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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书 

2022 年 6 月 12 日，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土默特左旗自

然资源局邀请有关专家（名单附后）召开会议，对《内蒙古自治

区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

划》）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认真审阅了规划文本及相关图件，

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讨论研究，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规划》是在充分收集土默特左旗地质环境基础资料的

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和总结分析编制的，资料收集较丰富，编

制依据较充分。 

二、《规划》指导思想较正确，规划原则较合理，目标任务

明确，重点突出，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具体可行。 

三、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需求，《规划》对土默特左旗

“十四五”时期在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预警、综合防治、基层防

灾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规划部署。规划任务较具体。 

四、规划成果包括文本、附件、附图。规划文本章节安排较

合理，内容较全面，符合规划编制要求。 

总之，该《规划》指导思想、原则正确，目标明确，任务较

全面，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专家组同意通过该《规划》评审。 

主 审 专 家：  

          

2023 年 2 月 16日 





目录

前 言 ......................................................................................................... 1

一、自然地理概况 .....................................................................................2

（一）地理交通 ...................................................................................2

（二）地形地貌 ...................................................................................2

（三）气象水文 ...................................................................................3

（四）人类工程活动 .......................................................................... 5

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7

（一）地质灾害现状 .......................................................................... 7

（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 9

（三）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问题 .................................................... 11

（四）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 12

三、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13

（一）指导思想 .................................................................................13

（二）基本原则 .................................................................................13

（三）规划目标 .................................................................................14

四、地质灾害易发分区与防治分区 ...................................................... 16

（一）地质灾害易发分区 ................................................................ 16

（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 18

五、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20

六、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概算 ...................................................................22

七、保障措施 ........................................................................................... 24



（一）加强组织领导 ........................................................................ 24

（二）加强资金保障 ........................................................................ 24

（三）强化宣传培训 ........................................................................ 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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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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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默特左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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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市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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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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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交通

土默特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北与武川县接壤，南临托克

托县、和林格尔县，东与呼和浩特市区相连，西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相邻。东西最宽 87km，南北最长 55km，总面积 2779km
2
，地理坐标：

北纬 40°26′～40°56′、东经 110°47′～111°48′。

土默特左旗交通十分便利，京包铁路、110 国道、G6 高速公路横

贯全境，209 国道、103 省道和呼准铁路、呼准高速公路纵贯东部，

乡村公路四通八达，建成以察素齐镇为中心，以干线公路（国道 110、

国道 209、省道 103）为骨架的交通网络。

（二）地形地貌

土默特左旗地处内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

西低。北部为大青山山地，总面积 1094.3km
2
，山势陡峻，海拔

1300-2200m，最高点在金峦殿山顶，海拔 2271.6m。山前是由冲积洪

积扇及扇前洼地组成的山前倾斜平原，呈条带状沿京包铁路一线东西

向分布；南部为大黑河冲湖积平原，总面积1685.5km
2
，平均海拔1000m

左右。

按地貌形态类型可划分为低中山、山前冲洪积平原、冲湖积平原、

沟（河谷）4 种地貌类型。

1、低中山

位于北部大青山山区，主要山峰有金峦殿山、西九峰、轿顶山等，

面积 992.31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35.7％。地形切割强烈，峰峦重叠，

https://baike.so.com/doc/5568477-57836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8477-57836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155-578433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155-5784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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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坡度 30°-80°。基岩裸露，由太古界片麻岩、燕山期花岗岩、

侏罗系砂岩、砾岩等组成，风化较强，天然植被良好。

2、冲洪积平原

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东起小黑河入境处，西至哈素海北一线，

南北宽 6-14km，面积 287.94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10.4％。自北向南

倾斜，坡度逐渐变缓，海拔 990-1160 米，地层由上更新统和全新统

冲积物组成。

3、冲湖积平原

分布于哈素海退水渠以东，面积 1425.13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52.3％。地形平坦，略向西南倾斜，海拔 990-1050m，地表由细砂、

粘土质粉砂等大黑河冲积物组成，下部为湖积层。

4、河（沟）谷

分布于大黑河河谷地带，面积 44.44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1.6％,

由宽 0.2-1.6km 的河床及漫滩组成。属现代季节河流冲积层，岩性从

上至下由砂砾卵石、砂砾石渐变细砂、粘砂土，具上粗下细的二元结

构，厚 5－8m，最大厚度 20m 左右。河谷较平坦，无常年流水，河床

比降 1－3‰。

（三）气象水文

1、气象

土默特左旗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炎热，

寒暑变化剧烈，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无霜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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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土默特左旗气象站多年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7.2℃，最

