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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南阳市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环境脆弱，自然变异强烈，地质灾害

类型多、分布广、密度大、且地质灾害的成因机制和发生规律仍需进

一步研究，在自然的或人为的因素作用下，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严重

地影响着我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十

三五”是南阳市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资源消耗处于增长阶

段，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矿山开发，人为诱发的地质灾害日趋严重，

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剧，地质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加大。南阳境内丹

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库区蓄水以后也

将带来一系列的地质环境问题。因此，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地质环境，

控制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防治地质灾害已刻不容缓。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主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最大限度地减轻地质灾害危害，保障公共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编制《南阳市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

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本规划以 2015 年为规划基准年，规划期 2016～2020 年。 

本《规划》中所称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

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

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不包括由于地下水开采引发的地面沉降等

缓变型地质灾害。 

本《规划》中所称地质灾害隐患，包括可能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的不稳定斜坡、潜在崩塌、潜在滑坡、潜在泥石流、潜在地面塌

陷以及已经发生但目前还不稳定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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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适用于南阳市所辖行政区范围，包括 2 区 10 县，即宛

城区、卧龙区，南召县、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新野县、唐河县、

桐柏县、方城县、西峡县、社旗县。本《规划》是整个南阳市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南阳市人民政府今后保护地质环

境、防治地质灾害的规范性、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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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据南阳市地质灾害调查资料，截至 2015 年 12 月，全市已发生地

质灾害 265 处，其中滑坡 157 处，崩塌 66 处，泥石流 27 处，地面塌

陷 15 处，直接经济损失 25303.2 万元，死亡人数 34 人。 

全市尚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点 294 处，其中滑坡隐患 162 处，崩塌

隐患 90 处，泥石流隐患点 27 处，地面塌陷隐患 15 处，潜在经济损失

58817 万元，受威胁人数 20777 人（表 1）。其中险情在中型及以上隐

患点 32 处，受威胁人数 17236 人，潜在经济损失 45810 万元，数量占

隐患点总数的 10.88%，威胁人数和潜在经济损失却分别占 85.42%、

77.89%，可见中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是我市防范工作重点。 

表 1 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 

险情分级 成因 威胁 
类型 特大

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小计 人为因

素 
自然因

素 
人口

（人） 
财产（万

元） 
滑坡 - 2 16 144 162 17 145 6578 19223.5 

崩塌 - - 4 86 90 34 56 1138 3548.5 

泥石流 4 2 1 20 27 - 27 8431 22723 

地面塌陷 1 1 1 12 15 6 9 4630 13322 

合计 5 5 22 262 294 57 237 20777 58817 

1、滑坡 

全市存在滑坡隐患点 162 处，按照其险情大小，可分为大型 2 处，

中型 16 处，小型 144 处，在淅川县、西峡县、内乡县、南召县、桐柏

县均有分布，主要为土质滑坡。 

区内滑坡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引发，区内人为切坡、削坡盖

房及修路等人类工程活动造成了多处滑坡失稳或复活；由于区内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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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是直接引发的自然因素，如盛湾镇袁坪滑坡，在沟底可见下降

泉溢出。自然因素引发的滑坡隐患点有 145 处，人为因素引发的有 17

处，威胁人口 6578 人，财产 19223.5 万元，其中中型及以上滑坡隐患

点 19 处，自然因素引发的有 16 处，人为因素引发的有 2 处，威胁人

口 3998 人，财产 9530 万元。 

2、崩塌 

全市存在崩塌隐患点 90 处，按其险情大小，可分为中型 4 处，小

型 86 处。主要分布在淅川县、西峡县、内乡县、方城县等县域内，可

分为岩质崩塌和土质崩塌两类。 

崩塌主要为自然因素引发，多发生于高陡边坡坡肩坡角大于 60°

的高临空面，一般发育于变质岩地层中，在强降雨引发和重力卸荷营

力作用下产生崩塌。陡崖一般发育有多组陡倾裂隙，杂乱排列，不规

则状，在主裂隙的控制及降雨的引发下岩体裂隙进一步加长加宽，直

至产生崩塌。自然因素引发的崩塌隐患点有 56 处，人为因素引发的有

34 处，威胁人口 1138 人，财产 3548.5 万元。其中中型及以上崩塌隐

患点 4 处，自然因素引发的有 1 处，人为因素引发的有 3 处，威胁人

口 660 人，财产 2000 万元。 

3、泥石流 

全市存在泥石流隐患点 27 处，按其险情大小，可分为特大型 4

处，大型 2 处，中型 1 处，小型 20 处。在淅川县、南召县、内乡县、

桐柏县、镇平县、唐河县均有分布，常常淤塞河道，冲毁桥梁、道路、

农田、房屋等，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泥石流隐患点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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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然因素引发，威胁人口 8431 人，财产 22723 万元。其中中型及以

上滑坡隐患点 7 处，威胁人口 8230 人，财产 21700 万元。 

4、地面塌陷 

全市存在地面塌陷隐患点 15 处，类型包括采空地面塌陷和岩溶地

面塌陷，其中采空地面塌陷 14 处，岩溶地面塌陷 1 处，按其险情大小，

可分为特大型 1 处，大型 1 处，中型 1 处，小型 12 处。在淅川县马蹬

镇、桐柏县朱庄镇等地均有分布，地面塌陷均为地下开采石煤矿、加

工煤层自燃所致，主要受区内矿体分布形态、地层岩性、地质构造、

开采方式、降雨等因素制约，降雨及采掘爆破是重要的激发因素。威

胁人口 4630 人，财产 13322 万元。其中中型及以上滑坡隐患点 3 处，

威胁人口 4348 人，财产 12800 万元。 

（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现状与存在问题 

1、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现状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地质灾害防

治条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履行相关防灾减灾职能，加强组织协调

监督管理，防灾减灾效果显著。 

（1）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明确了各级政府地质灾害防治主

体责任，建立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机制。我市人民政府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县（区）人

民政府分别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

挥机构，明确了防治责任。制定并实施了《南阳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04—2015）》、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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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预报制度、汛期值班制度、巡查制度和灾害信息速

报制度以及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等，全市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2）开展了县域地质灾害调查工作 

2011-2015 年，先后完成了淅川县、镇平县、西峡县、南召县、桐

柏县和内乡县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工作，方城县地质灾害详细调

查工作也接近尾声，基本查明了各县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形成条

件、威胁程度，初步掌握了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在调查基础上，

各县均建立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设立了群测群防监测点。 

（3）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显著提高 

市、县两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同当地气象部门联合开展了汛期地

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工作。地质灾害易发的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加强

了汛期地质灾害排查、巡查、督查和应急调查工作。  

（4）基层防治工作逐步加强 

以群测群防体系建设为重点，以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有

制度、有机构、有经费、有监测、有预警、有评估、有避让、有宣传、

有演练、有效果）建设为抓手，大力加强了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目前南阳市已达标 3 个“十有县”，分别为西峡县、镇平县和桐柏县，

淅川县、内乡县和南召县创建工作正在进行，预计 2016 年年底达标。 

（5）地质灾害搬迁、治理成效明显 

2012 年以来，市政府每年都要安排 100 多万元地质灾害防治专项

资金,对急需治理的中、小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治理或搬迁避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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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地质灾害搬迁、治理工程的实施，消除了一批重大地质灾害隐患，

