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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管理】

基于地质灾害避险的库周移民安置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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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工程移民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对于受到水库地质灾害威胁的村民避险搬迁安置问题，以黄河小浪底水库山西省库周为研

究区域。 根据地质勘察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确定受库区地质灾害威胁而需要搬迁 １ ４９７ 户合计 ４ ４０９ 人。 依据避险搬迁安置

规划策略，采取本村后移后靠当地集中安置和进城进镇自主安置两种方式。 在识别和评估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周淹没范围附近以及

在水库运营后新产生地质灾害类型的基础上，划定库区地质灾害威胁红线区域，统计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红线区域内移民人数及相

关财产数量，提出适宜的移民搬迁避险安置规划策略，制定科学的移民搬迁安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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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建成运营后，受降水、洪峰等不可控自然因素以及库

水位影响，水库库周岸坡地质条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从
而出现库周岸坡塌岸、滑坡、湿陷等地质灾害，给库周附近村民

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这类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问题，移民

涉及面广，具有复杂性。 根据已有水库工程移民理论和实践，
水库移民安置的侧重点逐渐由“重搬迁”转变为“重发展”，并
从单一安置转向多方式安置。

１　 小浪底水库库周地质灾害类型

根据实地调查，小浪底山西省库周地质灾害类型为水库黄

土塌岸、黄土滑坡、水库浸没、黄土湿陷、采空区塌陷等。 库区

黄土塌岸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垣曲县境内黄河主河道及其支流

沇西河、亳清河、西阳河、闫家河、板涧河两岸土质岸坡处，岸坡

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至上更新统粉质壤土及壤土。
多数岸坡较为高陡，坡脚受库水浸泡，抗剪强度降低，引起黄土

岸坡塌岸，库岸线后退，危及库岸两侧耕地及周边建筑物安全。
根据地质勘察，综合分析山西省库周地形地貌和地层岩性，按
地层岩性将研究区内库岸岸坡分为一元结构（Ｃ类）、二元结构