冷月为 1 月，月平均气温-11.3℃；极端最低气温为-35.6℃，最热月

为 7月，月平均气温 22.8℃；极端最高气温 37.2℃。年平均无霜期

133 天。最大冻结深度为 1.31m。年平均降水量为 379.4mm，最大年

降水量为 628.3mm（2003 年），最小年降水量 193.8mm（2005 年），

日最大降水量为 148.9mm（1998 年），降水多集中在 6-8 月份。年平

均蒸发量为 1851.7mm。

2、水文

土默特左旗境内河流水系均属黄河水系，主要有大黑河、小黑河、

什拉乌素河等，年平均径流量为 1.93×10
8
m

3
。每年引黄河水入境 1.87

×10
8
m

3
。较大的沟谷主要有西白石头沟、万家沟、朱尔沟、黑牛沟、

苏盖营沟、水磨沟、白石头沟、霍寨沟。水利工程有哈素海水库、红

领巾水库、万家沟水库、五一水库。

大黑河：是黄河水系流经河套平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卓资县十

八台乡南山顶，由东向西流经旗下营折向西南，沿山麓从榆林南至二

十家子，到美岱村流入土默特平原，经土默特左旗在托克托县汇入黄

河。全长 225.5km，流域面积 15911km
2
。多年平均径流量 9700×10

4
m

3
。

小黑河：是大黑河的主要支流，小黑河发源地一为武川县黄花窝

铺村西南，经大豆铺、卯独庆进入呼和浩特的哈拉沁沟，经毫沁营、

如意河、西把栅、讨号板南营子，在洪津桥北汇入大黑河。全长 93km，

土默特左旗境内长 9km。其主要支流有乌素图沟、坝口子沟、水磨沟

三条季节性河流。另一发源地是西把栅乡大厂库伦泉水。小黑河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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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径流量 8.724×10
7
m

3
，最大洪峰流量为 599m

3
/s，年平均流量为

330m
3
/s。

什拉乌素河：上游为什拉乌素后河及什拉乌素前河。什拉乌素后

河发源于凉城县东十号乡蛮汗山，比较大的支流有菜园子沟、西沟门

沟、东沟门沟。什拉乌素前河发源于和林格尔县黑老夭乡抗板升南山

顶，古力半沟、丹岱沟、姑姑板沟汇入，两河在西什拉乌素村西汇合。

流域面积 1563km
2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6396.5×10

4
m³，多年平均流量

为 0.347m
3
/s。

哈素海: 位于敕勒川镇，现成为黄河扬水站中转蓄水湖，面积为

44600 亩。最大储水面积 28.45km
2
，湖面水位 989m 左右，平均深度

1.4m 左右，设计湖容量 8000×10
4
m

3
，现已达 6000×10

4
m

3
。

红领巾水库：位于大青山麓的水磨沟沟口，是一座中型水库，水

库始建于 1958 年，1960 年正式投入运行。控制流域面积 1364km
2
，

年水量 4320×10
4
m

2
，年沙量 77.4×10

4
t。总库容 1660×10

4
m

3
，设计

洪水频率为 50年一遇，洪峰流量为 1788m
3
/s，有效库容 820×10

4
m

3
，

红领巾水库是一座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水库。

万家沟水库：万家沟水库位于大青山麓的万家沟沟内，控制流域

面积 877km
2
，总库容量 2576×10

4
m

3
。

五一水库：五一沟水库位于大青山麓的白石头沟内，控制流域面

积 96km
2
，总库容量 225×10

4
m

3
。

（四）人类工程活动

1、矿产资源开发

https://baike.so.com/doc/7746648-8020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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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左旗采石历史较长，采石场边坡高陡容易引发崩塌地质灾

害；采矿排放的废渣、弃石随意堆放，影响了沟道的正常排洪，为泥

石流提供了大量物源，在强降雨情况下，容易诱发泥石流地质灾害。

2、道路工程建设

土默特左旗交通便利，京包铁路、110 国道、呼包高速公路横贯

全境，209 国道、103 省道和呼准铁路、呼准高速公路纵贯东部，乡

村公路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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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一）地质灾害现状

