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采购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名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采购预算：256.56万元（超出采购预算的报价视为无效报价） 

服务期限：2021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验收：乙方完成各阶段工作后按阶段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甲方组织

专家进行验收。 

服务地点：琼中县 

二、项目需求及工作要求 

（一）项目需求 

为深入贯彻 2018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上关于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

办发〔2020〕12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海南省第一

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琼府办函发〔2020〕212号）、

《海南省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和海南省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南省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琼灾险普办〔2020〕4

号），以及按照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实施纲要》和海

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地质灾害防治行动工作方案

（2020-2022年）》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3071号），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单位承担琼中县地



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中标单位需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开展此次地质灾

害普查工作。  

1、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全

面获取琼中县地质灾害致灾信息，人口、房屋、基础设施等重要承灾

体信息，全面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区域抗灾能力和减灾能力；客

观评价琼中县致灾风险水平、承灾体脆弱性水平、风险水平，科学预

判今后一段时期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和特点，编制地质灾害风险调

查评价成果报告及相关图件，形成琼中县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和防治建

议，建立全县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为琼中县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国

土空间规划管控和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技术依据。 

2、主要任务 

琼中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是按照一般调查区 1：5 万和重点

调查区 1：1万精度，采用遥感解译、地面调查、测绘、物探、钻探、

山地工程等手段进行，具体任务如下： 

（1）收集工作区气象水文、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基础地理信息等相关资料，重点收集 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成果，

掌握工作区的区域地质背景条件。 

（2）整理分析琼中县 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各类治理工程

和监测预警等相关成果，掌握工作区地质灾害动态发育现状，校核工

作区地质灾害易发性、危险性评价成果。 

（3）利用遥感影像、DEM 数据及地形图，按地形地貌、地层岩

性、地质构造等特征划分拟调查的评价单元。 



（4）开展区域地质灾害条件调查，查明工作区地形地貌、地质

构造、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地下水，斜坡结构、残坡积层厚度、植

被等孕灾条件以及降雨、地震、人类工程活动等诱发因素。 

（5）进行地质灾害核查与调查，对已有成果发现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开展核查，分析原有地质灾害发生的致灾因素，并对主控因素的

概率和频率进行核实。对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详细调查，查明地

质灾害的空间发育特征及危害情况，评价其稳定性（易发性）和危险

性。 

（6）进行承灾体及易损性调查，查明工作区地质灾害及隐患威

胁物等承灾体的基本信息，调查已有防治工程的防护功能。 

（7）开展地质灾害易发性、危险性、易损性和风险评价。 

（8）开展典型地质灾害点勘察，进行典型地质灾害点风险评价。 

（9）编制琼中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报告和图件，建立琼中

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数据库。 

（10）提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对策建议。 

3、实施原则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按照“全省统一领导、市县落实负责、各

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 

省厅负责协调督导，提供专家技术支持和培训指导；各市县是落

实此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辖区普查工作的组织

实施；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灾害类型、灾害损失特征、地理环

境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阶段性目标和

工作进度，优选第三方专业团队，协同参与执行相关普查任务。 



4、普查范围 

琼中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项目调查范围为全县，面积 2704 平方

公里。 

全县 10个乡镇，1个林场，554个自然村，全县共 58856户，总

人口 179586人。10个乡镇分别为营根镇、湾岭镇、黎母山镇、和平

镇、长征镇、红毛镇、中平镇、吊罗山乡、上安乡、什运乡，1个林

场为黎母山林场。 

（1）重点调查区 

本次重点调查区选取工作是基于 1:5万详查成果，琼中全县均为

地质灾害易发区，结合全县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集镇、迁建区、集中

安置点等人口聚集区部署 1:10000调查工作，重点调查区面积原则上

应按不低于 10km2/100km2计算。工作量采取不平均布设网格方法，应

结合承灾体分布特征开展目标地质体调查。在划分斜坡单元的基础

上，核查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

方法以地表调查为主，辅助于一定量的钻探、浅井等勘探工程及采取

水、土样分析，查明斜坡结构特征和孕灾地质条件，并对承灾体进行

统计。 

（2）一般调查区 

一般调查区按照 1:50000比例尺开展调查，对县域面积大、地质

灾害发育密度低、人口与工程活动少的县级行政单元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范围。充分利用 1∶50000 地质灾害详查及