有效保障了受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存在问题及面临的形势 

目前，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虽已取得显著成效，局部地区地质

环境出现好转。然而，局部地区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仍有增

强趋势。因此，南阳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形势依

然严峻。 

（1）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意识淡薄，群测群防体系尚未健全。一些

地方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科学宣传力度不大，人民群

众仍缺乏地质灾害防治的基本常识，一旦发生地质灾害，缺乏有效的

避让、自救与互救措施和防灾应急处理能力。 

（2）地质灾害科学预防能力与灾害防治水平较低。处于发展期的

一些崩塌、滑坡、泥石流及地面塌陷隐患点大多数未实施监控。部分

群众和集体尚不能正确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自身利益与社会公

众利益的关系，在生产活动或工程建设中不采取地质灾害预防措施，

防治措施强制性不够，导致人为活动诱发地质灾害经常发生。 

（3）地质灾害防治的投入机制不完善，防治资金不足。由于投入

不足，一些急需勘查或治理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得不到有效实施，一

些险情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得不到及时治理。 

（4）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滞后，监测仪器缺乏，基层人员较

少。目前，尚未建立全面系统的地质灾害信息网络和汛期地质灾害气

象预报预警工作。因而，还无法满足公众对地质灾害情况及时了解的



 

 8 

需要。基层从事地质灾害防治人员较少，专业技术力量薄弱，监测仪

器缺乏，影响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5）丹江库区和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工程刚刚投入运营，库水位

的波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渠道工程也正在面临各种自然、

社会因素的考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三）地质灾害发展趋势 

地质灾害的孕育、发展、成灾一方面受自然地质环境条件的控制，

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气候变化趋势、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的变化、社会

经济发展趋势等。 

随着南阳市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矿业开采、城乡建设、旅

游业等为主的人类工程活动以及丹江口水库蓄水工程依然是引发地质

灾害的主要影响因素，大气降水为主要引发因素。构造发育、岩体破

碎风化及暴雨的不利组合造成山区丘陵区滑坡、崩塌、泥石流频发。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南阳市地形地貌起伏变化大，地质构造复杂，地层岩性较脆弱，

具有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质环境基础。加之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

的暴雨集中、多发趋势， 人类工程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植被萎

缩，水土流失加剧，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的形势依然严峻，防范任务

十分繁重。 

2、南阳市地质环境脆弱，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地质环境的影

响仍然十分剧烈，规划期内交通重点工程郑渝高速铁路、武西高速公

路、蒙华煤运铁路专线等均从南阳市境内穿过，工程建设在不同程度

上对地质环境造成破坏或影响，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



 

 9 

害仍将保持高发态势。 

3、规划区内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294 处，其中中型以上地质灾

害隐患点 32 处，威胁人口多，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由于防治

经费投入不足，不能实施搬迁（避让）或工程治理，地质灾害隐患依

然存在，在一定的触发条件下有可能成灾，防治任务依然较重。 

4、丹江库区和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工程刚刚投入运营，库水位的

急速波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渠道工程也正在面临各种自然、

社会因素的考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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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方针和要求，紧紧围绕

推进我市全国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豫鄂陕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中

原创新创业活力城“三大建设”工程，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量力而行，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突发性地质灾害

防治为重点，以县、乡、村三级防灾体系建设为主线，以群测群防为

主要手段，强化对中型以上隐患点的防治管理，进一步提高全市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为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的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地质环境保障。 

具体工作部署的思路是，遵循按险情分级管理，按引发因素分类

负责，防治措施全面覆盖的总要求，建设更加高效完善的地质灾害调

查评价、监测预警、防治管理和应急处置“四大体系”，以中型以上地

质灾害隐患为监管重点，加快自然因素隐患点的消减，强化人为因素

隐患点的防治责任，严格控制人为因素隐患点的增加，加强地质灾害

基础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建设，结合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扶

贫工程实施一批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和治理工程，有效减轻地质灾害隐

患的威胁。 

（二）基本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3 年颁布施行的《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并结合南阳市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和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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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状况，南阳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要充分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稳

致富相结合，充分考虑规模化土地资源、丹江口水库资源保护和航运

安全以及南阳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因素，构建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南

阳市应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保障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不

利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移民稳定致富、地质环境和

生态环境保护及南阳市和谐稳定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南阳市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地质灾害防治的主要原则，

以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当前

和未来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或威胁的人类经济活动聚集地作为规划

防治重点。在“预防为主”的大前提下，合理布局城市建设、加强对工

程活动的控制、管理，依靠科技进步，做好地质灾害调查、监测、评

价、预警和预报工作，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消除引发地质灾害的人为

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政府领导，统一管理，各司其职 

重视政府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和地位，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

采取措施，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指导、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同时建设、交通、水利、铁路、

环保、民政、安监、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切实做好有关的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 

3、群测群防，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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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完善的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隐患点，依据客观

地质环境条件，采用合适的监测方法按时监测，监测责任要落实到具

体单位和个人，最好是“谁受威胁谁监测”，这样有利于加强责任心，

要对参加群测群防的监测人员进行有关知识的专门培训，以便使监测

资料更有效、准确，同时也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地质灾害知识宣传，

加强他们的防灾意识。 

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地质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到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针对不同地质环境条件下地质灾害的危险程度和危害性大

小，根据财力物力，分轻重缓急，统筹安排。 

5、地质灾害防治与贫困区脱贫攻坚战相结合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减贫新信号，地质灾

害防治要结合移民安稳致富进行。对受地质灾害威胁且生存条件困难

的分散居民，实行避险搬迁，可同时达到脱贫、改善环境和安稳致富

的综合效果。 

6、谁引发，谁治理 

在责任与义务方面，规划对人为引发的地质灾害，坚持谁引发、

谁治理的原则；对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采取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

分摊的原则。 

7、地质灾害防治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结合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矿产资源、城乡建设、交

通、水利、旅游等相关行业规划融入到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之中，使防

治工作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获得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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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三）目标 

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健全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地质

灾害防治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和投资体系，基层地质灾害防

灾、应急能力明显增强；完成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健全群专结合的地

质灾害监测网络，建成全市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和地质灾害预测预警体

系；实施一批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和治理工程。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

使南阳市地质灾害日趋严重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并开始明显好转，

到 2020 年，消除或减少中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 8 处，使受威胁人口

减少 2326 人，受威胁的财产减少 2460 万元。 

具体目标是： 

（1）在我市地质灾害易发区，按照国家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

有县”要求，全面完成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 

（2）完成全市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基本建成南阳市地质灾害空间

数据库和应用信息系统。 

（3）健全南阳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建立地质灾害预报预警

系统。 

（4）加强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建设，新增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 4

处，全市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达到 8 处。 

（5）实施搬迁避让或治理工程计划，对 1 处重要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实施搬迁避让措施；督促淮源景区对 1 处滑坡隐患点实施治理工程，

对 6 处自然因素引发的中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工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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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争取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对 5 处特大

型、5 处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搬迁避让或工程治理。争取南水北

调工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对丹江库区和总干渠沿线地质灾害隐

患点实施工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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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防治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近年调查与区划成果资料、本次各县区地质灾害核查资料以

