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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系列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积极主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为鄂尔多斯市“十

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提供依据，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3 年）、《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2011年）以及《内蒙古自治区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年）》，编制《鄂尔多斯市地质灾害

防治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本《规划》是鄂尔多斯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也是编

制旗（区）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重要依据。

本《规划》中所指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发的危

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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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体系、综合治理

和信息化建设等。

《规划》适用范围为鄂尔多斯市所辖行政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

《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规划期为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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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矿产资源与社会经济

（一）自然地理

1、地理交通

鄂尔多斯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下辖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

部，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毗邻晋陕宁三省区。鄂尔

多斯市东西长约 400公里，南北宽约 340公里，总面积 86752平方公

里，辖七旗两区。东部、北部和西部分别与呼和浩特市、山西省忻州

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隔河

相 望 ； 南 部 与 陕 西 省 榆 林 市 接 壤 。 地 理 坐 标 为 北 纬

37°35′24″-40°51′40″，东经 106°42′40″-111°27′20″。依托煤炭资源优势，

近年来交通运输发展迅速，已基本形成以铁路、国道、省道为主，以

各旗县公路和运煤专线为辅的交通网络。铁路主要有包兰线、大准线、

准东线、呼准线、包神线等。公路主要有高速公路 G18、G6、G7等，

国道主干线 G025，国道 G109、G110、G210、G210辅线，省道主要

有 S313、S215、S216、S214、S103等，具体交通位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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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象水文

（1）气象

鄂尔多斯市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受西北环流与极地冷

空气的影响，气候特征为春季干旱、夏季温热、秋季凉爽、冬季寒冷。

降水量小，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348mm，降水多集中在 7～9月份，

占全年降水量的 70%以上，其它季节降水很少，降水量年内分配极不

均匀，年际变化亦大，并多以雷阵雨为主，历时短。多年平均蒸发量

2506.3mm，为降水量的 7.2倍，以 5-7月份为最大。多年平均气温为

6.2℃，最高气温 38℃，最低气温-31.4℃。

鄂尔多斯市四季分明，春季升温快，降水量少，大风多，蒸发量

大，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春季是过渡性季节，蒙古高压减退，太平

洋副高压加强北上，气温迅速回升，5月中下旬春霜结束。由于升温

快，降水少，风大，土壤中水分蒸发强烈，气候干燥，土地干松，春

旱严重，沙化加剧。夏季短促、温热，雨水相对集中，局地的冰雹、

洪涝灾害频繁气候湿润，该季虽然短促，气候变化却很明显。秋季降

温快，气候凉爽，霜冻严重，冰雹多，气候变化明显，多数年份天高

气爽，光照充沛，是农牧草成熟的大好季节。该季节内冷空气活动频

繁，多出现雷阵雨并伴有冰雹、大风天气。冬季漫长寒冷，多大风，

降雪少，寒潮天气多，该季节是季风极盛期，盛行西北风，蒙古高压

势强，冷空气不断暴发南下，受极地冷气团的影响，冬季长达 6个月。

受西北风带高空低压槽的东移影响，寒潮天气频繁发生，并伴有降雪、

大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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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文

鄂尔多斯市地处黄河流域中上游，全境共有黄河和内流河两大水

系，具体见图 2。境内 85%以上的河、沟、川均属黄河水系，其中黄

河一级支流(集水面积在 250km2以上)有 14条；区内集水面积在 50km2

以上的沟、川有 96条，除无定河、窑野河、都思免河和西柳沟常年

有水外，其余均为季节性河流。

鄂尔多斯市内流区，位于鄂尔多斯中西部，气候干旱，河流稀少，

多沙漠。高原中高周低，但只在高原的边缘部分，河流往周围流入黄

河，高原内部的大部分地区以无流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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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形地貌

鄂尔多斯市自然地理环境的显著特点是，起伏不平，西北高东南

低，地形复杂，东北西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与黄土高原相连。地貌类

型多样，鄂尔多斯市境内有四大类型地貌。

（1）北部黄河冲积平原区

该地区总面积约 5000 平方公里，占鄂尔多斯市总土地面积的

6%，分布于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沿黄河 23个乡、镇、苏木

内。成因和地质构造与整个河套平原相同，同属沉降型的窄长地堑盆

地。现代地貌主要是由各沟谷冲洪积和黄河带的泥沙等物沉积而成。

海拔高度 1000－1100米，地势平坦。该地区土壤类型可分为草甸土、

沼泽土、盐碱土、风沙土四个类型。

（2）东部丘陵沟壑区

该区分布于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南部，海

拔高度为 1300－1500 米，面积约 2.6万平方公里，占鄂尔多斯市总

土地面积的 30%。该区属鄂尔多斯沉降构造盆地的中部，地表侵蚀强

烈，冲沟发育，水土流失严重，局部地区基岩裸露，是典型的丘陵沟

壑区。土壤种类以栗钙土为主，大多不宜耕作，属宜林宜牧地区。

（3）中部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区

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两大沙区组成，位于鄂尔多斯市中部，

库布其沙漠北临黄河平原，呈东西条带状分布。毛乌素沙地地处鄂尔

多斯市腹地，分布于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伊金霍洛旗部分和乌审

旗。两大沙区总面积约 3.5万平方公里，占鄂尔多斯市总面积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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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其中库布其沙漠面积为 1万多平方公里、毛乌素沙地 2.5万平

