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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所属科学技术领域与研究背景  

本项目属于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监测领域的技术及应用

研究课题。 

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土质疏松、地势陡峭、海拔落差大，

属于生态脆弱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防治已成为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而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

是实现地质灾害的早期识别、监测预警和精准管控。本项目

经过数十年产学研技术攻关，深入研究黄土高原在地质灾害

与环境地质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并利用地理信息、人工智能

等技术方法探索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实现了黄土高原

地质灾害的精准识别、合理评价和智能管控，为黄土高原地

区地质灾害防治及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主要创新点如

下： 
1.建立了具有明显级次特性的黄土微结构基本功能单

元概念模型，厘定了山西西部黄土丘陵区黄土物理力学性质

（抗拉强度）的基本特性，剖析了滑坡和崩滑灾害成因机理

及成灾模式； 
2.构建了无地下水影响的“固-液-气”三相耦合地质灾害

预警模； 
3.构建了集广域探测、精细识别、现场调查于一体的黄

土地质灾害隐患识别方法； 
4.建立了“预-天-空-地”一体化地质灾害立体监测技术

体系，评价了环境地质灾变综合情况； 
5.研发了地质灾害智能化监测预警平台，形成了地质灾

害大数据信息集成体系。 
    该成果在山西、陕西等典型黄土高原区，公路穿越采空



区地质灾害早期识别监测与处治成套技术、朔州市地质灾害

专群结合、大同市经开区城市地质调查等项目中应用。主要

为各地区和相关单位地质灾害隐患监测与防治工作提供技

术支撑，节约了生态治理费用。项目的开展与应用，切实有

效地提高了黄土高原地区地质灾害的早期预测能力以及环

境地质问题的监测预警水平，为黄土居住区人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为黄土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

产、生活质量。项目成果在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等

领域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研发的地质灾害识别技术提

高了隐患识别的精度、效率和覆盖程度，构建地质灾害智能

化监测预警平台实现了地质灾害防治的自动化、信息化、智

能化，有效降低了经费支出，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项目

的收益率，2019 年至今，技术推广为应用单位实现新增利

润 7727.38 万元；为地方节约平台建设资金累计 1.16 亿元；

依托成果技术签订项目合同额累计 3.91 亿元。经济效益突

出。项目产学研相结合，制定标准 9 项，获得专利 20 余
项，软著 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96 篇，其中 SCI 论文 
31 篇、中文核心论文 55 篇；出版专著 9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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