及近几年排查、巡查和全区补充调查资料，结合全市地质、地貌特征、

现有地质灾害点分布密度、地质环境条件差异性等条件，考虑人类工

程活动特点以及研究工作程度，将全市划分为 5 个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5 个地质灾害中等易发区，6 个地质灾害低易发区，1 个地质灾害非易

发区。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 

（1）宛西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灾害高易发区（A1） 

分布于镇平县北部、内乡县西北部、默河上游马山盆地、西峡县

北山老界岭等，面积 2579.29km2。地貌以中山-中低山-低山丘陵-盆地

为主，地质构造复杂，节理裂隙发育，岩石破碎，加之人类工程活动

强烈，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

地质灾害发育。 

（2）宛西部崩塌、滑坡灾害高易发区（A2） 

该区位于淅川县西北和西峡县西南，包括西簧全境、荆紫关-寺湾

大部、大石桥北部和西峡县南山鹰爪山 -五朵山 -豫边。面积

1330.53km2。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受构造运动影响，山体抬升强烈，

斜坡陡峭，沟谷纵横，基岩破碎、风化程度较高。冲沟发育，植被覆

盖较好，采矿、筑路、建房等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多暴雨天气，为崩

塌、滑坡灾害高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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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宛西南部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灾害高易发区（A3） 

分布于淅川县老城镇及金河镇南部、仓房镇南部、马镫镇余沟-

关防-葛家沟、盛湾镇东北部，面积 362.79 km2。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

冲沟发育，植被覆盖较差，出露岩性主要为古近系和新近系的泥灰岩、

泥岩、砂岩、砾岩、钙质粘土岩等，岩体破碎，节理裂隙发育，风化

程度较高，表面形成厚度较大的风化层。区内人类工程活动主要表现

为筑路切坡、居民切坡建房、矿业开采等。为崩塌、滑坡高发区。在

云岭、关防、葛家沟一带，因数十年来的石煤矿地下开采，形成分布

范围较大的采空塌陷，为地面塌陷高易发区。 

（4）宛东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灾害高易发区（A4） 

分布于南召县东北部、东部，方城县西部广阳镇、柳河乡、袁店

乡的部分地区，方城县北部四里店乡、拐河镇的全部和独树镇、杨集

乡、清河乡、柳河乡的北部地区，面积 1578.26km2。地貌以低山-丘陵

-河流冲积平原为主，南召县内以低山丘陵为主，主要受构造运动的影

响，造成斜坡高陡，河谷深切，岩体破碎严重，风化程度较高。山坡

上风化坡积物较厚。居民沿山坡开挖坡脚建房及修筑公路，形成较陡

的临空面，加之基岩风化强烈，在暴雨诱发下，易产生滑坡、崩塌、

泥石流地质灾害发育。方城县白河沿岸河道内水流变化对河岸形成侧

向侵蚀，造成岸坡坍塌，对下游的河道形成很大威胁。区内多次发生

河岸崩塌现象，仍存在隐患，并且较为严重。方城县独树镇、杨集乡

的北部境内、拐河乡西部，地质环境条件一般，矿产资源丰富，采矿

业发达，多地下开采，由此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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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宛东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高易发区（A5） 

分布于桐柏县朱庄镇、程湾乡、淮源镇和城郊乡南部、月河镇西

南部，面积约 343.35km2。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受构造运动影响，

山体抬升，沟谷纵横，基岩破碎、风化程度较高。冲沟发育，植被覆

盖较好，采矿、筑路、建房等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加之恶略的自然气

候因素，该区发育地质灾害点 28 处，其中滑坡 5 处，崩塌 12 处，泥

石流 6 处，不稳定斜坡 4 处，岩溶地面塌陷 1 处，为崩塌、滑坡、泥

石流灾害高易发区。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 

（1）宛西南部崩塌、滑坡灾害中易发区（B1） 

分布于内乡县桃溪镇-乍岖乡-大桥乡灵山村大部分地区，淅川县

大石桥大部，仓房北部，盛湾镇大部，荆紫关、寺湾西部，淅川县马

镫、上集大部、毛堂东南部、金河西南部，面积 1263.41 km2。地貌类

型为低山丘陵区。小型冲沟较为发育，出露岩性主要为奥陶系的灰岩、

白云岩和白垩系的钙质粉砂岩、细砂岩及丹江沿岸的第四系冲洪积亚

粘土、亚砂土、砂、砂砾石等，局部出露震旦系的砂岩、白云岩和寒

武系、奥陶系的灰岩、白云岩等。区内植被覆盖较差，岩石裸露，风

化作用较强烈。采矿、筑路、建房等人类工程活动相对较强烈。地质

灾害类型以崩塌、滑坡为主。 

（2）宛西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中易发区（B2） 

分布于内乡县北部中低山区向内乡盆地的过渡地带及赤眉-马山

口沿线，西峡县中部中、低山丘陵区，面积 1407.12 km2。内乡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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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200～629m，山体较为陡峭，沟谷纵横。区内构造作用强烈，岩

相岩性变化较大，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破碎、风化程度较高，人类工

程活动一般，以筑路、建房为主，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

泥石流。 

（3）宛中北部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灾害中易发区（B3） 

分布于卧龙区北部，南召县马市坪—崔庄、板山坪漆树沟—白土

岗大庄-四棵树乡，镇平县菊花场—三潭，内乡县七里坪乡高皇村-野

獐坪村。面积 1508.10 km2。地貌类型为丘陵岗地-侵蚀低山丘陵-中低

山。区内构造活动较强烈，风化裂隙较发育，断块状，由于居民建房、

修公路、矿山开采等工程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隐患较多。 

（4）宛东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中易发区（B4） 

分布于方城县东部—东南部，社旗县下洼乡北端。面积 582.12 

km2。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区内构造发育，岩石节理、裂隙发育，

易风化。人工切坡易产生崩塌、滑坡。该区地层岩性为太古宙的黑云

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片（麻）岩、石英岩、大理岩等，中元古界熊

耳群的安山岩、安山玢岩、英安岩、流纹岩、片理化安山岩、黑云斜

长片岩和燕山期花岗岩等，沟谷两侧和山前覆盖由第四系坡洪积的亚

粘土和亚砂土。自然及人类工程活动引发主要地质灾害灾种为泥石流、

滑坡、崩塌。 

（5）宛东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中易发区（B5） 

分布于桐柏县新集－大河－朱庄，桐柏县回龙－毛集，唐河县东

南部，面积 1339.84km2。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区内构造发育，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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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理、裂隙发育，受降雨、风化等因素影响，岩体破碎程度较高。地

表植被覆盖很差，剥蚀侵蚀严重，局部地区岩石裸露。人类工程活动

主要为修路，零星采矿活动、居民建房等。主要发育崩塌、滑坡、泥

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类型。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 