方公里。这一地区大多为固定半固定沙丘，流动性的新月型沙丘及沙

丘链极少。库布其多为细、中沙，而毛乌素则以中、粗沙为主，地下

水赋存条件很好。

（4）西部坡状高原区

该区位于鄂尔多斯市西部，包括鄂托克旗大部和鄂托克前旗、杭

锦旗的部分，总面积约 2.1万平方公里，占鄂尔多斯市总面积的 24%

以上。该区地势平坦，起伏不大，海拔高度 1300－1500米。这里气

候较为干旱，降雨稀少，年平均降水量在 200毫米左右，属典型的半

荒漠草原。土壤成分以钙土为主。

4、植被

鄂尔多斯市主要植被类型是以沙生、旱生的半灌木植被为主的干

草原和荒漠草原，植被覆盖率在 40％左右。从东南向西北，境内植

被依次可划分为典型草原亚带、荒漠草原亚带和草原荒漠化亚带。

典型草原亚带鄂尔多斯市除东南部发育着典型干草原植被外，地

带性植被很少，主要植被是以小半灌木蒿类为主的沙生、旱生植物。

在高亢、向阳的生境上保存有小片的代表性草原群系—长芒草草原群

落，在沙丘间的低湿滩地上，有草甸、盐生草甸、沼泽草甸、中生灌

木等植被类型，北部、南部风沙地，沙生半灌木植被最为发达，形成

沙生植被生态系列。荒漠草原带鄂尔多斯市植被群落复杂多样，荒漠

植被特有成份显着。东部有典型草原植被成份加入，北部以沙生植物

为主，中部及南部以旱生小半灌木油蒿类为主。草原荒漠化亚带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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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市以草原荒漠化植被群落为主，群落中也伴生有荒漠草原植被成

份。

（二）矿产资源

鄂尔多斯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有各类矿产 50多种，其中煤炭

已探明储量 1676亿吨，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有褐煤、长焰煤、不粘

结煤、弱粘结煤、气煤、肥煤和焦煤等；天然气探明储量 8000多亿

立方米；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主要有天然碱、芒硝、盐类、黄铁矿和

泥炭，其次有与上述诸矿物伴生的钾盐、镁盐、溴、硼、磷矿；建筑

非金属矿产主要有石膏、石灰岩、石英砂、石英岩、白云岩，其次为

泥灰岩、大理岩、花岗岩、木纹石、石墨等；金属矿产有铁矿、铜矿、

锌矿等；稀有金属有铌、钽，分散元素有锗、镓。

全市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强烈，截止 2020年底，全市共有各类矿

山 641个，其中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矿山 321个，金属矿山 9个，非金

属矿山 311个，矿泉水矿山 3个。

（三）社会经济

2020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533.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

上年下降 2.9%，在全国地级市中居 64位。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3.8：

56.8：39.4，非煤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 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64.9

亿元，同比下降 7.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50306元

和 21576元，分别增长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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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形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1、地质灾害总体概况

（1）地质灾害隐患点类型与规模

截止 2020年底，全市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点 458处，按地质灾

害类型划分，崩塌 225处，占总数的 49.13％；滑坡 35处，占总数的

7.64％；泥石流 4处，占总数的 0.87％；地面塌陷 194处，占总数的

42.36％。全市地质灾害主要以崩塌和地面塌陷为主，其次为滑坡、

泥石流。

按规模划分，大型 46处，占总数的 10.04％；中型 116处，占总

数的 25.33％；小型 296处，占总数的 64.63％。全市地质灾害规模以

小型为主，其次为中型。（专栏 1）

专栏 1 地质灾害规模统计表

类

型

规

模 特大型（处） 大型（处） 中型（处） 小型（处） 合计（处）

崩塌 0 4 49 172 225
滑坡 0 2 16 17 35

泥石流 0 1 0 3 4
地面塌陷 0 39 51 104 194
地裂缝 0 0 0 0 0
合计 0 46 116 296 458

（2）地质灾害隐患点地域分布

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全市除康巴什区外均有分布，其中东胜区、伊

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较为发育。东胜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93个，占

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20.30％；伊金霍洛旗地质灾害隐患点共7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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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16.38％；准格尔旗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186

个，占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40.60％；达拉特旗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31个，占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6.77％；杭锦旗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5

个，占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1.09％；鄂托克旗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44个，占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9.61％；鄂托克前旗地质灾害隐患

点共 9个，占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1.97％；乌审旗地质灾害隐患点

共 15个，占全市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3.28％。康巴什区目前未发现地

质灾害隐患点。

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分布在东胜区、准格尔旗；滑坡地质灾

害隐患点主要分布在准格尔旗；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分布在达

拉特旗；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分布在东胜区、伊金霍洛旗、

准格尔旗以及鄂托克旗。（专栏 2）

专栏 2 地质灾害隐患点地域分布统计表

区

域

类

型 崩塌（处） 滑坡（处）
泥石流

（条）

地面塌陷

（处）

地裂缝

（处）
合计

康巴什区 0 0 0 0 0 0
东胜区 60 3 0 30 0 93

伊金霍洛旗 7 0 1 67 0 75
准格尔旗 105 22 0 59 0 186
达拉特旗 21 0 3 7 0 31
杭锦旗 4 0 0 1 0 5
鄂托克旗 21 6 0 17 0 44

鄂托克前旗 0 1 0 8 0 9
乌审旗 7 3 0 5 0 15
合计 225 35 4 194 0 458

2、地质灾害灾情

（1）地质灾害灾情等级

截止 2020年底，全市 4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中，按灾情等级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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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灾情“重”2处，占灾害点总数的 0.44％；灾情“中”71处，占

