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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有效做好我市地质灾害防治，最大

限度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据《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

《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

五”规划》《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法规文件，制定《厦门市地质灾

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

治理、风险防控、科技支撑等方面。各区应以本《规划》为指导，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规划对象：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等与地质

作用有关的灾害。

规划范围：本《规划》适用于市所辖行政区，规划陆域面积

1700.61 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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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防治形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我市地处东南沿海丘陵地区，地势总体由北西向南东倾斜，

中山、低山和丘陵约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50%，台地、阶地约占 40%，

港湾滩涂约占 10%。境内地形地貌变化较大，自然斜坡较发育，

构造条件较复杂，岩石风化较强烈，滩涂软土较厚，具备发育地

质灾害的地质环境条件，加上台风暴雨较多和人类工程活动等影

响，导致我市每年均有地质灾害发生。另外，靠山地区存在较多

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部分花岗岩地区山坡上分布有孤（滚）石，

随着城市建设向地质灾害易发区扩展，孤（滚）石失稳也可能形

成地质灾害，且近年来呈逐渐增多迹象。

截至2021年年底，全市登记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84处，其中

地质灾害隐患点47处（崩塌45处、滑坡1处、泥石流1处）、高陡

边坡点37处，地质灾害影响范围涉及753人，财产价值约5327万

元。

我市地质灾害主要特点为：（1）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

少量为滑坡、泥石流；（2）主要发生在中低山、丘陵区与平原、

台地过渡地带；（3）自然因素产生的灾害较少，多数与削坡等人

类工程活动有关；（4）大多发生在梅雨季节和台风季节，连续强

降雨为主要诱发因素；（5）灾前征兆不明显，突发性强，虽然发

灾规模小，但因受威胁区域人口、建筑物密集，危害较大。



- 3 -

（二）“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成效

“十三五”期间，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厦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自然资源厅的关心指导下，不断深入地质灾

害调查评价，扎实开展汛期防灾抗灾以及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持续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全面实施地质灾害治理与避让

工程，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防治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构建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全民参与、专业

支撑“五位一体”的地质灾害防治格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

筹推进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工作，落实应急

预案、汛期值班、群测群防、险情巡查、监测预警、转移避险、

应急处置、灾情速报等制度。制定出台《厦门市地质灾害治理实

施方案》，建立属地为主的地质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开展地质灾

害隐患大治理。落实一支地勘队伍作为应急技术支撑单位，有力

支撑和保障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求。

2.全面摸排隐患家底

积极实施年度“三查”及隐患排查。每年度坚持有效实施“汛

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的“三查”机制，对当年新增地

质灾害隐患点建档立卡。2020 年制定《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及

周边房屋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全面部署地质灾害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工作，进一步查明隐患底数，夯实了防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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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评价体系不断深入。2016 年完成了厦门市新一轮地质

灾害和房前屋后高陡边坡调查评估工作，修编了全市地质灾害易

发区分布图。2020 年 10 月，以同安区作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试点县（区），开展同安区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划

分了同安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增强了地质灾害防范针对性。

3.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全面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及搬迁避让工作。“十三五”期间，

大力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及搬迁安置，完成原在册及每年新增

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307处，大幅消减我市地质

灾害安全隐患。实施同安区莲花镇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的

淡溪村、西坑村及小坪村半岭自然村的整体搬迁异地安置房工程

建设，规划建设安置房7栋，2018年1月开工，于2021年2月竣工，

为实施整村搬迁避让奠定了基础，计划搬迁安置449户。

4.监测预警逐步完善

加强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点

均登记在册并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建立群测群防基础台账，落实

群测群防责任，及时开展地质灾害易发区隐患排查和地质灾害隐

患点、高陡边坡点的巡查监测工作，根据应急预案提前转移受威

胁人员。每年组织对 5 处较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要防护工程实

施专业监测。

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机制。建立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

报磋商机制，完成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汛期及时发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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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指导开展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十三五”

期间，累计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74 期，通过预警，全市

成功避让地质灾害 2 起，转移避险 10 户 47 人。

构建厦门市地质灾害防御指挥平台。平台可实现预警防御任

务迅速发布，信息同步至“市-区-镇（街）-村（居）”各级防灾

责任人，任务不延误、责任可追溯；可反映隐患点巡查、受灾、

人员在岗、受威胁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检查指导工作等情况信

息，任务可跟踪、管理有闭环；可实现现场影像资料、三维实景

模型、各类数据的实时传输、统计和展示，为防灾救灾指挥调度

工作提供有力信息支撑。

5.防灾抗灾扎实有效

每年汛前编制印发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组织各区开展地

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防灾工作检查，核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威胁对

象和防灾责任人、监测人等变化情况并更新信息，为安全度汛打

好基础。

每年汛期根据天气情况、雨情雨势及时部署地质灾害防御工

作，加强预警预报及防灾抗灾工作指导检查，督促提前转移受威

胁人员；做好强降雨期间应急值守和应急准备，发生险情、灾情

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十三五”期间共接到崩塌、滑坡地质

灾害报告 109 处，均无造成人员伤亡，无明显直接经济损失。

6.综合防灾能力稳步提升

应急机制不断完善。成立市、区两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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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市应急调查专家库（15 名专家）和依托公安、消防等力

量的应急救援队伍，并在一些地质灾害多发的村庄建立应急小

组，制定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及应急响应

事宜，细化应急响应工作。

应急演练与防灾培训宣传定期开展。自然资源部门每年联合

属地政府、应急管理、住房管理等相关部门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抢

险演练，定期组织面向镇（街）、村（居）防灾责任人和监测责

任人的防治培训及面向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宣传。“十三五”期

间累计组织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15 场次、培训 27 场次、宣传 25

场次，相关防灾人员和受威胁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不断

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不断增强。

7.区域地质灾害评估先行先试

落实厦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工业

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完成厦门翔安新机场、马銮湾新城、集美新城、环东海域新

城、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重要片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为片区内开展工程建设提供地质灾害防治指导意见与建议，

缩短项目审批时间，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三）“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市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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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关键五年，地质灾害防治面临新形势、新要求。

1.地质灾害防治面临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新时代防灾减灾

新理念和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

位，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和防御标准。福

建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提

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推动智慧防灾减灾救灾”等

目标要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决策部署多项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提出对地质灾害实施定期隐患排查与风险评

估，针对性开展灾害防治的要求。上述新理念和决策部署为地质

灾害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全面准确掌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

底数和动态变化，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切实增强地质

灾害防治能力，支撑更高水平的平安厦门建设。

2.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仍然严峻

我市地质灾害具有沿低山、丘陵等地形陡峭处分布、台风暴

雨诱发、突发性强、隐蔽性强、多发散发的特点。随着全球变暖

加剧，近年来汛期极端降雨频发，在长历时强降雨情况下，地质

灾害仍然呈现多发散发态势，一些突发地质灾害依然有造成人员

和财产损失的风险，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仍然严峻。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切坡建房形成房前屋后高陡边坡对地质环境影响加

