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质灾害危险报告(精选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
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地质灾害危险报告篇一

2012年10月，我们土木工程专业进行了工程地质实习，工程
地质实习是整个工程地质学教学中十分重要的实践环节，使
学生在课程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对基本地质现象的
野外实地考察和现场实践，获得感性知识并巩固和深化课程
理论，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毕业以后的设计、施工中应
用有关地质资料打下一定的基础。

理解基本的地址概念，了解基本知识，学会基本技能。通过
简短的野外地址实习，巩固学过的《工程地质》内容，加深
对课程有关内容的理解；此外，通过实习培养对大自然的热
爱，陶冶情操，提高随地址科学的兴趣：同时充分认识到地
质实践对地质科学的重要性。同时，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艰
苦努力、遵守纪律、团结协作等优良品质和增强集体观念，
掌握实地操作技能和编写实习报告的能力，总结此次实习与
我们所学专业的联系。

昌乐火山口

昌乐火山口，距今1800万年是新生代第三纪玄武岩火山口。
火山口呈圆锥形，石头呈红褐色，气势极为壮观，数万根六
棱石柱，由山底到山顶，直插云天。

此火山口是火山筒内充填的玄武岩栓，经过200多万年的长期



风化剥蚀，被剥露出地面，岩栓柱状节理发育，呈辐射状，
向上收敛，向下散开，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火山喷发的自然景
观，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据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考
证认定，该火山口为第三纪玄武岩火山口，距今约1800多万
年，它的发现，对地求物理和地震科学研究都有很_介值。一
色的红褐圆棱柱石，竖指苍天，凡经开凿者皆显露出明显的
喷发纹理，表明其成因于火山喷发，近百平方公里内的几十
座山包构成了蔚为壮观的远古火山群。

山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

山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山东省临朐县城东约22公里处，
面积约13平方公里。地质公园地处鲁中隆起区中的临朐凹陷，
公园内总体由两个次级小盆地组成，即解家河盆地和包家河
盆地，其外围均为由玄武岩组成的低山丘陵，地形起伏较大。
为季节性河流。地质公园以闻名世界的山旺古生物化石及反
映其形成环境的火山地貌为特色。

高峡深涧，鬼斧神工。飞瀑流泉，溅玉喷珠。天赋幻境，兆
年孕育。暗河漂流，惊险刺激。管轨滑道，激越航程。江北
溶洞，魅力所在。特点：

一气势雄伟壮丽，峡谷深切近百米、两壁如削、宽处百余米、
窄处仅可容身，成具体而微之地下三峡。洞内有一河、九泉、
九宫、十二瀑、十二峡等景观100余处，构成了一幅气势恢宏
的洞中峡谷雄奇画卷，令人叹为观止。

二地下暗河漫长而曲折，水量充沛，四季长流，地下河瀑布
十分壮观，在我国北方溶洞内实属罕见。

三利用暗河水势开发的1000米漂流项目，被上海大世界基尼
斯记录总部认证为中国最长的溶洞漂流项目。漂流道的设计
充分体现了溶洞内的幽深莫测，起伏高下，波激浪涌，抑扬
顿挫的特点。将地下河漂流的原生野始，惊险刺激演绎的淋



漓尽致。

短短一天野外实习很快结束了，不过我们从中实在学到了不
少东西，在实习过程中能把所学的知识灵活的理解。增加我
们对工程地质学这门课程新的认识。实际观察到各种地理特
征。本次实习令我们加深了对地质学的了解，更深刻认识到
了学习地质的意义，巩固了学习成果，体会到学以致用的道。
知识从感性认训升华到了理性认识，从抽象变得具体起来，
我学习到了很多书上没有的东西，了解了工程地质对实际工
程建设的重要性。在这里深深的感谢老师在的认真指导。在
实习中学会了一定的观察地质地貌的方法要领和细节。例如，
出外实习要对考察对象做一定的了解，合理安排考察路程和
考察内容，注意研究的方法，一些考察的细节，充分认识到
地质地貌考察的必要性和艰苦性，激发了我们自己考察地理
和各地典型地质地貌的兴趣。同时，懂得和组成员合作的重
要性。这些都将对我们日后的学习乃至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地质灾害危险报告篇二

