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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鼓楼区位于福州市城区西北部，为省会核心城区，地质环境

条件简单，绝大部分区域属于地质灾害非易发区，局部区域属于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但因人口密集且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在强降

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作用下，局部区域仍存在发生滑坡、崩塌、泥

石流的可能，其突发性强，危险性及危害性大。

为主动有效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

造成损失，保护鼓楼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地质灾

害防治条例》《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鼓

楼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际，编制本防治方案。

本方案经鼓楼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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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地质灾害点的分布情况

（一）地质灾害防治总体情况

1.2024年度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及防治工作概况

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相关街镇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

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原则，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

力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积极开展地质

灾害防治宣传培训活动，组织技术支撑队伍指导相关责任单位做

好高陡边坡及危险区域巡查、检查；在乌山历史风貌区、福州软

件园等8处实施群专结合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洪山镇象山社区玫

瑰山庄8号楼南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并验收；全年未发生地

质灾害灾险情。

2.2025年度地质灾害点及高陡边坡分布情况

根据相关街镇、部门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结果，我区现有的地

质灾害点及高陡边坡共7处（见附表3），主要位于于山、乌山、

象山等残丘地带，在强降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作用下可能引发滑坡、

崩塌地质灾害。汛期应加强巡排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防范

措施并组织人员转移避让，同时按规定程序报告。

（二）2025年度地质灾害预测

1.2025年气候趋势



3

根据福州市气象局2025年1月发布的《2024福州市气候公

报》，预计2025年，3～4月（早春季）雨量总体偏少1～2成；

5～6月（雨季）雨量总体偏多2～5成，7～9月（夏季）总体偏多

2～5成；10～11月（秋季）雨量总体偏少1～2成。

预计2025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6个，属正常，

雨季可能有早台风影响，夏季有1～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

2.地质灾害预测

根据2025年全区气候预测情况、地质环境条件、人类工程活

动及已发生的地质灾害现状，预测2025年我区地质灾害可能发生

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大腹山、五凤山、金牛山、乌山等丘陵低山区

域，行政区域属于五凤街道、洪山镇和安泰街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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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威胁的主要对象和威胁范围

根据2025年地质灾害预测，房前屋后地质灾害主要威胁对象

为边坡坡脚、坡顶的居民及建筑物；道路等线性工程地质灾害主

要威胁对象为该路段车辆及人员。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和范围

（详见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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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期

2025年地质灾害的防治期为汛期（即4月1日～10月15日），

预计全年台风个数为5～6个左右。4～6月份龙舟雨期间和7～9

月台风暴雨期间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因此是本年度

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要求相关街镇及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地质

灾害防治各项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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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组织管理

为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顺利进行，避免人员伤亡，把财产

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鼓楼区成立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负责组

织、指挥鼓楼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总指挥：高春（区政府副区长）

副指挥：林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施克胜（区应

急管理局局长）、陈雯（区住房和建设局局长）。

成员：各有关部门第一负责人和各街镇主要领导。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由

方星任主任，余圣熙、郑勇坚任副主任。

指挥部组成情况（见表1）。

表1 鼓楼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结构表

总指挥 鼓楼区政府分管领导

副总指挥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

成

员

单

位

区政府办 财政局 发改局

工信局 教育局 民政局

商务局 卫健局 园林中心

公安分局 区委宣传部 城管局

文体旅局 洪山镇 鼓东街道

鼓西街道 温泉街道 东街街道

南街街道 安泰街道 华大街道

水部街道 五凤街道 福州软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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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

地质灾害防治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各街镇

和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对国家和人民极端负责

的精神，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区人民政府负总责、

各街镇和各相关部门具体负责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区政府负责领导和组织各街镇和区直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力

量，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原

则，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证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居民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同时，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防治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

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及时批准发布

地质灾害预报，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置明显警示标志，积

极组织救灾工作，督促街道、镇及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及时采取

工程治理等措施，消除灾害隐患。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报区政

府批准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点

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指导开展地

质灾害工程治理。承担地质灾害应急的技术支撑，组织地质灾

害应急专家会商研判险情及发展趋势，提出应急处置建议。指

导开展灾区及周边地区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工作，同时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地质灾害防治意识。