（1）宛西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低易发区（C1） 

主要分布在内乡县瓦亭镇-乍岖乡-师岗镇大部分地区，淅川县香

花镇、九重镇、厚坡镇，面积 681.89 km2。属于伏牛山余脉南丘陵、

岗地及冲积平原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寒武系、奥陶系灰岩、白云岩等

和白垩系泥岩及第四系中更新统亚粘土、亚砂土。人类主要工程活动

为修路、民居建设。坡度较缓，一般小于 25°，植被覆盖较差，不易

发生大规模崩塌、滑坡，且居民一般居住在平缓开阔地带，遭受崩塌、

滑坡灾害的危险性较小。 

（2）宛中西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低易发区（C2） 

分布于镇平县中部山前岗地，内乡县城至赵店、赤眉、余关、灌

涨镇大部分地区，西峡县东部，面积 1206.69 km2。主要地貌类型为山

地、丘陵及小型冲洪积平原，地势起伏相对较小，出露地层为白垩系

砂岩、泥岩。人类主要工程活动为修路、民居建设。因坡度较缓，坡

体临空条件较差，发生崩滑灾害的危险性较小。 

（3）宛中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低易发区（C3） 

分布于卧龙区南部，新野县五星镇-溧河铺镇-施庵镇、歪子镇-上

庄乡西，新甸铺镇-上港乡，王集镇西部，面积 1430.66km2。地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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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冲洪积、湖沼积倾斜平原-岗地前沿倾斜平原-平原。地表岩性主要

第四系上更新统（Qp
3）粉质粘土、粘土。冲洪积物为姜黄、土黄色含

少量碎石的粉质粘土、粘土、泥质砂。地面坡度缓，居民工程活动引

发崩塌等灾害的危险性小。 

（4）宛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低易发区（C4） 

分布于南召县崔庄粮食川—留山大沟—皇后天桥、板山坪沙石—

樊楼—四棵树白草垛，面积 1028.81 km2。地貌类型为中低山区，组成

岩性为太古界太华群(Ar2th)片麻岩、晋宁期（γ23）片麻状花岗岩。这

些侵入岩，岩性均一，变化较小，为典型的块状构造，岩体边缘部分

有流线、流面，各种原生解理和小断裂发育，也有定向排列的俘虏体、

析离体。结构较复杂，但侵入岩内部比较简单，一般讲多为粗～中粒，

颗粒较均匀，致密坚硬，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5）宛东部崩塌、滑坡、地裂缝灾害低易发区（C5） 

该区包括社旗县全县，面积约 1203 km2，地貌类型为丘陵-岗区-

冲积倾斜平原区。本区地表岩性为中、上更新统坡洪积粉土、粉质粘

土和上更新统冲湖积粉质粘土，上述地层与下伏强胀缩性的下更新统

粘土构成了具有较强胀缩性的土体，可造成房屋墙体轻微破坏。胀缩

性的土体与水作用易崩解，崩塌地质灾害发育，规模一般属小型。 

（6）宛东南部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灾害低易发区（C6） 

分布于桐柏县县东南部及西北部埠江－平氏－安棚－朱庄－黄

岗，面积 702.36 km2，地貌类型为剥蚀垄岗-平原。该区发育地质灾害

点 3 处，其中崩塌 1 处，不稳定斜坡 1 处，地面塌陷 1 处。该区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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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点密度为 0.005 处/km2，为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4、地质灾害非易发区（D） 

市域内除上述高、中、低易发区外的其他区域均为地质灾害非易

发区，面积 8051.78km2。地势大多较为平坦，地质环境条件简单，地

质灾害较不发育，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二）地质灾害防治区 

根据全市地质灾害发育类型，分布规律、危害性、威胁性及其形

成的地质环境条件，结合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并结合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全市划分为 5 个重点防

治区、5 个次重点防治区和 1 个一般防治区。 

1、重点防治区（Ⅰ） 

（1）宛西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重点防治区（Ⅰ1） 

分布于镇平县北部，内乡县默河中上游，内乡县县境西北，西峡

县县境北部，面积 2211.73 km2。地貌类型为中山-低山-丘陵。区内构

造发育，冲沟较多，山体抬升较为强烈。岩体节理、裂隙发育，受降

雨，风化等因素影响，岩体破碎程度较高。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修路、

采矿及居民建房等。该区植被覆盖较差，多暴雨天气。地质灾害类型

有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包含中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 8 处，重点防

治隐患点有镇平县高丘镇寺山村滑坡、镇平县二龙乡小学中学后山滑

坡、内乡县马山口镇河口村河口小学崩塌。 

（2）宛西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重点防治区（Ⅰ2） 

分布于淅川县境内淇河流域及丹江流域上游北侧地区级、西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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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坪、重阳、丁河镇、五里桥、田关、丹水一带。面积 1425.45km2。

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区内出露岩性北部主要为元古界的变质岩类和

古生代及元古代的火山岩类，南部主要为石炭系、泥盆系、奥陶系、

寒武系的碳酸盐岩类和碎屑岩类。区内褶皱和断裂构造发育，受构造

影响，岩层节理发育，破碎程度较高。区内中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1 处，

为淅川县西簧乡卧龙岗村滑坡。 

（3）宛西南部滑坡、地面塌陷灾害重点防治区（Ⅰ3） 

分布于内乡县西庙岗、乍岖大部并东延至湍东、大桥、师岗结合

部，淅川县老城镇南部及大石桥乡东部和金河镇南部局部地区，仓房

镇南部，马镫镇南部，盛湾镇东部。面积 621.02 km2。主要地貌类型

为低山丘陵。出露岩性主要为古近系和新近系的泥灰岩、泥岩、砂岩、

砾岩、钙质粘土岩等，岩体破碎，节理裂隙发育，风化程度较高，表

面形成厚度较大的风化层。地质灾害类型有滑坡和泥石流，包含中型

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 5 处，重点防治隐患点有淅川县仓房镇侯家坡林

家庄组滑坡、淅川县马蹬镇关防村杜岭组北关防小学东南山坡滑坡、

淅川县马蹬镇云岭村地面塌陷、淅川县香花镇土门村土门组滑坡。 

（4）宛北部滑坡、泥石流灾害重点防治区（Ⅰ4） 

分布于南召县小店乡北部、云阳镇西北部、皇后乡东部，瓦房庄-

白鹿—横山，方城县的西部、北部，面积 1475.53 km2。主要地貌类型

为低山丘陵。地质灾害类型有滑坡和泥石流，包含中型以上地质灾害

隐患点 3 处，重点防治隐患点有方城县中南厂桥家属区滑坡、南召县

崔庄乡仓房村希望小学三十里沟与古路河交叉口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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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宛东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灾害重点防治区（Ⅰ5） 

分布于桐柏县朱庄镇、程湾乡、淮源镇和城郊乡南部、月河镇西

南部，面积约 343.35km2。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受构造运动影响，

山体抬升，沟谷纵横，基岩破碎、风化程度较高。地质灾害类型有崩

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包含中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 7 处，

重点防治隐患点有桐柏县程湾镇第三小学校园西护坡、桐柏县程湾镇

完全学校滑坡、桐柏县淮源景区西小河泥石流、桐柏县淮源景区水濂

寺附近崩塌、桐柏县朱庄镇围山村新庄组小河湾地面塌陷。 

2、次重点防治区（Ⅱ） 

（1）宛西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次重点防治区（Ⅱ1） 

位于西峡县北部，伏牛山南麓，行政划分属米坪镇、石界河乡、

桑坪镇、军马河乡北部及太平镇东部地区。面积 367.56 km2。出露岩

性主要为二长花岗岩、斜长花岗岩、片岩、大理岩等。区内人类工程

活动总体情况一般。地质灾害发育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泥石流。

主要致灾原因为建房、筑路切坡破坏斜坡稳定性。主要防治段为耍孩

关风景区，主要防治崩塌、滑坡、泥石流在汛期给游客带来的危害。 

（2）宛北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次重点防治区（Ⅱ2） 

分布于镇平县菊花场—三潭，镇平县城东部，内乡县湍河、默河

中游，西峡县米坪镇、石界河乡、桑坪镇、军马河乡南部地区，丁河

镇北部地区，五里桥乡、重阳乡、西坪镇、双龙镇、回车镇、阳城乡

的部分地区。面积 1367.16 km2。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区内构造抬升

强烈，V 形冲沟发育。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经降雨，风化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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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程度较高。该区居住人口较少，主要人类工程活动为居民切坡建