新增调查成果，对以往的调查点部署核查工作，复核调查成册及新增

的地质灾害点，并有针对性对零星分布的人口聚居区的斜坡部署调查

工作。调查方法以地表调查为主，定性评价斜坡稳定性和风险等级。

视调查点影响程度可辅助于一定量的钻探、浅井等勘探工程及采取

水、土样分析，查明斜坡结构特征和孕灾地质条件，并对承灾体进行



统计。 

（二）工作要求 

1、工作技术路线 

普查各项工作开展必须严格以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

价技术要求（1:50000）》为标准，以向自然资源部汇交合格为验收条

件。 

整个项目包括调查准备阶段、野外调查、综合研究与成果编制、

成果评审和资料汇交四个阶段。 

调查准备阶段是在充分收集前期资料的基础上，以遥感解译为先

导， 并进行野外踏勘，建立解译标志，划分重点调查区，根据项目

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流程。 

野外调查工作主要包括孕灾地质条件调查、承载体调查；地质灾

害及隐患核查、调查，主要包括 1：5 万地质灾害详查报告上的已有

灾害点的核查、初步解译隐患点的实地调查、2021 年地质灾害隐患

点排查登记表上隐患点的核查、切坡建房调查；工程地质钻探、物探、

山地工程；典型地质灾害及隐患的测绘及勘查；野外各类表格的记录。 

野外调查工作野外验收后，进入室内综合研究和成果编制阶段，

主要是分析评价地质灾害及隐患分布、孕灾地质条件，进行地质灾害

易发性、危险性、易损性、风险性评价，编制成果报告。 

2、主要技术方法 

（1）资料收集 

全面收集工作区的气象、水文、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地质灾害及地震、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等方面资料，以及工



作区地形数据及遥感数据等，为遥感解译提供并进行分析整理和系统

研究。重点收集前期已开展的 1:5万地质灾害详查成果，同时收集近

来完成的地质灾害排查资料，以及近年已完成治理的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资料等。 

（2）遥感调查 

根据琼中县以往基础地质灾害调查成果，琼中县与地质灾害相

关，重要致灾因素主要有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工程地质岩组、地表

水与地下水、气象、植被与人类工程活动等 7个方面，该项工作在充

分利用以往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遥感技术对致灾因素相关信息进

行提取，对孕灾地质条件进行补充解译，获取致灾因素综合信息。在

一般调查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时应选用空间分辨率优于 2 m的多光谱

遥感数据。在重点调查区应选用空间分辨率优于 1 m的多光谱或无人

机遥感数据。遥感数据时效性不宜超过 2 年，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30日。 

（3）孕灾条件调查 

1）地质环境背景调查宜采用追索法及穿越法，调查路线宜垂直

岩层与构造线走向以及地貌变化显著的方向进行穿越调查。 

2）一般调查区应采用 1:50000 比例尺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重

点调查区采用 1:10000比例尺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 

3）采用不均匀网格布设调查路线和调查点，重点围绕有承灾体

分布的目标地质体，如斜坡、沟谷等布设调查路线和调查点。一般调

查区观测路线间距 2～10km，重点调查区观测路线间距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4）地质灾害（致灾体）调查 