（Ｂ类）、三元结构（Ａ 类）３ 类，其中一元结构主要由黄土状土

组成，二元结构主要由砂砾石层和黄土状土组成，三元结构由

基岩、砂砾石层和黄土状土组成。 Ａ、Ｂ类岸坡砂砾石层为弱胶

结至半胶结，具有一定抗冲刷性，对塌岸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限

制作用，库区塌岸范围有限；Ｃ类岸坡为均质岸坡，是库区塌岸

发生的主要岸坡，也是需要搬迁的村庄岸坡的主要类型。
山西省库周多位于黄河及其支流附近阶地上，地形岩性主

要为第四系冲洪积黄土状土，具有典型黄土的特征。 黄土是一

种特殊的第四纪大陆松散堆积物，在一定压力作用下，受水浸

湿后结构迅速破坏而产生显著附加沉陷性能即湿陷性。 湿陷

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黄土以粉粒和亲水弱的矿物为主，具有大

孔结构，天然含水量小，在干燥时可以承担一定荷重，变形不

大，但受水浸湿后，土粒连结显著减弱，引起土结构破坏产生湿

陷变形。 黄土湿陷性会造成建筑物基础不均匀沉降和建筑物

墙体开裂与倾斜，影响建筑物安全。
山西省库周库岸为低山丘陵地形，是黄土台塬的前缘及垣

曲断陷盆地的地缘，地势低平，同时覆盖层上部为几米至几十

米厚的第四系中－上更新统黄土状土，具有一定透水性，受库水

影响后会产生浸没现象，浸没将对农田带来危害。
滑坡主要分布在库区左岸垣曲县境内，分别为南坡村滑

坡、赵村滑坡、申家庄滑坡等，南坡村滑坡分布于亳清河右岸南

坡村上游约 ２００ ｍ，申家庄滑坡沿申家庄一带分布。 这些滑坡

具有面积大、发育深、地表破坏明显、方量大等特征，对附近村

庄威胁很大。 采空区塌陷也是小浪底库区典型地质灾害之一，
其中采空区分布范围、开采深度、开采厚度、埋藏深度、煤层情

况、开采方式等决定了采空区塌陷灾害的影响范围，也是采空

区塌陷灾害搬迁避险的依据。

２　 避险搬迁安置规划

２．１　 避险安置任务及安置意愿调查

山西省小浪底库周地质灾害影响避险安置主要是近期目

标拟定的地质灾害处理区人口。 根据规划目标和地灾影响调

查结果，山西省小浪底库周地质灾害影响近期避险安置处理任

务：基准年（２０１７年 １ 月）需避险安置居民涉及 １ 个县 ３ 个乡

镇、１２个行政村，需避险搬迁安置总人口 １ ４９７ 户 ４ ３６６ 人，其
中农村居民 １ ４７６户 ４ ２９１人，城镇居民 ２１户 ７５人。 结合当地

人口增长情况，确定避险搬迁安置人口自然增长率采用山西省

规划指标 ０．４７７％，至规划水平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避险搬迁安

置总人口 １ ４９７户 ４ ４０９人，其中农村居民 １ ４７６户 ４ ３３３人，城
镇居民 ２１户 ７６人。

对居民安置意愿进行初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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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的居民意愿在本地集中建房安置，７８％的居民意愿外迁县

城或乡镇自主安置。 显然，自主安置为主要方式。

２．２　 避险搬迁安置规划策略

（１）坚守安全底线，降低移民工作风险。 风险主要指自然

灾害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 首先，库区地质灾害与其他地质灾

害一样具有渐变性、突发性、不可控性等特点，在渐变性阶段，
历时一般较长，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地表变形与形变

量不一定很明显，往往并不出现大的灾难性危害，所以会给人

们造成库区地质灾害并不可怕的错觉，但是当暴雨、洪水、库水

位急剧变化等因素叠加在一起带来地质灾害威胁的时候，灾难

往往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 例如 ２０１８年“１０·１７”西藏雅鲁藏

布江林芝地区米林县山体滑坡造成河流堵塞，形成滞蓄水量约

１．５亿 ｍ３的堰塞湖，堰塞湖对河流沿岸村民带来很大威胁，此
次滑坡造成米林县、墨脱县避险撤离近 ７ ０００ 名受灾人员。 平

时该滑坡变形并不明显，区域监测技术很难发现，灾难的发生

具有突发性。 因此，对于处在库区附近有可能受到库区地质灾

害威胁的村民，坚持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原则，克服不

必搬迁、不急避险的侥幸心理，安全第一，划定库区地质灾害红

线区，对于红线区内村民必须做到搬迁安置。 另外，做好、做细

移民工作还需要认真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可能影响社会

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调查，科学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

对策略和预案，有效规避、预防和控制在移民实施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做到平稳搬家、高兴迁居，实现社会稳定

与和谐。
（２）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在移民工作中，要摒弃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单模式、简
单化、一刀切的安置策略，尊重移民工作中的个性问题和共性

问题，开放思维，多模式、多方法、多渠道解决移民安置问题，尽
可能满足村民安置意愿，把移民安置办成村民愿意搬迁、高兴

搬迁的工程，做成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通过移民搬迁与安

置，使人民群众切实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与爱护。
（３）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思想，发展好“水经济”。 对

于愿意当地安置的移民，要结合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生产

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等，规划搬迁后当地安置村

民的持续发展问题，激发移民自强不息及不过度依赖政府的内

在动力和创造精神，在原有传统移民工作模式的基础上，重点

进行移民今后可持续发展规划，引领移民勤劳致富、绿色发展。
当地安置的移民往往采取后靠后移的方式进行迁建与迁居，这
些区块往往围绕在库区不远地段，针对意愿当地安置的移民，
在充分挖掘现有土地资源潜力，发展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认真

做好“水库经济”“傍大河－傍支流湿地经济”“绿色农业经济”
“乡村水生态旅游经济”“乡村水生态养老经济”等富有当地特

色的“水经济”发展规划，构建“水经济”大布局，实现迁得出—
住下来—能富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４）结合工程移民，推动地方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城镇化

过程中，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一部分转移到城镇，这是必然趋势。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
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

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

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乡镇企业和民

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依托，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
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 地方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工

程移民搬迁与安置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发展机遇，也是实现多模

式移民安置的基础，要结合移民工作，制定相应政策，进行住房

安置、货币安置等，解决好移民县镇工业安置问题和自谋职业

问题，以有限的移民项目安置资金换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５）贯彻移民安置区经济发展小规划与县域发展大规划相