5月14日，县委常委、常务副*到我局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局长就我局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何副*作了专题汇报。局
班子成员、各股室负责人、地质环境股、开发股参加了汇报
会。现将会议纪要如下：

一、局长就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何副*作专题汇报。

1、我县地质灾害基本情况。县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县，全县分
为中山、低山、高丘陵、河谷阶地四种类型，是全省、全市
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县之一，全省重点地质
灾害防范县有36个，我县是其中之一。全县地质灾害类别多、
分布广、突发性强、危害性重、防治难度大，主要发生在主
汛期，以群发性、突发性的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
塌陷为主，是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今年3月
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资料统计，全县共有各类地质灾害隐患



点667处，其中滑坡220处、崩塌431处、地面塌陷9处、泥石
流7处，列入县重点防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有11处。进入汛期
之后，通过巡排查，特别是近期联合排查督察，新增隐患
点218处。

2、我局所作的几项工作。

二是广泛宣传，狠抓责任警示牌的制作和明白卡的发放工作。
组织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宣传、培训工作，使地质灾害防
御常识家喻户晓。在全县30处比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立
了永久性责任警示牌，并购置了相机、雨衣、手电筒配备到
各乡镇，向全县每个村组和受威胁农户发放了避险明白卡、
宣传画、光碟、防治书籍等资料1000多份，发放地质灾害防
灾工作明白卡885份、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937份，让每
个群众都能防灾有数、避灾有路、处灾不慌。同时，在县电
视台循环播放《珍惜生命、远离地质灾害》宣传片。开展了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业务培训，今年全县举办地质灾害知
识培训4班次，培训人数达220人次。通过宣传教育，大大提
高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防范地质灾害的意识和能力。

三是全面开展汛期地质灾害排查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特
别是“”事件发生之后，我局迅速布置了开展全县地质灾害
隐患点巡查、排查、监测工作，制定了地质灾害巡查、排查、
监测包干责任制，要求班子成员分4小组，包干16个乡镇和矿
山企业，带领导相关股室对自己包干的乡镇开展地质灾害隐
患点巡查、排查、监测工作。全县重点查看新增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原地质灾害点动态情况;查看防灾明白卡的发放情况;
查看重点地质灾害防患点警示牌设立情况;查看地质灾害防治
监测员和协管员在岗在位情况;查看乡镇和矿山企业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编制情况;查看乡镇和矿山企业巡查台账登记情况;
查看汛期值班制度落实情况。从检查情况来看，全县16个乡
镇均建立并落实了地灾防治工作制度，编制了地灾应急预案，
建立了应急队伍，各辖区内地灾隐患点都落实了责任人，并
安排了专人巡查，全县61个矿山企业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整体



情况良好，有制度有落实、有预案有队伍，地灾巡查有安排
有记录。各别乡镇创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法，取得了比较
好的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关田镇的“十个一”措施：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动员，做到
不漏户;制定一套实用的应急预案;成立一支应急队伍;给农民
发放一份防汛宣传单;在重点地方树立一块安全警示牌;筹备
一批应急物资;争取一批民政政策;固定一部挖机和工程车;成
立一个安全巡逻信息员队伍;建立一套防汛工作制度;金坑乡
对每个隐患点都拍摄了图片，并对每个隐患点的住户张贴
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公示牌”。但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
题，个别乡镇没有明确地灾防治工作办公室，都是与防汛抗
旱办公室合署办公;个别乡镇明白卡发放不到位和填写不规范，
有模糊、缺项、漏填现象;责任心不强，村一级填发的明白卡，
乡镇没有指定专人负责，存在业务不熟练、统计数据上报不
及时、不准确等问题;与高速公路有关的隐患较多，主要危及
住房、农田;地质灾害宣传不够，培训机会少，部分农户防灾
减灾意识不强。四是积极开展地灾避灾移民搬迁工作。为有
效消除地质灾害安全隐患，采取了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避让
措施。我县做好地质灾害预防的同时结合新农村建设和村镇
规划，有计划的安排了受威胁农户的搬迁，目前正在落
实20xx年1036人的地灾移民搬迁工作，争取早日全面完
成20xx年搬迁任务。