1）地质灾害及隐患点应重点调查已经出现的变形破坏迹象、滑

带、软弱夹层、地下水、降水、形成因素、致灾范围及灾险情等，评

价其稳定性和地质灾害风险等级。 

2）野外调查定位上图精度误差应小于 2mm，应勾绘出图斑面积

大于 4mm2 的地质灾害；小于最小上图精度的用规定符号表示。 

3）滑坡调查点定在滑坡后缘中部，泥石流调查点定在堆积扇扇

顶，崩塌调查点定在崩塌（危岩体）前缘。 

（5）承灾体调查 

对地质灾害影响区内人口、房屋、基础设施、产业、社会事业、

居民财产、土地资源等毁损实物数量及经济损失进行调查。承灾体调

查采用高精度遥感调查和现场核查的方式进行。在高精度遥感图像量

算可识别工程的长度、宽度、面积，并划分类型，现场核实承灾体类

型、数量。 

（6）物探 

物探剖面选择布设在典型斜坡区段、地质灾害隐患点、崩塌（危

岩体）源区、等位置，结合测区地形地物条件，合理布置物探测线，

重点探测工程地质岩组界线、斜坡结构类型、基覆界面、软弱层、风

化程度、塌陷坑、地下水位、节理裂隙、滑面（带）等。 

物探剖面方向按垂直探测对象的总体走向或沿着地质灾害条件

变化大的方向布设。 

测线长度、间距应控制被探测对象，物探的探测深度大于地质灾

害厚度、基覆界面深度、塌陷坑深度、地下水埋深、软弱层深度及钻

孔深度等。 

物探工作工程地质钻探之前进行，成果结合钻探成果进行验证和



二次解释，提高物探成果的准确性。 

物探成果报告论述工作方法、地质体的地球物理特征、资料的解

释推断、结论和建议，并附工作布置图、平剖面图、曲线图、解释成

果图等。 

（7）钻探 

勘探线、孔的布置上，以能较准确的查明组成坡体的岩土种类、

性质和成因，滑动面分布、位置和层数，滑动带的物质组成和厚度、

滑动方向，滑带的起伏以及地下水的情况为原则。沿主滑方向布置一

条勘探线，勘探孔不少于 2个。 

钻孔终孔孔径不宜小于 110mm，在滑带及其上下 5m 范围内，回

次进尺不得大于 0.3m。长度超过 35cm残留岩芯，应进行打捞，残留

岩芯取出后，可并入上一回次进尺的岩芯中进行计算。岩芯采取率，

滑体＞75%，滑床＞85%，滑带＞90%。 

钻孔中采集土样应使用薄壁取土器，采用静力压入法，土样样品

直径不应小于 85mm，高度不应小于 150mm，所采样品应及时蜡封。 

（8）岩矿测试 

岩石测试指标主要包括密度、天然重度、干重度、孔隙率、孔隙

比、吸水率、饱和吸水率、抗剪强度、弹性模量、泊松比、单轴抗压

强度等。土的测试指标主要包括颗粒组成、密度、天然重度、干重度、

天然含水量、孔隙比、饱和度，颗粒成份、压缩系数、粘聚力、内摩

擦角。粘性土应增测塑性指标（塑限、液限、计算塑性指数、液性指

数和含水比）、无侧限抗压强度等。砂土应增测最大干密度、最小干

密度、颗粒不均匀系数、相对密度、渗透系数等。对于滑带土或可能

滑动的土应侧重重缩剪指标的测试。 



（9）数据库录入 

1）项目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调查区基本情况、调查单位情况、

完成的实物工作量表、主要成果表等； 

2）野外调查数据，主要包括：野外调查点、遥感解译点、勘查测

绘点、取样点、野外试验、监测数据等； 

3）空间图形数据，主要包括：实际材料图、遥感解译图、地质灾

害及隐患分布图、地质灾害孕灾条件图、易发性分区图、风险评价图等

数据。 

4）成果相关数据，主要包括：项目成果报告、数据库录入报告、

勘查报告及图件，分析测试报告等相关附件。 

5）其他数据，主要报告：项目任务书、设计书、野外验收意见、

数据库验收意见、成果评审意见等。 

三、主要工作量 
主要工作量见表 1 。 

表 1  主要实物工作量表 
序号 工作手段 计量单位 工作量 

一 遥感解译   

1 重点调查区 1：1 万遥感解译 km2 270 

2 一般调查区 1：5 万遥感解译 km2 2434 

二 地形测绘   

1 地质灾害点 1:500 地形测量 km2 3 

三 地质测量 km2  

1 1:500 专项地质灾害测量（正测） km2 3 

2 1:10000 专项地质灾害测量（正测） km2 270 

3 1:50000 专项地质灾害测量（草测） km2 2434 

四 物探   

1 高密度电阻率法测量 点 580 

五 钻探   

1 工程地质钻探 m 400 

六 岩矿测试   



1 土样 件 40 

2 岩样 件 20 

 