灾害点总数的 15.50％；灾情“轻”385处，占灾害总数的 84.06％；

全市地质灾害以灾情“轻”为主，其次是灾情“中”。（专栏 3）

专栏 3 地质灾害灾情统计表

类

型

规

模 特重（处） 重（处） 中（处） 轻（处） 合计（处）

崩塌 0 1 9 215 225
滑坡 0 0 5 30 35

泥石流 0 0 1 3 4
地面塌陷 0 1 56 137 194
地裂缝 0 0 0 0 0
合计 0 2 71 385 458

（2）地质灾害灾情地域分布

全市地质灾害灾情“重”的有 2处，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和地面

塌陷，全部在准格尔旗；灾情“中”的有 71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

为地面塌陷，主要分布在东胜区、伊金霍洛旗以及准格尔旗；灾情“轻”

的有 385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和地面塌陷，主要分布在东胜

区、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鄂托克旗、乌审旗。（专栏

4）

专栏 4 地质灾害点灾情地域分布统计表

区

域

类

型 特重（处） 重（处） 中（处） 轻（处） 合计

康巴什区 0 0 0 0 0
东胜区 0 0 18 75 93

伊金霍洛旗 0 0 18 57 75
准格尔旗 0 2 34 150 186
达拉特旗 0 0 1 30 31
杭锦旗 0 0 0 5 5

鄂托克旗 0 0 0 44 44
鄂托克前旗 0 0 0 9 9
乌审旗 0 0 0 15 20
合计 0 2 71 385 458



13

3、地质灾害危害程度

（1）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等级

截止 2020年底，全市 4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中，按危害程度划

分，大型 38处，占灾害点总数的 8.30％；中型 49处，占灾害总数的

10.70％；小型 371处，占灾害总数的 81.00％。全市地质灾害危害程

度以小型为主，其次为中、大型。（专栏 5）

专栏 5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统计表

类

型

规

模 特大型（处） 大型（处） 中型（处） 小型（处） 合计（处）

崩塌 0 0 10 215 225
滑坡 0 0 5 30 35

泥石流 0 1 0 3 4
地面塌陷 0 37 34 123 194
地裂缝 0 0 0 0 0
合计 0 38 49 371 458

（2）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地域分布

全市地质灾害危害程度为大型的有 38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

地面塌陷，主要分布在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危害程度为中型的有

49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地面塌陷，主要分布在东胜区、

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以及鄂托克旗；危害程度为小型的 371处，地

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地面塌陷，主要分布在东胜区、伊金霍洛旗、

准格尔旗、达拉特旗、鄂托克旗、乌审旗。（专栏 6）



14

专栏 6 地质灾害点危害程度地域分布统计表

区

域

类

型 特大型（处） 大型（处） 中型（处） 小型（处） 合计

康巴什区 0 0 0 0 0
东胜区 0 18 9 66 93

伊金霍洛旗 0 19 23 33 75
准格尔旗 0 0 7 179 186
达拉特旗 0 1 2 28 31
杭锦旗 0 0 0 5 5

鄂托克旗 0 0 8 36 44
鄂托克前旗 0 0 0 9 9
乌审旗 0 0 0 15 15
合计 0 38 49 371 458

（二）以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

1、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2010年底完成了地质灾害易发区内 4个旗（区）（包括东胜区、

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的 1：10万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

项目，共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249处。初步查明了 4个旗（区）

地质灾害分布情况，并划分了易发区和危险区，建立了群测群防体系。

目前，全市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内的 4个旗（区）已陆续开展 1：5万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目前该项工作正在进行。

2017年底，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要求，全市所有旗（区）全

部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

2018年 5 月，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要求，在全市各旗（区）

完成的基础上鄂尔多斯市完成了市级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

2019年 12月，东胜区完成了地质灾害排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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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根据鄂尔多斯市发改委相关部署，全市各旗（区）陆

续开展了采煤沉陷区调查，目前该项工作已全部完成。

2、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进一步完善

通过开展 1：10 万旗（区）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工作，东胜区、

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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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处。地

质灾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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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对地质灾害危险点的监测，建立了联动的预警系统，成功减少

或避免了地质灾害的发生，为地质灾害的防治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

料。

3、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每年汛期 5-9月，为了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鄂尔多斯市

自然资源局与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合作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

共享机制，联合开展了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共享机制汛期运行效果良好，能及时将气

象预警预报信息发送到相关责任人。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的开

展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

4、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得到健全和完善

每年汛期前印发本年度全市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地质灾害易发区

涉及的 4个旗（区）也编制了年度地质灾害防灾预案并于汛期前发布。



16

5、地质灾害汛期检查、应急调查工作不断加强

为了切实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每年汛期组成检查组，深

入旗（区）进行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检查，促进了旗（区）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开展。在各旗（区）初步排查的基础上，深入重点乡镇

进行地质灾害排查，保证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制度化。每年还

针对突发地质灾害积极组织开展应急调查工作，在应急调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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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应急演练有序开展

为了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知识，每年印制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挂

图和宣传折页、鄂尔多斯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宣传手册；“十三五”

期间印制了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挂图和宣传折页 500份、鄂

尔多斯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宣传手册 200册。

“十三五”期间共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2次。2015年 7月，康巴

什新区国土资源分局组织执法监察大队 20余名队员开展了地质灾害

应急演练；2017年 7月，东胜区国土资源局组织人员开展了地质灾

害应急演练。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宣传普及、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的成功举办取

