲要》； 

4、《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 

5、《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

2025 年）》 

6、《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工作

方案》； 

7、《扎赉特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 

（二）技术规范以及最新的调查研究成果 

主要包括 1∶10 万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5 万

地质灾害调查报告、《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1∶

50000）》（DZ/T 0261-2014）以及《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

价技术要求（1:50000）（试行）》。 

五、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 

根据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结合地形地貌、岩土体

类型等地质环境条件和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影响因素，

将扎赉特旗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划分为高易发区、中易

发区、低易发区和不易发区。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 



 

6 

 

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的北部至南部，包括新林镇、阿

尔本格勒镇、巴彦乌兰苏木、巴达尔胡镇北部、宝力根花

苏木。面积 4268km2，占全旗总面积的 38%。 

该区地貌为低山丘陵，地形起伏较大、地形切割强烈，

相对高差 100m-300m，树枝状冲沟发育。地层岩性主要为

侏罗系凝灰岩、安山岩、粗砂岩及燕山期花岗岩等。发育

地质灾害点 35 处，其中崩塌 22 处、泥石流 12 处、滑坡 1

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中型 6 处，小型 29 处。危害程

度中型 3 处，小型 32 处。 

该区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布区域与人类工程活动密

切相关。新林镇是扎赉特旗人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经济

活动十分活跃，切坡修路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察新线、

国道 G111 公路沿线崩塌较发育。低山丘陵沟谷发育容易引

发泥石流灾害，威胁沟口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 

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西部、中部，行政区划隶属于阿

拉达尔吐苏木、胡尔勒镇管辖。面积 1763km2，占全旗总面

积的 16%。 

本区地貌类型属低山丘陵区，地形起伏较大、沟谷较

发育，相对高差 100m-200m。地层岩性主要为侏罗系变质

砂岩、凝灰岩、安山岩。发育 2 处崩塌地质灾害，规模为小

型，威胁乡间公路，危害程度为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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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 

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中部低山丘陵区，面积 2821km2，

占总面积的 25%。行政区划隶属于阿尔本格勒镇、巴达尔

胡镇、巴彦扎拉嘎乡及巴彦高勒镇、音德尔镇大部分地区。 

该区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区，地势低缓，地形起伏较

小，沟谷发育一般。地层岩性主要由侵入岩、侏罗系角砾

凝灰岩、安山岩、灰岩等。发育地质灾害 3 处，1 处崩塌，

规模为小型，危害程度为小型；2 处泥石流，规模为中型，

巴彦高勒镇石头井子村大梁沟泥石流威胁沟口居民财产安

全，危害程度为中型。音德尔镇绰勒水库南路边崩塌，威

胁乡间公路。 

4、地质灾害不易发区（D） 

主要分布在扎赉特旗东部、南部，地貌类型为冲积平

原，行政区划包括图牧吉镇、好力保镇、努文木仁乡和音

德尔镇的部分地区。面积约 2302km2，占总面积的 21%。 

该区地势平坦开阔，由第四系全新统第四系冲积物组

成，植被较发育。地质环境条件简单，不具备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育额地形、地貌条件，现阶段尚未发

现地质灾害。 

六、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概算 

（一）经费概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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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仅对确认为扎赉特旗财政事权的地质灾害防治经

费进行概算。“十四五”期间扎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总经费概

算 175 万元。 

（二）经费概算依据 

按照相关预算标准，结合 2022 年物价水平，对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等各项部署内容分别进行经费估算。经费估算主要参考依

据如下： 

1、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

（2010）； 

2、《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0]174 号）； 

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

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 号）；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三） 经费估算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规划在“十四五”期间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项目资金

由自治区财政安排。每年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

查、应急调查等工作，平均每年所需经费估算约 10.00 万元，

5 年所需经费共计约 50.00 万元。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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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在“十四五”期间推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网络建设， 项目经费估算约 50.00 万元。每年组织开展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工作，其中日常业务平均每年所需

经费估算约 5.00 万元，5 年所需经费共计约 25.00 万元。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经费估算总额共计约 75.00 万元。 

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在“十四五”期间对 2 个地质灾害点实施工程治理。依据

相关预算标准，按照各项目的工作内容及工作量，工程治

理经费估算共计约 660.00 万元，拟申请自治区财政资金。 

4、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规划在 “十四五”期间组织每年开展基层风险防控能力

建设，包括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推动社会力

量参与防灾减灾等日常业务，平均每年所需经费估算约

10.00 万元，5 年所需经费共计约 50.00 万元。 

（四）经费估算汇总 

 “十四五”期间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经费估算总额约

175 万元，其中地质灾害调查经费估算约 50 元，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经费估算约 75 万元，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经费

估算约 50 万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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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赉特旗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预算    

（万元） 
备    注 

1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50   

1.1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 自治区财政 

1.2 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 50 全旗  

2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75   

2.1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 50  1 套 

2.2 群测群防、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25 日常业务  

3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3.1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660 2 处，自治区财政  

4 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50   

4.1 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25 日常业务 

4.2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25 日常业务 

5 信息化建设    

5.1 建设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 自治区财政 

合      计 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