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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兆军、余德清、厉贤葵、戴长华、赵龙辉、邹蒲、李应真、刘立、许清。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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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地质灾害的日趋严重和国家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日益重视，以及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地质灾害

遥感调查已经成为地质灾害调查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以往对地质灾害遥感调查工作没有统一的技术

要求。为满足地质灾害遥感调查工作需求，规范地质灾害遥感调查的内容、程序、方法及要求等，制定

本《地质灾害遥感调查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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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遥感调查技术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遥感调查的设计编写、图像处理

与制作、遥感解译、野外查证、图件编制、综合分析、成果提交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遥感技术开展的地质灾害调查工作，突发性地质灾害遥感应急调查工作可参照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958 区域地质图图例（1∶50 000） 

GB/T 12328 综合工程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CH/T 1009-200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10 000、1∶50 000数字正射影像图 

CH/Z 3003-2010 低空数字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DZ/T 0157-1995 1∶50 000地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 

DZ/T 0265 遥感影像地图制作规范(1:50000 / 1:250000） 

DD 2011-03 遥感地质解译方法指南（1∶50 000、1∶250 000）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术语和定义 

孕灾地质背景 geological background for geohazard 

地质灾害形成和发育的地质环境背景，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 

3.2 缩略语 

DEM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OM  数字正射影像图（Digital Orthophoto Map） 

4 总则 

4.1 目标任务 

利用遥感技术，辅助适当的野外验证，获取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

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及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孕灾地质背景信息，分析地质灾害形成条件，

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基础资料。 

4.2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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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孕灾地质背景调查 

充分利用工作区已有研究成果和基础资料，解译与地质灾害发育有关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

构造等有关的孕灾地质背景，查明地质灾害与区域地质背景等因素的关系，分析地质灾害发育的区域地

质环境特征。 

4.2.2 地质灾害调查 

以遥感和空间定位方法为主，结合其他调查手段，识别地质灾害，解译地质灾害的类型、边界、规

模、形态特征，查明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条件和诱发因素，分析地质灾害的成因和发育规律。 

4.3 调查比例尺 

根据调查精度要求确定调查比例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的地区采用1∶50 000

比例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质灾害危害程度高的地区采用1∶10 000比例尺，重点城镇可采用1∶1 

000～1∶2 000比例尺。 

4.4 调查程序 

地质灾害遥感调查工作程序为：设计编写、图像处理与制作、遥感解译、野外查证、图件编制、综

合分析、成果报告编写与资料汇交。 

5 设计编审 

5.1 资料收集 

5.1.1 遥感数据 

5.1.1.1  开展 1∶50 000调查工作，应选用地面分辨率优于 5 m的遥感数据；开展 1∶10 000调查工

作，应选用地面分辨率优于 1 m的遥感数据或摄影比例尺为 1∶20 000～1∶50 000的航空遥感数据；

开展重点城镇地质灾害调查，应选用地面分辨率优于 0.5 m的遥感数据；开展地质灾害遥感应急调查，

宜采用无人机遥感数据。 

5.1.1.2  遥感数据的云层覆盖量应小于 5%，且不能覆盖重要地物，图像的条带、噪声应尽可能少。 

5.1.2 地形数据 

应收集与调查比例尺相同或大一个级别比例尺的最新版地形图，以及DEM数据。 

5.1.3 其他资料 

5.1.3.1  充分收集区域地质图及地质报告资料、历史地质灾害资料。 

5.1.3.2  尽可能收集前人已进行的地质灾害调查、勘察成果资料。 

5.2 初步解译 

5.2.1 在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确定工作区内主要的地质灾害类型，通过实地观察典型地质灾害的

形态特征，并与遥感影像对照，系统建立各类地质灾害要素解译标志，进行初步解译。 

5.2.2 初步解译后，应重点选择地质灾害多发区，以穿越路线法进行踏勘。一般情况下至少有 1条贯

穿高易发区并包括所有地质灾害类型的踏勘路线。 

5.2.3 踏勘时应详细了解工作区的野外工作条件，为野外调查工作的开展准备必要的地形、地貌、交

通、人文、环境等资料。 

5.3 设计书编写与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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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在充分收集研究工作区有关资料，进行必要的野外踏勘，了解工作区典型地质灾害及以往工作