1、地质灾害总体概况

截止 2020 年底，全旗共发育地质灾害点 34处。按地质灾害类型

划分，崩塌 16 处，占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47.1%；滑坡 1 处，占地质

灾害点总数的 2.9%；泥石流 9处，占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26.5%；地面

塌陷 8 处，占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23.5%。

按地质灾害规模划分，崩塌 16处，其中小型 5 处，中型 11处；

滑坡 1 处，规模为小型；泥石流 9处，其中小型 4 处，中型 5处；地

面塌陷 8 处，其中小型 3处，中型 2 处，大型 3 处（见表 2-1）。

表 2-1 地质灾害类型及规模统计表

规模

类型
小型（处） 中型（处） 大型（处） 合计（处） 占比（%）

崩塌 5 11 0 16 47.1

滑坡 1 0 0 1 2.9

泥石流 4 5 0 9 26.5

地面塌陷 3 2 3 8 23.5

小计 13 18 3 34 100.00

2、地质灾害分布区域

由于各乡镇所处的地质环境条件不同，地质灾害的分布具有明显

的地域性，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地区及中部山前冲洪积平原地区。在行

政区划上，地质灾害点主要分布于察素齐镇、毕克齐镇、台阁牧镇及

敕勒川镇 4个乡镇（见表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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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地貌单元地质灾害点分布现状

灾 害

地貌单元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合计

低中山
数量（处） 14 1 9 0 24

占总数(%) 41.2 2.9 26.5 0.0 70.6

冲洪积

平原

数量（处） 2 0 0 2 4

占总数(%) 5.9 0.0 0.0 5.9 11.8

冲湖积

平原

数量（处） 0 0 0 6 6

占总数(%) 0.00 0.00 0.00 17.6 17.6

沟（河）

谷

数量（处） 0 0 0 0 0

占总数(%) 0.00 0.00 0.00 0.00 0.00

总计
数量（处） 16 1 9 8 34

占总数(%) 47.1 2.9 26.5 23.5 100.00

表 2-3 不同乡镇灾害分布状况表

乡、镇
面积

（Km
2
）

地质灾害点数 占总数

（%）

密度

(处

/100Km
2
)

总数 泥石流 滑坡 塌陷 崩塌

察素齐镇 627.21 4 0 0 0 4 11.8 0.64

毕克齐镇 527.77 10 2 0 1 7 29.4 1.89

台阁牧镇 138.46 13 1 1 6 5 38.2 9.39

敕勒川镇 493.66 7 6 0 1 0 20.6 1.42

沙尔沁镇 195.01 0 0 0 0 0 0 0

善岱镇 212.95 0 0 0 0 0 0 0

白庙子镇 238.76 0 0 0 0 0 0 0

塔布赛乡 141.38 0 0 0 0 0 0 0

北什轴乡 203.80 0 0 0 0 0 0 0

合计 2779.00 34 9 1 8 16 100 1.22

3、地质灾害危害程度

截止 2020 年，全旗 34 处地质灾害点中，危害程度大型的 1处为

泥石流；危害程度中型的有 6 处，崩塌 1处、泥石流 2条、地面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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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危害程度小型的有 27处，其中崩塌 15处、滑坡 1 处、泥石流

6处、地面塌陷 6处（见表 2-4）。

表 2-4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统计表

危害程度

类型
大型（处） 中型（处） 小型（处） 合计

崩塌 0 1 15 16

滑坡 0 0 1 1

泥石流 1 2 6 9

地面塌陷 0 3 5 8

合计 1 6 2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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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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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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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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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处、僵尸点 1 处，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 51处，进一步摸清

了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及分布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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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防范

区域，对交通干线、生产矿山进行汛期地质灾害排查、检查，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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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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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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启动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在土默特左旗小万家沟村泥石流布设专业监测设备，采用先进的

监测技术、数据传输技术，实施动态监测。

（2）气象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每年汛期 5-9 月，土默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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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息化工作网络，将自治区地质灾害

预警预报结果、呼和浩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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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群测群防人员及时收到信息，积极响应，

加强防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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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全社会的防灾减

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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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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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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年度重点防范区域，提出地质灾害防治保障

措施。

（2）宣传培训

利用会议、广播、电视、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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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问题

1、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建设亟待开展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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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层地质灾害防灾基础薄弱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严重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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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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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土默特左旗地形地貌起伏变化大，低中山区在土默特左旗北部大

面积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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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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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对防灾减灾提

