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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规划目的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部署“十四五”期间常

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不断提升全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水平，

支撑常州市“长三角中轴枢纽之城”、“智造之城”和“美丽常州”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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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地裂缝、滑坡、崩塌、

地面塌陷（采空塌陷、岩溶塌陷）、特殊类土（软土、砂土）

灾害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二、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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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

实施纲要〉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16 号）； 

3、《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 

4、《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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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然灾害防治 9 项重点工程建

设分工方案》《江苏省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

实施方案》； 

5、《江苏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苏自然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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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35 号）； 

6、江苏省及常州市国土空间、自然资源等相关规划； 

7、有关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三、适用范围 

常州市行政区域，包括天宁区、钟楼区、新北区、武进区、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金坛区及溧阳市，

面积 4385 平方千米。 

四、规划期限与基准年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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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形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常州市地处长三角腹地，丘陵山区面积占 25%，地形起伏

较大，地质构造复杂，人口密度大，工程活动强烈，地质环境

条件脆弱，地质灾害多发。发育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面沉

降、地裂缝、滑坡、崩塌、地面塌陷（采空塌陷、岩溶塌陷）

和特殊类土（软土、砂土）灾害等。 

1、地面沉降与地裂缝 

常州市地面沉降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平原区，始发于上世纪

七十年代，直到 2000 年开始实施深层地下水禁采后地面沉降

才逐步得以控制。“十三五”期间地面沉降控制良好，至 2020

年底，绝大部分地区地面沉降速率小于 10 毫米/年，新北区薛

家—钟楼区邹区—武进区湖塘—经开区横林一带市区地面反

弹明显；累计沉降量大于 200 毫米、1000 毫米的地区面积分别

达 667 平方千米、148 平方千米，沉降中心最大累计沉降量 1300

毫米。 

常州市地裂缝灾害高发于1989~2002年左右，以经开区戚

墅堰、横林和武进区漕桥等地最为严重。随着地面沉降减缓，

地裂缝活动性也逐渐减弱，大多数地裂缝已基本稳定。至2020

年底，常州市还有5处地裂缝灾害隐患点，其中武进区1处，经

开区4处，威胁人数16人、威胁财产170万元。 

2、滑坡与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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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全市发生滑坡、崩塌灾（险）情 20 起，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435 万元，无人员伤亡。至 2020 年底，全市

有滑坡、崩塌灾害隐患点 71 处，威胁人数 571 人、威胁财产

6995 万元。按地质灾害类型分，崩塌 52 处，滑坡 19 处；按区

域分，天宁区 7 处，新北区 14 处，武进区 12 处，经开区 7 处，

金坛区 8 处，溧阳市 23 处；其中，稳定性差或危险性大的重

要隐患点有 13 处（崩塌 10 处、滑坡 3 处）。 

3、地面塌陷 

“十三五”期间，溧阳市溧城镇土包山发生 1 起采空塌陷，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75 万元，无人员伤亡。至 2020 年底，全

市 8 处地面塌陷隐患点均为采空塌陷隐患点；按区域分，钟楼

区 2 处、武进区 1 处、金坛区 1 处、溧阳市 4 处，威胁人数 242

人，威胁财产 4340 万元；达重要隐患点级别的 5 处。 

4、特殊类土灾害 

特殊类土灾害包括软土、砂土灾害。 

软土以淤泥质粉质粘土为主，主要分布在新北区孟河镇小

河—西夏墅—罗溪—武进区嘉泽镇夏溪社区—嘉泽镇—牛塘

镇—湖塘镇—经开区遥观镇—武进区礼嘉镇坂上—前黄镇寨

桥一线以东的广大平原、武进区湟里镇以南地区、溧阳市社渚

镇河口—南渡镇—溧阳城区—埭头镇—别桥镇—金坛区指前

镇—金坛城区一线，总面积 2198.7 平方千米。软土压缩性高、

承载力低，荷载作用下易产生不均匀沉降，对建设工程造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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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 

