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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界历次全会精神和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效降低地质灾

害风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陕

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陕西省工程建设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防

治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衔接《渭南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

五”规划》《大荔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结

合大荔县地质灾害现状、防治工作基础、面临的形势，编制《大

荔县地质灾害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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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类工程活动引

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滑坡、崩塌、地面塌陷、地裂缝、

泥石流、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规划》总结了“十三五”期间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

效，确定了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点防治区，明确了“十四五”

期间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目标，对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

综合治理、风险管控、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规划部署，提出了规

划实施的保障措施。是大荔县“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指导性文件。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1～2025年。《规

划》适用范围为大荔县所辖行政区域。



2

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况

大荔县隶属于陕西省渭南市，位于陕西关中渭北平原东部，

南部与华州区、华阴市、潼关市交界，北部与澄城县、合阳县接

壤，西部与蒲城县、临渭区相连，东临黄河与山西相望，素有“三

省通衢，三辅重镇”之称。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43′—110°19′，北

纬34°36′—35°02′，东西约50km，南北约50km，总面积1690.6km2。

全县辖 15个镇，2个街道，272个行政村，总人口 592888人。

规划基准年 2020年，大荔县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75.51

亿元，同比增长 2.1%；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115元，

同比增长 6.9%；全年财政总收入 3.4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2.01

亿元。

（二）地质环境特点

大荔县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呈坡阶式递降，地面趋向渭河、

洛河倾斜，海拔高度为 329.0~533.5m。地貌分为黄土台塬、渭洛

河阶地、洛南沙苑、黄河滩四个类型。黄土台塬和阶地边缘区滑

坡、崩塌地质灾害较发育，洛南沙苑区、黄河滩地区地势平坦开

阔，地质灾害不发育。

大荔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均气

温 13.4℃，极端最高气温 42.8℃，极端最低气温-16.2℃，年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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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 514mm，降雨主要集中在 7月、8月。大荔县境内主要河流

有黄河、渭河、洛河。

大荔县境内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近系和第四系地层组成，

县境内有张桥~新池断裂、双泉~临漪断裂 2条区域性大断裂和 4

条小断裂。黄土台塬区和渭洛河阶地区有多条断裂带经过渭河阶

地区，地裂缝多沿断裂带呈东西向展布。

大荔县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于关中盆地，地震基本烈度为

Ⅷ度。关中盆地是我国一条重要的活动地震带，历史上发生过

多次破坏性地震，其中破坏性最强、影响最广的地震是 1501年

朝邑 7级地震和 1556年华县 8.25级地震。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

大荔县震感强烈。

（三）地质灾害现状

截止 2020年底，大荔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43处，截止 2023

年 4月底，大荔县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未发生变化。地质灾害隐

患点按类型有滑坡、崩塌、地裂缝、地面塌陷四种。其中滑坡 8

处，崩塌 23处，地裂缝 10处，地面塌陷 2处；按规模等级有大

型 1处，中型 10处，小型 32处；按险情等级有大型 1处，中型

29处，小型 13处。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共威胁 440户 1669人

1766间房屋，潜在经济损失 9417.5万元。

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共分布在 6个镇，其中范家镇 14处，

段家镇 12处，安仁镇 7处，两宜镇 5处，冯村镇 4处，朝邑镇



4

1处。段家镇、范家镇、安仁镇崩塌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

较多，地裂缝隐患点主要分布在两宜镇、冯村镇。

（四）“十三五”防治成效

“十三五”期间，大荔县有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 47处，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自然资源部门的指导下，按

照“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要求，以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

设实施方案为契机，在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避灾搬迁、

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工作有序开展，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

5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 1处，部署开展了 14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综合治理工作。完成了《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

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

1、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大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

县长担任组长，自然资源、应急、气象、交通、住建、水务等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执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各级应急组织体系协同联动，保证突发地质

灾害防治应急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最大程度的减轻地质灾害造

成的损失。

2、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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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部署完成了大荔县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

作，查清了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和风险底数，划分了地质灾害易发

区、风险区及重点防治区。

每年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三查”工

作，及时准确掌握灾害体变化情况，动态更新地质灾害数据库。

加强风险源头管控，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规范了建设

工程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及时监督检查。“十三五”期间，

累计派出排查小组 90人次，累计排查巡查隐患点 235次，开展

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10次，应急处置灾情险情 3处。

3、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和监测预警能力逐步提高

截至 2020年底，全县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43处全部

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对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群测群防维护、

升级，落实了责任人、监测人，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隐患点基础信

息，汛前发放“两卡预案”，汛期加强地质灾害监测。“十三五”期

间累计发放“两卡”215余张。通过演练、宣传、培训将灾害类型、

规模、诱发因素、潜在危险、预警信号、撤离路线、对口安置点

和报警电话等告知受灾村民，确保群众及时有效避险。

建立了“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体系，健全

了县、镇、村三级监测网络体系，对 2个重点隐患点安装专业监

测预警设备并连接省厅监控系统，动态掌握风险变化情况。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联合气象局、水务局等部门，进一步加强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合作，升级完善了地质灾害气象预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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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利用大荔县地质灾害短信预警发布平台，迅速及时的将气象