得了显著效果，加强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了广

大干部群众防灾减灾的认识；通过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形式多样的宣

传培训，相关部门熟悉职责分工和应急程序，群众了解掌握预警信号

和防灾避险路线，防灾减灾取得了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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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质灾害应急能力不断提升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内设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发布预警和灾

情信息，承担着应急预案演练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工作，指导各旗

区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目前应急管理局已配备了相关的应急调

查、救援装备，地质灾害应急能力不断提升。

（三）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问题

1、地质灾害风险底数不够准确，地质灾害调查工作还需加强

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区及黄河沿岸，人类工程活动

对地质环境的扰动和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有加强趋势，加大了地质

灾害的防治难度。目前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大部分已查明，尚有部分

地质灾害隐患没有被发现或对其危害认识不清，区域上地质灾害的发

育规律不十分清楚，亟需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从而进一

步掌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和地质灾害发育规律。

2、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全市尚未开展群专结合的系统化监测预报预警系统建设，

群测群防监测预警技术水平较低，群测群防人员培训不到位。

3、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不足

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尚未列入国民经济预算，地方筹集经费困难，

造成基层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影响地质灾害有效防治，

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工作难以开展。

4、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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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市结合“地球日”等科普活动开展了一些地质灾害防

治教育普及工作，但社会各界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认知仍然不足，仍

有许多地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学习和普及教育不够，周边居民对地质

灾害事故发生时如何避险、如何自救不够清楚，干部群众防灾减灾意

识不强，还需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工作。

5、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亟需强化

我市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矿业开发活动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引发了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陷、地裂缝等地

质灾害。露天开采矿山的采场、排土场存在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井工开采矿区存在地面塌陷、地面沉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矿山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亟需强化。

（四）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本市地质构造复杂、地形地貌起伏变化大，条件差异大，具有发

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地形条件和物质条件。

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呈不断上升趋势。我市是矿业大

市，采矿活动较为强烈，矿业开发、公路铁路建设、切坡建房等人类

工程活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仍将保持

增长趋势。

极端气候条件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愈来

愈大。

本市面积较大、战线长，地质灾害点多面广，威胁人民群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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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安全。许多地质灾害隐患具有隐蔽性、突发性、伴生性和破坏性，

社会影响较大，防范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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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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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自

治区党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及鄂尔多斯市党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

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灾理念，把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摆在首位，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做到“两

个坚持”，实现“三个转变”，以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为目标，进一步完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防治四

大体系，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统筹协调，提高防治效

率，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重点抓基层、强基础，全面建成“防、

避、治”综合防治体系，科学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为全力打造繁荣昌

盛、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鄂尔多斯提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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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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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坚持 “生态优先，源头管控”的原则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强与生态保护修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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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加大与国土空间规划结合力度，将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作为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特殊地区，新建工程尽量避开地质灾害高风险

区，从源头控制或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3、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选择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山地丘陵区、矿区以及重大工程建设区等地区

作为重点防治区。

4、坚持“协调配合，各负其责”的原则

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自然资源、水利、气象、交通等有关

部门明确任务，落实部门责任，协调配合，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共

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旗（区）政府是地质灾害防治的责

任主体。在划分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防治经费应列入旗（区）

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到位。

人类工程活动等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原则，由

责任单位承担相关治理责任。

5、坚持“群策群防，科学防灾”的原则

倡导常规方法和高新技术相结合，建设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

积极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实现地质灾害防治规范化、科学化，加强高

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高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效率、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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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目标

在“十四五”期间，以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为目标，尽心尽力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全面完成全市及各旗（区）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工作，开展人口聚集区或风险较大的重点区域的

详细调查工作，基本摸清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建立“人防+技防”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体系，完善提升以群测群防为基础的群专结合

监测网络，逐步完善地质灾害排查监测预警体系、综合治理体系和应

急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御能力。大力推进地质灾害危险隐

患点的治理工作，对难以实施避险搬迁的风险等级高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开展工程治理，减少受威胁人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专

栏 7）

专栏 7 “十四五”期间主要规划目标

序号 规划任务 具体目标及任务 规划目标 属性

1
地质灾害风

险调查

市级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1 约束性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旗（区）） 5 预期性

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

（旗（区））
9 约束性

2
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旗（区）） 9 约束性

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络建设

（套）
1 预期性

市级地质灾害防治培训（次） 5 预期性

市级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演练（次） 5 预期性

3
地质灾害信

息化建设

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1 约束性

旗（区）级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9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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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防治规划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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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和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影响因素，将全市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

区划分为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和不易发区。（附图 1）

1、高易发区（Ⅰ）

高易发区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东段（Ⅰ1、Ⅰ2）

和鄂尔多斯高原中低山区（Ⅰ3），共三个分区，面积合计约

8244.01km2。

（1）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东段（Ⅰ1）

主要分布于准格尔旗东部、东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大路镇、薛

家湾镇、魏家峁镇、龙口镇，面积约 1886.24km2。本区地貌类型主要

为黄土丘陵地貌，地势起伏较大，沟谷发育；岩性主要为黄土、泥岩、

砂岩及含砾砂岩。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116处，其中崩塌 71处，

滑坡 17处，地面塌陷 28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地面

塌陷。崩塌以土体崩塌为主，规模主要为中、小型。滑坡以土体滑坡

为主，规模主要为中、小型。地面塌陷主要为煤田矿山开采活动引发，

规模主要为中、小型。本区准格尔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为强烈，由

此引发的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多，主要危害矿区

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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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东段（Ⅰ2）

