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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辛县某电厂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蒋玲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011

摘要：以工程所在地区的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为依据，结合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对工程实施过程中和结束

后，可能对区域地质造成的影响和灾害进行评估和预测，且对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地防治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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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国土资源部《关

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69 号）》及安徽省颁发的地质灾害防治的相关

文件
[1,2]

，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的目的在于避免建设工程遭

受地质灾害的危害，从源头上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拟建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政府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预防地质灾害，最大限度地

降低建设工程风险和维护费用，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

据。

1.工程概况

1.1 地形地貌

项目地处淮北平原中部的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

区域地势总体自西北向东南缓倾。平均地面坡降为

1/8000。微地貌为河间平地，地面标高 25.79-27.29m
[3]
。

1.2 地质构造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中朝准地台淮河拗陷的西北部，

晚第三纪以来该区下沉堆积厚约 500-550m 的松散层。

区域发育有三条主干断裂，东西向的太和-五和断裂，

怀远断裂与北北东向阜阳断裂
[4,5]

。其主要特征如下：

1)太和-五和断裂：由河南入境，经太和县北至五

河，向东与郯庐断裂相交，省内长约 265km.断裂两侧均

以晚太古代五河群地层为主，沿断裂带重力上延伸

10-15km，交变带特征明显，断裂形成于燕山中晚期。

该断裂位于评估区北约 20km。

2)怀远断裂：走向近东西，系物探资料解释的隐伏

断裂。航片、卫片中也有显示，主要发育于上太古代五

河群及早第三纪地层中，倾向难，全长 250km。该断裂

带位于评估区南约5km。

3)阜阳断裂：该断裂斜穿安徽西部，自北向南经亳

州卞楼，涡阳义集、利辛王仁集、阜阳市、阜南县曹集

进入河南，为一条北北东向的断裂，省内全长145km。

断裂两侧东西向展布的正负相间的磁异常，重力向上延

伸 20km，南北梯变带清楚。断裂西侧新生代沉降幅度较

大，东侧较小。该断裂形成于喜马拉雅早期，沿断裂带

早期曾多次发生 1.6-4.5级地震。

1.3 岩性、土体的划分

研究区内发育有巨厚松散岩类沉积物。区域内的地

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和第四系上更新统冲积

层，岩性主要为粘性土和粉土。

项目所在区域附近，由于当地的板集煤矿的开采，

有较大面积的塌陷。且塌陷面积随开采的持续进行，也

在不断扩大。项目拟选的厂址，勘探后发现其均在塌陷

区 2公里以外，基本不受塌陷区的影响。

1.4 水文地质概况

根据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区域内主要分布松散岩类

孔隙水
[6]
。根据地下水的埋藏条件，水力特征和补给来

源，可划分为浅层孔隙含水组和深层孔隙含水组。

浅层孔隙含水岩组，主要由上更新统组成，岩性为

细中砂、粉细砂、粉土、粉质粘土、粘土等，含水砂层

厚度 5－20m。底板埋深多为 40m 以浅，水位埋深一般

1.0～3.0m，古河道带砂层厚度较大，富水性较好，一

般单井涌水量 500－1500m3/d，其它地段单井涌水量小

于 500m3/d；水化学类型以 HCO3-Na.Mg 型为主，PH 值

7.6－7.9，总硬度（以 CaCO 3 计）156－450mg/l、溶

解性总固体小于 1.0g/l。

深层孔隙含水岩组，主要主要由下、中更新统和第

三系组成，岩性主要由粗中砂、中细砂、粉细砂、粉土、

亚粘土、粘土等组成。据最大井深 350m 的开采井揭露

的地层资料：含水层顶板埋深大于 50m，底板埋深一般

250－350m，含水砂层厚度 70—120m，现水位埋深20.00

—30.00m，单井涌水量 1000－3000m3/d。水化学类型以

HCO3-Na 型为主，PH 值 7.4－8.6，总硬度（以 Ca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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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小于 470mg/l，溶解性总固体平均 1.0－1.5g/l。

1.5 人类活动的影响

评估区位于亳州市利辛县胡集镇新矿社区,北距利

辛县城 25km,西距阜阳市 35km,南距颍上县城 30km,东

至淮南市 82km.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水利

工程建设等,影响中等,但在评估区的西侧分布有已建

成投入生产的煤矿将有煤炭资源开采，县城深层地下水

资源开采活动。因此，地质环境受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

较强烈。

水利工程建设主要始于上世纪 70年代，人工开挖

的沟渠为排灌使用，主要的是评估区南侧苏沟水利工程

的建设，改变了区内的地表水体的自然分布和联系，使

得地下水的水力联系、水力坡度等水文地质条件产生一

定的变化。

评估区西侧有已建成投产的板集煤矿，距拟建厂址

约 1.3km，行政区划隶属利辛县胡集镇管辖。矿区北距

利辛县城约 25km，南距颍上县城 30km 左右。该矿区东

边界距评估区拟建厂址 2km，井田东西向长 5.3km，南

北宽 2.5-4.7km，井田面积约 30km2。板集煤矿预测塌

陷区范围，煤矿工业广场西及南到刘庄煤矿铁路专用线

将预留 200m 保护煤柱，由此看来板集煤矿的生产不会

给拟建电厂主体采空塌陷的危害。

影响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主要是县城深层地

下水开采活动，开采井深度一般为 150－350m。自 1991

年以来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2019年地下水开采量为

1050×104m3；深层地下水位由于开采的影响，处于逐

年下降状态，降落漏斗也不断扩展。原利辛县化工总厂

2眼井 1972 年成井时为自流井，水头高出地面 1.0m 左

右，现城区深层地下水位普遍已降到地面以下40m左右。

开采地下水的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将产生一定的

影响。总体而言，评估区地质环境受到人类工程活动破

坏程度的一般
[7]
。

2.地质灾害现状评估

野外调查和对现有资料的综合研究表明，评估区地

表均为第四系粉质粘土，地形平坦，不具备产生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基本条件；评估区下部基岩为