房、修路及零星采矿活动等。主要发育崩塌、滑坡等灾害类型。 

（3）宛西南部崩塌、滑坡灾害次重点防治区（Ⅱ3） 

分布于西峡县五里桥乡、回车镇的南部地区，淅川县丹江水库上

游南岸一带，淅川县毛堂乡、上集镇、马蹬镇及香花镇沿库带。面积

1171.79 km2。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出露岩性有元古界的变质岩类和

古生代及元古代的火山岩类，石炭系、泥盆系、奥陶系、寒武系的碳

酸盐岩类和碎屑岩类，白垩系的钙质粉砂岩、细砂岩等碎屑岩类。区

内采矿、筑路等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地质灾害发育类型主要为崩塌、

滑坡，主要至灾原因为露天采矿、筑路等人为切坡破坏斜坡稳定性。

区内中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1 处，为淅川县盛湾镇秀子沟村滑坡。另外

要防治丹江及丹江水库沿岸陡坡地带，主要防治因未来水位抬高陡坡

段库岸再造引起的崩滑灾害。 

（4）宛中北部滑坡、泥石流灾害次重点防治区（Ⅱ4） 

分布于卧龙区北部，南召县马市坪—崔庄、板山坪漆树沟—白土

岗大庄-四棵树乡，镇平县菊花场—三潭，内乡县七里坪乡高皇村-野

獐坪村。面积 1508.10 km2。地貌类型为丘陵岗地-侵蚀低山丘陵-中低

山。地质灾害类型有滑坡和泥石流，包含中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 3

处，重点防治隐患点有镇平县高丘镇严陵河泥石流。 

（5）宛东南部崩塌、泥石流灾害次重点防治区（Ⅱ5） 

该区位于唐河县马振抚乡、祁仪乡、湖阳镇、黑龙镇，桐柏县南

部淮源－城郊桐柏山风景区，程湾乡，桐柏县北部朱庄乡，桐柏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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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部-东北部的广大丘陵、剥蚀垄岗地区，总面积约 1614.8km2。该

区地貌上为低山丘陵区，岩体节理、裂隙发育，受降雨，风化等因素

影响，岩体破碎程度较高，地面植被覆盖较差，侵蚀剥蚀严重，局部

地区岩石裸露。地质灾害类型有崩塌和泥石流，包含中型以上地质灾

害隐患点 3 处，重点防治隐患点有唐河县马振抚乡栗鹏村向阳沟组泥

石流。 

3、一般防治区（Ⅲ） 

市域内除上述重点、次重点防治区外的其他区域均为地质灾害一

般防治区区，面积 14493.5km2。地势大多较为平坦，地质环境条件简

单，地质灾害较不发育。 

4、重点防治地段 

重点防治地段的划分，主要考虑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危害程度和地

面构筑物的重要性、人员的集中程度，其次是灾害点本身的规模、稳

定性、所处的地质环境条件等因素。以此原则共划分出 5 处重点防治

地段。 

（1）丹江口水库周边重点防治地段 

丹江口水库是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库区地质地形条

件复杂，地质灾害及隐患点广为分布。库区内主要地质环境问题有滑

坡、崩塌、不稳定斜坡、地面塌陷等，伴随着库区蓄水、日益增强的

人类工程活动以及恶劣的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地质灾害发

生的频率极高，发展的趋势加快。该区段应由国土资源部门成立专门

的责任小组进行地质灾害重点监测。 

（2）南水北调主干渠（南阳境内）沿线重点防治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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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主干渠在南阳境内经过方城县、卧龙区、镇平县、淅川

县等县（区），干渠在部分区段存在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

患，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对干渠稳定性及水质产生极大影响，应确定

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地段，建议加强监测。 

（3）蒙华运煤专线（南阳境内）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地段 

蒙华运煤专线在南阳境内经过西峡、内乡和淅川三县，修建运煤

专线在部分路段切坡后形成高陡边坡，改变坡体原有结构，整体稳定

性下降，极易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应确定为地质灾害重点防

治地段，建议加强监测。 

（4）武西高速（南阳境内）沿线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地段 

武西高速是河南省高速公路规划网中重要的一条南北动脉，由洛

阳市栾川县向南至南阳市西峡县。高速公路沿线部分路段在修建中开

挖隧道改变坡体原有结构，切坡形成高陡边坡，致坡体整体稳定性下

降，极易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应确定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地

段，建议加强监测。 

（5）郑万高铁（南阳境内）沿线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地段 

郑万高铁在南阳境内经过方城县、宛城区和卧龙区三个县（区），

高铁沿线部分路段在修建中开挖隧道改变坡体原有结构，切坡形成高

陡边坡，致坡体整体稳定性下降，极易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应确定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地段，建议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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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为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目标，部署主要防治任务如下： 

（一）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全面建成地质灾害防治“十有县”。目前已有

西峡县、镇平县和桐柏县建成了国家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

规划期内将完成南召、内乡、淅川、新野、唐河、方城、社旗、宛城、

卧龙区（县）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的建设。已建成“十有县”

的要按照高标准要求，根据动态变化及时完善。 

（二）地质灾害调查 

1、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 

在“十二·五”时期地质灾害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方城县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进而对全市地质灾害调查成果进行整理，查清

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情况、发育规律、致灾作用、危险性及危

害程度，进行风险区划，建立详细、准确的地质灾害隐患台帐。 

2、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区、重要城镇地质灾害专项调查、评估 

凡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编制地质灾害易

发区内的城镇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应当对规划区进行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 

对新建郑渝高铁、武西高速公路、蒙华煤运铁路专线等大型工程

项目开展建设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在建设中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措

施监管工作。 

交通、铁路、水利、建设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本部门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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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建设区的地质灾害调查或评估工作。 

（三）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 

1、群测群防网络建设 

建立市、县、乡（景区）、村四级群测群防管理机构，实行行政首

长负责制，逐级签定责任书，建立高效灵敏负责的组织体系，使地质

灾害信息的传递畅通无阻，从而达到有效的防灾减灾效果。 

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监测全覆盖，逐点落实群测群防各级

责任；对险情在中型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市级监测档案，纳

入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重点，汛期或易发时段保持通讯畅通，加密监

测，及时分析处置。 

2、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专业监测 

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和原有专业监测点的基础上，对威胁到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较大险情的隐患点采取专业监测措施，委派

专业人员，采用专业设备进行监测。 

①2016 安排专业监测点 1 个： 

桐柏县淮源景区西小河泥石流沟监测。 

②2017 安排专业监测点 1 个： 

南召县崔庄乡仓房村希望小学三十里沟与古路河交叉口泥石流沟

监测。 

③2018 安排专业监测点 1 个： 

镇平县高丘镇严陵河泥石流监测。 

④2019 安排专业监测点 1 个： 

唐河县马振抚乡栗鹏村向阳沟组泥石流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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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 