出了更高要求，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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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及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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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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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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作为工作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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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控隐患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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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强化各级政府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

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政府是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主体，自治

区政府、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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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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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低中山、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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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的原则，合理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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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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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形成防

灾减灾合力，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成效。人为工程活动等引发的地质灾

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原则，由具体责任单位承担治理任务。

（三）规划目标

在“十四五”期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灾减灾思

想，重点抓基层强基础，降低地质灾害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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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特征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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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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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进行有效

管控，落实各部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

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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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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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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易发分区与防治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分区

在查明区域地质环境条件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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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

发区（A）、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和地质

灾害不易发区（D）。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

分布在土默特左旗北部大青山区南部的低中山区，行政区域包括

察素齐镇、毕克齐镇、台阁牧镇、敕勒川镇的部分地区，面积

1003.69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36.12%。该区地貌为低中山区，地势起

伏，沟谷发育， 地层主要由太古界片麻岩、元古界花岗岩、华力西

晚期花岗闪长岩、燕山期花岗岩、侏罗系砂岩、砾岩等组成。发育地

质灾害点 24处，其中崩塌 14处，小型 3处，中型 11 处；滑坡 1 处，

为小型；泥石流 9处，小型 4 处，中型 5 处。

该区是土默特左旗人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公路建设、采矿等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台阁牧镇大西营子村崩

塌威胁附近居民财产安全，毕克齐镇喇嘛沟村崩塌威胁寺庙安全，察

素齐镇万家沟崩塌威胁公路安全运营。北部低中山区沟谷发育，其中

古雁沟、达赖沟、上达赖沟、小万家沟、白只户沟、霍寨沟遇强降雨

易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威胁沟口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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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

大面积分布于土默特左旗中部与中北部的冲洪积平原区。行政区

域包括察素齐镇、毕克齐镇、台阁牧镇、敕勒川镇的小部分地区，面

积 270.08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9.72%。

冲洪积平原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地势起伏小，海拔高程

990-1160m，地层岩性为上更新统至全新统冲积砂土及碎石土。地质

灾害点分布零散，地质灾害类型以崩塌、地面塌陷为主。发育地质灾

害点 9 处，其中崩塌 2 处，均为小型；地面塌陷 7 处，小型 2处，中

型 2处，大型 3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内分布有多个塌陷坑，周围伴

生裂缝，部分塌陷坑已回填。地面塌陷主要影响农田的正常耕种。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

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冲湖积平原区，地势起伏较小，海拔高度

900～1000m，行政区域包括敕勒川镇以及察素齐镇的少部分地区。面

积 139.28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5.01%。

本区发现 1 处地面塌陷灾害点，规模为小型。

4、地质灾害不发育区（D）

分布在土默特左旗中南部的冲湖积平原区，行政区域包括善岱镇、

白庙子镇、沙尔沁镇、塔布赛乡、北什轴乡以及察素齐镇、毕克齐镇、

台阁牧镇、敕勒川镇的少部分地区。面积 1365.95km
2
，占全旗总面积

的 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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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地貌为山前倾斜平原、大黑河冲洪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

第四系地层主要由全新统冲积、冲洪积砾卵石组成，是土默特左旗重

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地质环境条件简单，现阶段尚未发现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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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低易发区及不易

发区划分为一般防治区。根据乡镇区域的完整性、地质灾害发育的地

质环境背景条件及人类工程活动程度做适当调整。

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防治分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

其中重点防治区面积 1273.77km
2
，占总面积的 45.84％。一般防治区

面积 1505.23km
2
，占总面积的 54.16％。

1、重点防治区（A）

分布于土默特左旗北部、西北部、东北部低中山区、冲洪积平原

区，面积 1273.77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45.84%。涉及察素齐镇、毕

克齐镇、台阁牧镇、敕勒川镇 4个乡镇。该区地质灾害发育程度高，

人口较密集，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发育地质灾害点 33处。重点防范

的地质灾害类型为泥石流和崩塌。防治重点为崩塌对居民、房屋及公

路造成危害；古雁沟、达赖沟、上达赖沟、小万家沟、白只户沟、霍

寨沟等泥石流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监测预警及群测群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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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防治区（C）