剧，增加了地质灾害隐患，升高了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辖区内

多处山体孤（滚）石多，在极端降雨影响下失稳不确定性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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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周边人员密集，给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来新考验。

3.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依然存在薄弱环节

地质灾害形成机理复杂，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动态性、复杂

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的识别存在一定困难，

当前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掌握程度离精准防灾仍有一定差距，

隐患识别能力亟待提升；由“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控”到“隐患点

+风险区双控”的模式尚待建立完善，对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能

力不足，与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的统筹不够，尚不能满足统

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地质灾害成因机理有待深入研究，监测预

警的精准性有待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

管理责任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4.地质灾害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同安区莲花镇淡溪村、西坑村及小坪村半岭自然村的整村搬

迁避让尚未全面完成，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内庵自然村地质灾害

治理和白交祠村滑坡点受威胁住户搬迁任务尚需加快推进，任务

交织繁重。每年不断有排查、巡查新发现或新发生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需要治理。一些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点受场地限

制等原因长期得不到治理，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任务仍需攻坚。

二、指导思想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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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防为主、防

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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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落

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依靠科技创新、

管理创新和信息化，科学推进调查评价、综合治理、监测预警、

应急支撑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规范化、现代

化水平，建立科学高效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推动智慧防灾减灾，

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为城市安全发展

提供可靠的地质安全保障，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作出新

贡献。

（二）规划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最

高价值准则，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

围绕“零伤亡、少损失、无舆情”的目标，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

系，全面提升综合防范能力，最大程度避免人员损失。

2.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将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作为工作方向，切实采取综合防范

措施，加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调查排查，落实群策群防责任，推

进群专结合地质灾害监测，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精准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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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灾预警时效性；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管理，按照轻重缓急、

重点突出，统筹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实现被动应急避险向

主动减灾防灾转变。将常态减灾作为基础性工作，坚持“防、抗、

救”有机统一，最大限度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3.创新驱动，科技支撑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加大科技投入和新技术新方法

的应用，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隐患调查和巡查排查，着力推进地质

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全面提升适用于我市的监测预警方法

体系和综合治理专业化水平，努力实现基础调查常态化、动态监

测智能化、预警预报信息化，努力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为安全的科技防灾体系。同时，强化科学管理，大力提升防灾减

灾工作绩效。

4.分级负责，群防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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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防治工作责任、监管责任和企业直

接责任。加强政府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充分调动社

会各界的积极性，合力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以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总目标，坚持改革创新，全

力推进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到2025年，健

全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风险防控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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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支撑，推动智慧防灾减灾，逐步破解“隐患在哪里”的

关键问题，大幅降低全市地质灾害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2.具体目标

至2025年，紧紧围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

治理、风险防控和科技支撑等五个方面建设，强化关键环节补短板，

有针对性进行分类施策，整体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通过“十

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详见表1)。

表 1 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重点指标表

类别 指标
2025

年目标
备注

调查评价体系

1:5 万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5 个 约束性

孤（滚）石、冲沟隐患等调查评价 完成 预期性

新发生地质灾害险情处置率 100% 约束性

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高陡边坡复核评价 完成 约束性

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隐患排查 完成 预期性

监测预警体系
专业监测点 5 处 预期性

群专结合监测点 30 处 约束性

综合治理体系
搬迁避让 470 户 约束性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60 处 约束性

风险防控体系
市（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双控管理 覆盖率达 50% 预期性

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100% 预期性

注：表中约束性指标根据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主要任务，结合我市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重点而拟定，共 6 个约束性指标，其余指标旨在探索试点、科技防灾等方面的工作，为

预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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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调查评价更加精细。以“查隐患、夯基础、强应用”为

工作重点，在全面完成各区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基础

上，编制厦门市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和防治区划图，实现全市地

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全覆盖。开展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隐患排查和

重点防治区孤（滚）石、冲沟隐患等调查评价，掌握地质灾害隐

患风险动态变化情况，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隐患识别能力，逐步破

解“隐患在哪里”的问题，为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智防监测预警更加精准。以“重预警、强手段、广覆盖”为

工作重点，开展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继续完善市级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预报系统，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不断提高预警预报

的精准度，着重解决“灾害何时发生”的问题。完成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风险区监测网点建设30处，提升地质灾害预警精准度、时

效性和覆盖面。群测群防体系更加严密，持续深化“三查”机制，

深入开展地质灾害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有效防范化解地

质灾害风险。

综合治理部署更加科学。以“除隐患、民安居、生态美”为

工作重点，根据轻重缓急原则，集中有限资金精准实施工程治理

或排危除险，着重加大力度开展人口密集区的工程治理与避险搬

迁。地质灾害隐患点采用应急处置、工程治理、专业监测或搬迁

避让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大幅降低地质灾害风险，最大程度减

少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员和财产。提高住房建设、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地质灾害防御工程的针对性。强化组织管理和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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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跟踪监管，确保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发挥实效。

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以“控风险、筑支撑、强能力”为

工作重点，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探索实行“隐患点防控”

向“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转变，逐步建立全天候、全方位、全

过程的精细化风险管控模式。充分发挥汛期值守效力，筑牢应急

技术支撑。加大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高风险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

途管制，探索规范农村切坡建房等活动，从源头上控制或降低地

质灾害风险，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

科技支撑能力逐步增强。以“善创新、促转化、赋智治”为

工作重点，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人才队伍和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强

化地质灾害隐患识别和早期预警研究，不断提高智慧防灾减灾水

平。

三、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区和防治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地形地貌、岩土体类型及性质、地质构造以及地下水特

征等地质环境条件，结合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现状和人为活动因

素，结合各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最新成果等，把全市陆域划

分为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及非易发区四个等级（详见

附图 1）。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全市高易发区面积为 24.21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42％，分布于同安区莲花镇西坑-淡溪村山体、集美区仑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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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区砖仔山、思明区万石植物园东门-休憩亭（万石路）山体、

思明区曾厝垵-厦门职业技术学院西侧山体。地貌以低山-丘陵为

主，地形陡峭，落差大，部分区域山体斜坡坡面分布有大量孤（滚）

石。斜坡坡脚地带或中部人口集中，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主要

为城乡建设、削坡建房等。区内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少量

为滑坡。地质灾害诱发的自然因素主要为降水，人为因素主要为

开挖扰动、加载。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全市中易发区面积为 281.50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6.55％，分布于同安区北西侧莲花镇、同安区北部顶村-半岭村、