砂土以全新统粉土、粉砂、细砂等为主，主要分布在新北

区春江镇—孟河镇沿江一带、新北区西夏墅—薛家—钟楼区新

闸街道—武进区嘉泽镇夏溪一线以西、溧阳市社渚镇河口—南

渡镇—埭头镇—别桥镇—金坛区指前镇—金坛城区以南一线，

总面积 776.5 平方千米。全新统砂土的特点是沉积时代新，压

密程度低，在地震和动荷载作用下易产生液化，在地下工程或

开挖施工过程中易引发涌水、流砂及基坑坍塌等工程地质问题，

威胁工程建设安全。 

二、地质灾害防治成效 

“十三五”期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广大基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了上一轮规划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 

1、调查排查扎实开展，群测群防成效显著 

完成了天宁区、新北区、金坛区、武进区、经开区、溧阳

市6个区（市）的1：5万突发地质灾害详查。地质灾害排查、

巡查、核查和应急调查工作常态化开展，实现了地质灾害隐患

动态管理，做到了灾（险）情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处理，

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至2020年，地质灾害隐患点84处；按灾

害类型分，崩塌52处，滑坡19处，地面塌陷8处，地裂缝5处；

按区域分，钟楼区2处，天宁区7处，新北区14处，武进区14处，

经开区11处，金坛区9处，溧阳市27处；所有隐患点都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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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测群防网络，实现了群测群防全覆盖。 

2、专业监测日趋完善，预报能力显著提高 

建立了由7座基岩标、1组分层标、38个II等水准点、85个

标准埋石、226个简易标志、36个GNSS点、5座GNSS固定站、

1座地面沉降自动化监测站、118个地下水监测点构成的地面沉

降监测网络，覆盖了常州中东部广大平原区；“十三五”期间

地面沉降监测常态化开展，施测水准路线长度2750千米，自动

化监测平稳运行，合成孔径雷达（InSAR）监测实现了全覆盖，

基本构建了基于InSAR、GNSS、精密水准测量、基岩标分层标

和自动化监测的空天地一体化地面沉降监测体系。“十三五”期

间突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成效显著，共发布预报27次，预

报短信2781条，制作预报产品610套，有力支撑了汛期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 

3、综合治理不断推进，沉降防控效果显著 

“十三五”期间，结合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生态修复

等工程，各级政府共投入4700余万元，完成了7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综合治理。地面沉降综合防控持续强化，地下水资源开

发利用管理不断加强，地面沉降、地裂缝发展态势得到有效控

制。 

4、以专带群科学防控，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强化专业技术支撑，建立了市、区（市）两级地质灾害防

治专家库，市、区（市）两级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撑队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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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基于专业化队伍支撑的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监测不断推进，

地质灾害防治专业化支撑日趋完善，地质灾害防御支撑能力不

断增强。 

5、多措并举精准发力，综合能力全面增强 

从“三查”制度常态化、值班值守制度化、信息报告制度规

范化等各个方面，切实加强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建设；严

格落实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推进并完成了六个

开发园区和旅游度假区的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工作，加强

地质灾害源头防范。建立了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

沟通协调更加顺畅。开展了地质灾害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模拟

锻炼并检验了基层防灾能力；宣传培训力度不断加强，“十三

五”期间共组织地质灾害防治知识讲座7次，培训600余人次，

基层队伍以及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 

三、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十三五”期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1、国家、省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还提出了“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等更

高要求，落实上述要求需要系统掌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

采取合理有效的防范措施，提高地质灾害防御能力。 

2、短板弱项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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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地质灾害管控仍以地质灾害隐患点管理为主要模

式，而丘陵山区植被覆盖程度高，地质灾害早期识别和研判难

度大，常有灾（险）情点不是入库隐患点；低山丘陵区、重要

城镇、风景名胜区、交通干线等重点地段的1:1万地质灾害精细

化调查还未开展，为满足地质灾害防治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地

质灾害调查评价精度、深度、广度仍需提高；专业监测覆盖率

不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专业化程度低，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专业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仍有一大批危险性、危害性大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亟需开展工程治理；地质灾害隐患和风险识别

难、监测难、治理难的困局依然存在。 

3、地质灾害防治压力有增无减 

当前社会背景下，城镇化水平推进过程中强烈的工程建设

活动对脆弱地质环境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低山丘陵区

切坡活动仍可能引发新的突发地质灾害；此外，近年来极端天

气频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灾（险）情不确定性更加明显；

强烈的人类工程活动和极端天气的双重影响下，地质灾害防治

压力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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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导思想、规划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