认真落实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制度。市国土资源局会同气

象、广电，通讯等部门，建设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系统，在汛

期或地质灾害易发时段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通过市、县（区）

电视台和移动通讯网络等媒体及时向公众发布。 

4、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系统建设 

包括应急预案、地质灾害应急指挥系统、抢险救援人员组织、应

急设备与物资准备。 

2017 年以前，完善地质灾害应急系统。地质灾害应急系统是应对

突发性地质灾害的有力保障，是灾前应急准备、临灾应急防范措施和

灾后实施应急救援的重要保证。 

（1）应急预案 

各级政府均应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市国土资

源部门会同市建设、水利、交通、安监、民政、气象、卫生等部门编

制本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应急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并定期

修订，确保其符合实际需要。 

（2）地质灾害应急指挥系统 

健全南阳市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系统。成员由国土资源、公安、

民政、财政、交通、商业、卫生、气象、水利、通讯、建设、发改委、

武警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资源局，具体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3）抢险救援人员组织 

建设一支机敏、灵活、富有战斗力的抢险救援队伍是地质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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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应急抢险的关键。抢险救援人员主要由青年民兵组成，包括公安、

消防、武警人员和医疗人员等。有条件时还应组织抢险救援人员进行

模拟演练，以提高临“战”时的组织、指挥和救援能力。 

（4）应急设备与物资准备 

多方筹措资金逐步配齐地质灾害防治抢险必须的设备，到 2020

年，各县均配有应急指挥车、探测仪、对讲机、手持扩音器等。应急

物资和设备除必须购置的外，可与民政部门应急物资储备库共享资源。 

5、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建设 

依据地质灾害调查、排查成果，融合群专结合的监测网络和各县

（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及应急预案，建立南阳市地质灾害信息系统，

实现地质灾害防治一张图和网络化管理系统，并向社会提供地质灾害

信息咨询服务。 

2016 年建成全市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系统，2018 年建成全市地质

灾害信息系统。 

（四）搬迁避让和治理工程 

1、搬迁避让工程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扶贫工作，对分散的直接受地质

灾害威胁的居民点实施有计划的搬迁避让，优先安排威胁人口多且治

理难度大的隐患点影响范围内的居民搬迁避让。按照险情等级和引发

因素，安排如下： 

2017 年对 1 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威胁的居民实施搬迁避让： 

桐柏县朱庄镇围山村小河湾组地面塌陷（威胁 60 户 208 人），险

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和人类工程活动综合因素影响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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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对危害公共安全，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且治理

难度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有计划的治理。 

按照自然作用形成的地质灾害，由政府出资治理，人为活动引发

的地质灾害， “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隐

患由责任人负责治理并承担治理费用，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险情为特大型、大型以上的由国家、省级政府筹资治理，中型由市

政府负责，小型由县（区）负责。安排如下： 

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实施工程治理。 

（1）中型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 

2016 年 

①镇平县二龙山小学中学后山滑坡治理工程（威胁师生 327 人，

潜在经济损失 400 万元），险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引发。 

2017 年 

①桐柏县淮河景区水濂寺附近滑坡治理工程（威胁景区建筑及游

人 206 人，潜在经济损失 300 万元），险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引

发，由淮河景区建设管理部门负责。 

②方城县广阳镇中南厂桥东家属院区滑坡治理工程（威胁家属院

内 400 人，潜在经济损失 360 万元），险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引

发。 

2018 年 

①桐柏县程湾完全学校滑坡治理工程（威胁师生 400 人，潜在经

济损失 200 万元），险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引发。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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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桐柏县程湾第三小学滑坡治理工程（威胁师生 200 人，潜在经

济损失 200 万元），险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引发。 

②内乡县马山口镇河口村河口小学崩塌治理工程（威胁师生 400

人，潜在经济损失 500 万元），险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引发。 

2020 年 

①镇平县高丘镇寺山村滑坡治理工程（威胁 185 人，潜在经济损

失 200 万元），险情等级为中型，为自然因素引发。 

（2）大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 

南阳市目前存在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5 处，特大型地质灾害隐患

点 5 处，此外还有丹江水库库区和南水北调总干渠沿线地质灾害隐患

点，市政府将积极申请中央政府、省政府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以

及南水北调工程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对上述地质灾害隐患实施搬

迁避让或工程治理，预期目标是争取地质灾害治理资金 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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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建立社会化减灾防灾体系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要求，南阳市政府成立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由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

采取措施，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南阳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各级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的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按照“谁引发、谁治理”

的原则，由引发者负责。 

地质灾害隐患点所在的村、组基层组织，要落实领导责任和监测

预警人员，确保地质灾害隐患预防措施全覆盖。 

（二）建立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制度 

严格贯彻执行《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和《河

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进一步完善相配套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

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各项制度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建设

工程施工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施工的管理，防止不当施工行为引发

地质灾害。建立全面覆盖的地质灾害隐患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方案，

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规范化。 

（三）加强宣传，提高民众地质灾害防范意识 

防灾减灾是一项减少自然灾害损失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措施，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

育，增强公众的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通过采取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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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宣传画册等为主的多种形式开展通俗易懂的地质灾害法治教育

和科普宣传活动，加强地质灾害减灾防灾宣传教育。当前要把宣传的

重点放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及中易发区，扎实、细致地做好宣传、培

训工作，普及地质灾害基本知识，提高政府部门、企业和民众的地质

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意识，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能力。

提高防灾减灾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职责的自

觉性。 

（四）群防群测、群专结合 

我市地质灾害数量多、分布广，防治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必须依

靠群众，建立以分级责任制管理为基础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预

防地质灾害发生，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减少地质灾害损失。建立激励

机制和惩罚机制，对在群测群防监测预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避

免重大损失的立功人员，应给予重奖，对玩忽职守、避灾不利，造成

严重后果的责任人，要给予重罚。 

（五）加强队伍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实施科学管理 

健全的机构和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是搞好地质灾害工作的重要保

证，也是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效率的关键。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人员责任意识和业务素质的培养，尤其要提高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

的防灾意识和业务技能，组织必要的演练和培训，使之适应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要求。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的综合能力和

地质灾害综合勘查、评价和评估水平。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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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定位系统（GPS），提高灾害信息采集、快速处理水平和信息共

享机制，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充分发挥科研单位与院校专业技术

力量，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的科学技术研究。 

（六）建立长效的投（融）资机制 

依据政府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负总责的原则，市政府在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时，要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年度预算，安排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并把主要指标纳入相应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 

防治资金的多渠道投入，是把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同景区开发、交

通、水利、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工作相结合，融地质灾害防

治于相关工作中，不断扩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筹措途径。新建工程

要落实建前评估、建中预防措施，现有景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铁路沿

线地质灾害隐患点、公路沿线隐患点（段）等的防治，各相关管理部

门应落实防治措施和资金，确保防治工作的正常运行。 

加强政府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投入力度，充分调动社会、企业和个

人的积极性，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健全多元化、多渠道的投

融资保障体系，确保按照规划要求，定期足额投放。 

（七）注重丹江口库区和南水北调总干渠的地质灾害防治，加强

库区地质环境管理 

丹江口水库蓄水后，有可能诱发新的滑坡、崩塌和塌岸等地质灾

害。需采取以下措施，加大丹江口水库蓄水运行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

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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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水库蓄水运行期间因蓄水诱发地质灾害的防治责任主体及

