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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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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三五”以来，国家多个省份陆续建立了已知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的群测群防体系，防灾减灾成效显著，但仍

存在群测群防员更换频繁、兼职、专业技术掌握不足、信息传递速度慢等问题。信息化建设仅处于初步阶段，尚未推广。原

有的地质灾害排查工作效率低、基层班组巡查工作量大、人工监测区域受限且频次低、应急抢险时效性差，与新形势下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需求还相差甚远。基于此，本文就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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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 number of provinces in the country have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a group survey and
mass prevention system covering the known hidden point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frequent replacement of group survey and mass prevention personnel, part-time, lack
of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slow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peed and so o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only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and has not been popularized.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original geological disaster investigation work, the heavy workload of the
grass-roots team inspection, the limited artificial monitoring area and the low frequency, and the poor timeliness of emergency rescue
are far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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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灾害简述

在一般的概念中，地质灾害主要是指由于自然地质结构、

板块移动、板块之间相互作用的发生，造成地震、火山喷发

或泥石流等，会对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根据相

关研究和分析发现，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有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两类。自然因素主要是指地壳运动、板块移动和雨

雪天气引发的自然坍塌、地震、滑坡等。而人为活动主要有

过渡挖掘等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结构进行改变造成的地质

灾害发生。尤其是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人类活动对于自然

的索取不断提升，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污染问题。为

了降低由人为原因造成自然灾害的发生，需要在自然资源获

取的过程中严格地控制资源获取方式，才能降低人类活动对

自然的破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地质灾害在发生过

程中，存在形成时间不固定、随机性强等问题。但是就目前

的实际状况分析，在利用现代科技进行预测和判断的过程中，

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了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地质灾害防

治策略，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展开具体的测量和勘探中，针

对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检测的手段和方法，才能获得准确的

数据。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维护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在人员密集的

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地质灾害

总体而言也是由自然规律可以探寻的，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不

断进行技术优化，政府部门提高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的重视，

才能确保防治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就能准确地判断自然灾害

发生的时间、位置、程度等，以此为基础采取适宜的救援和

处理方法。但是就目前的实际状况分析，发现我国部分地区

在展开地质勘探工作的过程中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

展水平的限制，在处理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困难，

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关注的力度。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

发现，目前我国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地裂缝、地面

沉降、地震、火山喷发、泥石流、砂土液化、水土流失等。

在具体治理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地质灾害的类

型展开作业，才能实现降低自然灾害损失的目的。

二、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的重要性

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就会对人们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严重的损坏，在严重的状况下会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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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的发生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需要在相关部

门不断加大地质灾害的研究力度，才能在地质灾害发生时采

取最佳的解决方法，从而达到降低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目

的。近年来，受全球变化影响，我国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明

显上升，地质灾害进入相对活跃期，地质灾害呈现出频发、

群发的态势，而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周期性的特

征，防灾形势十分严峻。现阶段我国地质灾害治理率低，许

多地质灾害威胁城镇、学校等人员集中区的重大地质灾害隐

患点，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难度大、资金困难，基层预防和

自我救助能力弱，地质灾害防治任重道远。现阶段，世界各

国政府和地质灾害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学者等都在致力

于自然灾害信息化防御工作的研究和探讨，以便能够提出预

防自然灾害的最佳措施，从而到达自然灾害发生减少人类损

失的目标。虽然自然灾害信息化预防措施的研究对于人类社

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状况来看，

保证地质环境安全才是目前地质灾害研究中最需要控制的

核心因素。人类在地质环境中获取资源之前，应该对地质环

境开发利用的条件展开详细的分析工作，才能制定出最佳的

方案来开发地质环境中的各类资源，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

步。而且以合理、科学的方法展开地质环境的开发工作，能

够有效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对于人类

文明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又因为地质灾害的发生

具有预测难、不可抗力等特点，需要自然资源部门在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制定一套严谨、科学的防治体系，

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然灾害发生造成的经济和生命财产

损失。在自然灾害发生时，道路中断、电力设施损坏、农田

受损、居民房屋倒塌等都是常见的灾情。只有在自然灾害之

前做好各类预防措施，在灾情发生时启动紧急预案，相关部

门才能在较短的时间之内采取处理措施，延缓灾情蔓延的速

度。比如，2020年 7月湖北恩施市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

导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灾情。相关部门根据灾情的具体状况，

启动了Ⅱ级应急预案，且当地的自然资源部、湖北省自然资

源厅给予了大力援助和指导工作。由于处理及时，采取方法

得当，此次灾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极大地控制了灾情造成

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三、信息化建设平台的构成

1.信息化一期建设

某省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项目（一期）于 2015年开始

实施，在硬件方面，机房增加了 1个机柜、3台服务器、3

台交换机、2台摆渡机，实现了内外网数据物理隔离，基本

满足当前阶段信息化建设的数据存储、系统建设和安全保障

需求。在软件方面，建立了群测群防动态更新、地质灾害月

报上报、短信发送等系统，解决了县→市→省信息动态更新

维护、交换机制不完善、信息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但由于

办公条件及前期经费所限，未配置完善的备份服务器、存储

设备等硬件以及操作系统、GIS平台、数据库管理等基础软

件，大量的地质环境数据仍处于分散状态，没有整合，实际

应用困难。所研发的业务系统在应用中发现一些问题需要维

护升级，地质灾害监测、地下水、矿山地质环境等业务系统

有待研发，数据中心也急需建立，以满足省、市、县地质环

境信息化服务需要。

2.信息化二期建设

某省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项目（二期）于 2018年开始

实施，综合利用了省内网络资源和软硬件环境，建立了省级

地质环境数据中心，由省信息化中心节点与总站节点组成，

储空间 208.9TB，数据库采用 Oracle 11g，GIS 平台有

ArcGIS10.5＼SuperMap iServer＼MapgisIGS erver，现有地

质灾害调查、监测等各类数据约 70ＴＢ。其中，信息化中

心节点由 15台虚拟机和 4台物理服务器组成，部署各类应

用和服务，通过省政务外网接入互联网，并与总站节点及移

动短信平台相连接，实现了异地数据备份及短信发布。在软

件方面，基于 B／S架构，采用 J2EE体系结构和MYEclipse

开发平台，面向省、市、县三级用户和地质环境行业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建立了管理、业务、发布三大功能模块。