密围绕开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

念，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大力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

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以综合防灾能力建设，建立科学高效

的“风险、隐患”双控管理新机制，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御

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防灾为了人民、防灾依靠人民、防灾

成果惠及人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激发全民防

灾减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整体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

治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加强全局性谋划、系统性推进，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加

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前期识别、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综合

治理等防治工作，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地质灾害风险的能力，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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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级负责，合力防灾 

建立健全属地为主、条块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机制，

各级政府分级负责并承担主体责任，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各司

其职，合力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4、创新驱动，谋求实效 

以地质灾害防治务实有效为前提，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大力推广大数据、物联网、激光雷达、InSAR、三维激光扫描

等新技术、新方法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鼓励开展地质灾

害调查、监测与评价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防

治技术创新水平。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降低地质灾害综

合风险水平为总目标，调查评价精度大幅提高，监测预警能力

不断增强，综合治理力度持续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进一步

提升，全面构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双控管理新机制，力争

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水平走在全省前列。 

2、具体目标 

（1）调查评价确保高精度 

完成 7 个区（市）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和 1∶1 万地质灾害

精细化调查工作；完成 7 处采空塌陷隐患点的专项勘查和稳定

性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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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预警达到高水平 

建设 1 处地裂缝专业监测站，维护、完善地面沉降监测网

络，继续开展常态化地面沉降监测；建成 3 处突发地质灾害专

业监测示范站，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研究和重点地区精

细化气象风险预报试点，进一步加强气象风险预报专业化、信

息化、精细化和实用化水平，推进群专结合的突发地质灾害监

测预报体系建设。 

（3）综合治理开拓新局面 

持续加强地面沉降防控，地面沉降速率控制在 10 毫米/年

以内；完成至少 1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综合治理；新发生地

质灾害灾（险）得到有效处置。 

（4）能力建设实现新飞跃 

深化自然资源体制内业务融合贯通和体制外协同沟通，进

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防治联动机制；继续强化值班值守、灾（险）

情速报、汛期零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落实；完善

群测群防员遴选、补贴和考核制度，以及专家、专业队伍驻守

制度；地质灾害防治基础研究不断深入；建立常州市地质灾害

防治管理信息平台，提高地质灾害技防水平；加强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宣传培训，形成全民防范地质灾害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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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重点指标表 

序号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目标 区（市） 
指标 

属性 

1 
调查 

评价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1:5 万） 个 7 
天宁区、钟楼区、新北区、武进区、 

经开区、金坛区、溧阳市 
约束性 

地质灾害精细调查（1:1 万） 个 7 
天宁区、钟楼区、新北区、武进区、 

经开区、金坛区、溧阳市 
约束性 

采空塌陷专项勘查与稳定性评价 处 7 

钟楼区厚余煤矿采空区、钟楼区卜弋煤矿采

空区、武进区厚余煤矿采空区、溧阳市溧城

镇土包山铁矿采空区、溧阳市上黄镇山下桥

煤矿采空区、溧阳市社渚镇中巷铁矿采空区、

溧阳市戴埠镇松岭煤矿采空区 

预期性 

2 
监测 

预警 

区（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精细化试点 个 1 溧阳市 预期性 

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示范站 处 3 金坛区 2 处、溧阳市 1 处 预期性 

地裂缝专业监测示范站 处 1 经开区 预期性 

武进马杭地面沉降监测站维护更新 处 1 武进区 约束性 

3 
综合 

治理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处 18 
天宁区、新北区、武进区、 

经开区、金坛区、溧阳市 
约束性 

地面沉降平均速率 毫米/年 ≤10 常州市 约束性 

4 

综合 

防灾 

能力 

地质灾害防治业务培训 人次 500 常州市 预期性 

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平台 个 1 常州市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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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防治区划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常州市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岩土体类型及性质、地