同安区汀溪镇北东侧、集美区后溪镇许庄-官地村、集美区天马

山南西侧、海沧区蔡尖尾山-大坪山、海沧区北西侧天柱山靠山

顶一带、翔安区加张尖山北侧一带、新圩大帽山-观音山一带、

思明区东坪山、梧村山、大厝山、万石山一带。地貌以低山-丘

陵为主，地形较简单，相对高差 50m～200m，部分区域山体斜坡

坡面分布有较多孤（滚）石。斜坡坡脚地带或山体中下部人口较

集中，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主要为城乡建设、削坡建房等。区

内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少量为滑坡。地质灾害诱发的自然

因素主要为降水，人为因素主要为开挖扰动、加载。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全市低易发区面积为 408.38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24.02％，分布于同安区莲花镇水洋村北部、莲花镇军营村-汀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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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西源村、莲花镇罗溪村-上岭村、莲花镇蔗内村南部、新民镇

西山岩、大同街道大轮山-岩山、西部天竺山-仙灵旗山、中部天

马山-美人山、翔安区东部山体、翔安区香山、海沧区文圃山-

蔡尖尾山、海沧区京口岩山、厦门岛北部狐尾山-狐狸山、仙岳

山-仙洞山-松柏山、厦门岛南部钟山-太平山北部、五老峰南部、

碧岩山-东山、曾山南部、高刘山-对高山-南山、部分零星分布

残丘区域。区内地貌以丘陵为主，小部分为低山，自然坡度 10～

25°，局部较陡约 30°，岩石风化较破碎，分布有较多坚硬～

半坚硬岩，侵蚀、剥蚀作用较强烈，部分山体表层分布少量孤（滚）

石。区内人口密度较大，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主要有城乡建设、

削坡建房等。

4.地质灾害非易发区

全市非易发区面积为 986.52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58.01％。地貌以滨海平原、台地为主，局部为缓坡，地形高差

较小，地势较平缓，自然坡度一般低于 8°，地质环境条件相对

较好，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在不进行大范围开挖、堆填的情况下，

不易形成地质灾害。

专栏一 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定义

地质灾害易发区是指具备地质灾害发生的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容易

或者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

（二）地质灾害风险区

在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基础上，叠加降雨诱发因素进行危险

性分区。根据人口密度、建筑物类型、交通设施等不同级别确定



- 16 -

遭受灾害破坏和损失的容易程度，评价区域内地质灾害易损性。

在地质灾害危险性和易损性评价基础上，将全市地质灾害风险等

级划分为极高风险区（Ⅰ）、高风险区（Ⅱ）、中风险区（Ⅲ）、

低风险区（Ⅳ）四个等级（详见附图 2）。

1.地质灾害极高风险区（Ⅰ）

全市极高风险区共有 2 处，分布于同安区莲花镇西坑村（Ⅰ

1）、淡溪村（Ⅰ2），面积为 1.09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0.06％。西坑村、淡溪村整村处于自然山体斜坡坡脚、坡腰处，

地形陡峭，坡度 35～45°，相对落差大，村庄内现有地质灾害

隐患点分布较多，村民房前屋后多分布有高陡边坡，人口密集、

危害程度大，存在极高地质灾害隐患风险。

2.地质灾害高风险区（Ⅱ）

全市高风险区共有 8 处，分布于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内庵自

然村(Ⅱ1)、集美区后溪镇铁钉石山南西侧(Ⅱ2)、海沧区蔡尖尾

山气象站东侧山体斜坡(Ⅱ3)、思明区南普陀寺-厦门大学思明校

区北侧山体斜坡(Ⅱ4)、思明区文屏山庄-东坪山安置(Ⅱ5)、思

明区上李水库-植物园万石路-植物园三角梅研究中心北侧山体

斜坡（Ⅱ6）、思明区黄厝社区-国家会计学院-厦门职业技术学院

-云顶至尊西侧(Ⅱ7)、翔安区鹊鸟髻山体(Ⅱ8)，面积为 8.96 平

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0.53％。

区内山体斜坡较陡，坡度一般 20～35°，坡脚地带多为村

庄、小区及道路，人口密集，主要受孤（滚）石失稳的威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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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内房前屋后高陡边坡分布较多，存在高地质灾害隐患风险。

3.地质灾害中风险区（Ⅲ）

全市中风险区共有 11 处，主要分布于海沧区北部-集美区北

侧、东侧山区-同安区莲花镇、汀溪镇-翔安区北部、东部（Ⅲ1）、

集美区河南山（Ⅲ2）、新民镇西山岩（Ⅲ3）、大同街道大轮山-

岩山(Ⅲ4)、翔安南侧香山（Ⅲ5）、海沧区中部蔡尖尾山-文圃山

（Ⅲ6）、海沧区京口岩山（Ⅲ7）、厦门岛北部狐尾山-狐狸山（Ⅲ

8）、仙岳山-仙洞山-松柏山（Ⅲ9）、思明区南部五老峰-东坪山

周边（Ⅲ10）以及其余零星分布残丘（Ⅲ11），面积为 704.06 平

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41.4％。区域地形坡度 15～25°，受

地质灾害影响较小。

4.地质灾害低风险区（Ⅳ）

全市低风险区共有 2 处，主要分布在南部滨海平原区、台地

区，面积为 986.52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58.01％。该区

域地势平坦，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极低。

专栏二 地质灾害风险的定义

在一定区域和时期内，各类承灾体因地质灾害而造成的损失的可能性。

（三）地质灾害防治区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区划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口密

集程度、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经济布局和战略重点、

重要基础设施、重要交通干线、风景名胜区等因素，将全市划分

为三个地质灾害防治区，即重点防治区（Z）、次重点防治区（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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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防治区（Y）（详见附图 3）。

1.重点防治区（Z）

包含地质灾害极高风险区、高风险区及部分高易发区，全市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共有 9 处，总面积为 19.87 平方公里，占全

市总面积的 1.17％，为同安区莲花镇西坑-白交祠-淡溪村重点

防治区（Z1）、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内庵自然村重点防治区（Z2）、

集美区后溪镇铁钉石山南西侧重点防治区（Z3）、翔安区鹊鸟髻

东侧山体斜坡重点防治区（Z4）、海沧区蔡尖尾山气象站东侧山

体斜坡重点防治区（Z5）、思明区南普陀寺-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北

侧山体斜坡重点防治区（Z6）、思明区上李水库-植物园万石路-

植物园三角梅研究中心北侧山体斜坡重点防治区（Z7）、思明区

文屏山庄-东坪山安置小区周边山体斜坡重点防治区（Z8）、思明

区黄厝社区-国家会计学院-厦门职业技术学院-云顶至尊西侧重

点防治区（Z9）。

2.次重点防治区（CZ）

以地质灾害中风险区为主，全市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共有

6 处，总面积为 694.22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40.82％，为

北部中低山、丘陵次重点防治区（CZ1）、海沧区南部蔡尖尾山-

大坪山次重点防治区（CZ2）、翔安区南部香山区域次重点防治区

（CZ3）、厦门岛北部丘陵次重点防治区（CZ4）、厦门岛南部丘陵

次重点防治区（CZ5）、其他零星分布丘陵次重点防治区（C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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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防治区（Y）