区应急局编制区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负责地质灾害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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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组织指导协调，综合研判灾害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

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建立灾情报告系统并统一

发布灾情，统筹应急力量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度。负

责灾害救助体系建设，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

赠工作，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因灾

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承担区应对重大

灾害指挥部工作。

区住建局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做好建筑边坡的防治工作。

区城管局负责组织做好城区道路边坡相关区域的排查巡查、

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等防治工作。

区教育局负责对师生进行防灾知识宣传，做好校园边坡巡查，

并根据实际情况落实好学校地质灾害点监测、治理工作，组织

地质灾害危险区师生避险转移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组织指导养老服务机构地质灾害隐患的巡查

排查工作。

区文体旅局负责组织指导A级旅游景区做好各项地质灾害

防治措施组织指导受灾害威胁区域A级旅游景区游客疏散转移

和隐患排查治理，指导A级旅游景区对游客进行必要的突发地质

灾害风险提示和应急知识教育。

区卫健局负责组织医务人员奔赴一线开展医疗救助，协调

省、市医疗卫生机构等收治伤员，及时汇总掌握救治情况，并

做好受灾地区卫生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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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宣传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

传普及工作，及时准确报道防灾工作动态。

各街镇及各社区为地质灾害防治具体责任单位，发放《防灾

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至防灾责任单位负责人和受地质灾害

威胁的群众手中，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应根据市、区人民

政府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开展地质

灾害巡查监测。对可能发生灾险情的，及时动员受威胁群众转移

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制组织避灾疏散，同时向区人民

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

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负责为我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提供技术支持。应及时组建应急小组，配备专家技术力量，随时

做好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的准备，确保一旦发生地质灾害突发事件，

及时响应，做到“召之能来，来之能用，用之有效”。

其他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三）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险情巡排查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各相关单位要在汛前完成地质灾害

隐患排查的基础上，强化汛期巡查工作，修订监测手段和监测

方法，完善防灾预案，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定期巡查。

（四）三查机制

1.雨前排查

（1）检查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落实情况

检查区、街道（镇）、社区三级防灾责任组织机构是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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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是否发放到位，信息网络是否畅通，

危险区群众的应急转移方案及措施是否得力等。

（2）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

各街镇、区相关部门及社区应认真做好险情排查，对防范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应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立警示牌。在

强降雨或降雨量超过当地同期多年平均降雨量时，可能酿成大量

新的地质灾害地段，应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排查和监测，

明确隐患点监测责任人和观测点，合理选择观测方法，规范记录、

及时整理汇交。健全防灾预报制度，发现有明显异常情况的危险

点，应及时组织调查，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2.雨中巡查

进入汛期，各街镇、区相关部门及社区应根据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所确定的重点防范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地质灾害危险区

域，加强监测和灾害发生前兆特征的巡回检查。对可能出现险情

的，应当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疏散人员、转移财产等或采取临时

支护处理措施等，同时向区人民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

，区人民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险情报告后，及时组织

专家赴现场调查，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危险体的变形发展趋势，调

查鉴定险情，提出处理对策措施。

3.雨后复查

汛期过后，各街镇、区相关部门及社区应认真复查区内地质

灾害隐患点情况，根据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稳定情况以及险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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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上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接到报告后，要及时组织专家赶赴现场，调查鉴定是否

继续监测，或者搬迁治理，并通知有关监测单位和监测人。

（五）灾前监测与安全转移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由弱到强依次分为黄色、橙色、

红色三个等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以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气

象局发布的预报为准，各防灾单位接到本区域有可能发生地质灾

害的预警预报后，依照防灾责任制的规定，逐级将有关信息迅速

通知到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区域内的居民。

1.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时，表示：天气因素

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镇街、社区应组织力量监测巡查，

一旦发现险情，要随时通知转移。

2.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橙色时，表示：天气因素

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区域的群众在“黄色”防

御基础上，还要采取以下措施：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区群

众要转移到避灾点、安全区。

3.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红色时，表示：天气因素

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应在“橙色”防御基础上，高陡

边坡受威胁对象应转移避险，并且采取以下措施：当地街镇、社

区组织力量密切关注房屋周边山体、护坡的状况，如有异常，及

时向上级报告。

（六）灾情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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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地质灾害报告制度，