分布于土默特左旗南部、西南部、东南部的冲湖积平原区，涉及

善岱镇、白庙子镇、沙尔沁镇、北什轴乡、塔布赛乡，位于地质灾害

不易发区，面积为 1505.23km
2
，占总面积的 54.16％。地势较平坦开

阔，人类活动主要为农业。区内发育 1处地面塌陷，危害程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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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1、推进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全面完成土默特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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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风险区划结果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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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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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中巡查和汛后核查；组织指导群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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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排查低中山区的高陡边坡、沟谷沿岸等区域，聚焦农村切坡建房、

山区道路、矿山开采活动区等易发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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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做好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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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旗政府应急处置提供

依据，避免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产生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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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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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

浩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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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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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群测群防工作网格化管理模式。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辨灾、识灾、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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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群测群防队伍，提高基层工

作人员积极性。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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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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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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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表 5-1 2021 年-2025 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规划表

序 号
治理工程 时间安排

1 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镇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古雁村北道什沟泥石流 2021 年

2 土默特左旗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小万家沟村小万家沟泥石流 2023 年

-2025 年
3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喇嘛洞西沟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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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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旗县

（市区）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确认为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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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仅对土默特左旗财政事权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进行估算。

“十四五”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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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默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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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 50 旗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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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财政

2.2 群测群防、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25 旗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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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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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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编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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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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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土默特左旗“十四五”期间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安排部署提供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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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编制《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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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主要内容

土默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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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防治工作现状：地质灾害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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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目标；

4、地质灾害易发分区与防治分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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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

害信息化建设等。

6、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概算

7、保障措施

（二）附件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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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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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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土默特左旗自然资源局下达了《土默特左旗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 年）》的编制任务。2022 年 3 月-4 月，

在充分收集地质灾害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对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发育

现状开展补充调查，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地质灾

害调查工作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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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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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专家进行审查。会后，将《规划》

文本送达局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征求土默特左旗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气象局、气象台、文化和旅游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公路局部门

意见。

（二）相关规划衔接

本规划主要和《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1-2015 年）》、

《土默特左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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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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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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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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6-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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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

左旗 1：5 万地质灾害调查报告确定地质灾害点 51 处，其中崩塌 22

处，滑坡 1处，泥石流 17条，地面塌陷 11处。据野外调查的实际情

况，6处沙坑崩塌已由市、旗政府安排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8条

泥石流已实施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修建石笼和导流堤； 3 处地

面塌陷已进行塌陷坑回填和平整，核销地质灾害点 17处。目前土默

特左旗发育地质灾害点 3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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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灾害易发分区

在查明区域地质环境条件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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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默特左旗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

发区（A）、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和地质

灾害不易发区（D）。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

分布在土默特左旗北部大青山区南部的低中山区，行政区域包括

察素齐镇、毕克齐镇、台阁牧镇、敕勒川镇的部分地区，面积

1003.69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36.12%。该区地貌为低中山区，地势起

伏，沟谷发育， 地层主要由太古界片麻岩、元古界花岗岩、华力西

晚期花岗闪长岩、燕山期花岗岩、侏罗系砂岩、砾岩等组成。发育地

质灾害点 24处，其中崩塌 14处，小型 3处，中型 11 处；滑坡 1 处，

为小型；泥石流 9处，小型 4 处，中型 5 处。

该区是土默特左旗人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公路建设、采矿等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台阁牧镇大西营子村崩

塌威胁附近居民财产安全，毕克齐镇喇嘛沟村崩塌威胁寺庙安全，察

素齐镇万家沟崩塌威胁公路安全运营。北部低中山区沟谷发育，其中

古雁沟、达赖沟、上达赖沟、小万家沟、白只户沟、霍寨沟遇强降雨

易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威胁沟口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



6

大面积分布于土默特左旗中部与中北部的冲洪积平原区。行政区

域包括察素齐镇、毕克齐镇、台阁牧镇、敕勒川镇的小部分地区，面

积 270.08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9.72%。

冲洪积平原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地势起伏小，海拔高程

990-1160m，地层岩性为上更新统至全新统冲积砂土及碎石土。地质

灾害点分布零散，地质灾害类型以崩塌、地面塌陷为主。发育地质灾

害点 9 处，其中崩塌 2 处，均为小型；地面塌陷 7 处，小型 2处，中

型 2处，大型 3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内分布有多个塌陷坑，周围伴

生裂缝，部分塌陷坑已回填。地面塌陷主要影响农田的正常耕种。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