程度的基础上，根据任务书或委托书具体要求编写设计书。 

5.3.2 设计书内容应包括前言、区域环境地质背景、技术路线与工作方法、工作部署与年度工作安排、

预期成果、组织管理及人员安排、保障措施、经费预算情况等内容，各部分内容编写要求见附录 A。 

5.3.3 设计书应做到工作部署合理、技术方法先进可行、经费预算正确、组织管理和质量保障措施有

力。 

5.3.4 设计书应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工作过程中，因情况变化而确需修改设计书时，应及时

编写补充设计，报请原审批单位批准。 

6 图像处理与制作 

6.1 数学基础 

6.1.1 平面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1∶50 000比例尺按 6°分带，1∶

10 000比例尺按 3°分带，1∶1000～1∶2 000比例尺按 1.5°分带（可任意选择中央子午线）。 

6.1.2 高程基准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6.2 图像制作 

6.2.1 1∶50 000遥感数据处理，执行 DZ/T 0265；1∶10 000航空遥感数据处理，执行 GH/T 1009-2001；

1∶10 000航天遥感数据处理，参照 DZ/T 0265执行；1∶1 000～1∶2 000比例尺遥感数据处理，参照

CH/Z 3003-2010执行。 

6.2.2 航天遥感数据正射纠正的高程控制应采用 DEM数据。不同比例尺 DOM与 DEM比例尺关系见表 1。 

表1 不同比例尺 DOM与 DEM比例尺关系 

DOM 比例尺 DEM 比例尺 

1∶10 000 1∶10 000 或 1∶50 000 

1∶50 000 1∶50 000 

6.2.3 DOM地物点相对于实地同名地物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表 2规定，特殊地区可放宽至 1.5

倍。 

表2 DOM平面位置中误差  

单位为米 

DOM 比例尺 平地、丘陵地 山地、高山地 

1∶1 000 0.60 0.80 

1∶2 000 1.20 1.60 

1∶10 000 5.00 7.50 

1∶50 000 25.00 37.50 

6.2.4 可利用遥感图像加数字高程模型制作三维影像图，并根据实际应用叠加地理、人文等专题要素。 

7 孕灾地质背景解译 

7.1 解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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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灾地质背景解译，若前期基础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应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料，对孕灾地质背景进行