做到信息畅通，为防灾救灾的指挥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灾情、险情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接到灾情、险情报告后，区人民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应立即向福州市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同时应速

报省人民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在处置过程中，应及时报告处置

工作进展情况，直到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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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分级标准表

级

别

灾 情 险 情

因灾死亡

和失踪人

数

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其 他

受地灾威

胁，需搬迁

转移人数

潜在可能

造成的经

济损失

特

大

型

30（含）以

上

1000万元

（含）以

上

因地质灾害造成大

江大河及其支流被

阻断，严重影响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1000人（含

）以上

１亿元（

含）以上

大

型

10人（含）

以上、30

人以下

500万元

（含）以

上、1000

万元以下

因地质灾害造成铁

路繁忙干线、国家高

速公路网线路、民航

和航道中断，或者严

重威胁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有重大社会

影响。

500人（含

）以上1000

人以下

5000万元

（含）以

上１亿元

以下

中

型

因灾死亡

和失踪3人

（含）以上

、10人以下

100万元

（含）以

上500万

元以下

100人（含

）以上500

人以下

500万元

（含）以

上5000万

元以下

小

型

因灾死亡

和失踪3人

以下

100万元

以下
100人以下

500万元

以下

（七）防治措施

根据鼓楼区高陡边坡的规模、危险性、危害程度，结合我区

的经济实力及可操作性，落实群测群防等相关的措施，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通过治理逐步消除辖区内的高陡边坡

（详见附表1、2）。同时，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

当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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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防治方案的实施

1.建立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具体领导和协调本地区的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建立和完善群专结合的监测体系和群测群防网络，形

成地质灾害防治预警系统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联系网络。

2.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度

（1）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制度

（2）地质灾害险情巡查制度

（3）地质灾害监测制度

（4）地质灾害灾情预报制度

（5）地质灾害灾情报告制度

（6）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

3.加强监督，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执法力度

区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地质环境的管理，严格建设项目和建

设用地的审核审批，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杜绝人为活动加剧引发地质灾害的行为。违反规定，发生地质灾

害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追究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4.地质灾害防治经费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按照

“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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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宣传培训，提高干部群众的防灾意识及能力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各街镇应当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宣传和培训，充分发挥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积极性，宣传普及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组织防灾应急演练，提高机关干部和公众对

地质灾害危害性和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防灾减灾的意识，

形成各级领导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公众关注、参与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良好局面，从而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使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16

五、地质灾害的监测、预防责任人

地质灾害的发生有渐变或者突变的过程，在出现大规模变形

之前，各自往往有比较明显的征兆，通过监测，及时捕捉这些征

兆，就可以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地质灾害的监测和

预防责任人，原则上是谁受威胁、谁负责监测，谁就是责任人。

威胁道路、校园等设施的地质灾害点应由设施的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监测并落实预防责任人。在此基础上，在主汛期增加监测频率

并加强灾害体变形破坏过程前兆（泉水变浑、突变、裂缝扩张、

动物异常等）巡查，以便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危险体的变形发展趋

势，做出准确的预报。各地质灾害点监测、预防责任人（详见附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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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福州市鼓楼区地质灾害点及高陡边坡一览表

序号 街镇社区 地址
坡高
(m)

稳定性 危险性 原有支护措施 受威胁对象 威胁人数 监测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洪山镇象山社区 玫瑰山庄8号楼房后 32 稳定 小
锚杆框架+挡土墙

+挡土板
居民 56 康金春 13805069617

2024年工程治理
，正在监测

2 洪山镇国光社区 梁厝路1号中华技师学院南侧 20 稳定 小 锚杆框架 往来师生 / 蔡光平 13950353816 /

3 洪山镇西凤社区 文林路59号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西院 18 基本稳定 小 / 往来工作人员 / 邓劲松 13696871586 /

