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区有9处隐患点，6到9月要小心
烟台公布4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市区共9处，主要是崩塌、滑坡

隔记者 王晏坤 报道

本报6月13日讯 13日，记者从
烟台市府办了解到，《烟台市2013年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已发布。《方案》显示，今年烟台
需要防范的重点防治区域共41处，
比去年多5处，其中市区范围内共9

处，地质灾害隐患主要是崩塌、泥石
流、滑坡和采空塌陷等。

据介绍，该《方案》结合烟台
市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条件、社
会经济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和强度以及市气象局预测资料
(预计2013年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650—750毫米，较常年偏多1—2

成)等因素，对2013年度可能发生
的地质灾害进行了预测。

预测总体趋势为，以昆嵛山、
艾山—牙山、塔顶山、大泽山、招

虎山、罗山等为中心的低山丘陵
区及岛屿海岸带在强降雨的影响
下仍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
流。废弃采空区、不明采空区的采
空塌陷隐患比较突出。

其中昆嵛山地区、艾山—牙
山地区、塔顶山地区、大泽山区北
麓、招虎山地区、罗山地区等由于
山地陡峭，沟谷发育，区内地质条
件较复杂，汛期遇强降雨过程易

发生崩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
害。

而岛屿、海岸带受海蚀作用
影响，边坡发育不稳定，汛期也可
能产生崩塌灾害。威胁对象主要
为坡下人员、建筑、桥梁、道路、水
利等设施和景区游人。

除了易发生的自然灾害外，
栖霞市、龙口市、招远市、莱州市
等部分县市区因地下开采煤、金、

滑石、铜、铅锌等产生的采空区较
多，易发生采空塌陷及地裂缝地
质灾害，威胁对象主要为采空区
及周边的建筑、桥梁、道路、水利
等设施和附近人员。

根据各种地质灾害基础调查
资料，结合烟台市地质环境特点
和地质灾害历史记录，烟台市地
质灾害多发生在汛期，主要集中
在每年的6月至9月。

13日下午，在芝罘区环山路
隧道东口附近的山上，很多山石
已经滑落，幸好有密植的林木，
挡住了滑落的石头，但还是有一
定的危险性。

据烟台市气象局预测显示，
预计2 0 1 3年烟台全市平均降水
量为650至750毫米，较常年偏多
1至2成，受降水量增加的影响，
往年灾害隐患点今年需要格外
注意。

其中福山区门楼镇姜家夼
村和上许家村、昆嵛保护区石门
桥景区和涝夼村、栖霞市北夼
村—后张家村、蓬莱市南官村、
海阳市朱吴镇九岭夼—丁家夼
村、龙口市北马镇下虎石村等24

处泥石流隐患均位于低山区，分
布相对集中，历史上曾有不同程
度泥石流发生，均具有再次发生
泥石流的条件。

应在汛期定期巡查监测，在
暴雨期等时间段加大巡查监测
密度，发现灾情按速报制度执
行；汛期之前应疏通、加固流域

内泄洪渠道，以利快速泄洪。
芝罘区环山路以东南部山

体、烟台开发区棘子夼村、栖霞
市峩夼村、蓬莱市蓬莱阁景区田
横山、海阳市栾家庄村迎客岭、
莱阳市西半泊村等25处崩塌、滑
坡隐患，应安排专人进行巡视监
测，雨期加密巡视，发现险情及
时警示过往车辆行人避让，并在
隐患处设立警示标志。

福山区铜矿废弃矿区、牟平
区上潘家、莱山区铁矿及大理岩
废弃矿区、栖霞市李博士夼—上
林家村滑石废弃矿区、招远市玲
珑台上—大蒋家村、莱州市焦
家—望儿山金矿区、海阳市台上
村滑石矿废弃矿区、龙口市后地
村—大园村—大庄村废弃矿区
等1 8处采空塌陷及伴生地裂缝
隐患，应禁止在居民区附近开展
浅部探采活动，设立危险警示标
志，圈定危险范围并进行避让；
加强日常观测，汛期对建筑物开
裂、地面裂缝等险情加密观测，
及时发现问题，减少灾害损失。

格新闻延伸

平均降雨量增加

往年灾害隐患点今年要格外关注

1、芝罘区大海阳路(崩塌)
2、芝罘区环山路以东南部山体
(崩塌、滑坡)
3、莱山区铁矿及大理岩废弃矿
区(采空塌陷、崩塌)
4、福山区高疃镇王家庄铜矿废
弃矿区(采空塌陷)
5、福山区门楼镇姜家夼村、上
许家村(泥石流)

6、昆嵛山保护区昆嵛镇石门桥
景区、涝夼村(泥石流、崩塌)
7、牟平区高陵镇上潘家、牟平
区水道镇金牛山—猫山—岔
河—罗家屯一带(采空塌陷)
8、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棘子夼
村(滑坡、崩塌)
9、烟台开发区长江社区管理处
奇章居委会东北角(崩塌)

市区范围内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方案要求，对列入年度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的突发性地质灾
害隐患点，所在地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制定应急行动方案。

要明确受威胁范围、监测预
报方法、预警报警信号、转移疏
散路线、应急抢险措施以及各环
节责任人员等，并组织开展应急
演练，检验并及时修订应急行动
方案，提高防灾应急能力

各县市区要组织有关部门
和单位对辖区内地质灾害易发
区、危险区进行监测巡查，特别
在强降雨期间要确保24小时连
续不间断地监测和巡查。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危险区
设立警示标志，对重大隐患点、
危险点要责成防灾责任单位提
出防治和应急抢险预案，落实灾
害点的监测、预警、应急防御措
施以及预定避灾地点、撤离路
线。

强降雨时应保持

24小时不间断监测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群
测群防人员和持有“避险明白
卡”的群众，汛期要密切关注山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当发布三级以上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时，要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
短信、电话、宣传车和电子显示
屏及有线广播、高音喇叭、鸣锣
吹哨、逐户通知等手段和方式
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给受威胁
群众。

如遇突发性地质灾害，要
立即启动防灾预案，组织力量
进行应急处理，指挥抢险救灾，
同时按要求上报有关情况。方
案中公布了烟台市汛期地质灾
害防治值班电话：6 7 1 9 0 1 3 (白
天 )、6719011 (夜间 )，市民若遇
地质灾害险情应及时上报。

市民应该对

预警信息保持警惕

烟台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图。 记者 王晏坤 翻拍

环山路某段两侧山坡上，堆积着大块碎石，随时可能滑落。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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