质构造等地质灾害孕灾条件和人类工程活动特点，将地质灾害

易发区划分为高、中、低 3 级。 

1、地面沉降与地裂缝易发区 

地面沉降易发区集中分布在金坛区儒林—指前—直溪一

线以东的广大平原，总面积 1383.8 平方千米，其中高易发区面

积 133.53 平方千米，中易发区面积 611.25 平方千米，低易发

区面积 1428.23 平方千米。 

地裂缝易发区主要分布在经开区沈家塘～横林和横山桥

南部一带，总面积 17.6 平方千米，均为低易发区。 

2、滑坡与崩塌易发区 

滑坡与崩塌易发区分布在经开区横山桥—焦溪、武进区雪

堰—潘家、新北区孟河镇北部、金坛区儒林镇—溧阳市上黄镇、

溧阳市上兴镇—金坛区薛埠镇一线以西、溧阳城区南部、西部

的丘陵、岗地，总面积 509.0 平方千米，其中高易发区面积 57.0

平方千米，中易发区面积 177.8 平方千米，低易发区面积 274.2

平方千米。 

3、地面塌陷易发区 

地面塌陷易发区按类型划分为岩溶塌陷易发区和采空塌

陷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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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塌陷易发区零散分布在钟楼区邹区镇卜弋—武进区

嘉泽镇朝东村、天宁区郑陆—焦溪、新北区孟河镇黄山一带、

武进区雪堰镇潘家、经开区横林、金坛区薛埠镇西茅山东麓、

金坛区儒林镇—溧阳市上黄镇、溧阳市溧城镇胥渚等局部地区，

总面积 165.8 平方千米，其中高易发区面积 1.7 平方千米，中

易发区面积 18.8 平方千米，低易发区面积 145.3 平方千米。 

采空塌陷易发区零散分布在钟楼区卜弋厚余煤矿采空区、

武进区厚余煤矿采空区、金坛区西北部直溪—茅麓岩盐采空区、

金坛区儒林镇杨家山煤矿采空区、溧阳市溧城镇狄家园铁金矿

采空区、溧阳市上黄镇山下桥煤矿采空区、溧阳市社渚镇中巷

铁铜矿采空区、溧阳市戴埠镇松岭煤矿采空区等地，总面积 64.2

平方千米，均为低易发区。 

4、特殊类土灾害易发区 

软土灾害易发区分布在新北区孟河镇小河—西夏墅—罗

溪—武进区嘉泽镇夏溪社区—嘉泽镇—牛塘镇—湖塘镇—遥

观镇—礼嘉镇坂上—前黄镇寨桥一线以东的广大平原、武进区

湟里镇以南、溧阳市社渚镇河口—南渡镇—溧阳城区—埭头镇

—别桥镇—金坛区指前镇—金坛城区一线，面积 2198.7 平方千

米，均为低易发区。 

砂土灾害易发区分布在新北区春江镇—孟河镇沿江一带、

新北区西夏墅—薛家—钟楼区新闸街道—武进区嘉泽镇夏溪

一线以西、溧阳市社渚镇河口—南渡镇—埭头镇—别桥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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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区指前镇—金坛城南一线，面积 776.5 平方千米，均为低易

发区。 

二、地质灾害防治区划 

根据常州市地质灾害发育现状、易发区分布以及人类工程

活动特点，以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多地质灾害类型叠加区、

低山丘陵区、人口密集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区以及风景名胜

区等地区为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将全市划分为地质灾害重点防

治区、一般防治区。 

（一）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I） 

1、常州中东部重点防治区（𝐼1） 

（1）常州市城区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𝐼1
1） 

分布在新北区罗溪—薛家—龙虎塘—天宁区郑陆一线以

南、钟楼区卜弋—武进区鸣凰—坂上—洛阳一线以北的新北区

南部、钟楼区、武进区北部、天宁区、经开区等常州主城区一

带，面积 767.3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地面沉降。 

重点防治措施：加强地下水、地面沉降动态监测；严格落

实地下水禁采措施；城镇规划和项目建设应充分考虑地面沉降

因素需预留的沉降量；加强城镇市政排水系统建设、维护与修

缮，抵御因地面沉降造成的洪涝灾害加重；严格落实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制度。 

（2）横林重点防治区（𝐼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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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经开区横林，面积 20.7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地面沉降、地裂缝、岩溶塌陷。 