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冲湖积平原区，地势起伏较小，海拔高度

900～1000m，行政区域包括敕勒川镇以及察素齐镇的少部分地区。面

积 139.28km
2
，占全旗总面积的 5.01%。

本区发现 1 处地面塌陷灾害点，规模为小型。

4、地质灾害不发育区（D）

分布在土默特左旗中南部的冲湖积平原区，行政区域包括善岱镇、

白庙子镇、沙尔沁镇、塔布赛乡、北什轴乡以及察素齐镇、毕克齐镇、

台阁牧镇、敕勒川镇的少部分地区。面积 1365.95km
2
，占全旗总面积

的 49.15%。

该区地貌为山前倾斜平原、大黑河冲洪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

第四系地层主要由全新统冲积、冲洪积砾卵石组成，是土默特左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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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地质环境条件简单，现阶段尚未发现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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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概算

（一）经费概算说明

本次仅对确认为土默特左旗财政事权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进行

概算。“十四五”期间土默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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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部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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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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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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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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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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在“十四五”期间对 3个地质灾害点实施工程治理，申请自

治区财政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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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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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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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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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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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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默特左旗崩塌灾害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统计表

序号 点号 位置 发育特征及稳定性 危害程度

1 TZ003 台阁牧镇白石头沟
崩塌体长 150m，平均宽 1m，坡体陡立，坡度 85°。岩性为片麻岩，岩

体风化严重，节理裂隙发育。

威胁乡村土路，危害程

度小。

2 TZ004 台阁牧镇西沟门村白石头沟
崩塌体长 150m，平均宽 3m，坡体陡立，坡度 85°。岩性为片麻岩，岩

体风化严重，控制结构面为节理裂隙面。岩块有剥落的可能。

威胁乡村土路，危害程

度小。

3 TZ011 台阁牧镇大西营子村中部
崩塌体长 200m，陡坎高 2m，平均宽 2m，陡坎近直立。岩性为粉土、粉

砂土、亚砂土，厚度 3-5m，柱状节理发育。房屋距陡坎最近处为 3m。

威胁 8户 16人、危害程

度小。

4 TZ012 台阁牧镇大西营子村南
崩塌体长 300m，陡坎平均高 2.5m，平均宽 1.5m，粉土、粉砂土、亚砂

土，厚度 3-5m。陡坎周围为农田和房屋，房屋距陡坎最近处为 10m。

威胁 5户 10 人、危害程

度小。

5 TZ016 毕克齐镇兵州亥村什门沟中段

崩塌体长 100m，平均宽 3.5m，近直立状。岩性为大理岩，岩体风化严

重，节理裂隙发育，纵向裂缝发育多条，裂隙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

岩块易剥落，坡脚有少量堆积体。

威胁砂石路、运输车辆

和人员，危害程度小。

6 TZ018 毕克齐镇兵州村彭顺营子村（1号）

崩塌体长 130m，平均宽 2m，山体近直立状，岩性为大理岩，岩体风化

较为破碎，节理裂隙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岩块易剥落，坡脚有大量

堆积体。

威胁砂石路，危害程度

小。

7 TZ019 毕克齐镇兵州村彭顺营子村（2号）

崩塌体长 170m，平均宽 3m，崩塌体近直立，岩性为大理岩，岩体风化

较为破碎，节理裂隙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岩块易剥落，脚有大量堆

积体。

威胁砂石路，危害程度

小。

8 TZ020 毕克齐镇兵州亥水磨沟村上社北
崩塌体长 150m，平均宽 2.5m，崩塌体近直立状。岩性为大理岩，岩体

风化较为破碎，节理裂隙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局部发育有临空面。

威胁砂石路，危害程度

小。

9 TZ021 毕克齐镇兵州亥水磨沟村店上社

崩塌体长 150m，平均宽 2m，坡度近直立。岩性为变质砂岩，岩体风化

较为破碎，节理裂隙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岩块易剥落，坡脚有大量

堆积体。

威胁砂石路，危害程度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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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Z022 毕克齐镇喇嘛洞村
崩塌体长 320m，平均宽 5m，坡度 45-80°。岩性为大理岩及片岩，岩