主要为地质灾害低风险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之外

的其他区域均为一般防治区，总面积为 986.52 平方公里，占全

市总面积的 58.01％。

四、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一）加强风险调查评价,掌握隐患风险底数

1.开展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在同安区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试点基础上，完成其

他五个区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2022 年实现我市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全覆盖。开展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隐患排

查，进一步掌握隐患动态变化情况。在重点防治区开展孤（滚）

石、冲沟隐患等调查评价。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三维激

光扫描等新技术新手段和高精度卫星定位服务网、数字高程模型

（DEM）等地理信息资源，基本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底

数，划定风险管控区域，分类分级提出风险管控措施，为市级地

质灾害风险防控智慧服务平台提供基础数据，为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提供依据。

2.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管控体系研究

为进一步增加地质灾害防控覆盖面和精准度，以市（区）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核查等成果为

基础，整合集成沟谷型泥石流易发程度分级模型建设、高位远程

泥石流隐患靶区识别、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等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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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地质灾害信息管理数据，编制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区划

图和防治区划图，针对各风险区特点提出风险管控对策建议，为

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基础依据。

3.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核查

各区人民政府、资源规划、教育、住房、建设、铁路、交通

运输、水利、应急、文化旅游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开

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的年度“三查”工作，

实时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现险情果断组织受威胁对

象提前转移避险，发现隐患针对性开展防治。地质灾害易发区的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以现有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为基

础，健全地质灾害动态排查巡查制度，加强组织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加强新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的核查确认工作，开展地质灾害隐

患动态清单管理，落实防治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强化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管理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

建设时，必须实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避免或减少工程活

动引发新的地质灾害。地质灾害易发分区图是市级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的组成部分，也是本区域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重要依

据。各区和相关管理机构要加强开发区、产业园区区域评估成果

应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鼓励各区聘请有资质单位提

供以户为单元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简易评估服务，指导农村建房科

学选址。对确需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的工程建设，应按照规定



- 21 -

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经评估论证应采取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的工程项目，要采取有效治理措施，严格落实主体工程建设的同

时实施地质灾害防护工程，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严防人为活动诱发地质灾害，从源头上防范地质灾害。

专栏三 加强风险调查评价,掌握风险隐患底数

1.完成五个区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开展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隐患排查，

进一步掌握隐患动态变化情况。在重点防治区开展孤（滚）石、冲沟隐患等调查评价。

2.2025年前，编制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区划图和防治区划图，针对各风险区特点

提出风险管控对策建议，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基础依据。

3.强化地质灾害年度“三查”工作；落实易发区内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从

源头上防控地质灾害。

（二）完善监测预警体系，风险预警更加精准

1.完善群策群防体系

“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健全市、区、镇（街）、村（居）、

点“五级群测群防网”，完善和加强群测群防体系，落实责任，

防止松懈。对新发生的地质灾害以及详查、排查、巡查等发现新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纳入群测群防网络，采取防范措施。加强

群测群防网络的动态管理，落实监测人员和单位，加强群测群防

人员技术装备配置和业务技能培训，提高识灾、观测、辨灾、处

置、自救、互救等能力。

2.推广“人防+技防”群专结合监测预警

推动地质灾害普适型监测与群测群防深度融合，加大自动化

雨量站、裂缝计、倾角计、GNSS 地表位移监测仪器等普适型监

测设备安装与应用，充分发挥其实时监测、动态跟踪、快速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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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辅助决策等功能，提高预警信息传递实效，打造立体化、多维

度的“群专结合”群测群防网络。健全完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设

备运行与维护机制，对威胁人口多、工程治理难度大、目前处于

缓慢变形或局部变形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要防护工程开

展专业监测，并逐步形成全市的专业监测网络。鼓励区、镇（街）

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工作，进一步

提高我市地质灾害监测网络的空间控制能力。规划期内计划实施

30 处群专结合监测项目和 5 处专业监测项目。

3.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水平

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系统，提高雨情数据自动处

理水平，为气象风险预警会商研判提供实时准确的预警信息支

持。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风险区域气象观测的规划布局，综

合分析研究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灾害发生与地质环境条件、气象条

件等的关系及致灾临界雨量，结合利用专业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

监测预警成果，细化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提升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预报精准度和时效性，着重解决“灾害什么时候、什么

区域可能发生”的问题。加强部门合作，完善地质灾害预警会商

和联动机制，科学研判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时发布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预警，为各区和各有关部门采取防灾措施提供工作指

引。

4.完善现有地质灾害防御指挥平台

2025 年前，完善现有地质灾害防御指挥平台，结合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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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及管控要求，构建“人防+技防”相融合的监测预警新模式，

开展地质灾害普适型监测设备的安装及应用，实现地质灾害隐患

点 24 小时自动、连续、实时、动态的监测和预警，促进我市地

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提高地质灾害精准预警能力，增强应急

指挥信息支撑，提升防灾减灾决策和应急管理科学水平。

专栏四 完善监测预警体系，风险预警更加精准

1.2021～2025年，实施30处群专结合监测项目、5 处专业监测项目。

2.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系统，提高雨情数据自动处理水平，为气象风

险预警会商研判提供实时准确的预警信息支持。

3.完善现有地质灾害防御指挥平台，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精准预警能力。

（三）夯实综合治理体系，有效降低隐患风险

1.继续推进地质灾害搬迁避让

对工程治理难度大、治理投资费用大于避险搬迁投入的重要

地质灾害点，或位于偏远山区且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搬迁意愿强

烈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密集发育区域，因地制宜，结合造福工程、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等，继续开展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群众

搬迁避让，并加强对搬迁安置点选址评估，确保新址不受地质灾

害威胁。规划期内继续推进实施同安区莲花镇地质灾害易发多发

的淡溪村、西坑村及小坪村半岭自然村整村搬迁安置，推进同安

区莲花镇白交祠村滑坡点受威胁户搬迁避让工作，完成搬迁避让

470 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40 处，防范化解重大地质灾害隐患

风险。

2.深入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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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时难以实施搬迁避让，治理有一定难度的存量地质灾害

隐患点加强开展协调和攻坚工作，加快实施工程治理，对“十四

五”期间新发生的地质灾害及时实施工程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

患。对威胁交通、水利、景区等基础设施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由相

关行业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实施工程治理；对工程建设等

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负责实施工程治理。做好治

理工程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发挥防御效力。规划期内实施治理

地质灾害隐患 60 处，实现存量地质灾害隐患点能治尽治，新增

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治理，保障城市安全发展。

3.强化建设工程配套地质灾害防治“三同时”

完善监管和评估机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建设工程项目，

或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影响范围内建设时发现可能诱发重大地质

灾害隐患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按规定开展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遭受地质灾害危害