预警信息、地质灾害预防措施发送给隐患点监测人、责任人和相

关人员手中，极大的提高了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的及时性和有效

性，使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发布

灾害气象预警预报 150次。

4、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十三五”期间，中省、市和县财政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约

2046.6万元，认定核销 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洪善村地面塌陷、

洪善村崩塌、南干二组崩塌、对娄沟崩塌、安一安三地裂缝）。

通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结合大荔县实际情况，

部署开展了 1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综合治理工作，其中工程治

理 7处（华原村滑坡、加北村滑坡、寨子上崩塌、西窑崩塌、解

放村三组滑坡、营北村崩塌、西河坡崩塌）、排危除险项 7处（东

关巷崩塌、党家窑地裂缝、西太夫地面塌陷、东崖北巷崩塌、金

水村二组崩塌、小荀村地裂缝、老婆崖崩塌）。消除受威胁群众

137户 502人，避免财产损失 3042万元，有效保障了受威胁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地质灾害防灾避灾能力持续增强

大荔县完成了范家镇、安仁镇、冯村镇、段家镇、两宜镇、

朝邑镇 6个镇的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工作，配备了地质灾害防治所

需的 GPS、罗盘、皮尺、钢卷尺、电脑等设备设施。积极加强地

质灾害宣传培训，利用“4.22世界地球日”、“5.12防灾减灾日”等



7

活动，采取多平台多形式多渠道，通过印发宣传画册、挂图、宣

传资料，通过电视、广播、展板、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宣传地质

灾害防治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灾意识。举办地质灾害防治知

识培训班，普及突发地质灾害预防、辨别、避险、自救等知识，

每年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提高地质灾害防治人员对突发性地

质灾害的应对能力及受威胁群众的避险和自救能力。

“十三五”期间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76场次，参演人数达

3200人次；共举办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 125次，累计培训各

乡镇群测群防和隐患点监测人员约 6000人次，共计发放宣传资

料约 7500份。

6、“平战结合”取得技术成效

自 2016年以来，借助地勘单位的技术优势，搭建地质灾害

“平战结合”体系，采用“对口到市，派驻到县”的方式，对在册地

质灾害隐患点每年开展汛前排查、汛中排查、汛后核查的“三查”，

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同时加强日常隐患巡查工

作，动态巡查，重点核查，及时发现险情，及时组织撤离。对各

类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更新地质灾害管理平台信息，修订防灾预

案，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十三五”期间，“平战结合”技

术单位共提供应急技术支撑 25次，开展应急调查 10起。

（五）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1、新时代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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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新时代防灾减灾新

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防灾

减灾和重大突发公众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渭南市委、市政府提出

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城镇建设进程相适应的自然灾害防治体

系，全面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2、地灾防治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全县每年汛前检查、汛中排查、汛后核查时往往人员紧缺，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评估、监测等大量技术性工作，主要

由地勘单位承担，自然资源部门地灾防治工作人员队伍数量、质

量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尤其乡镇级地质灾害防治基础尤为薄

弱，普遍缺少专业技术方面人才，难以满足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需要。

3、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大荔县隐患点的监测预警方式仍以群测群防为主，群测群防

员专业化和信息化程度不高，专业监测覆盖面小，专群结合的监

测预警体系有待完善。

4、工程建设地灾评估工作有待加强

大荔县产业经济结构以旅游和农业为主，人类工程活动主要

包括取土建房、灌溉和鱼塘水池建设、道路交通建设等，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明显。全县目前已经基本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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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尚不能完全实施到位，工程活动

引发地质灾害仍有可能发生。

5、防治工作机制还需进一步优化。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基本仍以政府财政为主，还未完全形

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投入的资金渠道，地质灾害避让搬

迁资金投入仍不足。地质灾害防治仍以隐患点管控为主要模式，

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制度和措施还不够完善，地质灾害“隐患点+

风险区”双管控的工作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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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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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界历次全会精神和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常态减灾

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

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的防灾救灾减灾新理念；

加强调查评价、提高监测预警、管控隐患源头、降低灾害风险，

建立科学高效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从大荔县的实际情况出发，

以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为重点，以群测群防为主要手段，以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为目标，为新时代大荔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完善地质灾害

防治体系，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

救技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建立以群测群防、专业监测、预报预警为基础的“人防+技防”

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推进以避险搬迁和工程治理相结合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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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隐患点消除机制。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估工作，提高应急

避险和快速救援处置能力。

3、坚持“谁引发、谁治理”

工程建设等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

担；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由各级政府负责。

4、坚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

根据灾害隐患点具体情况实施地质灾害隐患点分级管理，按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和稳定性分步实施搬迁避让、治理任务。选择

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工程、重要灾害隐患点，集中力量加

以防治。统筹规划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分阶段完成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任务。