重点防治措施：加强地下水、地面沉降、地裂缝动态监测；

持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严格落实地下水

禁采措施；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3）郑陆—横山桥重点防治区（𝐼1
3） 

分布在天宁区郑陆—经开区横山桥一带，面积 59.4 平方千

米。 

主要防治灾种：崩塌、滑坡、岩溶塌陷、地裂缝。 

重点防治措施：持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

络；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工作；加强地下水、地裂缝

动态监测工作；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4）厚余—卜弋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𝐼1
4） 

分布在钟楼区卜弋—武进区厚余朝东村一带的厚余煤矿

采空区，面积 15.1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地面沉降、采空塌陷、岩溶塌陷。 

重点防治措施：加强地下水、地面沉降动态监测工作；持

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开展采空区、隐伏

岩溶区专项勘查及稳定性评价。 

2、新北孟河重点防治区（𝐼2） 

分布在新北区孟河镇黄山及周边，面积 34.7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崩塌、滑坡、岩溶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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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防治措施：持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

络；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工作；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

工作；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3、武进雪堰重点防治区（𝐼3） 

分布在武进区雪堰镇虎头山—凤凰山一带，面积 11.6 平方

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崩塌、滑坡、岩溶塌陷。 

重点防治措施：持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

络；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工作；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

工作；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4、金坛儒林—溧阳上黄重点防治区（𝐼4） 

分布在金坛区儒林—溧阳市上黄一带，面积 61.4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地面沉降、崩塌、滑坡、岩溶塌陷、采空

塌陷、特殊类土（软土）灾害。 

重点防治措施：加强地下水、地面沉降动态监测工作；持

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推进地质灾害隐患

点工程治理工作；开展采空区、隐伏岩溶区专项勘查及稳定性

评价；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5、茅山—曹山重点防治区（𝐼5） 

分布在金坛区茅山—溧阳市曹山一线的低山丘陵区，面积

136.9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崩塌、滑坡、岩溶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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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防治措施：持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

络；加强地质灾害专业监测工作；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

理工作；开展隐伏岩溶区专项勘查及稳定性评价；严格落实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6、溧阳南部重点防治区（𝐼6） 

分布在溧阳城区仙人山及溧阳南部天目湖镇、戴埠镇、社

渚镇的低山丘陵区，面积 281.3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崩塌、滑坡、采空塌陷、岩溶塌陷。 

重点防治措施：持续更新、完善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

络；加强地质灾害专业监测工作和地质灾害精细化气象风险预

报试点；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工作；开展采空区专项

勘查及稳定性评价；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二）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II） 

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主要分布在新北区—钟楼区一带、武

进南部、金坛区—溧阳市等地区，不同地区主要防治灾种略有

差异，主要防治措施包括：加强地下水、地面沉降动态监测；

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加强工程建设活动诱发地

质灾害监督管理等工作；采空塌陷易发区还应推进专项勘查和

稳定性评价工作。 

1、新北北部一般防治区（𝐼𝐼1） 

主要分布在新北区西夏墅—春江带，面积 275.1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地面沉降、岩溶塌陷、特殊类土（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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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灾害。 

2、武进南部一般防治区（𝐼𝐼2） 

主要分布在钟楼区卜弋—武进区鸣凰—坂上—洛阳一线

以南的武进南部，面积 668.3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地面沉降、岩溶塌陷、特殊类土（软土、

砂土）灾害。 

3、溧阳—金坛一般防治区（𝐼𝐼3） 

主要分布在溧阳社渚—金坛金城镇一线及两翼广大地区，

面积 2026.0 平方千米。 

主要防治灾种：崩塌、滑坡、采空塌陷、特殊类土（软土、

砂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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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区划信息表 

防治区 主要灾种 防治措施 

I 

 

重点 

防治 

区 

𝐼1 

常州 

中东部 

重点 

防治 

区 

𝐼1
1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 地面沉降 地面沉降动态监测；地下水禁限采；预留沉降量；地灾评估等。 

𝐼1
2横林重点防治区 

地面沉降、地裂缝、 

岩溶塌陷 

地面沉降地裂缝动态监测；完善、更新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网络；地下水禁限采；地灾评估及工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等；