3、存在困难和问题。一是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严重不足。我县
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范围广，需投入的治理资金多，筹集防
治资金十分困难，主要是由于我县地质灾害大多以小型规模
为主，很难争取到国家或省市立项治理资金，加上地方财力
十分紧张，筹集治理资金明显不足。目前，我们仅争取到和
两项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二是早期矿产开发造成我县地质灾害
日趋严重。县矿产资源开采历史悠久，早期资源开发给国家
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给我县地理和生态环境带来了破
坏。全县现有持证矿山61个，废弃矿山24个，未治理废石、
砂堆100多处，部分区段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陷等



地质灾害;三是高速建设为我县带来大量地质灾害隐患。高速
在我县境内有公里，因我县是山区县，工程建设高架桥多、
隧道多，对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产生了许
多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给我县地灾防治工作带来更大难度
的压力;四是地质灾害防治的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目前，我县
还没有一支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治理资质的专业队伍，预
报、防治地质灾害的科技水*较低;五是地质灾害防治经费还
没有得到落实。各村协管员和重点地质灾害监测员防治工作
经费补贴没有发放到位。六是切坡建房问题严重。

二、县委常委、常务副*就下步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提出目标和
要求。

工作目标：绝不能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工作方法：群测群防、
主动避让、及时转移。

1、做到心中有数。矿管局班子成员要对全县有多少隐患、各
乡镇有哪些隐患，重点是哪几个隐患，做到心中有数。班子
成员对全县16个乡镇要实行包干制度，下乡镇巡查，对885个
隐患点全部要过点，发现问题及时下发整改函，明确责任。

2、全面落实各项措施，责任到人。群测群防主要是要落实县、
乡、村、组及直接受威胁群众，明白卡要发放到位。

3、突出重点，定时看人。如遇大雨，定时查岗，主动下去，
服务群众。

4、快速行动，及时转移。要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转
移群众，第一时间报告。

5、请矿管局拟定《关于进一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由*办下发到各乡镇。



地质灾害危险报告篇三

为了应对汛期地质灾害多发的现像，防止重大地质灾害事故
发生，现就我县汛期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工作制定如下实施
方案：

一、主要任务

在汛前排查的基础上，结合汛期变化、气象预报等因素和安
全生产的.要求，对全县所有可能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有人居
住地和活动场所再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重点要加强对集镇、
村庄、医院、学校、庙宇、旅游区、集市等人群集中地，宁
杭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沿线，河流两岸、工程建设区域以
及露采矿山，特别要加强对丘陵山区切坡建房的房前屋后、
冲沟沟口等地区的排查。

对已掌握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排查地质灾害体隐患发育情
况和危险程度，明白卡、避险卡发放，警示标志设立以及隐
患点防灾预案编制情况。

对再排查发现的新的隐患点，要在国土部门的指导下现场发
放明白卡、避险卡，确定防灾责任人，落实群测群防，及时
设立警示标志并编制预案，落实相关防灾措施。

二、组织领导

由县地质灾害防灾指挥部办公室统一负责实施和检查全县汛
期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紧急行动。各镇、开发区要在7月中旬
高标准完成本次再排查任务。排查情况由各镇、开发区汇总、
审核后，填报“镇（开发区）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自查表”和
“镇（开发区）汛期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基础数据情况统计
表”，并加盖公章，报县地质灾害防灾指挥部办公室，同时
上报电子文档。县地质灾害防灾指挥部办公室将会同有关地
质灾害防治成员单位并聘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县级核查



工作组，于7月底前对各镇、开发区开展的自查工作进行实地
核查，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督促、指导防灾责任单位落实
防灾措施。县地质灾害防灾指挥部办公室在检查和核查的基
础上，填报“县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登记表”和“县汛期地
质灾害隐患再排查基础数据情况统计表”，并对再排查工作
进行总结，对排查结果及防灾措施落实情况登记造册，于8
月5日前上报市国土资源局。