5、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原则，落实政府、部

门等各级职责，积极调动广大群众，发挥社会各方力量在防灾减

灾中的作用，人防和技防并重，形成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合力。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十四五”期间，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总体目标：通过地

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实施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

风险管控和能力建设工程，完成全县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一张图，

构建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新体系；有效推进地质灾害风险区调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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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工作，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水平，加强地质灾害专业

监测平台建设，构建预警预报智能化、风险防控精细化新机制；

持续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防治能力，加强基层地质灾害防灾

能力建设，初步形成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全县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降低地质灾害风险，切实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具体目标

（1）持续做好地质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年度三查

工作。到 2022年底，全面完成县级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工作。

（2）做好群测群防系统维护与升级、加强专业监测、普适

性监测和气象预警系统升级，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

网络体系。配合省、市级建成集监测、预警、预报和采集为一体，

实时连接省市县三级的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一个平台”，构建专

群结合、点面结合、省市县互联互通的监测预警“一张网”。

（3）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完成 3处隐患点

工程治理，1处隐患点进行搬迁避让，2处隐患点实施专业监测；

对已完成综合治理的 1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工程验收和核

销工作，及时更新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对突发地质灾害险情进

行应急处置；切实规范切坡取土、道路建设等工程活动，从源头

上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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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断壮大地质灾害防治人才队伍，优化队伍结构。加

强县、镇两级地质灾害防抢撤机制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装

备救灾及物资建设，提升地质灾害应急能力。

（5）加强与“平战结合”技术支撑单位合作，充分发挥地勘

单位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技术优势，提升地质灾害防治专业水

平。通过应急演练、科普宣传、专业培训等方式提高群测群防人

员、受威胁群众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防灾能力，全面提高风

险防御和应急技术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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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灾害区划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大荔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结果，结合大荔县地质环

境条件、地质灾害分布特征、人类工程活动等实际情况，将全县

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为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低易发区（C）

和非易发区（D）3个区（详见附图 1、附表 2）。

1、中易发区（B）

中易发区总面积 51.36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3.03%。位于大

荔县县域内西北部黄土台塬区和渭洛河阶地的区，区内共有地质

灾害隐患点 33处，其中崩塌 22处，滑坡 8处，地裂缝 3处，主

要分布于金水沟-紫阳黄河古岸陡崖和北党-雷宋洛河沿岸边坡，

威胁 311户 1174人 1250间房屋，威胁财产损失 6827.45万元。

该区划分为 3个中易发分区。

B1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洛河阶地区，段家镇北部，面积

5.59km2。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9处，其中滑坡 2处，崩塌 7

处，主要分布于北党-雷宋洛河沿岸边坡。

B2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黄土台塬区和渭洛河阶地斜坡地

带，段家镇南部、冯村镇北部、许庄镇北部、双泉镇北部，面积

31.62km2，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处，灾害类型为地裂缝。

B3区：位于大荔县北部冲沟两侧及东部渭洛河一级阶地区，

范家镇、安仁镇、朝邑镇东部区域，面积 14.15km2，区内共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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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隐患点 21处，其中滑坡 6处，崩塌 15处，主要分布于金

水沟-紫阳黄河古岸陡崖。

2、低易发区（C）

低易发区总面积 78.11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4.60%。位于大

荔县县域内西北部渭洛河阶地区，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6处，其

中崩塌 1处，地面塌陷 1处，地裂缝 4处。威胁 61户 250人 244

间房屋，威胁财产损失 1230.04万元。该区划分为 2个低易发分

区。

C1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渭洛河阶地区，段家镇北部，面

积 32.87km2，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处，其中崩塌 1处，地

裂缝 1处，地面塌陷 1处。

C2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黄土台塬和渭洛河阶地接触地带，

段家镇南部、冯村镇北部、许庄镇北部、双泉镇北部。面积

45.24km2，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处，灾害类型为地裂缝。

3、非易发区（D）

非易发区总面积 1566.88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92.37%。分

布于大荔县黄土台塬区、渭洛河阶地区及黄河滩的大片平原地

区。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4处，其中地面塌陷 1处，地裂缝

3处。威胁 68户 245人 272间房，威胁财产损失 1360.00万元。

该区划分为 3个非易发分区。

D1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黄土台塬区，段家镇中部，面积

26.40km2，区内无地质灾害隐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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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区：位于大荔县北部黄土台塬区，两宜镇北部，面积

51.90km2，区内无地质灾害隐患点。

D3区：位于大荔县中部渭洛河阶地区和东部河漫滩，包括

埝桥镇、城关镇、羌白镇、下寨镇、苏村镇、官池镇、韦林镇、

赵渡镇及许庄镇、安仁镇、两宜镇、范家镇、朝邑镇部分区域，

面积 1488.58km2。区内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4处，其中地面塌陷 1

处，地裂缝 3处。

（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根据全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结果，结合我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分为重点防