防治经费渠道。 

2、坚持推行和完善以分级管理为基础的责任管理制度，开展群测

群防工作，按国土资源部的要求，做好丹江口库区移民迁建区选址地

质灾害监测预报工作。 

3、坚持做好城镇建设和各项工程建设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把

好“源头关”，防止人为活动诱发和加重地质灾害。 

4、为保护水库水质，切实发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防洪发电功能的

作用，设立土地利用限制区。由国土资源、水利和环保等部门按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相关规定确定限制区的面积和范围，并由国务院审

批后，纳入南水北调协调指挥部库区征地范围。划定后的土地利用限

制区内，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建设项

目的用地（对涉及库区地质环境保护的建设用地项目除外）。 

5、为减少丹江口库区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坡度在 25°以上

的耕地，必须退耕还林，25°以下的坡耕地，应加大投资，变坡耕地为

梯田，由市级国土资源部门予以验收确认。 

6、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港口、水文站、码头和排水口，确需建设

的必须经省级和省级以上的计划部门立项，并附水利、环保和国土部

门的意见。 

7、库区周边一定范围内限制采矿活动，对影响丹江口库区水土保

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矿产开发项目，不予以审批和供地，现有矿山实

行限制开采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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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南阳市中型以上险情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1） 

序号 
县、市 位置 地灾 

类型 
险情 
级别 

威胁人数 潜在经济损失 成因 

1 淅川县 盛湾镇秀子沟村 滑坡 中型 108 人 200 万元 自然因素 
2 淅川县 西簧乡卧龙岗村 滑坡 中型 132 人 1300 万元 自然因素 
3 淅川县 仓房镇侯家坡村林庄组 滑坡 中型 42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4 淅川县 马蹬镇关防村杜岭组北关防小学东南山坡 滑坡 大型 500 人 1200 万元 自然因素 
5 淅川县 大石桥乡段台村 滑坡 中型 166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6 淅川县 上集镇三关岈村 滑坡 中型 93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7 淅川县 上集镇梁洼村圣水寺 滑坡 中型 7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8 淅川县 马蹬镇云岭村 地面塌陷 特大型 3932 人 5000 万元 自然因素 
9 淅川县 香花镇土门村土门组 滑坡 中型 85 人 1820 万元 自然因素 
10 西峡县 石界河镇通渠村(小学) 滑坡 大型 612 人  自然因素 
11 西峡县 桑坪镇西万沟村玉皇庙组 滑坡 中型 278 人 学校一座 100 万元 自然因素 
12 镇平县 高丘镇姚片河 泥石流 特大型 1500 人 3000 万元 自然因素 
13 镇平县 二龙乡赵河 泥石流 特大型 1200 人 3500 万元 自然因素 
14 镇平县 高丘镇寺山村 滑坡 中型 185 人 200 万元 自然因素 
15 镇平县 高丘镇严陵河 泥石流 特大型 1500 人 2000 万元 自然因素 
16 镇平县 二龙山小学中学后山 滑坡 中型 327 人 400 万元 自然因素 
17 桐柏县 程湾镇第三小学校园西护坡 滑坡 中型 师生 200 人 200 万元 人工切坡 
18 桐柏县 程湾镇完全学校 滑坡 中型 师生 400 人 200 万元 人工切坡 
19 桐柏县 毛集镇湖山村 206 省道边 崩塌 中型 居民及房屋 100 人 600 万元 人工切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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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中型以上险情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2） 

序号 
县、市 位置 地灾 

类型 
险情 
级别 威胁人数 潜在经济损失 成因 

20 桐柏县 淮源景区西小河 泥石流 特大型 居民及房屋 2000 人 4000 万元 强降雨 
21 桐柏县 大河镇江庄村中刘山岩 崩塌 中型 居民及房屋 60 人 600 万元 人工切坡 
22 桐柏县 淮源景区溪悦假日酒店附近 崩塌 中型 景区建筑及游人 100 人 300 万元 人工切坡 
23 桐柏县 淮源景区水濂寺附近 滑坡 中型 景区建筑及游人 206 人 300 万元 降雨 
24 桐柏县 朱庄镇围山村新庄组小河湾 地面塌陷 中型 居民及房屋 208 人 300 万元 地下采矿 
25 桐柏县 朱庄镇朱庄村管庄组 地面塌陷 大型 房屋、道路、居民 208 人 7500 万元 岩溶 
26 方城县 中南厂桥东家属区 滑坡 中型 400 人 360 万元 强降雨 
27 南召县 马市坪乡龙头沟村岗沟组 滑坡 中型 137 人 650 万元 自然因素 
28 南召县 马市坪乡龙头沟村李家庄组 滑坡 中型 120 人 600 万元 自然因素 
29 南召县 崔庄乡仓房村苍东组及沿途 7 个村民小组 泥石流 大型 950 人 8000 万元 自然因素 
30 南召县 崔庄乡仓房村希望小学三十里沟与古路河交叉口 泥石流 大型 950 人 1000 万元 自然因素 
31 内乡县 马山口镇河口村河口小学 崩塌 中型 400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32 唐河县 马振抚乡栗鹏村向阳沟组 泥石流 中型 130 人 200 万元 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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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南阳市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统计表 