隐伏岩溶区专项勘察及稳定性评价等。 

𝐼1
3郑陆—横山桥重点防治区 

崩塌、滑坡、 

岩溶塌陷、地裂缝 

完善、更新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地裂缝动态监测；地灾评估及工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等。 

𝐼1
4厚余—卜弋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 采空塌陷、岩溶塌陷 

地下水动态监测；完善、更新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采

空区、隐伏岩溶区专项勘察及稳定性评价等。 

𝐼2新北孟河重点防治区 崩塌、滑坡、岩溶塌陷 完善、更新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地下水动态监测；地灾评估及工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等。 𝐼3武进雪堰重点防治区 崩塌、滑坡、岩溶塌陷 

𝐼4金坛儒林—溧阳上黄重点防治区 
崩塌、滑坡、岩溶塌陷、 

采空塌陷、地面沉降、软土灾害 

地下水动态监测；完善、更新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地

质灾害工程治理；采空区、隐伏岩溶区专项勘察及稳定性评价；

地灾评估及工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 

𝐼5茅山—曹山重点防治区 崩塌、滑坡、岩溶塌陷 
完善、更新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地下水动态监测；地灾评估及工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 

𝐼6溧阳城区及南部重点防治区 
崩塌、滑坡、 

采空塌陷、岩溶塌陷 

完善、更新突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采空区、隐伏岩溶区专项勘察及稳定性评价；地灾评估及工程

建设活动监督管理。 

II 

一般 

防治 

区 

𝐼𝐼1新北—钟楼一般防治区 
地面沉降、岩溶塌陷、 

软土灾害、砂土灾害 

地下水动态监测；地下水禁限采；地灾评估及工程建设活动监

督管理；采空区、隐伏岩溶区专项勘察及稳定性评价等。 
𝐼𝐼2武进南部一般防治区 

地面沉降、岩溶塌陷、 

软土灾害、砂土灾害 

𝐼𝐼3溧阳—金坛一般防治区 软土灾害、砂土灾害、采空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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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一、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1、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认真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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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率先开展

金坛区地质灾害风险普查试点工作，按时序进度要求全面推进

并完成天宁区、钟楼区、新北区、武进区、经开区、金坛区、

溧阳市 7 个区（市）的地质灾害 1:5 万风险普查调查工作，查

明地质灾害风险底数、防灾减灾资源和能力，做好风险普查成

果的应用转化，推进地质灾害防控模式由隐患防控向“风险、

隐患”双控转变。 

2、地质灾害精细调查 

针对突发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集

镇等人口聚集区和风景名胜区，综合运用无人机、遥感、InSAR、

三维激光扫描、三维倾斜摄影测量等新技术，部署开展天宁区、

钟楼区、新北区、武进区、经开区、金坛区、溧阳市 7 个区（市）

滑坡、崩塌 1∶1 万精细化调查，进一步查明地质灾害隐患底

数。 

3、采空塌陷专项勘查评价 

充分利用资料收集、物探、钻探等手段，开展钟楼区厚余

煤矿采空区、钟楼区卜弋煤矿采空区、武进区厚余煤矿采空区、

溧阳市溧城镇土包山铁矿采空区、溧阳市上黄镇山下桥煤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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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区、溧阳市社渚镇中巷铁矿采空区、溧阳市戴埠镇松岭煤矿

采空区等 7 个采空塌陷隐患点的专项勘查和稳定性评价，为采

空区土地等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提供依据。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1、完善群测群防体系 

不断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加强群测群防员遴选、补齐、培

训、激励和考核，为群测群防员配备标准化的监测、报警和通

讯设备；建立和推广地质灾害防治专业队伍驻守制度，提升群

专结合防治水平。 

2、推进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示范站建设 

选择危害性大、稳定性差、尚不具备工程治理或搬迁避让

的典型地质灾害隐患点，选用运行可靠、功能简约、精度适当、

经济实用的普适性专业化监测设备，在金坛区、溧阳市建设 3

处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示范站，提升地质灾害监测的专业化

水平，持续提升精准服务人民群众和交通、建设、旅游、水利、

能源等行业的能力。 

专栏 3：常州市规划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示范站 

在溧阳市、金坛区选择有代表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利用普适化专业监测

设备，针对地表位移、深部位移、土壤含水率、降水量等要素开展专业监测，

建成 3 处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站，实时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各要素的动态变