治区（Ⅰ）、次重点防治区（Ⅱ）、一般防治区三个区（Ⅲ）。（详见

附图 2、附表 3）

1、重点防治区（Ⅰ）

重点防治区总面积 31.42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1.85%。分布

于大荔县县域内西北部黄土台塬斜坡地带和渭洛河阶地的边缘

地带，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3处，其中崩塌 22处，滑坡 8

处，地裂缝 3处，主要分布于金水沟-紫阳黄河古岸陡崖和北党-

雷宋洛河沿岸边坡，威胁 311户 1174人 1250间房屋，威胁财产

损失 6827.45万元。该区划分为 3个重点防治分区。

Ⅰ1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洛河阶地区，段家镇北部，面积

5.59km2。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9处，其中滑坡 2处，崩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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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主要分布于北党-雷宋洛河沿岸边坡。灾害点密度 1.61个

/km2。

Ⅰ2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黄土台塬和渭洛河阶地边缘接触地

带，段家镇南部、冯村镇北部、许庄镇西北部，面积 17.46km2，

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处，灾害类型为地裂缝。灾害点密度

个 0.17/km2。

Ⅰ3区：位于大荔县北部冲沟两侧及东部渭洛河一级阶地区，

范家镇、安仁镇、朝邑镇东部区域，面积 8.37km2，区内共有地

质灾害隐患点 21处，其中滑坡 6处，崩塌 15处，主要分布于金

水沟-紫阳黄河古岸陡崖。灾害点密度个 2.51/km2。

2、次重点防治区（Ⅱ）

次重点防治区总面积 68.52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4.04%。分

布于大荔县县域内西北部段家镇黄土台塬区、北部双泉镇、两宜

镇黄土台塬区、范家镇渭洛河一级阶地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

点 6处，其中崩塌 1处，地面塌陷 1处，地裂缝 4处。威胁 61

户 250人 244间房屋，威胁财产损失 1230.04万元。该区划分为

4个次重点防治分区。

Ⅱ1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黄土台塬和洛河阶地区，段家镇

北部，面积 33.43km2，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处，其中崩塌

1处，地裂缝 1处，地面塌陷 1处。灾害点密度 0.09个/km2。

Ⅱ2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黄土台塬和渭洛河阶地边缘地带，

段家镇南部、冯村镇北部、许庄镇西北部。面积 11.05km2，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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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处，灾害类型为地裂缝。灾害点密度 0.09

个/km2。

Ⅱ3区：位于大荔县北部渭洛河阶地区，双泉镇、两宜镇北

部，面积 18.26km2，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2处，灾害类型为

地裂缝。灾害点密度 0.11个/km2。

Ⅱ4区：位于大荔县北部金水沟两侧，范家镇、两宜镇北部，

面积 5.78km2，区内地形起伏较大，人类工程活动较少，无地质

灾害隐患点。

3、一般防治区（Ⅲ）

一般防治区总面积 1596.41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94.11%。

位于大荔县渭洛河阶地区与黄河滩的大片平原地区。区内共有地

质灾害隐患点 4处，其中地面塌陷 1处，地裂缝 3处。威胁 68

户 245人 272间房，威胁财产损失 1360万元。该区划分为 2个

一般防治分区。

Ⅲ1区：位于大荔县西北部黄土台塬区，段家镇中部，面积

26.40km2，区内无地质灾害隐患点。

Ⅲ2区：位于大荔县中部渭洛河阶地区及东部河漫滩，包括

埝桥镇、城关镇、羌白镇、下寨镇、苏村镇、官池镇、韦林镇、

赵渡镇及许庄镇、安仁镇、两宜镇、范家镇、朝邑镇部分区域，

面积 1570.01km2，区内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4处，其中地面塌陷 1

处，地裂缝 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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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防范对象

1、重点防治镇

根据地质环境条件、人类工程活动、隐患点分布等，全县确

定 3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镇：范家镇、段家镇、冯村镇。重点防

范村为冯村镇北堡村。

范家镇位于大荔县县域内东北部，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分布

于渭洛河阶地与黄河滩地区的接触地带，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和

滑坡。段家镇位于县域内西北部，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分布于黄

土台塬边缘斜坡地带和渭洛河阶地接触地带，地质灾害类型为崩

塌和滑坡。冯村镇位于县域内西北部，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分布

于黄土台塬边缘斜坡地带，地质灾害类型为地裂缝。

2、重点防治地段

范家镇黄河古岸陡崖沿线 13km范围为重点防治地段，该地

段位于县域东北部黄土台塬边缘斜坡地带与渭洛河阶地接触地

带，人类工程活动强烈，主要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和滑坡，威胁

对象为周边村庄住户。

3、重点防治交通干线

县域西北部候西铁路自西向东穿过段家镇，全长 11.4km，

沿线部分区域位于黄土台塬与渭洛河阶地区陡坎地带，存在滑坡

潜在危险，交通主管部门应做好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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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