三、有关要求

（一）本次再排查以镇、开发区为单位进行，由各镇区负责
开展辖区内的再排查工作。

（二）各镇、开发区要针对排查情况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对
必须撤离的要坚决搬迁撤离；对必须治理的，要采取措施紧
急处置；对采取监测措施的，要在积极采取科技手段的同时，
充分发挥群测群防体系作用，切实搞好监测预警。

（三）要加强对排查紧急行动的宣传工作，适时组织开展丰
富多样的宣传活动，做到“电视有画面，广播有声音，报纸
有文章”，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排查，积极做好防范。

地质灾害危险报告篇四

为避免和减轻雷电灾害造成的损失，提高我县防雷减灾水*，
促进“*安天台”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提供
保障，根据《_气象法》、《_安全生产法》、《防雷减灾管
理办法》和《浙江省雷电灾害防御和应急办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以“*”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打造“*安天台”、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加大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投入，消除雷击事故隐患，提高
我县雷电灾害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一旦发生重特大雷击事



故，能快速响应，有序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把事故危害降到最低等级，维护我县社会的和谐稳
定。

雷电灾害的防御和应急救援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与
救助想结合”，实行“统一规划、归口管理、分工协作”的
原则。

（一）县人民*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救援工作的领导，成立县
雷电灾害防御工作领导小组，由蔡文新副*担任组长，成员由
气象、安监、*、宣传、财政、建设、经贸、民政、卫生、交
通、教育、供电、工商、旅游、林特、消防、文广、质监、
通信等单位以及各乡镇（街道）组成，负责全县雷电灾害防
御和应急救援工作的指挥和协调。

（二）指挥机构职责

雷电灾害防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我县雷电灾害防御
日常工作，制订全县防雷减灾的救援预案和防雷工作计划，
建立和完善雷电灾害报告制度、举报制度和处理制度。组织
实施雷电灾害防御应急救援，督促各职能部门职责的落实。

（三）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安监局：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纳入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并作
为安全生产的考核内容贯彻落实；监督有关部门对本县行政
区域内的防雷安全工作、防雷设施、工程质量等一切防雷安
全活动落实情况；监督有关部门建立健全雷电灾害报告制度
与举报制度；负责雷击事故调查、处理、统计、上报工作。

地质灾害危险报告篇五

1、实习目的与任务



地质地貌实习是我们专业基本教学实习环节。通过此次实习，
使我们进一步巩固地质地貌学的基本原理，学习并掌握野外
地质地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加深我们对课堂
理论知识的理解，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理论教学体系，为学
习其他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野外考察实习使我们对地质地貌学有一个感性直观地认识，
锻炼了我们探究的能力和野外勘查实验的能力。

通过对各种地质地貌的观察，认知并了解典型的地质地貌特
征，能对野外的地质地貌构象作出基本的解释，并能做出合
理的推算当地的地质演变历史。

2、实习概况

(1)实习地点(其一)：贵州关岭花江大峡谷

花江大峡谷：关岭花江大峡谷风景名胜区，位于贵州省中部
偏西南，安顺市西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西南
面。东北与镇宁县接壤，西南以北盘江为界和晴隆、兴仁、
贞丰三县相邻。花江大峡谷风景名胜区西北起岗乌镇的毛草
坪，东南至板贵乡的三江口。全长79公里，平均宽公里，面
积300平方公里。共分为5个景区，即夹山景区、铁索桥景区、
下瓜寨景区、盘江桥景区和古生物化石景区。

花江大峡谷风景名胜区主峰旧屋基大坡海拔1850米，景区最
低点是北盘江和打邦河的交汇合处，海拔仅370米。山高、峡
深、水急、壮美的自然景观与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神秘久
远的海百合、龙化石构成“雄奇、宏大、险峻、神秘”的鲜
明特色，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碳酸岩石出露分布
广泛，岩溶面积92%。岩溶极为发育，形态类型多样，峰林、
峰丛、孤峰、石林、溶洞、溶丘、瀑布、暗流、伏流、洼地、
漏斗、奇石和千姿百态的钙质一应俱全，形成贵州喀斯特地
貌类型最为齐全的的亚热带岩溶景观博物馆。



(3)实习时间：xx年6月5号——xx年6月10号

(4)实习器材;地质罗盘，地质锤;放大镜，皮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