化特征，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3、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水平 

积极推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技术攻关，建立并不断优



23 

化常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模型，加强市级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报平台建设，开展溧阳市地质灾害精细化气象风险预报

试点研究，不断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的针对性、有效性

和专业化水平。 

4、继续推进地面沉降地裂缝监测工作 

进一步完善、维护地面沉降监测网络，维护更新武进区马

杭城东小学基岩标自动化监测站，在经开区新建 1 处地裂缝专

业监测示范站。在充分利用基础测绘成果基础上，采用精密水

准测量、基岩标分层标、自动化、光纤、GNSS、InSAR 等多

种技术手段，继续开展市、区（市）一体化地面沉降监测；建

立并不断完善适宜于常州市的地面沉降监测方法体系和常规

化运行机制。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1、着力推进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按照主动防灾、区域减灾、系统治理的思路，针对地质灾

害高风险区，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合理布局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通过差异化综合整治手段，开展区域性地质

灾害综合治理，提升区域地质灾害安全韧性。严格落实《江苏

省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实施方案》中确定的

治理和搬迁任务，结合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等工作，统筹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至规划期末，

完成至少 1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综合治理。及时处置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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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专栏 4：“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与移民搬迁任务分解表 

行政区 数量（处） 

天宁区 3 

武进区 2 

新北区 3 

经开区 2 

金坛区 4 

溧阳市 4 

总计（处） 18 

备注：2020 年为规划基准年，任务完成时间为 2021-2025 年。 

2、继续加大地面沉降综合防控力度 

联合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江苏省地面沉降控制区划分方

案》（苏国土资〔2017〕56 号）中提出的各项防控措施，继续

严格管控地下水开采，保持地面沉降、地裂缝防控的良好态势。 

四、地质灾害防治综合能力建设 

1、建立健全联动机制 

深化自然资源体制内业务融合贯通和体制外协同沟通，加

强应急管理、交通、建设、文化旅游等相关部门间的沟通、协

作，探索建立地质灾害行业管理机制和高效、畅通的地质灾害

防治联动机制，落实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全力防、配合救”

和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的责任分工。 

2、强化制度落实保障 

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值班值守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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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险（灾）情速报和汛期每日“零报告”制度，确保信

息报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严格落实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建设项

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继续推进各类开发园区地质灾害

危险性区域评估并做好成果查询应用；承接省厅委托的地质灾

害防治资质审批事项，实行地质灾害防治资质和项目备案制度，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 

3、加强支撑能力建设 

不断健全各级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管理制度，推动地质灾害

防治重点区（市）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队伍驻守制度，完善

市、区（市）两级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推进市、区（市）

两级地质灾害技术装备保障能力建设，配置地质灾害调查监测

专业装备，提升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形成快速部署能力和有

效支撑能力。 

4、搭建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平台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依托省地质灾害防

治管理系统和常州市自然资源“一张图”等信息平台，加强数据

对接与二次开发，建设系统一体化、数据集成化、信息综合化、

成果可视化的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

地质灾害防治各类信息与资源的充分互通、共享，提高地质灾

害有关数据的获取、分析和研判能力，为科学管控地质灾害风

险提供智能化支撑。 

5、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基础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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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质灾害成因机理、监测技术、预警预报等方面的基

础研究，深化对地质灾害的科学认识。大力推广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科技

水平。加强与地质灾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技术单位的交流

与合作，组织科技攻关，切实解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的关键

问题。 

6、继续开展宣传与培训 

充分利用常规渠道和新媒体，广泛组织多种形式的地质灾

害防治宣传和培训活动，累计参训不少于 500 人次，向社会公

众普及防灾避险基本知识，进一步加强前兆识别、临灾避险、

简易监测、信息报送等方面的地质灾害防治业务培训，让地质

灾害防治知识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全面增强公

众的地质灾害防范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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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费概算 