防治工作总体部署按照“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区域展开、

重点突破”“地质灾害防治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的原则，

划分防治区。要求对所有灾害点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选择重要地

质灾害点进行专业监测，对稳定性差、危险性大、直接威胁镇及

学校等人口密集区的灾害点进行工程治理，对威胁村庄人口较少

的一般地质灾害点进行简易治理或搬迁避让。

结合我县地质灾害现状、发展趋势预测及面临的问题，按照

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风险管控、能力建设等方面开

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一）调查评价

1、开展地质灾害年度“三查”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专业队伍持续开展“汛前

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工作，实现灾情和险情早发现、早

预防。交通、水务、住建等部门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做

好本系统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等工作，共同防治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认定与核销工作依据《陕西省地质灾害

隐患点调查认定与核销管理办法》，按照“实地调查、专家认定、

行政审核、年度统一汇总更新”的方式开展。对新发现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进行调查认定，及时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对于已实施工

程治理、搬迁避让措施并通过验收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开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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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工作，确保地质灾害系统库的动态更新。规划期内拟核销

15+14（综防工程治理的）处，移交 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2、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争取申请中省资金，部署开展城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主要完成地质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风险

评估与区划等工作，为全县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提供风

险信息和决策依据。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模式。

3、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地质灾害应急调查是灾险情发生后的一项重要技术工作。大

荔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应急管理局、平战结合技术支撑单位，对突

发地质灾害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工作，提交应急调查报告，为

地质灾害决策提供基础依据。

（二）监测预警

1、构建地质灾害动态监测网

按照“专群结合、点面结合、省市县互联”的要求，对稳定性

差、险情等级高、搬迁和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地

表位移、地表裂缝等监测。到 2023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全县地质

灾害专业监测网络，专业监测信息系统纳入省厅建成省市县一体

化地质灾害预警系统中。

2、做好群测群防隐患点维护与升级工作

继续做好全县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维护升级工作，

完善县-镇-村（组）群测群防的管理体系，健全以村干部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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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胁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为群测群防员配置个人装

备，开展防灾培训，提升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水平。

3、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体系

按照“省级预报到市、县级预报到乡镇、乡镇级预报到村”的

要求，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建立以县为单元，

镇村为对象，自然资源、应急、气象、水利等多部门联合的监测

预警信息共享平台和短时临近预警应急联动机制。实现在汛期特

别是遭遇严重灾害性天气时，能根据雨情变化，提早发布预警信

息、部署紧急应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到 2023年协同配合市级建成基于多远数据驱动的市县一体

化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报系统，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提示

单。

4、建立地质灾害风险综合管理平台

在地质灾害信息综合管理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信息集

成、智能分析、风险研判、决策支撑和应急响应等功能，实现地

质灾害风险“一张图”实时动态管理，到 2025年底，协同配合市

级初步建成市县统一的地质灾害风险综合管理平台。

（三）综合治理

1、工程治理

以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为契机，对规模较大、稳定性

差、具有严重危害性和危险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选择有相应资

质的技术单位进行勘查设计并及时申报纳入项目管理系统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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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程治理。已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隐患点，做好后续日常

维护工作。规划期内对 1处隐患点开展工程治理。

2、搬迁避让

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对工程治理费用高、治理难

度大、危害严重且自然环境条件差、不适宜人居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结合城镇建设规划、避灾搬迁政策等，实施搬迁避让，及时

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规划期内对

1处隐患点（北堡村地裂缝）按照搬迁计划，逐步有序的进行搬

迁。

3、应急治理

针对大荔县汛期地质灾害易发性、突发性特点，对出现险

情的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或突发地质灾害，依托技术支撑单位，

开展应急治理工程，确保受威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四）风险管控

“十四五”期间严格执行《陕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陕西

省工程建设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防治办法》，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

进行工程建设，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防范工程建

设引发加剧地质灾害。明确项目建设单位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

任，明确行业监管部门的职责，确保建设工程与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达到风险管控的目的。充

分发挥“平战结合”队伍的技术支撑作用，对县辖区内重要工程建

设活动检查、抽查《条例》和《办法》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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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结果，按照风险管理的对策建

议，做好地质灾害风险管控，逐步构建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

双控模式。全面推进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由政府组织

开展，评估成果统一提供给区内建设项目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使

用，以减少评估数量，简化评估程序。规划期内拟开展大荔县经

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地质灾害评估工作。

（五）能力建设

1、地质灾害培训

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应定期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工作。

针对各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政策法

规和防灾减灾业务技能培训；针对村组干部及群测群防人员，开

展地质灾害识别和日常监测技能培训，确保基层地质灾害防治人

员全面掌握“四应知”、“四应会”、“五到位”；针对隐患点受威胁

群众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知识培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自救能

力。规划期内每年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和隐患点专业知识讲解

宣传，确保全部地质灾害隐患点培训宣传全覆盖。

2、宣传与演练

加大地质灾害宣传力度，在每年“4.22世界地球日”、“5.12

防灾减灾日”、“6.5世界环境日”等节日利用广播、电视、微信、

宣传册、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性科普教育。重点宣传对

象为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村镇干部、群众、工程建设单位及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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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员，确保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员全部宣传到