4 安泰街道于山社区 观巷31号南侧 15 基本稳定 小 干砌毛石挡墙 往来信众 /
许 眉

唐自兴
13338411117

18050305760
/

5 安泰街道于山社区 仓房街37号福州市人防办指挥所北侧 30 基本稳定 小 / 往来工作人员 / 魏泽毅 18050302027 /

6 安泰街道乌山社区 乌山路67号市对台办宿舍西北侧 8 基本稳定 小 浆砌块石挡墙 往来居民 / 叶 铄 13799408627 /

7 安泰街道乌山社区 乌山路100号北侧 6 基本稳定 小 浆砌块石挡墙 往来工作人员 / 张蕉辰 13489160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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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 福州市鼓楼区地质灾害点基本情况表

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象山社区玫瑰山庄8号楼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01120002 经纬度 119°
16'36.60"

26°
05'34.30"

高

程32m

野外编号 GLGD01 坐标 X:2889114 Y:407278

基本情况

位于玫瑰山庄8号楼房后边坡，自然坡度20°到25°，植被发育茂密，主

要灌木；上覆为残坡积粘性土，厚度0.5—3m，下伏全-中风化花岗岩。

边坡为小区建设开挖削坡形成，受第11号台风“海葵”带来强降雨的影

响（24小时降雨量达334mm），该边坡于9月5日23时发生滑坡。滑坡主轴长约

45m，宽约35m，高约31m，滑坡厚度约2-3m，坡墙距约6-7m，体积约3000m3。

滑坡体主要为残坡积黏性土，滑坡造成坡脚挡墙及围墙等设施损毁，威胁8号楼16

户56人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边坡治理工程已竣工并验收。工程采用锚杆框架梁+挡土墙+挡土板+

植草绿化进行支护。

防治措施
组织专业单位开展边坡稳定性监测；台风暴雨等天气条件下组织人员进

行巡视巡查。

危险性 小 稳定分析 稳定

威胁对象 居民 威胁人数 56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区分管领导 高春 13178035048 洪山镇 董建忠 13959115293

象山社区 吴兵 18150835638 监测人 康金春 13805069617

资源

规划局

局长 林琳 13805007331 分管 方星 13850169966

科长 郑勇坚 13509374855 所长

现场照片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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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2 福州市鼓楼区高陡边坡基本情况表

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国光社区梁厝路1号中华技师学院南侧高陡边坡

统一编号 350101120002 经纬度 119°
15'00.25"

26°
05'05.36"

高

程15m

野外编号 GLGD02 坐标 X:2886448 Y:404249

基本情况

位于金牛山脉西南端的低丘坡脚，自然坡度20°到25°，植被发育茂密，主

要灌木；上覆为残坡积粘性土，厚度0.5—3m，下伏强-中风化花岗岩。

边坡为学院大楼建设开挖削坡形成，破坏自然斜坡原有应力平衡状态，造成

坡肩下拉应力集中，降低边坡稳定性。边坡倾向325°，长约85m，高约20m，坡度

约50°，坡脚即为中华技师学院大楼，房坡距为4.5—7m 。目前边坡下部已治理待

验收，治理方式为锚杆框架梁，顶部13—25m 位置未治理。

防治措施

群测群防。若坡面框架梁出现变形、开裂或坡顶后缘出现裂缝等现象，

及时向街镇及自然资源部门报告。雨季、台风暴雨等天气条件下，加强巡

查，必要时进行人员转移。

危险性 小 稳定分析 稳定

威胁对象 师生 威胁人数 /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区分管领导 高春 13178035048 洪山镇 董建忠 13959115293

国光社区 陈立金 13860652418 监测人 蔡光平 13950353816

资源
规划局

局长 林琳 13805007331 分管 方星 13850169966

科长 郑勇坚 13509374855 所长 — —

现场照片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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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3 福州市鼓楼区高陡边坡基本情况表

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西凤社区文林路59号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西院（原杰
兴驾校）高陡边坡

统一编号 350101120007 经纬度 119°
15'54.85"

26°
05'13.46"