必要的补充、修正；如果基础地质工作程度较低、无相关孕灾背景资料，则应开展较为详细的孕灾地质

背景解译。具体方法参见DD 2011-03。 

7.2 解译内容 

7.2.1 地形地貌 

7.2.1.1  各种地形地貌的形态、成因类型及地貌分区界线。 

7.2.1.2  微地貌的个体特征、组合特征。 

7.2.2 地质构造 

7.2.2.1  断层的位置、长度和延伸方向。 

7.2.2.2  褶皱的类型、规模、长度及延伸方向。 

7.2.2.3  破碎带的性质、分布。 

7.2.3 地层岩性 

参照已有地质资料，确定地层、岩性类别及岩层产状。 

7.2.4 土地利用 

森林植被、地表水体、耕地、荒坡地、城镇、交通等用地类型和分布现状。 

7.2.5 人类工程活动 

工程切坡、水库库岸、露天采矿场、尾矿库、固体废物堆场等分布，及其稳定性。 

7.3 解译精度要求 

影像图上图斑面积大于4 mm
2
的孕灾地质体，长度大于2 cm的形变线状地质体均应解译出来。 

8 地质灾害解译 

8.1 解译方法 

地质灾害解译，应以计算机为主要工作平台，结合孕灾地质背景资料，采用二维与三维相结合的方

式，在原始分辨率影像上人机交互进行。各典型地质灾害遥感解译特征参见附录B。 

8.2 解译内容 

8.2.1 滑坡 

8.2.1.1  滑坡体所处位置、地貌部位、前后缘高程、沟谷发育状况、植被发育状况等。 

8.2.1.2  滑坡体的范围、形态、坡度、总体滑动方向，滑坡与重要建筑物的关系及影响程度等。 

8.2.2 崩塌 

8.2.2.1  崩塌所处位置、形态、分布高程。 

8.2.2.2  崩塌堆积体的面积、坡度、崩塌方向、崩塌堆积体植被类型。 

8.2.3 泥石流 

8.2.3.1  泥石流流域的边界、面积、形态、主沟长度、主沟纵降比、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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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  物源区的水体分布、集水面积、地形坡度、岩层性质，区内植被覆盖程度、植物类别及分布

状况，断裂、滑坡、崩塌、松散堆积物等不良地质现象，可能形成泥石流固体物质的分布范围。 

8.2.3.3  流通区沟床的纵横坡度和冲淤变化以及泥石流痕迹，阻塞地段堆积类型，以及跌水、急弯、

卡口情况等。 

8.2.3.4  堆积区堆积物的分布范围，性质、堆积面积，堆积扇坡降、土地覆盖。 

8.2.4 地面塌陷 

8.2.4.1  地面塌陷的位置、形状、范围。 

8.2.4.2  塌陷对地面设施的破坏程度和造成的成灾范围。 

8.2.5 地裂缝 

8.2.5.1  地裂缝群体的总体分布范围、平面组合形态和展布方向等。 

8.2.5.2  主要地裂缝单体的分布位置、长度、宽度。 

8.2.6 潜在威胁对象 

8.2.6.1  受威胁的居民点、城镇、水电站、公路、河流等基础设施。 

8.2.6.2  受威胁的自然资源状况，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等。 

8.3 解译要求 

8.3.1 解译出的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的最小上图精度为 4 mm
2
，地面塌陷为 2 mm

2
。图上面

积大于最小上图精度的，应勾绘出其范围和边界，小于最小上图精度的用规定的符号表示。 

8.3.2 定位时，滑坡点定在滑坡后缘中部，崩塌点定在崩塌发生的前沿，泥石流点定在堆积扇扇顶，

地面塌陷和地裂缝定在变形区中部。 

8.3.3 所有解译成果应填写遥感解译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C。 

8.3.4 地质灾害遥感应急调查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a) 以房屋建筑、公路桥梁损坏、堰塞湖等灾情为主要解译对象，重点关注河流、公路、城镇、居

民点、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分布地区； 

b) 地质灾害的解译内容为识别地质灾害体、确定其类型、位置、边界及规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分析其潜在危害； 

c) 在应急调查阶段，除坡面泥石流外，只解译各类灾害体的堆积体，并用规定的符号表达在灾害

体上，分为特大、大、中和小型灾害体来说明其规模。 

9 野外查证 

9.1 资料准备 

9.1.1 1∶50 000野外查证应准备如下资料： 

a) 1∶25 000遥感影像图； 

b) 1∶25 000地质灾害遥感调查图； 

c) 1∶50 000区域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图； 

d) 相关地形图等资料。 

9.1.2 1∶10 000野外查证应准备如下资料： 

a) 1∶5 000遥感影像图； 

b) 1∶5 000地质灾害遥感调查图； 

c) 相关地形图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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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查证内容 

9.2.1 进一步完善解译标志，对室内解译存在疑问的地质灾害及孕灾地质背景要素进行实地调查，对

初步解译成果进行系统的检查、修改和完善。 

9.2.2 对室内解译遇到的不能解决的地质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确定地质灾害的类型、边界范围、形态

特征、规模大小和危害程度。 

9.3 查证方法 

9.3.1 查证路线应重点布置在解译出的地质灾害分布较为集中地段、室内解译不能确定地段、解译标

志不甚明显地段、综合分析存在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地段、现有交通可达地段。 

9.3.2 首先选择典型地段进行解译标志及初步解译成果验证，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个工作区的查证；验