管理模块是对数据中心的管理，包括对标准化、安全防

护、数据服务等的管理。业务模块集成了地质灾害调查、地

质灾害监测、地下水监测、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等各类数据，

建立了地质灾害数据报送系统和地质灾害数据分析系统，为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地质灾害月报、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矿山和地下水监测等提供了操作平台和技

术手段。发布模块中的“地质灾害搜索引擎”可实现一键式

搜索相关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防治、演练、避险等信息。

在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平台建成并运行 2a后，由于地质灾害

气象预警业务需求的变化，需要实时统计预警区内的易发区

和隐患点信息，我们对此系统进行了升级维护，也就是气象

预警升级 2.0，目前的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平台界面。

四、信息化建设的实践应用

相比较，二期在一期的基础上建立了省级地质环境数据

中心，并且在网络设置、系统功能、应用对象上都有较大的

提升和扩充，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数据上报系统中，增加了基

本的数据审核功能、市级用户的审批功能和汛期值班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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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数据报送、汛期值班等工作日益规范化、流程化、制度化，

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管理与调度变得更加科学有效。（2）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系统由 C／S版升级为 B／S版，采用了

3ｋｍ×3ｋｍ格网 24ｈ降水预报图数据，由模拟型数据转换

为数字型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产品制作的精度和速度。

据统计，2021年全省共发布了 62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产品，

在预警区域内共发生地质灾害 335起，占同期地质灾害发生

数 439起（全年共 556起，其中 12起灾情发生于非汛期，

不计入汛期发生的地质灾害总数）的 67.34％。（3）基于气

象预警系统和隐患点的群测群防信息，利用短信发送系统，

可及时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准确发送至省、市、县、镇

相关责任人和及预警区内的隐患点监测员手机上，提高警惕，

加强巡查，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府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主体

作用和群测群防体系的作用。（4）地质灾害搜索引擎以 GIS

技术和 Elastic－Search大数据分布式弹性搜索引擎为基础，

以隐患点作为主关键字，实现对地质灾害调查、自动化监测、

群测群防、防治项目、避灾搬迁、矿山地质环境、地下水等

信息的搜索查看，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手段和决策支持服务。

五、信息化建设的思考与展望

1.存在问题

（1）思维固化，认识上存在局限性。地质灾害隐患点

信息和地质灾害月报数据均由县级用户上报，而且要上传相

应的支撑材料，部分基层用户认为操作步骤复杂，思想上抗

拒新系统，不能深刻认识到信息化是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2）信息化人才匮乏、

专业人才配备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虽然在一期和二期的信

息化建设中培养、锻炼了一些人才，但是基层的信息化岗位

人员流动性大，虽然系统已经正式运行了 3ａ时间，依然需

要每年进行培训，并由总站固定１名技术人员持续不断地提

供技术支撑。另外，在省级层面多是水工环类技术人员，缺

少计算机专业人员，导致即使遇到简单的系统问题，也需要

研发方协助解决。（3）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尤其是各

类数据库结构标准。例如，安康市也开发了地质灾害应急管

理系统，系统中涉及到隐患点的群测群防数据，但是由于两

者数据结构不统一，需要从数据中心导出经过转换后才能使

用，不能做到无缝对接。（4）资金投入不足。一方面是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业务需求每年都在变化，系统需要维护升级，

例如，随着普适型监测点的建设与运行，2021年下半年开

始需要每月报送自动化监测的有效预警和成功预报案例，就

需要增加月报内容，升级数据上报系统；另一方面是基层硬

件设备落后需要更新，主要是电脑使用年限太长，运行速度

过慢。

2.建议对策

（1）一方面是在系统建设或升级维护前期充分收集各

级用户的需求，设计友好而易用的系统操作界面；另一方面

是提升信息化建设认知高度，定期、不定期地举办信息化培

训专题讲座和学习交流，使用户转变思路，接受新知识，使

用新系统。（2）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和培训机制。一是有计

划、有步骤地从地方院校招收信息化专业人才；二是主动与

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专业公司及各类计算机专业人才单位，

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关系，解决技术难点；三是在各部门挖

掘人才，将作风扎实、热爱信息化事业的人充实到信息化岗

位上来。（3）信息化建设是项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工程，需

要建立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方针，要加快推进标准化

体系建设，尽快出台群测群防、监测预警等地质灾害相关的

数据库标准或规范，提高数据资源共享能力，有效利用信息

化成果。（4）信息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一大问题是建成易，

维护难。因此，要加大经费保障力度，一是每年安排一定的

升级维护费用，用于网络运行、软件升级、硬件维修、软件

测评等；二是加强基层科技装备建设，更换淘汰年久的电脑。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正在进行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开展了大量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风险管控、

能力建设等工作，形成了海量的地质环境数据，对信息化建

设工作又提出了新挑战。在新形势下，只有大力推进信息化

建设，不断应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

主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实用可靠的信息系统，进行智能化数

据分析和挖掘，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避免和减少因地质灾害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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