五河群深变质岩，无可溶岩分布，不具备产生岩溶地面

塌陷地质灾害的基本条件；评估区现状无地下采矿活动，

不存在采空地面塌陷地质灾害。

由于评估区西距阜阳市 35km，遭受阜阳和利辛县

地面沉降的影响，因此本次评估利用的阜阳市地面沉降

资料，阜阳市地面沉降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经

不同部门进行测量，均发现和证实了阜阳市已发生地面

沉降这一地质灾害。评估区新生界松散层厚度 530m 左

右，岩性主要为厚层粘土、粉质粘土及厚度不等的中细

砂及薄层粉细砂。但评估区附近深层地下水位埋深在

25.3m 左右，根据最新资料国土遥感中心数据目前评估

区累计沉降量已到达 150mm。

现状件下，地面沉降对评估区仅仅造成高程损失外，

地面沉降造成不良后果目前还没有明显显现出来，对评

估区内的既有构筑物造成的危害程度小，其危险性小。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形平坦，现状条件下发育地面

沉降变形破坏地质灾害，地面沉降对既有房屋造成的危

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3.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该工程主要的地质灾害类型为：地面沉降、采空塌

陷。

3.1 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预测

根据《阜阳市水工环地质综合详查报告》，长期过

量开采深层孔隙水，将导致深层孔隙水水位持续下降，

土层颗粒骨架附加应力增大，孔隙减小，引起土层压密

释水，产生塑性变形，从而诱发地面沉降。

评估区和阜阳市同属淮北平原,两地相距仅约 40km。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相似,评估区地下水开采层位

及开采方式与阜阳市大体相当,主要开采深层孔隙水。

阜阳市第四系松散层分为13个工程地质层,其中7个压

缩层,6 个含水砂层,利辛县县城第四系为 13 个工程地

质层,其中 7个压缩层,6个含水砂层。总体上两地地层

结构相似。

据国土部遥感中心监测，每年评估区地面沉降速率

10-15mm/a，取最大每年 15mm，预测工程有效年限 40

年累计沉降量 600mm，预测到 2040 年评估区地面沉降为

600mm。两种算法取其最大作为本次评估依据，因此本

次预测沉降量 600mm。因此，评估区建设工程可能遭受

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

3.2 采空塌陷地质灾害

根据项目原有设计方案，拟建的中煤新集利辛板集

电厂二期项目工程厂址距建成投产的板集井田约 1.0km

多，预测采空塌陷区在板集煤矿工业广场、板集矿铁路

专用线西侧，拟选电厂在其东侧 1km 外，拟建中煤新集

利辛板集电厂二期项目工程不会受采空塌陷的影响。

因此，预测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

危害，预测沉降量 600 mm，其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

等。

4.地质灾害综合分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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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综合分区评估原则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并充分考虑地质环境条

件差异性。原则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

以区内不同灾种共同参加命名的方式进行分区命名，主

要灾种在前，次要灾种在后排序。 基于该工程建设可

能遭受地质灾害隐患的特征、危险程度等，参照有关技

术标准划分其危险性大小，如表1.

表 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量化指标

4.2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根据地质灾害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结果，依照地质

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原则与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量化

指标，将评估区划分为地面沉降变形和基坑开挖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区。

现场调查和综合研究表明，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不

发育，建设工程在运营和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遭受地面沉

降土变形地质灾害。

根据建设场地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和潜在地质灾

害的分布、危险程度，评估区划分为三个地质灾害危险

性中等区域，即地面沉降变形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通过遥感卫星已发现产生地面

沉降150mm，预测评估区受阜阳市中、深层地下水开采

影响 2060 年沉降量为 600mm，沉降量小于 1000mm，灾

害等级属中等，其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综合评估，区域内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

5.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针对评估区内的地面沉降变形地质灾害，建议采取

如下防治对策和措施，以避免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1)在设计电厂建筑物和场内道路时，应考虑不均匀

地面沉降的因素，采取结构保护措施。

2)预留地面沉降变幅内标高。

3)在进行厂区整平边坡开挖、基坑开挖及地基处理

前，必须依据详细的工程地质勘察结果，制定挖方边坡

坡率，确定地基处理与基坑开挖方案。在施工过程中要

严格按照设计进行，并确保工程质量。

4)在进行场地填方段及填方边坡施工时，对填方土

土质要有严格的要求，设计坡率要与填方土质相适应，

施工过程中分层堆放，每层都必须按设计要求压密、压

实。填方边坡的排水、护坡等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试

验与验算。同时，对填方处原始边坡必须进行地表植被

及地表松散堆积物的清理，对坡型进行改造（改为台阶

式等）。

5)在回填土地基上进行较重要建（构）筑物建设时，

必须采取桩基础，以下部基岩为基础持力层。

6)基坑在雨期要停止施工，并用防雨布进行覆盖，

周围要修排水沟，防止雨水灌入基坑中。

7)在基坑降水过程中务必使用止水帷幕，避免造成

不均匀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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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种类 评估指标

危险性分级

危 险 性
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地面沉降
累积 沉降 量

(mm) S≥1000 1000＞ S≥
500 S＜500

膨 胀土 变

形

自由 膨胀 率

Fs(%) Fs≥90 90＞Fs≥60 60>Fs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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