的，建设单位应严格做到配套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与主体建设工程

设计、施工和验收“三同时”。配套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未经验收

或经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建设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
专栏五 夯实综合治理体系，有效降低隐患风险

1.2021～2025年，继续推进实施同安区莲花镇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淡溪村、西坑

村及小坪村半岭自然村整村搬迁安置，推进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滑坡点受威胁户搬

迁安置工作，消除地质灾害隐患40处。

2.开展地质灾害点治理攻坚，规划期内治理地质灾害隐患60处，实现存量地质灾

害隐患点能治尽治。

3.强化建设工程配套地质灾害防治“三同时”，配套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未经验收

或经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建设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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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提升综合防治能力

1.建立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双控管理体系

探索“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措施，强化地质灾害高易

发区和极高、高风险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根据全省制度

要求和技术方法，探索建立地质灾害风险识别、研判、管控、应

急支撑、责任落实的风险管控工作机制，构建市、区地质灾害风

险管控联动联控机制，加快实现汛期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精

细化风险管控。

2.强化汛期防范与应急技术支撑

各区各相关部门要紧紧围绕“零伤亡、少损失、无舆情”的

目标，严格落实巡查监测、应急值守、预警响应等地质灾害防范

制度，强化汛期防御组织，严密防范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按照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及时启动相应响应措施，橙色、红

色预警时，果断组织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提前转移避险，做到应

转尽转。发现险灾情及时处置和转移受威胁人员，严格落实速报

制度，及时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做好应急处置工作，有效防

止险灾情进一步扩大。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提

高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撑能力。

3.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

开展地质灾害防灾知识和避险技能宣传培训，做到进村、入

户、到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并结合“防灾

减灾日”，印发宣传材料、开展形式多样的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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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普及地质灾害识灾防灾、灾情报告、避险自救等知识。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和群测群防人员业务培训，增强地质灾害

防治责任人员防灾抗灾意识和能力。

4.完善地质灾害管理制度

完善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核销管理、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区

管理、群测群防员管理、预警预报工作等相关制度。完善信息上

报及反馈机制，畅通信息交流渠道，稳步推进建设、住房、交通

运输、水利等部门地质灾害相关数据的共享。鼓励相关区探索制

定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风险管理相关办法，规范农村切坡建

房，减少切坡建房诱发新的地质灾害。

5.推进防治队伍技术装备现代化

地质灾害防治队伍配置专业化现代化装备，加强调查、勘查、

监测等基础性装备和各级地质灾害排查巡查、应急技术用车保

障。推动常规方法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新方法的有机融合。应用无人机、三维倾斜摄影测量、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等，大幅度提高地质灾害防御信息获取、通信保障、

数据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应急技术水平与处置能力。

6.加强技术队伍建设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专业技术和监管队伍人才建设。加大中青

年技术骨干培养力度，强化专业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支撑保障能

力。进一步充实厦门市防灾减灾专家队伍，完善专家咨询制度。

组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持单位每年落实具体应急技术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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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装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技术、设备使用培训，打造一支与

地质灾害风险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专业化队伍。

7.建立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以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基础地质信息、监测预警、综合

治理等数据为基础，建立市、区两级统一的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实现各种灾害隐患风险、预警、灾情、综合治理等数据互联互通，

及时、科学监管地质灾害隐患点，有效、精准管控地质灾害风险

区，整体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会商调度、辅助决策效率。风

险数据库信息可共享至市空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为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制提供防灾避灾数据支撑。

专栏六 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提升综合防治能力

1.探索“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方法，建立地质灾害风险识别、研判、管控、

应急支撑、责任落实的风险管控工作机制，形成规范高效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体系。

2025年前，争取覆盖率达50%。

2.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汛期驻守专家队伍建设，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专业技术和监

管队伍人才建设，提升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能力。

3.全市各区每年至少开展1次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宣传。

（五）强化科技引领支撑，推动智慧防灾减灾

立足我市实际，积极利用省内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支撑

作用，加强台风暴雨型地质灾害以及人口密集区孤（滚）石危岩

体防治等科研成果应用研究，强化大数据、物联网、5G、云计算

等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加强市内外地质灾害科技合作

与交流，加大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的应用，全方位推进地质

灾害智慧防灾减灾，努力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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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防灾体系。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全民参与、专业支撑

“五位一体”的责任体系建设，明确各级政府和行业部门地质灾

害防治职责分工，压实各级政府地质灾害防治的主体责任，健全

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格局。各区人民政

府要落实属地责任，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对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防灾力量调度，将防灾责任逐级细化落实到镇

（街）、村（居）和具体责任人，确保各项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地

质灾害防治合力。资源规划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

调、指导和监督工作，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

相关技术支撑工作。资源规划、教育、住房、建设、交通运输、

水利、文化旅游、铁路、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组织做好村（居）、学校、建筑边坡、公路、水库、铁路、临时

工棚、施工工地、房屋、旅游景区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

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等防治工作。

（二）完善资金保障

市、区政府应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保障地质灾害防治投入，安排资金用于地质灾害调查、群测群防、

宣传培训、监测预警、应急演练以及抢险救灾、灾害治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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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应按照《厦门市地质灾害治理实施方案》（厦府[2017]28 号）

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进一步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各行业主

管部门要依照职责分工做好本行业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保障。

按照“谁受益、谁投资，谁建设、谁负责，谁引发、谁治理”的

原则，夯实事权清晰的地质灾害防治多元机制，切实提高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保障水平。

（三）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规划实施监测和动态评估考核，适时开展形势分析，评

估规划实施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结合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下达的目标任务，切实推进各项规划任务的实施，把规

划实施作为绩效考核内容，加强考核监督。

（四）做好宣传培训

各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将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法规、科学知识

纳入宣传教育计划，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融媒

体平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和公益活

动，组织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防自

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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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一览表

序

号
辖 区 镇（街）村 地质灾害隐患位置

灾害

类型

坐标 受威胁对象

稳定性
灾害

分级
风险性

防范

措施

地灾点监测人

经度 纬度 户数 人数 主要影响对象 姓名 电话

1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杨荣德屋后山坡 滑坡 117.941761 24.855717 10 49 村民、房屋、村道 基本稳定 小型 中风险 搬迁 杨荣德 13696934571

2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大石后社杨玉环屋后边坡 崩塌 117.940145 24.855352 5 39 村民、房屋 稳定性差 小型 中风险 搬迁 杨玉环 13950028053

3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杨孙和屋后边坡（原杨小车） 崩塌 117.941150 24.853344 3 9 村民、房屋 稳定性差 小型 中风险 工程治理 杨孙和 13850014715

4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高爱屋后边坡 崩塌 117.940680 24.852695 1 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高 爱 7550502

5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杨明福屋后边坡 崩塌 117.940558 24.856162 4 18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杨明福 13950033715

6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杨兵征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40599 24.852910 2 8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 杨金塔 15959455289

