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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国计民生，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

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立足于“全力防，配合救”的工作思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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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文件，做好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建设面向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预防、发现、治理、核销

和应急处置等业务流程闭环管理。为改变传统的地质灾害防治方式， 实现   

“人防”+“技防”相结合转变，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地质灾害防治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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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管理

平台按照地质灾害防治业务

工作的调查、监测、预警、

治理、处置等业务流程闭环

管理。利用感知层获取滑坡

体变形量，通过4G无线组网

传至预警中心，根据预警模

型预判，提前发现隐患科学

避 险 。 为 “ 人 防 ” 为 主 向

“人防+技防”结合的转变奠

定基础。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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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助力地质灾害防治”人防“+”技防”结合转变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地质灾害物联网监测数据

地质灾害防治
综合数据中心

地质灾害群测群
防系统

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

地质灾害综合
防治一张图

人防

技防

地质灾害防治专题数据

建成支持地质灾害防
治的综合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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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防治数据中心建设了全面的、规范、唯一的地质灾害数据库，包含了

基础地理数据库、航拍影像数据库、三维倾斜摄影数据库、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地质灾害防治专题数据库、专业监测数据库等。

地质灾害防治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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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数
据

影像数据 矢量数据

数字高程模型 倾斜摄影模型

坐标系：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分辨率：全市0.5米影像数据

整合周边影像和隐患点采集影像数据制作

完整的影像地图

坐标系：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比例尺： 1:2000

制作二维矢量地图，集成地名地址库、交通、

住建等80多个图层数据，形成了综合的全

市矢量地图。

坐标系：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比例尺：1:10000

全域数字高程模型栅格数据

坐标系：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模型比例尺：1:500  影像分辨率5cm

重点隐患的三维倾斜摄影数据采集

数据格式：.OSGB和.S3M 

数据量共计138GB

1.地质灾害防治数据中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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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调查数据 地质灾害勘察数据

地质灾害专题数据

整合地质环境影响分区、矿产资源勘查、

矿产资源分布、治理分区等地质环境专

题数据。

隐患点的调查，主要包括灾害体特征、滑向、住

户、威胁人员、撤离路线、避险场地等60多项指

标信息进行调查，并对部分指标图形化处理。

重点隐患点的监测点位设计和规划，对

测线、裂缝，灾害体周界进行图形化、

监测站位置规划等。

建设多比例尺、多专题、多数据源为一体的地质

灾害空间资源大数据库，并完成地质专题数据标

准规范编制和空间数据入库管理软件的开发

地质环境专题数据

2.地质灾害防治数据中心—地质灾害防治专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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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表面位移监测 土体含水率监测

视频监控 气象监测数据对接

3.地质灾害防治数据中心—地质灾害防治专业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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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质灾害防治数据中心—地质灾害调查和勘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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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网格化及群测群防系统业务信息化建设——

隐患及时发现 快速派遣 现场核查 有效反馈

结果核实考核评价

灾情信息归档业务流程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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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网格化及群测群防系统业务信息化建设——

灾险情信息采集 巡查计划 巡查上报 预警信息提醒 预警指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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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网格化及群测群防系统业务信息化建设——
监测员巡查信息管理 监测员巡查计划管理

监测员巡查结果反馈 巡查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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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流程业务信息化建设——

雨量 、裂缝、视频、含水率、倾角计、地表位移

自动监测站点 数据监测 人工填报

进入预警发布

上报

结束

1、APP
2、电话
3、公众号

1、门户
2、APP
3、短信
4、其他

自动生成预警信息

监测数
据筛选

模型计算

多方会商

正常
阈值

预警分析

预警信息发布

无预警

可用

有预警

异常

不可用

预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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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业务信息化建设—— 实时监控监测数据回传，保障监测数据的时效性、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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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业务信息化建设—— 实时监测预警大数据分析，隐患提前发现提前预防



P16

切线角法模型计算公式

滑坡体变形-时间规律曲线图 模型演进和四级预警的定量划分 滑坡体变形监测预警

滑坡预警模型算法探索-为基于变形的滑坡预警预报模型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业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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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警信息发布预案，系统自动关联相关人员和自动生
成预警消息，快速准确发布预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业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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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参数化运维，如模型参数、预警模板、系统定时
任务、站点信息维护等，方便扩展和运维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业务信息化建设——



P19

u1、专业监测设备选型

u2、监测点位布设规划

u3、监测回传数据准确

u4、监测预警模型可靠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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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技防”结合：地质灾害防治一张图