序 
号 县 位置 地灾类型 险情级别 威胁人数 潜在经济损失 成因 治理措施 资金来源 备注 

1 淅川县 盛湾镇秀子沟村 滑坡 中型 108 人 2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2 淅川县 西簧乡卧龙岗村 滑坡 中型 132 人 13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3 淅川县 仓房镇侯家坡村林庄组 滑坡 中型 42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4 淅川县 马蹬镇关防村杜岭组北关防小学东南山坡 滑坡 大型 500 人 12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省财政资金  
5 淅川县 大石桥乡段台村 滑坡 中型 166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6 淅川县 上集镇三关岈村 滑坡 中型 93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7 淅川县 上集镇梁洼村圣水寺 滑坡 中型 7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8 淅川县 马蹬镇云岭村 地面塌陷 特大型 3932 人 50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9 淅川县 香花镇土门村土门组 滑坡 中型 85 人 182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10 西峡县 石界河镇通渠村(小学) 滑坡 大型 612 人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省财政资金  
11 西峡县 桑坪镇西万沟村玉皇庙组 滑坡 中型 278 人 学校一座 1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12 镇平县 高丘镇姚片河 泥石流 特大型 1500 人 30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13 镇平县 二龙乡赵河 泥石流 特大型 1200 人 35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14 镇平县 高丘镇寺山村 滑坡 中型 185 人 200 万元 自然因素 工程治理 地方财政资金 2020 年 
15 镇平县 高丘镇严陵河 泥石流 特大型 1500 人 2000 万元 自然因素 专业监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2018 年 
16 镇平县 二龙山小学中学后山 滑坡 中型 327 人 400 万元 自然因素 工程治理 地方财政资金 2016 年 
17 桐柏县 程湾镇第三小学校园西护坡 滑坡 中型 师生 200 人 200 万元 人工切坡 工程治理 地方财政资金 2019 年 
18 桐柏县 程湾镇完全学校 滑坡 中型 师生 400 人 200 万元 人工切坡 工程治理 地方财政资金 2018 年 
19 桐柏县 毛集镇湖山村 206 省道边 崩塌 中型 居民及房屋 100 人 600 万元 人工切坡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20 桐柏县 淮源景区西小河 泥石流 特大型 居民及房屋 2000 人 4000 万元 强降雨 专业监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2016 年 
21 桐柏县 大河镇江庄村中刘山岩 崩塌 中型 居民及房屋 60 人 600 万元 人工切坡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22 桐柏县 淮源景区溪悦假日酒店附近 崩塌 中型 景区建筑及游人 100 人 300 万元 人工切坡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23 桐柏县 淮源景区水濂寺附近 滑坡 中型 景区建筑及游人 206 人 300 万元 降雨 工程治理 淮源景区负责 2017 年 
24 桐柏县 朱庄镇围山村新庄组小河湾 地面塌陷 中型 居民及房屋 208 人 300 万元 地下采矿 搬迁避让 地方财政资金 2017 年 
25 桐柏县 朱庄镇朱庄村管庄组 地面塌陷 大型 房屋、道路、居民 208 人 7500 万元 岩溶 群防群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省财政资金  
26 方城县 中南厂桥东家属区 滑坡 中型 400 人 360 万元 强降雨 工程治理 地方财政资金 2017 年 
27 南召县 马市坪乡龙头沟村岗沟组 滑坡 中型 137 人 65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28 南召县 马市坪乡龙头沟村李家庄组 滑坡 中型 120 人 6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6-2020 年 
29 南召县 崔庄乡仓房村苍东组及沿途 7 个村民小组 泥石流 大型 950 人 8000 万元 自然因素 群防群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省财政资金  
30 南召县 崔庄乡仓房村希望小学三十里沟与古路河交叉口 泥石流 大型 950 人 1000 万元 自然因素 专业监测、争取上级实施治理 争取省财政资金 2017 年 
31 内乡县 马山口镇河口村河口小学 崩塌 中型 400 人 500 万元 自然因素 工程治理 地方财政资金 2019 年 
32 唐河县 马振抚乡栗鹏村向阳沟组 泥石流 中型 130 人 200 万元 自然因素 专业监测 地方财政资金 2019 年 

 



 

 40 

附表 3： 

实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经费估算表（1） 

规划时

期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防治经费及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1 
镇平县二龙乡小学中学后

山滑坡 
修筑挡墙、护坡工程等 

600 万；市财政资

金 
共计 

600 万元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1 知识培训 
媒体宣传、集中培训、

编制宣传材料等 
5 万；市财政资金 

2 群测群防网络建设 
完成全市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网络建设 
40 万；市财政资金 

3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 
桐柏县淮源景区西小河

泥石流沟监测 
5 万；市财政资金 

4 
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

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运行、预测

预报、系统维护 
20 万；市财政资金 

5 地质灾害应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 20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90 万元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2016 年 

1 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系统 运行、系统维护 15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15 万元 
规划时

期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防治经费及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工程 

1 
桐柏县朱庄镇围山村小河

湾组 
搬迁避让 

300 万；市财政资

金 
共计 

300 万元 
二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1 
桐柏县淮源景区水濂寺附

近滑坡 
修筑挡墙、护坡工程等 

500 万；由淮源景

区负责 

2 
方城县广阳镇中南厂桥东

家属院区滑坡 
修筑挡墙、护坡工程等 

700 万；市财政资

金 

共计 
1200 万

元 

三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1 知识培训 
媒体宣传、集中培训、

编制宣传材料等 
5 万；市财政资金 

2 群测群防网络建设 
完成全市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网络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金 

3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 
南召县崔庄乡仓房村希

望小学三十里沟与古路

河交叉口泥石流沟监测 
5 万；市财政资金 

4 
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

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运行、预测

预报、系统维护 
10 万；市财政资金 

5 地质灾害应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40 万元 

四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2017 年 

1 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系统 运行、系统维护 15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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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经费估算表（2） 

规划时期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防治经费及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1 桐柏县程湾完全学校滑坡 修筑挡墙、护坡工程等 500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500 万元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1 知识培训 
媒体宣传、集中培训、

编制宣传材料等 
5 万；市财政资金 

2 群测群防网络建设 
完成全市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网络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金 

3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 
镇平县高丘镇严陵河泥

石流 
5 万；市财政资金 

4 
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

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运行、预测

预报、系统维护 
10 万；市财政资金 

5 地质灾害应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40 万元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2018 年 

1 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系统 运行、系统维护 15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15 万元 
规划时期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防治经费及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1 桐柏县程湾第三小学滑坡 修筑挡墙、护坡工程等 500 万；市财政资金 

2 
内乡县马山口镇河口村河

口小学崩塌 
清除危岩、修筑挡墙、

护坡工程等 
500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1000 万

元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1 知识培训 
媒体宣传、集中培训、

编制宣传材料等 
5 万；市财政资金 

2 群测群防网络建设 
完成全市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网络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金 

3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 
唐河县马振抚乡栗鹏村

向阳沟组泥石流沟监测 
5 万；市财政资金 

4 
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

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运行、预测

预报、系统维护 
10 万；市财政资金 

5 地质灾害应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40 万元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2019 年 

1 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系统 运行、系统维护 15 万；市财政资金 
共计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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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经费估算表（3） 

规划时期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防治经费及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1 镇平县高丘镇寺山村滑坡 修筑挡墙、护坡工程等 
400 万；市财政资

金 
共计 

400 万元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1 知识培训 
媒体宣传、集中培训、

编制宣传材料等 
5 万；市财政资金 

2 群测群防网络建设 
完成全市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网络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

金 

3 
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

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运行、预测

预报、系统维护 
10 万；市财政资

金 

4 地质灾害应急系统建设 系统建设 
10 万；市财政资

金 

共计 
35 万元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2020 年 

1 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系统 运行、系统维护 
15 万；市财政资

金 
共计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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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南阳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经费估算汇总表 

规划时

期 

序

号 
项目名称 

防治经

费（万

元） 

经费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600 市财政资金 2016 年安排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90 市财政资金 2016 年安排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15 市财政资金 2016 年安排 
2016 年 

小计 705 市政资金 705 万元  

一 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工程 300 市财政资金 2017 年安排 

500 淮源景区负责 2017 年安排 
二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700 市财政资金 2017 年安排 

三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40 市财政资金 2017 年安排 

四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15 市财政资金 2017 年安排 

淮源景区负责 500 万元  

2017 年 

小计 1555 
市财政资金 1055 万元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500 市财政资金 2018 年安排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40 市财政资金 2018 年安排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15 市财政资金 2018 年安排 
2018 年 

小计 555 市财政资金 555 万元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1000 市财政资金 2019 年安排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40 市财政资金 2019 年安排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15 市财政资金 2019 年安排 
2019 年 

小计 1055 市财政资金 1055 万元  

一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400 市财政资金 2020 年安排 

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 35 市财政资金 2020 年安排 

三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 15 市财政资金 2020 年安排 
2020 年 

小计 450 市财政资金 450 万元  

市财政资金 3820 万元  
合计 4320 

淮源景区负责 5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