7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杨前进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39495 24.855166 3 18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杨前进 13850030636

8 同安区 莲花镇白交祠村 杨明聪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39812 24.855184 3 1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杨明聪 13400636274

9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淡溪李金气屋后边坡 崩塌 117.952913 24.862420 1 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金气 15060729050

10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下江里高志强屋后边坡 崩塌 117.938657 24.869968 4 2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高志强 13779928640

11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下淡溪李桂团屋后边坡 崩塌 117.954611 24.865476 3 1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桂团 18965121889

12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李明宅屋后边坡 崩塌 117.952195 24.862957 1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明宅 1395014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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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一览表
续表

序

号
辖 区 镇（街）村 地质灾害隐患位置

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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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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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性

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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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 纬度 户数 人数 主要影响对象 姓名 电话

13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淡溪李金财屋后边坡 崩塌 117.952348 24.864470 2 6 村民、房屋、村道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金财 13859974191

14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淡溪李伍西屋后边坡 崩塌 117.952570 24.862587 1 5 村民、房屋、村道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伍西 15980970566

15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淡溪李金来屋后边坡 崩塌 117.953482 24.862031 3 1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金来 13400700783

16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淡溪李金宗屋后边坡 崩塌 117.954115 24.861098 1 3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金宗 13950027519

17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下江里高成足屋后边坡 崩塌 117.938173 24.870186 5 27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中风险 搬迁 高成足 15859221167

18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江里高德胜屋后边坡 崩塌 117.941646 24.865487 5 33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高德胜 13696933608

19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淡溪自然村李恒套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51861 24.863431 2 1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恒套 13696938780

20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淡溪自然村李荣金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52036 24.864176 1 5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荣金 13799731011

21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下淡溪自然村李自然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53999 24.866985 1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自然 13696909031

22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龙潭仑自然村李宁夏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49702 24.870972 3 1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宁夏 13695033723

23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下江里自然村高铁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39124 24.870286 1 3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高 铁 13696908697

24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上江自然村高火车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41917 24.865729 4 20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高火车 1598078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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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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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安区 莲花镇淡溪村
龙潭仑自然村李培坤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49169 24.870781 1 6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李培坤 13850012602

26 同安区 莲花镇莲花村 向溪自然村叶进门屋后边坡 崩塌 118.040181 24.762465 1 5 村民、房屋 稳定性差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叶进门 15395925859

27 同安区 莲花镇罗溪村 庵外社叶其民屋后边坡 崩塌 117.968917 24.808807 1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叶奇民 7102376

28 同安区 莲花镇内田村 内田村林连水屋后边坡 崩塌 117.969477 24.765550 2 6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林连水 13600909274

29 同安区 莲花镇上陵村
大祠十八开头社詹水田屋后

边坡
崩塌 117.989757 24.823225 4 14 村民、房屋、村道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詹水田 13696908662

30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一组连根胜屋后边坡 崩塌 117.923181 24.873922 3 1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根胜 13860406669

31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金刀屋后边坡 崩塌 117.924579 24.872713 3 10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金刀 13696937102

32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国生屋后边坡 崩塌 117.923581 24.873645 1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国生 15980889979

33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川娥、连金顶等屋后 崩塌 117.924808 24.872588 3 1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中风险 搬迁 连金顶 13696937025

34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远树、连林山等 4 户屋后边

坡
崩塌 117.926218 24.869732 4 20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中风险 搬迁 连远树 13606944205

35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溪水屋后边坡 崩塌 117.924551 24.871024 1 10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溪水 13696933808

36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清发屋后边坡 崩塌 117.924845 24.870844 1 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清发 186059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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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万成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4211 24.873144 1 5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万成 13950037056

38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忠乙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4848 24.872201 1 5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永平 13696935401

39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成枝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3658 24.871557 2 1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成枝 15980976641

40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金铁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2887 24.873146 1 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金铁 15859220865

41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水金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5757 24.869144 1 3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水金 13860471699

42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张火财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5780 24.868780 1 5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张火财 15880255414

43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张国和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5761 24.869033 1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张国和 13850023010

44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张火良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5861 24.869601 1 6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张火良 13600942674

45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张山和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5947 24.870090 1 6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张山和 13606039046

46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金前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6208 24.870178 2 1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金前 15759211358

47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水河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6015 24.870514 1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金川 18259247912

48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水中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5726 24.871117 1 9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水中 138500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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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同安区 莲花镇西坑村 连福权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25467 24.871586 1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连福权 13696936569

50 同安区 莲花镇蔗内村 内庵社李水滔屋后 崩塌 117.976025 24.756728 1 6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治理 李水滔 13850058405

51 同安区 莲花镇蔗内村 内庵社李福兴屋后 崩塌 117.977615 24.757001 3 9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治理 李福兴 15959397453

52 同安区 莲花镇蔗内村 内庵社李国防屋后边坡 崩塌 117.976657 24.756723 1 9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治理 李国防 13559245457

53 同安区 莲花镇蔗内村
内庵自然村李福祥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77124 24.757508 2 12 村民、房屋、村道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治理 李福祥 15959397453

54 同安区 莲花镇军营村 高铭福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78967 24.850292 1 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高铭福 15980975152

55 同安区 莲花镇军营村
莲花镇军营村高清良

屋后边坡
崩塌 117.982383 24.847908 1 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高泉伟 13850023273

56 同安区 莲花镇莲花村
向溪自然村叶金东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8.040748 24.762571 3 13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叶金东 15960365916

57 同安区 莲花镇上陵村
下窑自然村詹连道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99424 24.808596 2 8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詹连道 18950168763

58 同安区 莲花镇尾林村 杨沙水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7.992802 24.899056 2 6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杨 柯 18259256067

59 同安区 莲花镇小坪村
半岭自然村高明治

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8.019279 24.833743 1 5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搬迁 高明治 13559244057

60 同安区 莲花镇云洋村 云洋村杨志成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8.075910 24.779956 2 6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杨志成 1598079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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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一览表
续表

序

号
辖 区 镇（街）村 地质灾害隐患位置

灾害

类型

坐标 受威胁对象

稳定性
灾害

分级
风险性

防范

措施

地灾点监测人

经度 纬度 户数 人数 主要影响对象 姓名 电话

61 同安区 汀溪镇路下村
路下村南侧山坡（叶金枧屋

后）

泥石

流
118.117989 24.779635 3 5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叶金挺 13850008932

62 同安区 汀溪镇前格村 叶进来屋后边坡
高陡

边坡
118.118549 24.832002 2 4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叶泉湖 13859935922

63 同安区 汀溪镇半岭村 美山 17 号廖坤河屋后边坡 崩塌 118.119553 24.859906 1 3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廖坤河 13306053668

64 同安区 汀溪镇造水村
郑宅 81 号吴菊花

屋后边坡
崩塌 118.170697 24.827481 1 5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郭长江 13860435578