证时，应确认是否为地质灾害，然后再核定地质灾害的边界范围、形态特征、规模大小、运动方式和危

害程度等要素。 

9.3.3 对典型地质灾害及其孕灾地质背景，应采用摄像或拍照的方式，作为与遥感影像对照、说明地

质灾害特征的依据。 

9.4 查证要求 

9.4.1 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对于解译效果好的地段以点验证为主；对于解译效果

中等的地段应布置一定代表性路线追索验证；对于解译效果差的地段以面验证为主。 

9.4.2 野外查证图斑数量不小于解译图斑总量的 10%，有疑问的图斑进行 100%野外查证。 

9.4.3 野外查证时应按附录 D逐一完善解译结果，填写野外实地验证情况，不应遗漏主要调查要素。 

9.5 资料整理 

野外查证结束后，应及时进行野外资料整理，根据查证后的解译标志进行地质灾害及孕灾地质背景

的详细解译，修改初步解译成果，对遗漏的地质灾害进行补充，使解译成果完整、客观、全面、准确地

反应调查区内的地质灾害状况。对调查中存在的不足或遗漏的问题，应及时安排野外补充工作或现场解

译验证。 

10 图件编制 

10.1 基本要求 

10.1.1 地理底图编制工作应符合 DZ/T 0157-1995的规定，并视工作区情况，对交通线路进行修编，

对其他要素进行删减。 

10.1.2 成果图件的编制参照 GB/T 12328、GB/T 958规定的图式图例、符号等进行表示。 

10.2 编制内容 

10.2.1 区域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图 

在编制好的地理底图的基础上，依次叠覆地貌分区、地层岩性、构造等区域地质环境要素图层，形

成区域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图，比例尺视具体调查要求而定，一般1∶50 000～1∶100 000。 

10.2.2 地质灾害分布遥感调查图 

以编制好的地理底图为基础，依次叠覆符号化的地质灾害点类型、分布及规模等，形成地质灾害分

布遥感调查图，比例尺视具体调查要求而定，一般1∶10 000～1∶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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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综合分析 

11.1 地质灾害分布特征分析 

在遥感解译、野外查证的基础上，对工作区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分布及地面密度等进行统计分

析，总结各类地质灾害空间分布特征。 

11.2 地质灾害发育规律分析 

分析地质灾害与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土地覆盖等孕灾地质背景的关系，探讨地质灾害

形成主要影响因素，总结调查区各类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和分布规律。 

12 成果报告编写与资料汇交 

12.1 成果报告编写 

12.1.1 成果报告应根据具体任务要求，以工作区遥感调查成果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系统地

总结客观规律。 

12.1.2 报告应做到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论据充分，结论明确，文、图、表齐全准确。 

12.1.3 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 E。 

12.2 成果审查提交的资料 

成果审查提交的资料包括： 

a) 实际材料图、野外记录表； 

b) 项目成果图； 

c) 成果报告； 

d) 项目任务书或委托书、设计书、项目承担单位初审意见书。 

12.3 资料归档与成果汇交 

12.3.1 原始资料 

应汇交的原始资料包括： 

a) 遥感影像图及数据； 

b) 遥感解译记录表； 

c) 野外调查记录表与实地照片。 

12.3.2 成果报告及图件 

应汇交的成果报告及图件包括： 

a) 地质灾害遥感调查报告； 

b) 区域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图； 

c) 地质灾害分布遥感调查图。 

12.3.3 汇交要求 

项目成果归档按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办法执行，汇交时涉密部分处理按照国家相关要

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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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设计书编写提纲 

A.1 第一章  前言 

A.1.1 第一节  项目来源 

A.1.2 第二节  目的任务 

A.1.3 第三节  工作区概况 

A.2 第二章  区域环境地质背景 

A.2.1 第一节  区域环境地质背景 

A.2.2 第二节  主要地质环境问题与地质灾害现状 

A.3 第三章  技术路线与工作方法 

A.3.1 第一节  技术路线 

A.3.2 第二节  工作方法 

A.4 第四章  工作部署与年度安排 

A.5 第五章  实物工作量 

A.6 第六章  预期成果 

A.7 第七章  组织管理与人员安排 

A.8 第八章  保障措施 

A.8.1 第一节  质量管理措施 

A.8.2 第二节  技术保证措施 

A.8.3 第三节  安全及劳动保护措施等 

A.9 第九章  经费预算（有设备购置与配备、委托业务的，按地质调查项目有关规定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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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典型地质灾害遥感影像特征 