主要分布于准格尔旗西南部、东胜区东部以及伊金霍洛旗东部，

涉及乡镇主要为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纳日松镇、沙圪堵镇、暖水乡，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胜区塔拉壕镇，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面积

约 3395.18km2。本区地貌类型主要为黄土丘陵地貌，地势起伏较大，

沟谷发育；岩性主要为黄土、泥岩、砂岩及含砾砂岩。本区分布地质

灾害隐患点 193处，其中崩塌 79处，滑坡 4处，泥石流 1处，地面

塌陷 109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地面塌陷。崩塌以土体崩塌

为主，规模主要为中、小型。地面塌陷主要为煤田矿山开采活动引发，

规模主要为中、小型。本区准格尔煤田、东胜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

为强烈，由此引发的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多，主要危害

矿区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3）鄂尔多斯高原中低山区（Ⅰ3）

主要分布于鄂托克旗西部，杭锦旗西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鄂托

克旗蒙西镇、棋盘井镇，杭锦旗巴拉贡镇，面积约 2962.59km2。本区

地貌类型主要为鄂尔多斯高原中低山地貌，地势起伏较大，沟谷发育；

岩性主要为石灰岩、砂岩及泥岩。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44处，

其中崩塌 21处，滑坡 6处，地面塌陷 17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

塌、地面塌陷。崩塌主要为土体崩塌，规模主要为小型。地面塌陷主

要为煤田矿山开采活动引发，规模主要为小型。本区桌子山煤田内矿

山开采活动较为强烈，由此引发的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

多，地质灾害主要危害周边耕地、林地、草地等，影响矿山开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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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山周边公路。

2、中易发区（Ⅱ）

中易发区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河套平原黄河南

岸，共两个分区，面积合计约 14183.16km2。

（1）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Ⅱ1）

主要分布于准格尔旗中部—东北部，达拉特旗南部，杭锦旗东部，

东胜区中部，康巴什区大部，伊金霍洛旗北部—东南部，涉及乡镇、

苏木主要为准格尔旗大路镇、沙圪堵镇、暖水乡，达拉特旗吉格斯太

镇、白泥井镇、王爱召镇、树林召镇、展旦召苏木、昭君镇、恩格贝

镇、中和西镇，杭锦旗杜贵塔拉镇，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罕台镇、

东胜区，康巴什区大部，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阿勒腾席热镇、乌

兰木伦镇，面积约 11148.41km2。本区地貌类型主要为黄土丘陵地貌，

地势起伏较大，沟谷发育；岩性主要为黄土、泥岩、砂岩及含砾砂岩。

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68处，其中崩塌 34处，滑坡 4处，泥石流

3处，地面塌陷 27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地面塌陷。崩塌

以土体崩塌为主，规模主要为小型。地面塌陷主要为煤田矿山开采活

动引发，规模主要为中、小型。本区准格尔煤田、东胜煤田、乌兰格

尔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为强烈，由此引发的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

灾害隐患较多，地质灾害主要危害周边耕地、林地、草地等，影响矿

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2）河套平原黄河南岸（Ⅱ2）

主要分布于鄂托克旗西北部，杭锦旗西北—东北部，达拉特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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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准格尔旗北—西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鄂托克旗蒙西镇，杭锦旗

巴拉贡镇、呼和木独镇、吉日嘎朗图镇、独贵塔拉镇，达拉特旗中和

西镇、恩格贝镇、昭君镇、展旦召苏木、树林召镇、王爱召镇、白泥

井镇、吉格斯太镇，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面积约 3034.75km2。本区

地貌类型主要为黄河河谷地貌，地势起伏较大，沟谷发育；岩性主要

为粘性土、淤泥及细砂。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13处，全部为黄

河沿岸崩塌。崩塌主要为土体崩塌，规模主要为小型。地质灾害主要

危害周边耕地、林地、草地等，影响周边铁路、公路。

3、低易发区（Ⅲ）

低易发区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波状高平原区，共三个分区，

面积合计约 5720.89km2。

（1）鄂尔多斯高原波状高平原区（Ⅲ1）

主要分布于伊金霍洛旗南部，乌审旗东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伊

金霍洛旗扎萨克镇，乌审旗图克镇、乌兰陶勒盖镇，面积约

1722.70km2。本区地貌类型主要为波状高平原地貌，地表主要为沙地，

地势起伏较小，沟谷不发育；岩性主要为黄土、粉砂岩、泥岩。本区

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7处，其中崩塌 3处，地面塌陷 4处。地质灾害

类型主要为崩塌、地面塌陷。崩塌以土体崩塌为主，规模主要为小型。

地面塌陷主要为矿山开采活动引发，规模主要为小型。地质灾害主要

危害周边耕地、林地、草地等，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2）鄂尔多斯高原波状高平原区（Ⅲ2）

主要分布于乌审旗南部，鄂托克前旗东南部，涉及乡镇、苏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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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乌审旗嘎鲁图镇、苏力德苏木、无定河镇，鄂托克前旗城川镇，