一屏观全局

地质灾害
分布情况

地质灾害防治一张图

群测群防
巡查情况

预警信息
实时滚动

野外设备
实时监测

防治工作
总体情况

今日上报

本月上报

年度上报

总体情况

隐患威胁

隐患规模

预警定位

预警提醒

预警响应

人员在线

设备在线

视频监控

工程进展

工程统计

工程分布

大数据分析 专题一张图

水雨情分析 空间插值分析

趋势分析

诱因分析

易发区分析

坡度分析

威胁程度评价

自然人为因素

稳定性分析

大坡度提取

地形三维图 高分影像图

隐患点查询 隐患点详情

监测信息上图 地质分布

植被分布 调查数据

矿产资源分布 治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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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预警指挥系统

自动预警信息 接报信息

信息自动甄
别

人工筛选

人工经验分析自动分析信息

应急信息

启动应急预
案？

是否匹配到
应急预案？

指挥长及领导收到应急信息

民
政
局

启动应
急预案应急指挥（调度）

应急处置

是否完成应急
处置？

指挥长是否
同意？

灾后评估

可用

可用

是

非常
规预
案

否

自动分发应急预案给相关部门

是

水
务
局

公
安
局

…分发

互
动

各单位
进入应
急现场

结束

否

否

是

是

进入应
急处置

垃圾信息

垃圾信息

否

根据“防、抢、撤”预案，按照指挥中心措施，撤离群众，消除隐患地质灾害预警指挥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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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监测人员

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系统

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系统

巡查排查

自动监测站 数据变化较大信息
系统自动预警信息

险情处置建议现场踏勘调查

“技防”

“人防”

预警模型数据回传

险情上报 险情立案 综合研判

预警提醒

地质灾害预
警指挥系统

快速派遣

督办执行

排危除险

消除隐患

核销
调查

地质灾害调查评
价

地质灾害避让治理

地质灾害地理信息共享交换系统

地质灾害一张图系统

自
然

资
源

 协
同

办
公

系
统治理

地质灾害防治宣传网

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资源整合

信息公开 信息共享

陕西省地质灾害
防治信息平台

对接省平台

对接省平台

气象 应急 地信中心 ……

数
据

共
享

交
换

横向对接

        平台建设了地质灾害防治从调查、监测、预警、治理、核销、处置为一体的信息化体
系。围绕铜川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自主研发了防治一张图、调查评价、监测预警、预警
指挥、群测群防等九大应用系统，为铜川市地质灾害防治从“人防”向“人防”+“技防”
转变奠定基础，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横向业务与气象、应急、地理信息中心等单位对接，完善了数据共享交换和业务衔接。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门
户

 纵向业务与省平台、
市局、各区县、群测
群防等进行业务对接

软件体系：实现了地质灾害隐患调查、监测、预警、治理、处置、核销等业务闭环管理，纵向对接省、市、
县、群测群防监测体系，横向与水务、农业农村、气象、应急、地信中心等单位业务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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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个数据中心 一张图

三

三服务

二

两标准

地质水文和环境数据

数据和数据库管理

基础地理空间数据

矿产资源数据

 地质灾害专题数据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

一屏观全局

一张图应用

隐患调查和治理过程管理

物联网监测和空间图层资源

群测群防监测预警

大数据分析和预警模型管理

应急处置调度

…… ……

技术操作标准体系

业务标准规范体系

平台应用考核制度

……

地质灾害防治数据共享服务

政务协同办公服务

微信/APP数据采集服务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门户服务

共享-协同-门户

动态监测数据

服务共享安全管理

N

N对接

地质灾害+
环保
应急
交通
住建

智慧城市
……

标准-规范-制度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思考

应用系统维护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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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地质灾害早期自动化识别

Ø 预警模型深度学习智能化

Ø 滑坡体变形过程数字化孪生

Ø 新技术与地灾业务深度融合

Ø 助力地方“智慧城市”建设

Ø 助力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展望

利用InSAR形变测量技术发现潜在地灾隐患点，圈定出地质灾害

隐患集中分布区和重大隐患点

结合崩滑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理论与技术方法，滑坡体坡度、雨
量、变形量、地质结构体等参数化自动调整计算模型。

构建滑坡体地质三维模型，结合实时监测数据模拟滑坡体变形，
以及滑坡变形如加速、临滑等过程预演。

联合地勘、科研院所积极开展地质灾害成灾机理、监测预
警等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进一步提升科技防灾水平。

地质灾害信息化成果经验为地方“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防
灾减灾、应急管理等方面数据和服务支持。

科技防灾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助力

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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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至上，科技防灾

共建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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