B.1 滑坡 

B.1.1 基本影像特征 

滑坡的基本影像特征如下： 

a) 呈簸箕形、舌形、梨形等平面形态及不规则等坡面形态，规模较大的可见到滑坡壁、滑坡台阶、

滑坡鼓丘、封闭洼地、滑坡舌、滑坡裂缝等微地貌形态； 

b) 常表现为连续的地貌形态突然被破坏，由陡坡和缓坡两种地貌单元组成，坡体下方由于土体挤

压， 有时可见到高低不平的地貌， 缓坡部分深冲沟发育，地形破碎； 

c) 滑坡多在峡谷中的缓坡、分水岭的阴坡、侵蚀基准面急剧变化的主沟与支沟交会处及其沟头等

处发育。 

B.1.2 古滑坡影像特征 

古滑坡的影像特征如下： 

a) 滑坡后壁一般较高，坡体纵坡较缓，有时生长树木； 

b) 滑体规模一般较大，表面平整，土体密实，无明显的沉陷不均现象，无明显裂缝，滑坡台阶宽

大且已夷平； 

c) 滑体上冲沟发育，这些冲沟系沿古滑坡的裂缝或洼地发育起来的； 

d) 滑坡两侧自然沟割切较深，有时出现双沟同源； 

e) 滑坡前缘斜坡较缓，长满树木，，滑体无松散坍塌现象，前缘迎河部分有时出现大孤石； 

f) 滑坡舌已远离河道，有些舌部处已有不大的漫滩阶地； 

g) 滑坡体上多辟为耕地，甚至有居民点、寺庙、电线杆等分布； 

h) 斜坡上部分坡体较周围地形平缓，但其可与侵蚀平台、阶地等区分； 

i) 部分缓坡后及两侧有陡壁及侧壁，大部分没有； 

j) 局部平缓斜坡有明显的界线与周围分割，这些界线可以是沟谷、陡坡下的突变缓坡等； 

k) 缓坡后部，后壁下，常有凹陷地带，有时有积水，或成为湖； 

l) 斜坡上局部存在平缓斜坡，但其上没有深沟，也没有明显的坚硬基岩形态（与稳定斜坡处的基

岩对比）。 

B.1.3 活动滑坡影像特征 

活动滑坡影像特征如下： 

a) 滑坡体地形破碎，起伏不平，斜坡表面有不均匀陷落的局部平台； 

b) 斜坡较陡长，虽有滑坡平台，但面积不大，有向下缓倾的现象； 

c) 有时可见到滑坡体上的裂缝，特别是粘土滑坡和黄土滑坡，地表裂缝明显，裂口大； 

d) 滑坡体地表湿地、泉水发育，呈斑状或点状深色调； 

e) 滑坡体上无巨大直立树木，可见小树木或醉林，且有新生冲沟，沟床窄而深； 

f) 滑坡体前沿有地下水渗出线或泉水点。 

B.2 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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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崩塌堆积体影像特征 