面积约 3530.96km2。本区地貌类型主要为波状高平原地貌，地表主要

为沙地，地势起伏较小，沟谷不发育；岩性主要为黄土、粉砂岩、泥

岩。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9处，其中崩塌 4处，滑坡 4处，地面

塌陷 1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地面塌陷。崩塌以土体

崩塌为主，规模主要为小型。滑坡以土体滑坡为主，规模主要为小型。

地面塌陷主要为矿山开采活动引发，规模主要为小型。地质灾害主要

危害周边耕地、林地、草地、房屋等，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

公路。

（3）鄂尔多斯高原波状高平原区（Ⅲ3）

主要分布于鄂托克前旗西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鄂托克前旗上海

庙镇，面积约 467.23km2。本区地貌类型主要为波状高平原地貌，地

表主要为沙地，地势起伏较小，沟谷不发育；岩性主要为黄土、粉砂

岩、泥岩。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8处，全部为地面塌陷。地质灾

害类型主要为地面塌陷。地面塌陷主要为煤田矿山开采活动引发，规

模主要为小型。本区上海庙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为强烈，由此引发

的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多，地质灾害主要危害周边耕地、林地、

草地等，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4、不易发区（Ⅳ）

除以上所述区域外，其他区域为不易发区，广泛分布在库不齐沙

地、毛乌素沙地及周边波状高平原区域，面积约 60327.78km2。本区

地形较为平缓，地势开阔，沟谷不发育，目前本区无地质灾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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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是在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的基础上进

行的。原则上将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的高易发区划分为重点防治

区，中易发区划分为次重点防治区，低易发区及不易发区划分为一般

防治区。同时根据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威胁对象及人类工程活动的

强烈程度做适当调整。若中易发区或低易发区中有重大地质灾害点或

重要基础设施分布，应将此区域调整划入高一级别的防治区。

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

和一般防治区。其中重点防治区 3 个，共涉及 7 个旗（区），面积

8244.01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9.32%；次重点防治区包括 2个亚区，

共涉及 8个旗（区），面积 14183.16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16.03%；

一般防治区 1个，共涉及 9个旗（区），面积 66048.67km2，占全市

总面积的 74.65%。（附图 2）

1、重点防治区（Ⅰ）

（1）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东段（Ⅰ1）

主要分布于准格尔旗东部、东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大路镇、薛

家湾镇、龙口镇，面积约 1886.24km2。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116

处，其中崩塌 71处，滑坡 17处，地面塌陷 28处。地质灾害类型主

要为崩塌、滑坡、地面塌陷。本区准格尔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为强

烈，由此引发的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多，主要危

害矿区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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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重点防治的乡镇为薛家湾镇、龙口镇。重点防治的灾害类型

为崩塌、滑坡、地面塌陷。重点防治的矿区为准格尔煤田。重点防治

的交通路段为大（同）—准（格尔）铁路，准（格尔）铁路—东（胜）

铁路；G18荣（城）—乌（海）高速公路准格尔段；国道 G109准格

尔段；省道 S31准格尔段，省道 S103准格尔段。

本区矿业开发活动较为强烈，由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其治

理责任由矿山企业负责。

本区地质灾害多为矿业活动引发，防治措施主要为监测、避让和

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以及生物措施。

（2）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东段（Ⅰ2）

主要分布于准格尔旗西南部、东胜区东部以及伊金霍洛旗东部，

涉及乡镇主要为准格尔旗纳日松镇、准格尔召镇，东胜区塔拉壕镇，

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面积约 3395.18km2。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

点 193处，其中崩塌 79处，滑坡 4处，泥石流 1处，地面塌陷 109

处。本区准格尔煤田、东胜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为强烈，由此引发

的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多，主要危害矿区周边耕地、林

地、草地，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本区重点防治的乡镇为准格尔旗纳日松镇、准格尔召镇，东胜区

塔拉壕镇，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重点防治的灾害类型为崩塌、地

面塌陷。重点防治的矿区为东胜煤田、准格尔煤田。重点防治的交通

路段为包（头）—神（木）一铁路，准（格尔）铁路—东（胜）铁路；

G65包（头）—茂（名）高速公路东胜区段，G18荣（城）—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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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准格尔段、伊金霍洛旗段；国道 G109东胜区段、准格尔段，

国道 G210东胜区段；省道 S214东胜区段、伊金霍洛旗段。

本区矿业开发活动较为强烈，由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其治

理责任由矿山企业负责。

本区地质灾害多为矿业活动引发，防治措施主要为监测、避让和

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以及生物措施。

（3）鄂尔多斯高原中低山重点防治区（Ⅰ3）

主要分布于鄂托克旗西部，杭锦旗西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杭锦

旗巴拉贡镇，鄂托克旗蒙西镇、棋盘井镇，面积约 2962.59km2。本区

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44处，其中崩塌 21 处，滑坡 6 处，地面塌陷

17处。本区桌子山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为强烈，由此引发的崩塌、

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多，地质灾害主要危害周边耕地、林地、

草地等，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本区重点防治的乡镇为鄂托克旗蒙西镇、棋盘井镇。重点防治的

灾害类型为滑坡、地面塌陷。重点防治的矿区为棋盘井矿区。

本区矿业开发活动较为强烈，由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其治

理责任由矿山企业负责。

本区地质灾害多为矿业活动引发，防治措施主要为监测、避让和

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以及生物措施。

2、次重点防治区（Ⅱ）

（1）鄂尔多斯高原黄土丘陵区次重点防治区（Ⅱ1）

主要分布于准格尔旗中部—东北部，达拉特旗南部，杭锦旗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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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区中部，康巴什区大部，伊金霍洛旗北部—东南部，涉及乡镇、