高
程

60m
野外编号 GLGD03 坐标 X:2886688 Y:404264

基本情况

位于低丘坡脚部位，自然坡度35°，植被发育茂密，主要乔木；上覆为残

坡积粘性土，厚度3m，下伏强风化花岗岩，边坡为建设时开挖削坡形成，倾向

10°，长约80m，高约18m，坡度约60~80°，坡脚为篮球场，院方已在场地入

口修建铁门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防治措施
群测群防。若坡面出现变形、开裂，掉块等现象，及时向街镇及自然资

源部门报告。雨季、台风暴雨等天气条件下，加强巡查，严禁人员靠近。

危险性 小 稳定分析 基本稳定

威胁对象 工作人员 威胁人数 /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区分管领导 高春 13178035048 洪山镇 董建忠 13959115293

西凤社区 陈晖 13860609763 监测人 邓劲松 13696871586

资源
规划局

局长 林琳 13805007331 分管 方星 13850169966

科长 郑勇坚 13509374855 所长

现场照片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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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4 福州市鼓楼区高陡边坡基本情况表

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于山社区观巷31号南侧高陡边坡

统一编号 350101120012 经纬度 119°18'12.36"
26°

04'55.22" 高
程37m

野外编号 GLGD04 坐标 X:2886106 Y:404303

基本情况

位于于山风景区北侧坡脚部位，自然坡度25°到55°，植被发育茂

密，主要榕树；上覆为残坡积粘性土，厚度1.0～2.0m，下伏中风化花岗

岩，边坡为人工开挖削坡形成，倾向275°，长约50m，高约15m，坡度约

35°，坡脚为干砌毛石挡墙支护，墙顶存在旧围墙，围墙高约2m，下部

即为寺庙。

目前对边坡上部已进行治理，治理方式为框架梁+预应力锚杆。下部

旧挡墙未发现明显变形，但挡墙上围墙局部坍塌，存在安全隐患。

防治措施

群测群防。若挡墙及围墙有出现变形、开裂、掉块等现象，及时向

街镇及自然资源部门报告。雨季、台风暴雨等天气条件下，加强巡查，

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危险性 小 稳定分析 基本稳定

受威胁对象 信众 威胁人数 /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区分管

领导
高春 13178035048 安泰街道 曾子猷 18850101501

于山社区 陈婷 13960783529 监测人
许眉
唐自兴

13338411117

18050305760

资源
规划局

局长 林琳 13805007331 分管 方星 13850169966

科长 郑勇坚 13509374855 所长 — —

现场照片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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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5 福州市鼓楼区高陡边坡基本情况表

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于山社区仓房街37号福州市人防办指挥所北侧高
陡边坡

统一编号 350101120018 经纬度 119°18'13.78" 26°
04'51.45"

高
程44m

野外编号 GLGD05 坐标 X:2885990 Y:404303

基本情况

位于于山风景区南东侧坡脚部位，自然坡度35°，植被发育茂密，

主要榕树；边坡基岩裸露，岩性为中风化花岗岩，边坡倾向130°，长约

50m，高约30m，坡度约60°，边坡坡脚为市人防办公室，房坡距约15m。

边坡局部有掉块现象，由于岩土受节理裂隙面切割，坡面残留危岩体，

存在掉块隐患。

防治措施

坡面采用主动柔性防护网防护或定期清除危岩体。未治理前群测群

防，设置警戒线和警示牌，禁止人员进入危险区域。若有出现开裂、掉

块等现象，及时向街镇及自然资源部门报告。雨季、台风暴雨等天气条

件下，加强巡查监测。

危险性 小 稳定分析 基本稳定

受威胁对象 工作人员
威胁

人数
/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区分管

领导
高春 13178035048 安泰街道 曾子猷 18850101501

于山社区 陈婷 13960783529 监测人 魏泽毅 18050302027

资源
规划局

局长 林琳 13805007331 分管 方星 13850169966

科长 郑勇坚 13509374855 所长

现场照片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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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6 福州市鼓楼区高陡边坡基本情况表

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乌山社区乌山路67号市对台办宿舍西北侧高陡边
坡

统一编号 350101120024 经纬度 119°
17'23.96"

26°
04'32.05"