崩塌堆积体影像特征如下： 

a) 发育在悬崖、陡壁或呈参差不齐的岩块处； 

b) 高分辨率影像山可见悬崖、陡壁下有巨大岩块者则为堆积体，有时可见巨石形成的阴影，呈粒

状；有时落石滚落在距坡脚较远处； 

c) 崩塌体堆积在谷底或斜坡平缓地段，表面坎坷不平，影像具粗糙感； 

d) 崩塌体上部外围有时可见到张节理形成的裂缝影像。 

B.2.2 危岩体影像特征 

危岩体影像特征如下： 

a) 位于陡峻的山坡地段，其纵断面形态上陡下缓； 

b) 危岩体上部外围有时可见到张节理形成的裂缝； 

c) 有时巨大的崩塌体堵塞了河谷，在崩塌体上游形成堰塞湖，崩塌体处形成带有瀑布的峡谷。 

B.3 泥石流 

泥石流影像特征如下： 

a) 标准型泥石流沟可清楚地看到物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个区； 

b) 物源区山坡陡峻，岩石风化严重，松散固体物质丰富，常有滑坡、崩塌发育； 

c) 流通区一般为泥石流沟的沟床，呈直线或曲线条带状，纵坡较物源区地段缓，但较堆积区地段

陡； 

d) 堆积区位于沟谷出口处，纵坡平缓，成扇状，呈浅色色调，扇面上可见固定沟槽或漫流状沟槽，

还可见到导流堤等人工建筑物。 

e) 泥石流堆积扇与一般河流冲洪积扇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较大的堆积扇纵坡，一般为 5°～

9°，部分达 9°～12°，后者一般在 1°～4°间。 

B.4 地面塌陷 

B.4.1 岩溶塌陷影像特征 

岩溶塌陷影像特征如下： 

a) 岩溶地区特有的地貌，常与溶蚀洼地、坡立谷、盲谷、孤峰等伴生，在高分辨率影像上极易辨

认； 

b) 岩溶塌陷常表现为地表漏斗，往往成群出现，呈串珠展布。在影像上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

圆形的洼地，上大下小，底部呈深色色调，但常被第四系沉积物充填而呈浅色色调； 

c) 岩溶塌陷附近长满了灌丛、灌草，中间凹陷处往往生长蓼科植物，与周围耕地特征差异明显。 

B.4.2 采空塌陷影像特征 

采空塌陷影像特征如下： 

a) 当采空区影响到达地表以后，在采空区上方常形成地表塌陷，多伴生地裂缝。规模较大的采空

塌陷表现为宽 1～2 m，长数十米～上百米的不规则封闭、半封闭的环形带或条带，其边缘常

伴生地裂缝，裂缝两侧地表出现一定高差。在环形带的上方图色调较亮，下方色调较暗； 

b) 平原地区，因地下水位埋藏较浅，采空塌陷区多常年积水或季节性积水； 

c) 规模较小的塌陷坑多呈独立的环形或椭圆形斑点、斑块状，独立个体成群分布，色调明暗不同。

由于塌陷坑是有一定深度的负地形，在阴影作用下，立体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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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山区采空塌陷坑，一般没有与其连接的道路，是区别于其他采矿活动的重要特征。 

B.5 地裂缝 

地裂缝影像特征如下： 

a) 由于地裂缝处的地表和浅层土壤结构发生了变化，遥感影像上常形成色调和纹理上的光谱差

异； 

b) 平原区地裂缝一般规模较大，呈线状影像特征，有时穿过农田形成一定落差的断陷陡坎； 

c) 山区规模较大的地裂缝呈条带状，裂缝内常有植被，规模较小的地裂缝，多呈折线状断续分布； 

d) 地裂缝与其他线状地物的区别：①地裂缝具有一定的形态特征，如直线型地裂缝，裂缝平直，

延伸方向稳定；曲线型地裂缝，裂缝呈弧形弯曲，大多数由工作面的一侧延伸至另一侧。②地

裂缝的走向一般与地形地貌单元走向不一致，并可能切穿不同地形地貌单元。③其走向与农业

耕作方向不一致，属非人工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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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E.1 第一章  序言 

主要包括：目的任务；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环境地质问题；以往调查工作程度；本次调查工作部署、

方法、完成的工作量及提交的成果资料等。 

E.2 第二章  调查方法与技术路线 

主要包括：遥感信息源介绍、图像处理、遥感解译、野外查证、图件编制、综合分析、质量评述等。 

E.3 第三章  孕灾地质背景遥感调查 

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土地覆盖等。 

E.4 第四章  地质灾害遥感调查 

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分布特征等。  

E.5 第五章  地质灾害发育规律 

主要包括：地质灾害与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的关系；地质灾害发育规律等。  

E.6 第六章  结论 

主要包括：本次调查工作的主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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