四、项目验收 

1、野外验收 

应提供以下资料，并按照不少于工作量 3％的比例，对野外调查点、

物探点、测绘点、测试点、取样点等进行抽样检查和野外现场检查；按

照不少于工作量 30％的比例，对钻孔、槽探等山地工程工作情况进行

检查；开展分区结果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检验，分析可靠性、准确性和

数据质量，形成野外验收意见。 

（1）野外资料：调查信息化数据，原始图件，测量数据记录，勘

查编录资料，样品分析测试结果，物探、遥感解译等资料。 

（2）质量检查记录。 

（3）野外工作总结报告。 

2、数据库验收 

数据库验收应在成果报告评审前完成野外调查数据库验收，应检查

数据质量和可靠性等，重点是各类空间数据库内容的精度与质量。 

3、成果验收 

成果报告评审时应提供下列技术文件： 

（1）项目设计书及审查意见； 

（2）野外验收意见； 

（3）成果报告、图件等相关资料 

五、预期成果 

1、成果报告。 

报告名称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报告》。 



2、图件成果。 

主要包括琼中县地质灾害调查及区划成果图件，具体如表 2： 

表 2  主要图件一览表 

类型 序号 附图名称 

基础性图

件 

1 实际材料图（l:50 000） 
2 地质环境条件遥感影像图和解译图（l:50 000） 
3 地质灾害及隐患分布图（l:50 000） 
4 实际材料图（l:10 000） 
5 重点调查区地质灾害及隐患遥感解译图 （1:10 000） 
6 重点调查区地质灾害及隐患分布图（1:10 000） 
7 孕灾地质条件图（l:50 000） 
8 重点调查区孕灾地质条件图（l:10 000） 

应用性图

件 

9 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图（l:50 000） 
10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图（1:50 000） 
11 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1:50 000） 
12 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1:50 000） 
13 重点调查区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图（1:10 000） 
14 重点调查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图（1:10 000） 
15 重点调查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1:10 000） 
16 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l:10 000） 
17 单体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风险管控建议图（1:2 000） 

其他图件 

18 斜（边）坡工程地质实测剖面（1:2 000） 
19 重大地质灾害勘查平面图和剖面图（1:2 000） 
20 钻孔柱状图 
21 探槽、平洞、探井展示图 

3、附件类成果。 

主要包括：数据库建库报告；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数据库；照片集；

专题报告；地质灾害勘查报告及图件等。如表 3： 

表 3 主要附件成果一览表 

序号 附件名称 

1 数据库建库报告 

2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数据库 

3 地质灾害调查照片集 

4 专题报告 

5 勘查报告及图件 

 