体风化较为破碎，节理裂隙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岩块易剥落。

威胁寺庙房屋 5间，僧

人，危害程度中等。

11 TZ023 毕克齐镇毕克齐村
崩塌体长 250m，平均宽 2.5m，坡度约 85°，岩性为片麻岩，岩体较为

破碎，节理裂隙面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岩块有剥落的可能。

威胁砂石路，危害程度

小。

12 TZ026 察素齐镇西沟村西沟中部

崩塌体长 200m，平均宽 2m，坡度约 60°。岩性为片麻岩，岩体较为破

碎，控制结构面为节理裂隙面，纵向裂缝发育，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

结构破碎。

威胁矿区砂石路及车辆

13 TZ027 察素齐镇把什万家沟村
崩塌体长 120m，平均宽 3m，坡度约 70°，局部近直立。岩性为砂砾岩，

岩体较为破碎，裂隙将岩体切割的较为破碎，局部存在临空面。

威胁矿区砂石路及矿区

车辆

14 TZ028 察素齐镇把什黄石崖社万家沟公路旁

崩塌体长 120m，平均宽 2m，坡度约 83°。岩性为花岗岩，岩体较为破

碎，控制结构面为节理裂隙面，纵向裂缝发育，局部存在临空面，岩

块易剥落。

威胁矿区砂石路及矿区

车辆

15 TZ029 察素齐镇把什房塔村万家沟公路旁

崩塌体长 200m，平均宽 2m，坡度约 60°，局部近直立。岩性为砂砾岩，

岩体较为破碎，节理裂隙面将岩体切割为块状体，局部有临空面，岩

块易剥落。

威胁矿区砂石路及矿区

车辆

16 TZ052 台阁牧镇白石头沟南五一水库公路旁

岩质崩塌，长 500m，平均宽 4m，坡体陡立。岩性为砂岩、砾岩，岩体

风化严重，节理裂隙将岩体切割为块体状，表面已风化破碎，发育有

临空面。

威胁水泥路，危害程度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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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滑坡灾害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统计表

序号 点号 位置 发育特征及稳定性 危害程度

1 TZ001
台阁牧镇霍寨村霍寨西沟支沟滑坡

（刘老婆窑沟）

人工土质滑坡，平面形态呈半圆形，滑坡体长 100m，平均宽 75m，后缘

呈弧形，中上部有明显横向拉张裂缝，滑坡前缘迹象不明显。平均厚

10m，滑动方向为 340°，下伏岩性为片麻岩，岩体风化严重。滑坡岩

性为砂砾石。

威胁放羊人员及树木，

危害程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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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泥石流灾害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统计表

序号 点号 位置 发育特征及稳定性 危害程度

1 TZ002 台阁牧镇霍寨村霍寨沟泥石流
流域面积 58km

2
，流域形态为枝叶状，相对高差为 300-500m。主沟

长 25km，沟宽 10-80m。属沟谷型泥石流。

威胁水泥厂 1座、白灰厂 1

座、果园、林地、高速公

路，危害中型。

2 TZ015 兵州亥区域服务中心兵州亥村什门沟

流域面积 4.8km
2
，流域形态为枝叶状，相对高差为 389m；断面呈“V”

字型，主沟长为 4.3km，沟宽 15-50m，平均纵坡降 111‰。属沟谷

型泥石流。

威胁废弃钢铁厂房间 20

间，生态路、农田、高速

公路，危害程度小。

3 TZ033
敕勒川镇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古雁村

古雁沟

流域面积14.5km2，相对高差为 700m，主沟长为 8.2km，沟宽 10-100m，

断面呈“V”字型，沟道走向为 180°，沟床平均纵坡降 162‰，沟

口无明显扇形地，属沟谷型泥石流。

威胁桥涵 1座、农田 150

亩，危害程度小。

4 TZ037
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小万家沟村小万

家沟

流域面积 7.8km
2
，相对高差为 494m，主沟长为 5.2km，断面呈“V”

字型，沟宽 10-60m，沟道走向为 165°，沟床平均纵坡降 108‰，

属沟谷型泥石流。

威胁桥涵一座、60 户 150

人、180 间房屋、农田，危

害程度中型。

5 TZ039 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上达赖村达赖沟

流域面积 6.0km
2
，相对高差为 546m，主沟长为 4.0km，断面呈“V”

字型，沟宽 10-50m，沟道走向为 160°，沟床平均纵坡降 140‰，

属沟谷型泥石流。

威胁沟口下游两岸农田

200 亩、高速公路桥涵 1

座，危害程度小型。

6 TZ040
敕勒川镇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上达赖

村上达赖沟

流域面积 2.5km
2
，相对高差为 828m，主沟长为 3.2km，断面呈“V”