结合原则。 移民工作不仅关系到移民的生产、生活等切身利

益，而且关系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涉

及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多因素、多层次、多目标、多边界组成

的复杂系统问题，边界条件是解决好这一系统问题的关键要

素［１］ 。 因此，在进行移民安置经济发展规划中，要把移民安置

区经济发展规划放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规划背景下，正确

处理好谋一隅与谋全局的关系，结合全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

规划中的农业布局、工业布局、现代商业布局、现代服务业布

局、交通布局等未来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寻找移民安置与

开发机遇，把移民安置转化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生

力量。

３　 移民安置方案

根据地质勘察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最终确定受库区地

质灾害威胁而需要搬迁 １ ４９７户合计 ４ ４０９人。 依据避险搬迁

安置规划策略，采取本村后移后靠当地集中安置和进城进镇自

主安置两种方式。
（１）集中安置。 依据库区地质灾害威胁红线区域划定，最

终确定受库区地质灾害威胁而需要搬迁并集中安置 ３４１ 户合

计 ９９４人。 按照避险搬迁安置规划，在综合考虑土地资源潜

力、交通便利性、县域生态旅游度假规划等要素的基础上，选定

了既满足现今避险安置需求，又具有未来发展空间的适宜安置

点 ８个，完成了集中安置任务。
（２）进城进镇自主安置。 依据库区地质灾害威胁红线区域

的划定，最终确定受库区地质灾害威胁而需要搬迁且希望进城

进镇自我安置的共计 １ １５６户 ３ ４１５人。 根据当地政府近期和

远景城镇化进程计划、县镇产业发展布局，城镇化后需要大量

劳动力资源，这些劳动力主要流向县镇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建
筑业、服务业等行业，进城进镇安置人员对于这些急需大量劳

动力的扩张性行业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及时补充，当然，需要

在上岗前对进城进镇自主安置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４　 结　 论

在识别和评估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周淹没范围附近以及水

库运营后新产生地质灾害类型的基础上，划定库区地质灾害威

胁红线区域，统计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红线区域内移民人数及相

关财产数量，提出适宜的移民搬迁避险安置规划策略，制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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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要求，并确保不与钢筋施工冲突。
（３）加强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施工养护。 混凝土施工完成

后，应当在混凝土通过前期养护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后续施工。
混凝土的早期养护可以减少混凝土裂缝的数量，提高混凝土的

强度，避免形成泡孔洞。 要加强混凝土湿度和温度的有效管

理，减少裂缝、伸缩和泡孔洞等现象的出现，有效避免返工和浪

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４）提高施工质量检验人员的素质。 检验人员在混凝土施

工中的主要工作是对各个施工环节进行现场监督和检验，确保

施工工艺规范、质量合格。 检验人员应努力增加知识储备，提
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并定期参加专业培训。 要建立合理完

善的奖惩制度，提高检验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工作积极性、主
动性。

４　 结　 语

混凝土施工管理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直接关系到工程建设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混凝土施

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执行，加强施工管理、监督和检

验，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取得预期的施工效果。

参考文献：

［１］　 石伟，陈刚，王亮．混凝土施工技术在水利水电施工中的应用［ Ｊ］ ．
四川水泥，２０２１（４）：３８－３９．

［２］ 　 许志强，李洪波．混凝土施工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Ｊ］ ．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２０１７（２）：６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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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移民搬迁安置方案，把移民工程做成得民心、顺民意的暖

心工程和富民工程，把被动的纯粹移民安置转化成主动地为促

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输送新生人力资源力量，以有限的移民项

目安置资金换取最大的社会安置效益，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社会

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１］　 曹海涛，翟贵德，李世印．小浪底水库消落区土地利用研究［ Ｊ］ ．河
南水利，２００５（１２）：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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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１（６）：１１－１５．

［２］ 　 新华网．构建“一河、两道、三区”：北京发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实施规划［Ｊ］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２０１９，４（１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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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语

相比于传统的管道开挖修复技术，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不

仅能在更大程度上对管道缺陷进行修复，还能以最低程度的环

境影响进行施工，在保持市容市貌的前提下，还可以节约资金

投入，因此管道的非开挖修复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

应用前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工艺也不断更新优化，施工质

量提高的同时施工要求也越来越低，所以在选择市政管道施工

方式时，应该从各方面全面地比较抉择，选择符合经济效益最

大化、环境污染最小化、施工要求便捷化的技术工艺。

参考文献：

［１］　 陈春茂．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Ｊ］．市政技术，２００４，２２（４）：２０８－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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