苏木主要为准格尔旗大路镇、沙圪堵镇、暖水乡，达拉特旗吉格斯太

镇、白泥井镇、王爱召镇、树林召镇、展旦召苏木、昭君镇、恩格贝

镇、中和西镇，杭锦旗杜贵塔拉镇，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罕台镇、

东胜区，康巴什区大部，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阿勒腾席热镇、乌

兰木伦镇，面积约 11148.41km2。本区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68处，其

中崩塌 34处，滑坡 4处，泥石流 3处，地面塌陷 27处。本区准格尔

煤田、东胜煤田、乌兰格尔煤田内矿山开采活动较为强烈，由此引发

的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多，地质灾害主要危害周边耕地、

林地、草地等，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本区矿业开发活动较为强烈，由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其治

理责任由矿山企业负责。

本区重点防治的乡镇为准格尔旗暖水乡，达拉特旗王爱召镇、昭

君镇、恩格贝镇，东胜区罕台镇，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重点防治

的灾害类型为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

本区地质灾害多为矿业活动引发，防治措施主要为监测、避让和

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以及生物措施。

（2）河套平原黄河南岸次重点防治区（Ⅱ2）

主要分布于鄂托克旗西北部，杭锦旗西北—东北部，达拉特旗北

部，准格尔旗北—西南部，涉及乡镇主要为鄂托克旗蒙西镇，杭锦旗

巴拉贡镇、呼和木独镇、吉日嘎朗图镇、独贵塔拉镇，达拉特旗中和

西镇、恩格贝镇、昭君镇、展旦召苏木、树林召镇、王爱召镇、白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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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镇、吉格斯太镇，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面积约 3034.75km2。本区

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13处，全部为黄河沿岸崩塌。地质灾害主要危

害周边耕地、林地、草地等，影响周边公路。

本区重点防治的乡镇为杭锦旗巴拉贡镇、呼和木独镇、吉日嘎朗

图镇、独贵塔拉镇。重点防治的灾害类型为崩塌。

本区内地质灾害主要为自然因素引发的黄河沿岸崩塌，其治理责

任由水利部门负责。

本区地质灾害多为自然因素引发，防治措施主要为监测、避让和

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以及生物措施。

3、一般防治区（Ⅲ）

除以上所述区域外，其余区域均为一般防治区，面积

66048.67km2。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 24处，其中崩塌 7处，滑坡 4处，

地面塌陷 13处，主要分布于乌审旗、鄂托克前旗。其中乌审旗主要

表现为无定河沿岸的崩塌、滑坡，影响周边道路房屋，同时又有因矿

业开采引发的地面塌陷，破坏矿区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影响矿山

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鄂托克前旗主要表现为无定河沿岸的滑

坡，影响周边道路房屋，同时又有因矿业开采引发的地面塌陷，破坏

矿区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影响矿山开采设备和矿山周边公路。

本区内有矿业开发活动，由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其治理责

任由矿山企业负责。

本区重点防治的乡镇为乌审旗图克镇、乌兰陶勒盖镇、无定河镇，

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上海庙镇。重点防治的灾害类型为崩塌、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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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塌陷。

本区地质灾害既有矿业活动引发同时也有自然因素引发，防治措

施主要为监测、避让和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以及生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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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任务

（一）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1、推进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部署开展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准格尔

旗、达拉特旗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工作，市级部署开展康巴什

区、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 1：5万地质灾害风险

调查工作，编制全市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和防治区划图，建成动态更

新的全市地质灾害数据库；基本掌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为风险

防控提供依据。

（1）开展康巴什区、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编制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报告。

（2）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工作，编制全市地质灾

害易发性评价图、风险区划图和防治区划图，建成动态更新的全市地

质灾害数据库。

2、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与应急调查

每年对全市各旗（区）开展地质灾害风险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排查、巡查，实时掌握地质灾害风险区和隐患点动态，及时动态更新

地质灾害防灾预案和应急预案；对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测，及

时掌握地质灾害隐患点发展变化趋势。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及时发现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损失。各旗（区）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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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全面巡查和定期监测。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1、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重点是群测群防。在全面建立地质灾害隐患点

群测群防体系的基础上，利用 1:10万地质灾害调查成果和 1:5万地质

灾害风险调查成果，完善、更新原有群测群防网络；对新增地质灾害

点建设群测群防网络，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不断提

升群测群防管理和技术水平，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群策群防工作制度

和网格化管理模式，加强群测群防员监测设备配备和技术培训，提高

识灾、观测、辩灾、处置等能力。

2、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精度

为了提高全市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更加科学、有效、及时的对地

质灾害隐患点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监测预警，规划在“十四五”期间

稳步推进市、地质灾害易发区旗（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网

络建设，建立市、易发区旗（区）互联互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体系，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精度。每年汛期即 5-9月开展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工作。通过信息平台及时发送至防灾责任人，

从而进一步确定区域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对地质灾害规模较大，危险性较大，威胁对象较重要，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且一时难以实施避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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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程治理。按照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实施工程治理。对

直接威胁城镇、集中居民居住点或重要设施安全，难以实施避让的大

型地质灾害优先实施工程治理。

（四）地质灾害信息化建设

1、建设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结合历史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和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监测预警、

综合治理等数据，健全完善市级、旗（区）级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推进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互联互通和动态更新，科学监管地质灾害隐

患点，有效管控地质灾害风险区。

（五）全民防灾

1、健全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建立完善市级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专