位。

县、镇两级政府应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地质灾害应急避

险演练，包括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演练、应急技术支撑演练和应急

响应联动演练等。通过应急避险演练，使受威胁群众熟悉紧急避

险信号、撤离路线、临时避险场所，提高应急避险能力。规划期

内按要求每年开展应急避险演练，确保全部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

演练全覆盖。

3、“平战结合”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平战结合”技术支

撑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技术队伍优势。技术支撑单位在战时

承担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应急排查及报告编制、灾害现场救援技

术方案编制、灾后治理方案编制等工作，日常配合自然资源局做

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核查、宣传培训、演练等工作，参与县

级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作。

4、人才队伍建设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陕西省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的实施意

见》和《陕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充分发挥陕西省地质

灾害防治专家库、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地质灾害专业组专家在突发

地质灾害事件处理、应急管理与咨询、调查评估与认定、决策建

议、制度制定、教育培训等工作中的作用，保证相应数量的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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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技术人员，遇突发地质灾害时，提供应急指导、咨询和

决策建议。县自然资源局补充至少 1名接受过专业培训，并取得

培训证书的人员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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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估算

（一）估算依据

（1）调查评价类：依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

算标准（2020年试用）》；

（2）监测预警类：依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

算标准（2020年试用）》；

（3）综合治理类：依据《陕西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

编制规定》（陕发改项目［2017］1606号）及配套定额、标准，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国家计委、建设部，2002年）；

（4）能力建设类：依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

算标准（2020年试用）》，并结合市场价格确定。

（二）经费估算及投资构成

“十四五”期间，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主要任务紧紧围绕地质

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风险管控、能力建设五个

方面安排部署，总经费估算 936.7万元。资金组成主要来源于中

央、省财政补助和市、县财政筹资，同时鼓励社会投资。

资金来源申请中央、省财政补助资金 70.0 万元，市级政补

助资金 20.0 万元，县级财政筹资 846.7 万元。规划经费中调查

评价费用含在平战结合技术支撑费用中；监测预警 40.0 万

元，占总经费的 4.3%；综合治理 710.0 万元，占总经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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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风险管控 29.2万元，占总经费的 3.1%；能力建设 157.5

万元，占总经费的 16.8%。

（三）年度经费安排

年度经费安排如下：2021年防治经费 49.5万元；2022年防

治经费 49.5万元；2023年防治经费 78.7万元；2024年防治经费

329.5万元；2025年防治经费 42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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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主体责任

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县人民政府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实施，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做好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与管理工作，各镇人民政府为

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主体，应急、气象、水务、交通、住建

等行业部门，在做好本系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密切

配合，共同防治地质灾害。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将规划目标和防治任务分解为年度计划，制定具

体措施，实行严格的年度考核和政绩评价。

（二）严格监督评估，确保防治工作落实到位

建立规划实施的管理、监督和评估制度，严格落实规划实施

中期和终期评估，确保规划实施、内容、过程、结果可控。加大

政务公开，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知情权。对监

管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

（三）加大资金筹措，确保防治项目顺利实施

将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正常进行。同时要积极争取中省市财政补助资金，鼓励、

吸引社会资金，确保防治项目资金到位。切实监管好专项防治资

金，确保专款专用。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其防治经费利

用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按计划投入使用；经认定属于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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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坚持“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

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和费用，财政和审计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四）健全各项制度，依法依规开展防治工作

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防治调查、规划、监测与预报、灾情速报、

应急管理、动态更新等制度，依法行政，加强监管，依法促管，

依法促治。水务、交通、住建等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工程建

设领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责任认定

与处理等制度，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有序

有效监督管理。

（五）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水平

发挥“平战结合”技术支撑单位优势，为我县提供地质

灾害技术支撑服务。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支

撑作用，加强区域合作和对外交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

地质灾害防治机构合作，开展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

应用，加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升地质灾害

防治科技水平。

（六）强化舆论宣传，增强防治意识

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通过

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多形式、多渠道的将地质灾害防治政

策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到责任单位、责任人、监测人及受地质

灾害威胁的群众，进一步提高监测预警预报的及时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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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则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附图，附图与规划文本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本《规划》由大荔县自然资源局解释。

本《规划》自大荔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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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大荔县地质灾害基本特征及防治规划一览表

序号 野外编号 名称 地理位置 灾害类型 规模等级

威胁对象

险情等级 危害性 风险等级 防治建议住户

(户)

人口

(人)

房屋

(间)

财产

（万元）

1 DL0001 小坡崩塌 安仁镇 崩塌 中型 3 8 12 70 中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2 DL0002 寨子上崩塌 安仁镇 崩塌 小型 5 26 20 125 中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3 DL0003 东寨子崩塌 安仁镇 崩塌 小型 8 32 32 170 中型 高 中 工程治理