高
程25m

野外编号 GLGD06 坐标 X:2885400 Y:404289

基本情况

位于低丘坡脚部位，自然坡度25°，植被发育稀疏，主要灌丛；边

坡坡面现为干砌块石挡墙，未见露头，边坡为人工开挖削坡形成，倾向

90°，长约20m，高约8m，坡度约65°，坡脚宿舍已拆除，拟重建。

边坡坡面为早期浆砌块石挡墙，挡墙未设泄水孔，由于人类工程活动及

降雨等因素的作用，局部出现鼓胀、开裂，雨天时有渗水现象。

防治措施

群测群防。若挡墙出现鼓胀、开裂等现象加剧，禁止人员进入危险

区，及时向街镇及自然资源部门报告。雨季、台风暴雨等天气条件下，

加强巡查监测。

危险性 小 稳定分析 基本稳定

受威胁对象 / 威胁人数 /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区分管

领导
高春 13178035048 安泰街道 曾子猷 18850101501

乌山社区 林灵 15880067321 监测人 叶铄 13799408627

资源
规划局

局长 林琳 13805007331 分管 方星 13850169966

科长 郑勇坚 13509374855 所长

现场照片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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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7 福州市鼓楼区高陡边坡基本情况表

名称 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乌山社区乌山路100号北侧高陡边坡

统一编号 350101120010 经纬度 119°
17'15.98"

26°
04'33.41"

高
程40m

野外编号 GLGD07 坐标 X:2885400 Y:404289

基本情况

位于乌石山西南侧低丘坡脚部位，自然坡度35°，植被发育茂密，

主要榕树；边坡坡面已支护，未见露头，边坡为人工开挖削坡形成，倾

向185°，长约100m，高约4.8m，坡度约75°，坡脚为政府部门办公室，

房坡距8—12m。

由于人类工程扰动，破坏自然斜坡原有应力平衡状态，造成坡肩下

拉应力集中，降低边坡稳定性。边坡坡面为早期干砌块石挡墙，挡墙南

面裂缝于2021年用水泥砂浆抹平，挡墙东面仍存在裂缝。

防治措施

群测群防。若出现变形、开裂、掉块等现象，须划定危险区域，禁

止人员进入并向街道及自然资源部门报告。雨季、台风暴雨等天气条件

下，加强巡查监测。

危险性 小 稳定分析 基本稳定

受威胁对象 工作人员 威胁人数 /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区分管

领导
高春 13178035048 安泰街道 曾子猷 18850101501

乌山社区 林灵 15880067321 监测人 张蕉辰 13489160540

资源
规划局

局长 林琳 13805007331 分管 方星 13850169966

科长 郑勇坚 13509374855 所长

现场照片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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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福州市鼓楼区地质灾害点及高陡边坡“群测群防”网络表

鼓楼区 电话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职务 电话 街镇 负责人 电话 社区 负责人 电话 地质灾害点及高陡边坡名称 监测人 电话

高春

副区长
13178035048

林 琳 局长 13805007331

洪山镇

董建忠

党委

宣传

委员

13959115293

象山社区 吴兵 18150835638
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象山社区玫瑰山
庄8号楼房后滑坡 康金春 13805069617

国光社区 陈立金 13860652418
洪山镇国光社区梁厝路1号中华技师学

院南侧高陡边坡 蔡光平 13950353816

方 星

党组

成员、中

心所所

长

13850169966

西凤社区 陈晖 13860609763
文林路59号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西院
（原杰兴驾校）高陡边坡 邓劲松 13696871586

安泰街道

曾子猷

办事处
副主任

18850101501

于山社区 陈婷 13960783529

观巷31号南侧高陡边坡 许 眉

唐自兴

13338411117

18050305760

余圣熙 主任 13600810693

仓房街37号福州市人防办指挥所北侧
高陡边坡 魏泽毅 18050302027

乌山社区 林灵 15880067321

乌山路67号市对台办宿舍西北侧高陡
边坡 叶铄 13799408627

乌山社区乌山路100号北侧高陡边坡 张蕉辰 13489160540

注：地环科值班电话：0591-87534569



附表4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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