六、项目组织管理要求 

1、质量保证体系 

承担单位建立由单位、科室、项目组成的三级质量检查制度，明确

各自职责，层层把关、层层落实，确保地质项目工作质量。项目组成立

质量管理小组，在野外工作期间，协助项目负责对各项工作质量进行日

常监督管理。项目总负责是该项目的第一质量负责人，对整个项目质量

全面负责。项目负责人是项目质量的直接负责人，全面行使对项目各环

节、各工种质量的监督管理。各调查组负责本工作范围内各项工作的质

量。具体工作中，从设计质量、野外工作质量、资料整理质量、图件编

制及报告质量等各环节质量监控，把好质量关。 

（1）设计质量 

设计编写在充分掌握区内各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有关规范认

真进行，在对以往资料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所要解决的重大地质灾

害风险问题，并进行合理有效的工作部署；各项技术要求具体明确，可

操作性强；设计定稿后，由承担单位统一把关，提出意见，按技术规范

要求，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经主管部门评审审批后方可实施。 

（2）野外工作质量 

项目负责深入野外生产一线，亲自抓工作质量；完善三级质量检查

制度，开展经常性质量检查工作，自检、互检率 100%，杜绝各种质量

事故。 

强化野外工作质量检查。日常性检查：在项目负责领导下对原资料

进行检查，按组内 100％自检、组间 100％互检的程序进行。阶段性检

查：在项目负责人领导下进行，除按 30％比例抽检、自检、互检资料

外，还要按不低 3％的比例进行实地检查。年度性检查：在院质量管理



部门领导下进行，各类调查点抽查不少于 20％。 

（3）加强资料整理的质量监控 

资料整理是地质调查工作质量的基本保证，是野外工作的继续和综

合，同时亦是衔接下步工作安排的纽带和依据，质量监控可分为： 

日常性检查：对个人记录，手图进行自检、互检，组与组间的自检、

互检。阶段性检查：对作业组、实际材料图、样品整理等工作进行抽检，

为上级质量监控组织做好基础性准备工作。年度性检查：项目收集的原

始资料、图件编绘、样品采集、工程布置的合理性、准确性以及项目质

量监控工作进行评价和检查。野外验收前的检查：全面检查项目原始资

料和综合整理，设计执行情况、专题研究等工作质量，为上级主管部门

野外最终验收做好准备。成果验收前的检查：全面检查野外验收后补充

工作的完成情况，各项原始资料与综合的吻合程度，项目成果报告、原

始资料归档质量等。 

2、质量管理要求 

项目的各项工作质量必须符合《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试行）》（中地调发〔2016〕158号）中的有关规定，相应的

行业技术规程、规范以及国家技术标准等。同时满足项目任务书、设计

书和合同有关规定的要求。 

（1）项目管理方面认真贯彻执行行业或中国地质调查局质量管理

体系标准，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的要求对项目实施开展过程

进行全过程控制。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在工作设计、组织实施、

质量控制、成果验收等开展过程中执行，认真做好记录并保存记录，扎

实做好项目过程中的各质量环节的工作，确保成果完成质量。 

（2）质量控制方面，承担单位对项目成果质量负责，组织原始资



料进行 100%的自检和互检，并填制相应的质量检查卡片，发包方不定

期组织项目质量抽查，对检查发现的质量问题项目组要及时纠正。 

（3）严格执行野外工作质量多层次检查和验收制度，确保第一手

资料准确、完整、可靠。 

（4）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备不同专业、职称和年龄结构的技术人

员，组成强有力的技术团队，同时聘请相关专家作为技术指导。 

（5）项目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6）野外资料验收和成果验收达到良好及以上。 

3、安全及保密要求 

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操作规章制度是保证生产任务顺

利完成的第一要素。全体员工应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增强法

制观念，提高安全生产的自觉性。 

（1）成立由项目负责人担任组长的安全小组，其成员由驾驶员、

管理员及主要技术人员组成，并设兼职安全检查员。定期开展安全检查

工作，作好安全检查记录。 

（2）项目主管单位应在人、财、物等方面提供全面保障，确保野

外安全生产；并积极和当地政府协调，解决勘查区物资供应，联络通讯、

突发事件救险等问题。选择有丰富经验的人负责管理后勤工作。 

（3）加强车辆安全管理，严格交通安全制度。严禁无照、酒后和

疲劳开车。控制非生产、生活用车。严禁车辆带“病”工作，出现故障

应及时修理。野外施工时，远距离行进要求不放单车。 

（4）对进入山区内工作的人员，应召开全体人员安全生产会议，

分析不安全因素，讲明注意事项，严守操作规程，下发作业区域路线示

意图，保证信息畅通，并设立重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确保国家财产和



人民生命安全。 

（5）野外工作期间，每作业组至少由两人组成，禁止单人外出作

业，工作完毕后在规定地点等车，不得私自离开，如有接不上人的情况，

应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汇报以便派专人、专车寻找，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6）野外生产期间，要保障生产、生活饮用水的补给，保证饮食

安全。野外路线地质填图必须带足饮用水。 

（7）项目分队必须保障联络通讯工具、野外生产定位仪器的完好，

以预防突出事件的发生。 

（8）加强资料保密工作。强化资料的保管安全。纸介质资料应注

意防雨、防火。电子资料应及时备份，防止意外丢失。 


	（8）岩矿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