65 同安区 汀溪镇半岭村 美山廖金铭屋后边坡 崩塌 118.114897 24.863961 1 1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叶亚生 15960208777

66 同安区 莲花镇蔗内村 内庵李建兴屋后边坡 崩塌 117.977381 24.757200 3 17 村民、房屋、村道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李志坚 13950014666

67 同安区 莲花镇蔗内村 南山 202 号陈华山屋后边坡 崩塌 117.996500 24.755400 0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陈华安 13600971123

68 翔安区 马巷镇琼头村
养虾场林总放管理房屋后边

坡

高陡

边坡
118.188333 24.634444 1 2 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林东雷 18059849898

69 翔安区 内厝镇许厝村 许进明屋后挡墙
高陡

边坡
118.298944 24.645972 3 18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许志勇 13306025333

70 翔安区
新圩镇大帽山农

场
山边社黄内等屋后边坡 崩塌 118.302222 24.766278 3 1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黄全民 13950031016

71 翔安区
凤翔街道琼头社

区

新中里253号林晓强房屋后挡

土墙
崩塌 118.183464 24.625108 2 7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林军营 13606045270

72 集美区 后溪镇
第二农场碗瑶社295号屋后边

坡
崩塌 118.052400 24.664900 1 2 村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避让
王备军 136160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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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一览表
续表

序

号
辖 区 镇（街）村 地质灾害隐患位置

灾害

类型

坐标 受威胁对象

稳定性
灾害

分级
风险性

防范

措施

地灾点监测人

经度 纬度 户数 人数 主要影响对象 姓名 电话

73 海沧区 嵩屿街道 大坪山福寿院旁边坡
高陡

边坡
118.053600 24.509500 行人 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避让
张佳奎 13400778039

74 湖里区
湖里街道村里

居委会

南山路福隆体育公园

西侧边坡
崩塌 118.087242 24.505018 1 1 活动人员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避让
葛俊敏 18205965872

75 湖里区
湖里街道金鼎

居委会

东渡港变电所 1#

后侧边坡
崩塌 118.073486 24.490414 行人 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郭明达 15606970803

76 湖里区
湖里街道新港

居委会
东渡路 87 号后侧边坡

高陡

边坡
118.078300 24.486000 行人 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朱思源 15880278229

77 湖里区 湖里街道
湖里区德京项目部旁双狮山

山体边坡
崩塌 118.074603 24.492703 / 工人 工地工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郭明达 15606970803

78 思明区
梧村街道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

金榜公园西大门配电房后方

危岩体
崩塌 118.104342 24.467209 行人 变电站、活动人员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刘生魁 13959236254

79 思明区
厦港街道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

鸿山公园双忠魂独立岩石

危岩体
崩塌 118.082400 24.450474 1 栋 72 居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戴恩泽 13599530936

80 思明区
厦港街道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

鸿山公园嘉兴寨天然垒石

危岩体
崩塌 118.082400 24.450474 行人 道路车辆、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巡查监测 戴恩泽 13599530936

81 思明区
开元街道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

铁路文化公园牡丹万鹏酒店

下方边坡

高陡

边坡
118.087325 24.455083 行人 道路车辆、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张呈祥 18959228788

82 思明区
筼筜街道仙岳居

委会
仙岳下社 8 号屋后边坡 崩塌 118.098478 24.494500 4 8 居民、房屋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洪伟祥 17746044601

83 思明区 莲前街道
东坪山安置小区真武观入口

处边坡
崩塌 118.128911 24.460378 行人 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叶武强 13860499982

84 思明区 厦港街道
大学路 117 号南

东侧边坡

高陡

边坡
118.084669 24.440892 / 行人 行人 基本稳定 小型 低风险 工程治理 徐丹丹 1360606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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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任务分解表

序号 辖区
类型与数量

综合治理（处） 群专结合监测（处）

1 思明区 9 2

2 湖里区 9 2

3 海沧区 4 1

4 集美区 8 1

5 同安区 25 23

6 翔安区 5 1

合 计 60 30

注：以上任务均为约束性指标，各区完成数量不少于上述最低完成量。其中，综合治理按各区

隐患数占比权重分配，群专结合监测综合考虑地质灾害孕灾地质条件、灾害规模、威胁对象等因

素进行分配，最终数据根据各区防灾减灾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

附表 3 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项目表

序号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数量

1 调查评价

①1:5 万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5区

②孤（滚）石、冲沟隐患等调查评价 重点防治区

③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高陡边坡复核评价 84 处

④村民建房宅基地简易评估 1000 处

⑤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隐患排查 镇（街）、村

2 监测预警

①群测群防提升 5年

②专业监测 5处

③群专结合监测 30 处

3
综合治理和避险

搬迁工程

①搬迁避让 40 处/470 户

②工程治理 60 处

4 防治能力提升

①应急技术支撑 全市

②应急演练 市、区

③防治科普宣传 市、区

④地质灾害培训 市、区

⑤地质灾害管理制度 1项

⑥应急设备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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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

编制说明

厦门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十三五”

以来，出台厦门市地质灾害治理实施方案，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

法》《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厦门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编

制《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

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7 月项目任务书，规划编

制具体任务由福建省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承担。

一、《规划》编制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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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闽政〔2011〕8 号）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2016 年 12 月 19 日）

5.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

五”规划》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2〕54 号）



- 42 -

6.《厦门市地质灾害治理实施方案》（厦府〔2017〕28 号）

7.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8.国土资源部《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基本要求》(2006

年 4 月)

9.中国地调局《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1∶50000）》

（试用稿）（2020 年）

10.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福建省县（市）地质灾害详细调查

技术要求》（2009 年 6 月）

11.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福建省实施细则说明

（审查稿）（2020 年 5 月）。

二、《规划》编制过程

编制单位接受任务后，按照目标任务要求进行资料收集、整

理分析、研究确定了规划的重点，并开展图件与报告等相应编制

工作。编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资料收集阶段（2021 年 7 月～2022 年 1 月）

收集本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本

市“十三五”综合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等资料；收集“十三五”期

间每年发生地质灾害隐患、搬迁避让、工程治理、监测预警等相

关资料；收集厦门市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阶段性成果等

相关基础资料。

2.规划编制阶段（2022 年 2 月～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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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综合研究，并按有关

格式要求进行文本及图件编制，与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

划全面衔接，于 8 月份完成规划初稿。多次召开咨询研讨，听取

专家及领导意见建议，修改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规划论证和修改完善阶段（2022年 10月～2022

年 11 月）

2022 年 10 月，广泛征求各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修改意见，编

制小组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

2022 年 11 月 10 日，市资源规划局组织专家和市水利局、

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应急局等部门对规划进行评审，专家组一

致同意通过评审，并提出修改建议。

编制单位对专家组提出的修改建议进行了补充修改，形成送

审稿。

三、规划的主要内容说明

（一）地质灾害灾种确定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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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崩塌、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厦门市突发性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崩塌，少量滑坡、泥石流。