4 DL0004 老婆崖崩塌 安仁镇 崩塌 中型 0 0 0 18.7 中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5 DL0005 东崖北巷崩塌 安仁镇 崩塌 小型 2 6 8 40 中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6 DL0006 东巷崩塌 安仁镇 崩塌 中型 2 5 8 80 中型 高 中 工程治理

7 DL0007 北堡地裂缝 冯村镇 地裂缝 小型 69 290 276 1380 中型 极高 高
专业监测、

搬迁避让

8 DL0008 严庄地裂缝 冯村镇 地裂缝 大型 82 318 328 1640 中型 极高 高
专业监测、

搬迁避让

9 DL0009 党家窑地裂缝 冯村镇 地裂缝 小型 0 0 0 0 小型 低 低 搬迁避让

10 DL0010 二家台地裂缝 冯村镇 地裂缝 小型 9 43 36 190 中型 中 中 搬迁避让

11 DL0011 西窑崩塌 段家镇 崩塌 中型 21 79 84 420 中型 中 中 群测群防

12 DL0012 北湾地面塌陷 段家镇 地面塌陷 小型 0 0 0 0 小型 低 低 群测群防

13 DL0013 东坡底崩塌 段家镇 崩塌 小型 0 0 0 10 中型 高 低 工程治理

14 DL0014 西河坡崩塌 段家镇 崩塌 小型 13 43 52 290 中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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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野外编号 名称 地理位置 灾害类型 规模等级

威胁对象

险情等级 危害性 风险等级 防治建议住户

(户)

人口

(人)

房屋

(间)

财产

（万元）

15 DL0015 花城水站地裂缝 段家镇 地裂缝 小型 1 3 4 20.04 中型 中 低 搬迁避让

16 DL0016 红旗水站崩塌 段家镇 崩塌 小型 2 4 8 46 中型 中 中
群测群防

、移交

17 DL0020 南干五组崩塌 范家镇 崩塌 中型 4 15 16 115 中型 中 中 工程治理

18 DL0022 东关巷崩塌 范家镇 崩塌 小型 0 0 0 0 小型 低 低 群测群防

19 DL0023 王家巷崩塌 范家镇 崩塌 小型 5 11 20 110 中型 高 中 工程治理

20 DL0024 下辛一组崩塌 范家镇 崩塌 小型 5 23 24 130 小型 高 中 工程治理

21 DL0025 营南村四组崩塌 范家镇 崩塌 小型 4 19 16 90 中型 高 中 排危除险

22 DL0026 辛村滑坡 范家镇 滑坡 小型 0 0 0 21 中型 高 中 工程治理

23 DL0027 金水村二组崩塌 范家镇 崩塌 小型 6 26 24 156.2 中型 高 低 群测群防

24 DL0028 寺北沟崩塌 范家镇 崩塌 小型 3 5 12 85 中型 高 中 搬迁避让

25 DL0029 裕西村滑坡 范家镇 滑坡 小型 5 15 20 135.2 中型 高 低 工程治理

26 DL0030 华原村滑坡 范家镇 滑坡 小型 34 134 136 808 中型 高 高 群测群防

27 DL0031 南健村地裂缝 两宜镇 地裂缝 小型 13 48 52 260 中型 极高 中 搬迁避让

28 DL0032 西太夫地面塌陷 两宜镇 地面塌陷 小型 4 12 16 80 小型 低 低 群测群防

29 DL0033 寄楼村地裂缝 两宜镇 地裂缝 中型 37 135 148 740 中型 高 高 搬迁避让

30 DL0034 丰润村地裂缝 两宜镇 地裂缝 中型 17 77 68 340 中型 极高 中 搬迁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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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野外编号 名称 地理位置 灾害类型 规模等级

威胁对象

险情等级 危害性 风险等级 防治建议住户

(户)

人口

(人)

房屋

(间)

财产

（万元）

31 DL0036 小荀村地裂缝 安仁镇 地裂缝 中型 9 31 36 180 中型 中 中 群测群防

32 DL0037 新寨子巷崩塌 朝邑镇 崩塌 小型 9 25 36 188 大型 高 中 工程治理

33 DL0038 花城一级水站崩塌 段家镇 崩塌 小型 1 2 4 25.5 中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移交

34 DL0039 育红西河水站崩塌 段家镇 崩塌 小型 0 0 1 25.5 中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35 DL0040 北至水站崩塌 段家镇 崩塌 中型 0 0 0 5.75 小型 高 低
群测群防

、移交

36 DL0041 五洞水站滑坡 段家镇 滑坡 小型 0 0 1 12.5 小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移交

37 DL0042 后河村崩塌 段家镇 崩塌 小型 6 22 24 126 小型 高 中 搬迁避让

38 DL0043 营北村崩塌 范家镇 崩塌 中型 18 60 72 390 小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39 DL0044 解放村三组滑坡 段家镇 滑坡 小型 17 54 68 361 小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40 DL0048 加北村滑坡 范家镇 滑坡 小型 8 31 32 173.1 小型 高 中 群测群防