字型，沟宽 15-40m，沟道走向为 160°，沟床平均纵坡降 161‰，

属沟谷型泥石流。

威胁住户5户9人15间房、

高速公路桥涵 1座、生态

水泥路、烘干厂 1座，危

害程度小型。

7 TZ045
敕勒川镇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古雁村

北道什沟

流域面积 2.0km
2
，相对高差为 600m，主沟长为 2.5km，沟宽 8-20m，

沟道走向为 180°，沟床平均纵坡降 406‰，属沟谷型泥石流，断面

呈“V”字型，沟口有扇形地。

威胁 320 户 920 人 860 间

房屋、生态水泥路 300m、

农田 210 亩，危害程度中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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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Z046
陶敕勒川镇思浩区域服务中心白只户

村曹代沟

流域面积 1.6km
2
，相对高差为 500m，主沟长为 2.5km，断面呈“V”

字型，沟宽 30-50m，沟道走向为 168°，沟床平均纵坡降 178‰，

沟口无明显扇形地，属沟谷型泥石流。

威胁住户12户 30人 36间

房、农田 200 亩、杏树 100

亩，危害程度小型。

9 TZ051 毕克齐镇喇嘛洞西沟

泥石流沟流域面积 1.3km
2
，相对高差为 400m，泥石流主沟长为

1.8km，，断面呈“V”字型，沟宽 10-30m，沟道走向为 170°，沟

床平均纵坡降 197.2‰，属沟谷型泥石流。

威胁寺庙房屋 40 间、常住

僧人 10 人、具有三百多年

历史的柏树、油松数以及

游客，危害程度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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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面塌陷灾害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统计表

序号 点号 位置 发育特征及稳定性 危害程度

1 TZ006 台阁牧镇瓜房子村西 1km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面积约 1.82km
2

为大型。有塌陷坑 100 个左右，单体最大直径 60m，深 2.5m，最小

直径 1.5m，深 2.0m。周围伴生裂缝，单缝长 20-30m，宽 1-5c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中。

2 TZ007 台阁牧镇台阁牧村村南 1.2km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面积约 1.83 km
2
，

规模为大型。有塌陷坑 20个，最大直径 30m，深 2.5m，最小直径 1.0m，

深 2.0m。周围伴生裂缝，单缝长 15-35m，宽 8-25c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小。

3 TZ008 台阁牧镇沙家营子村南 1km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面积约 1.76 km2，

规模为大型。塌陷坑 10 个最大直径 100m，深 2.5m，最小直径 2.0m，

深 2.0m。塌陷周围伴生地表裂缝，单缝长 5-15m，宽 2-6c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小。

4 TZ009 台阁牧镇沙家营子村西南 1km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面积约为 0.16 km
2
，

规模为中型，分布塌陷坑 11 个，最大直径 50m，深 2.0m，最小直径

1.0m，深 2.0m。塌陷区周围伴生地表裂缝，单缝长 1-10m，宽 2-5c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中。

5 TZ010
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耿家营子村村

东北 1.2km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塌陷面积约为 0.02

km
2
，规模为小型，有塌陷坑 6个，最大直径 8.0m，深 2.5m，最小直

径 2.0m，深 2.0m，塌陷区周围伴生裂缝，单缝长 3-10m，宽 2-8c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小。

6 TZ014 台阁牧镇台阁牧村村南 1.6km 处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塌陷面积约为 0.82

km2，规模为中型。分布塌陷坑 15个，最大规模长 50m，宽 20m，深

2.0m，最小规模长 3.0m，宽 2.0m，深 1.5m，塌陷区周围伴生地裂缝，

单缝长 5-20m，宽 3-10c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中。

7 TZ034
陶思浩区域服务中心忽拉格气村南

500m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塌陷面积约为 0.1

km
2
，规模为小型。原有大小塌陷坑 20个，现大部分塌陷坑已经回填。

可见塌陷坑 5个，单体呈圆形，最大直径 100m，深 1.5m，最小直径

30m，深 1.5m，周围伴生地裂缝，单缝长 5-20m，宽 3-5c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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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Z042 台阁牧镇大西营村西南 2km

泥炭自燃引发的地面塌陷，塌陷区呈南北向展布，面积约为

0.0013km
2
，规模为小型。塌陷区内可见塌陷坑 3个，其中两个塌陷

坑已回填，1处塌陷坑呈圆形，直径 50m，深 1-2m。

威胁农田，危害程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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