（二）调查评价成果应用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地质灾害

易发区、风险区及防治区的划分，结合应用了 2022 年 7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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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厦门市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最新成果；全市登记在

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为 2021 年年底核查数据。

（三）总体框架与成果形式

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 1 份、附图 3 张、附表 3 个及编制说

明 1 份。

规划文本包括前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防治形势、指导思

想与规划目标、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区和防治区、地质灾害防

治任务以及保障措施等。

附图包括厦门市地质灾害分布及易发程度分区图、厦门市地

质灾害风险区划图、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

附表包括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一览表、厦门

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任务分解表、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十

四五”规划项目表。

（四）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

1.指导思想

本次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

作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新时代防灾减灾

理念，统筹推进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为城市安全发展提供可

靠的地质安全保障，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作出新贡献。

2.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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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创新驱动，科

技支撑；分级负责，群防共治。

（五）具体目标、指标

风险调查评价更加精细。完成五个区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

调查评价；编制厦门市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和防治区划图；开展

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隐患排查；在重点防治区开展孤（滚）石、冲

沟隐患等调查评价。

智防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完成 30 处群专结合项目和 5 处专

业监测项目。

综合治理部署更加科学。完成搬迁避让 470 户，消除地质灾

害隐患 40 处；实施治理地质灾害隐患点 60 处。

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探索实行“隐患点防控”向“隐患

点+风险区双控”转变，逐步建立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精

细化风险管控模式。2025 年前，争取覆盖率达到 50%。

科技支撑能力逐步增强。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人才队伍和支撑

保障体系建设，强化地质灾害的隐患识别和早期预警研究，不断

提高智慧防灾减灾水平。

（六）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

地质灾害易发区：具有发生地质灾害的地质环境条件、容易

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据原国土资源部 2015 年 9 月 6 日发布行

业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826-2015）附录 B（表

B.1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规定：地形简单，相对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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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50 米，地面坡度小于 8°，地貌类型单一的划分简单地质

环境条件。

据原国土资源部 2006 年 4 月发布《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

区划基本要求》实施细则、中国地调局《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技术要求（1∶50000）》（试用稿）（2020 年），地质灾害易发区

分为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三类。地质灾害易发性应采

用统计模型方法（信息量、证据权等）进行评价，以孕灾地质条

件为基础选取评价指标，阈值的选取应与野外调查确定的地质灾

害发育程度相匹配。

（1）划分说明

据福建省测绘地理信息发展中心收集提供 1∶1 万 DEM 数据

源及 DLG（数字线划图）为底图，采用综合指数法结合层次分析

法（AHP）对区内地质灾害易发性综合指数进行计算。选取地形

坡度、相对高差、坡形、工程地质岩组、地质构造、植被覆盖指

数（NDVI）、地震、道路、斜坡坡面孤（滚）石共 9 个评价因子

作为易发性评价因子。结合 ArcGIS 平台空间分析计算，将全市

分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非易发区，地质灾害易发区细分为高易发

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

（2）划分结果

全市高易发区面积为 24.21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42％；中易发区面积为 281.50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6.55％；低易发区面积为 408.38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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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2％；非易发区面积为 986.52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58.01％。

（3）易发区变化情况

本次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采用了厦门市 1∶5 万地质灾害风

险调查评价项目成果，划分结果更精细、更科学。规划划分全市

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 714.09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41.99％。先期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 770.251 平方公里，经本次

优化，共计减少易发区面积 56.161 平方公里。主要原因为：部

分重点区域已开展 1:1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精度不同，及

结合全市地质灾害治理情况，对斜坡坡脚遭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范

围及部分平坦区域消减。

（七）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分说明

据中国地调局《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1∶50000）》

（试用稿）（2020 年）术语与定义：地质灾害风险是指在一定区

域和时期内，各类承灾体因地质灾害而造成的损失的可能性；

8.1.2 条：地质灾害风险应在易发性、危险性、易损性评价基础

上，划分为极高、高、中、低四个等级；8.2.4 条：将危险性和

易损性评价结果叠加运算，形成风险评价与区划结果。

在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基础上，叠加降雨诱发因素进行危险

性分区。根据人口密度、建筑物类型、交通设施等不同级别确定

遭受灾害破坏和损失的容易程度，评价区域内地质灾害易损性。

在地质灾害危险性和易损性评价基础上，按照《地质灾害风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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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评价技术要求（1∶50000）》，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和易损性评价

结果叠加运算采用矩阵分析法，对部分风险区等级进行修正合

并，将全市划分为 2 处极高风险区、8 处高风险区、11 处中风险

区和其他低风险区。

（八）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分说明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区划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口密

集程度、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经济布局和战略重点、

重要基础设施、重要交通干线、风景名胜区等因素，将全市划分

为 9 处重点防治区、6 处次重点防治区和其他一般防治区。重点

防治区主要为地质灾害极高风险区、高危险区及部分地质灾害高

易发区，次重点防治区为地质灾害中风险区，其余低风险区为一

般防治区。

（九）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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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省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试点版)》的通知（闽灾险普办

〔2020〕8 号），组织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据《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任务分解，实施

30 处群专结合智防监测项目。

同安区莲花镇淡溪村、西坑村及小坪村半岭自然村整村异地

搬迁和白交祠村滑坡点就近搬迁已实施，确定“十四五”期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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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搬迁避让 470 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40 处。

据《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任务分解，结合

我市地质灾害隐患存量和动态新增隐患点，计划实施工程治理地

质灾害隐患 60 处。

四、关于相关规划衔接情况的说明

（一）贯彻落实市“十四五”规划情况

《规划》在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

灾害防治等方面贯彻《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

（二）与市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情况

《规划》利用厦门市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资

料，在地质灾害风险区、防治区的评价划分过程中，对地质灾害

易发区范围内承灾体的易损性评价，将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布局情

况作为依据之一。

（三）与《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的衔接情

况

《规划》在地质灾害面临形势、指导思想与规划目标、地质

灾害防治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与《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

五”规划》进行了衔接。

五、各区、有关部门意见及专家评审意见的修改情况

（一）各区、有关部门反馈意见的修改情况

1.关于“集美区灌口镇铁钉石山南西侧重点防治区(Z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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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厦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中灌口镇应改为后溪镇的

意见，已在文本及附图中做了修改。

2.关于附表1《厦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点一览表》

序号 72 中防治措施“工程治理”建议改为“巡查监测、避让”

的意见，已在附表中修改。

（二）专家评审意见的修改情况

1.关于“规范《规划》文本用词”的意见，已在第三章及附

图 3 中进行相应的修改。

2.关于“进一步明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目标及任务”的意见，

已在文本中补充“开展房前屋后高陡边坡隐患排查”和“提升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系统自动处理水平”等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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