参照以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际支出及同类工程项目实

施所需经费，概算“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总经费约 7802.5

万元。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经费 2960.0 万元。其中，1:5 万地质灾

害风险普查经费 1050.0 万元，1:1 万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经费

700.0 万元，采空塌陷专项勘查评价经费 910.0 万元，地质灾害

年度排查工作经费 300.0 万元。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经费 1042.5 万元。其中，群测群防体系

建设经费 80.0 万元，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示范站建设经费

60.0 万元，地裂缝专业监测示范站建设 40.0 万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报研究经费 175.0 万元，地面沉降地裂缝监测经费

687.5 万元。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经费 3600.0 万元，主要为地质灾害隐患

点工程治理经费。 

地质灾害防治综合能力建设经费 200.0 万元。其中，地质

灾害防治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经费 100 万元，地质灾害基础研究

50 万元，宣传与培训活动经费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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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不断强化各级政府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的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格局，全面落实政府主导、行业

共治、全民参与的防治管理机制。各级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加

强协调沟通，制定政策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密切协作、齐抓

共管，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无缝对接。 

二、加强资金保障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江苏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不断加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力度，将自

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因工程

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按照“谁引发、谁

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积极筹备资金，切实保障地质

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实施，要切实发挥地质灾害防

治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用于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积极探索地质灾害防

治新模式。 

三、加强考核评估 

常州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不断建立健全规划实施考

核和动态评估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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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实施方案，定期对区（市）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和

考核评估，并及时对考核评估结果进行反馈，同时要强化各地

规划实施的监督指导，保障规划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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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本规划自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本规划由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本规划未尽事宜，按国家、江苏省、常州市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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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及概算明细表 

项目 
技术 

要求 
工作手段 单位 

概算 

标准 

（万元） 

数量 
经费 

（万元） 
进度要求 资金来源 备注 

一、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2960.0     

  1、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1:5 万 普查 个 150.00  7.0  1050.0  2022 年前 区（市）财政 参照省级概算 

  2、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 1:1 万 调查 个 100.00  7.0  700.0  2025 年前 区（市）财政 参照省级概算 

  3、采空塌陷专项勘查评价  钻探、调查 处 130.00  7.0  910.0  2025 年前 区（市）财政 
参考金坛区杨家山

煤矿专项勘查经费 

  4、地质灾害排查  调查 年 60.00  5.0  300.0  年度开展 区（市）财政 
参考当前各区（市）

委托经费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1042.5     

  1、群测群防员补贴  巡查 点.年 0.15  420.0  63.0  年度开展 市财政 
按常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文件标准 

  2、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年 3.40  5.0  17.0  年度开展 市财政 基本装备配备等 

  3、突发地质灾害专业监测

示范站建设 
  个 20.00  3.0  60.0  2025 年前 

省、市、区

（市）财政 

参考设备市场价和

同类监测站 

  4、地裂缝专业监测示范站

建设 
  个 40.00  1.0  40.0  2025 年前 区（市）财政 

参考设备市场价和

同类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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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术 

要求 
工作手段 单位 

概算 

标准 

（万元） 

数量 
经费 

（万元） 
进度要求 资金来源 备注 

  5、常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报 
    年 20.00  5.0  100.0  年度开展 市财政 

参考其他地市同类

项目 

  6、溧阳市地质灾害精细化

气象风险预报试点 
    年 15.00  5.0  75.0  年度开展 区（市）财政 

参考其他地市同类

项目 

  7、地面沉降地裂缝监测 

I 等 

中等复

杂区 

水准测量 
km.

年 
0.25  2750.0  687.5  年度开展 区（市）财政 

参照测绘生产成本

定额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3600.0        

  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处 200.00  18.0  3600.0  2025 年前 区（市）财政 

参照十三五治理项

目经费平均值及隐

患点规模预估 

四、地质灾害防治综合能力

建设 
          200.0        

  1、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

平台建设 
  

信息系统建

设 
个 100.00  1.0  100.0  2022 年前 市财政 参考同类项目经费 

  2、地质灾害基础研究   综合研究 套 50.00  1.0  50.0  前期研究 市财政   

  3、宣传与培训     年 10.00  5.0  50.0  年度开展 
市、区（市）

财政 
按以往费用预估 

合计           7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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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常州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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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