家队伍建设和汛期驻守专家队伍建设，提升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能

力。

2、发挥社会力量推动全民防灾

充分发挥乡村干部、群测群防员和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积极性和主

动性，面向全社会开展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利用会议、广播、电

视、报纸、宣传栏、宣传册、挂图、光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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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主动防范、依法

防灾的自觉性，增强自救意识和自救能力。针对各级行政管理人员、

技术支撑人员及群测群防员等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针对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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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群众开展防灾应急演练，组织居民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方案，在危

险区醒目的地方树立明确的警示牌，标明转移对象、转移路线、安置

地点、应急避难场所等，做到让危险区群众家喻户晓。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助力全社会提升地质灾害防灾避险、

自救互救能力。

规划期内每年组织市级地质灾害防治培训会议 1次，规划期内共

组织 5 次，预计参会人员共计 100人/次。规划期内每年组织市级地

质灾害应急演练 1次，规划期内共组织 5次，预计参加演练人员共计

1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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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

（一）资金筹措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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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其他地质灾害

防灾减灾等事项为自治区财政事权，由自治区承担支出责任。因自然

因素造成的中、小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包括必要的避险搬迁），市、

旗（区）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为市、旗（区）财政事权，由市、

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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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资金管理，确保地质灾害防

治资金专款专用。全市要继续探索全社会参与地质灾害防治事业的多

渠道融资机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

（二）经费估算

本次仅对确认为鄂尔多斯市财政事权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进行

估算。本市出资的项目主要包括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旗

（区））、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急调查（旗（区））、地质

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旗（区））、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

报网络建设（套）、市级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市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建设、旗（区）级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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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四五”期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总额为 1100万元。

（专栏 9)
专栏 9 鄂尔多斯市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汇总表

序号 规划任务 具体目标及任务 预算（万元） 备注

1
地质灾害风险

调查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旗（区））
500 5个旗（区）

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巡查、应

急调查（旗（区））
225 9个旗（区）

2
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旗（区））
225 9个旗（区）

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

报网络建设（套）
50 1套

市级地质灾害防治培训 50 5次
市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50 5次

3
地质灾害信息

化建设

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
预算包含在 1:5万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预算内，

不再重复计算

旗（区）级地质灾害风险数据

库
——

9个旗（区），预算包含

在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

查评价预算内，不再重复

计算

合计（万元） 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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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措施

（一）坚持属地管理，明确部门职责分工

明确各级政府的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分级负责，加强政府组

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民共同参与。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应急管理、

气象、交通、水利等部门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巡查、排查、监

测、调查。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责，

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积极探索政府主导、政

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开发式治理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

思路。

（二）加强组织领导，防灾责任落实到位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把地质灾害防治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建立完善逐

级负责制。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旗（区）、乡（镇）各级政府分管领导

及主管部门负责人要督促检查防灾责任落实情况，确保防治责任和措

施层层落到实处。

（三）坚持依法行政，确保依法依规开展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的要求，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年）》的总体部署，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沟

通，全面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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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法制思维，依法防灾。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

治理、应急防治等工作，必须按照相应的法律、标准规范进行。在工

程建设中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坚决避免人为活动引发

地质灾害。

（四）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源头控制

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源头管控，加大与国土空间规划结合力度，将

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特殊地区，新建工

程尽量避开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从源头控制或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五）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

各级政府要将地质灾害防治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将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及保障机制。

根据当年地质灾害情况，结合当年财力对地质灾害进行防治。各

级地方政府应采取必要的鼓励性政策和措施，要把地质灾害防治与水

利建设、交通建设、防汛抗旱、乡村振兴等结合起来。调动社会各方

面积极性，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保证地质灾害防治

的经费来源。根据“谁建设、谁负责，谁引发、谁治理，谁审批、谁

监管”的原则，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

承担治理责任；地质灾害治理后的受益单位，应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

和费用；由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各级人民政府年

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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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减灾防灾的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充分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网络、宣传手册、挂图等多种媒介

进行广泛、深入的科普知识宣传工作，定期对防灾减灾科技、工程、

教育和管理人员进行综合培训，传播减灾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公众

对地质灾害的减灾、防灾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全民全社

会抵御地质灾害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每年的“地球日”、“环保日”和“减灾日”等有利

时机，在全市广泛举行减灾科技“宣传日”和“宣传周”活动，普及

地质灾害基本知识，提高政府部门、企业和群众的地质环境保护和防

灾减灾意识，进一步增强全社会防治地质灾害的能力，共同做好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力求达到全民防灾的效果。

（七）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全面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充分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积极推广地质灾害防治新理论、

新技术、新方法，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治的能力和地质灾害调查、风

险评价及评估水平，提高灾害信息采集、快速处理水平，建立地质灾

害防治信息系统和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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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则

1、本《规划》由文本、附表、附图、附件组成，具有同等效力；

2、本《规划》经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审核批准后，报鄂尔多

斯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

3、本《规划》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本《规划》由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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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鄂尔多斯市地质灾害点地域分布统计表

旗（区） 崩塌（处） 滑坡（处） 泥石流（条） 地面塌陷（处） 地裂缝（处） 合计（处）

康巴什区 0 0 0 0 0 0

东胜区 60 3 0 30 0 93

伊金霍洛旗 7 0 1 67 0 75

准格尔旗 105 22 0 59 0 186

达拉特旗 21 0 3 7 0 31

杭锦旗 4 0 0 1 0 5

鄂托克旗 21 6 0 17 0 44

鄂托克前旗 0 1 0 8 0 9

乌审旗 7 3 0 5 0 15

合计 225 35 4 194 0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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