41 DL0049 南乌牛滑坡 范家镇 滑坡 小型 0 0 0 0 小型 低 低 工程治理

42 DL0050 金水村滑坡 范家镇 滑坡 小型 0 0 0 0 小型 低 低 工程治理

43 DL0051 东太夫地裂缝 两宜镇 地裂缝 小型 18 67 72 360 中型 中 中 搬迁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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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大荔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

分区

名称

面积

（km2)

占全区

比例

（%）

分区

编号

分区

面积

（km2）

灾点数量

（个）
孕灾地质条件

地质灾害发育

特征
承灾体情况

中易

发区

（B）
51.36 3.03

B1 5.59 9 分布于西北部黄土台塬

区和渭洛河阶地区，地质

灾害主要分布于金水沟-
紫阳黄河古岸陡崖和北

党-雷宋洛河沿岸边坡。

地形起伏剧烈，人类工程

活动强烈，受强震、强降

等因素影响下易诱发地

质灾害。

共发育地质灾害

33处，其中崩塌

22处、滑坡 8处、

地裂缝 3处。

威胁 311户 1174
人 1250间房屋，

威胁财产损失

6827.45万元。

B2 31.62 3

B3 14.15 21

低易

发区

（C）
78.11 4.60

C1 32.87 3 分布于西北部黄土台塬

区和渭洛河阶地区，人类

工程活动较强烈。

共发育地质灾害

6处，其中崩塌 1
处，地面塌陷 1
处，地裂缝 4处。

威胁 61户 250人
244间房屋，威

胁财产损失

1230.04万元。
C1 45.24 3

非易

发区

（D）
1566.88 92.37

D1 26.40 0 分布于渭洛河阶地区与

黄河滩的大片平原地区，

区内整体地形平坦，地形

起伏较小，地裂缝零星分

布。

共发育地质灾害

4处，其中地面

塌陷 1处、地裂

缝 3处。

威胁 68户 245人
272间房屋，威

胁财产损失

1360.00万元。

D2 51.90 0

D3 1488.5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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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分区表

防治分区
面积

(km2)

占全区

比例

（%）

分区

编号

分区面积

(km2)
灾点数量

（个）

密度

(个/km2)
防治工作重点

重点防治区

（Ⅰ）
31.42 1.85

Ⅰ1 5.59 9 1.61 严控县域东部黄河古崖、西北部洛河阶地陡坎

全线禁止开挖取土，工程规划阶段需进行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加强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

防治监督和管理工作；区内已有灾点完善地质

灾害群测群防，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Ⅰ2 17.46 3 0.17

Ⅰ3 8.37 21 2.51

次重点防治区

（Π）
68.52 4.04

Π1 33.43 3 0.09
工程规划阶段需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加

强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防治监督和管理工

作；区内已有灾点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做

好汛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对新增地质灾害纳

入群测群防管理体系。

Π2 11.05 1 0.09

Π3 18.26 2 0.11

Π4 5.78 0 0

一般防治区

（Ш） 1596.41 94.11
Ш1 26.40 0 0 区内多为河流平坦阶地、河漫滩和黄土塬地

区，地势平坦开阔。已有地裂缝做好监测工作

及汛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Ш2 1570.01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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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大荔县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经费估算表

防治项目名称 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经费估算

(万元)
经费筹措（万元） 投入年限（年）

中、省 市级 县级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一、调查评价 0

（一）汛期“三查”、
应急调查

年度“排查、巡查和核查”、突发地

质灾害应急调查（费用列入平战结

合技术支撑中）

年 5 0

二、监测预警 40.0 40.0 8.0 8.0 8.0 8.0 8.0
（一）群测群防 群测群防系统维护与升级 个 43 0.8 35.0 35.0 7.0 7.0 7.0 7.0 7.0
（二）专业监测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 年 5 1.0 5.0 5.0 1.0 1.0 1.0 1.0 1.0
三、综合治理 710.0

（一）工程治理 崩塌隐患点工程治理 处 1 100.0 70.0 20.0 10.0 100.0

（二）搬迁避让 北堡地裂缝 处 1 560 560.0 280 280
（三）应急处置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治理 年 50.0 5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四、风险管控 29.2

（一）“隐患点+风险区”抽查、检查（费用含在调查评价中） 年 5 0

（二）区域评估 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灾评估工作 区 1 29.2 29.2 29.2

五、能力建设 157.5
（一）宣传培训 地灾隐患点培训 点/次 43*5 0.3 64.5 64.5 12.9 12.9 12.9 12.9 12.9
（二）地灾演练 应急避险演练 点/次 43*5 0.2 43.0 43.0 8.6 8.6 8.6 8.6 8.6

（三）平战结合技术支撑 汛期“三查”、应急调查 县 1 50.0 50.0 5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合 计 936.7 70.0 20.0 846.7 49.5 49.5 78.7 329.5 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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