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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毅、李岚、马强、肇毓、陆井龙、张婉莹、李嘉宁、张萌萌、王寒、孙丽、

齐昕、王迪。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气象局（沈阳市和平区常德街69号），联系电话：024-86862064。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南路388号），联系电话：

024-83893361。



DB FORMTEXT XX/T FORMTEXT XXXX — FORMTEXT XXXX

1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评估

1 总则

本文件规定了暴雨诱发的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及划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公路交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业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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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2017 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公路地质灾害 Highway geological disaster
不良地质作用引起公路路面、车辆、交通参与者的损失。主要包含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引起

的路面路基水毁、路面下沉、桥梁冲毁、沿线设施冲毁等公路地质灾害。

注：改写DZ/T 0286-2015，定义3.1。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 Highway meteorological risk degree of geological disaster
公路沿线发生因降水导致的地质灾害严重程度。

注： 改写QX/T 487-2019，定义2.2。

有效雨量致灾概率 Disaster probability of effective rainfall
指前期降雨渗入岩土体后导致公路沿线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

公路潜在危险等级 Highway Potential danger
指公路沿线在自然状态下受内在因素作用，具备地质灾害形成条件但尚未发生地质灾害的潜在危险

等级。

注：改写QX/T 487-2019，定义2.3。

公路等级 Highway Classification
公路按照行政等级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其中，国道包括国家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

省道包括省级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

注：改写GB/T 917-2017，定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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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级划分与评估方法

等级划分

根据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R)对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进行划分，分为低风险(Ⅴ)、有

一定风险(Ⅳ)、风险较高(Ⅲ)、风险高(Ⅱ)、风险很高(Ⅰ)。

表 1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及指标

等级 等级含义 判别指标

Ⅰ 风险很高 0.512 ≤ R

Ⅱ 风险高 0.216 ≤ R ＜ 0.512

Ⅲ 风险较高 0.064 ≤ R ＜ 0.216

Ⅳ 有一定风险 0.008 ≤ R ＜0.064

Ⅴ 风险低 R ＜ 0.008

等级评估方法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R)算法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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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计算方法

A.1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计算方法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计算公式见式(A.1):
� = �� ×�ℎ ×�································································· (A.1)

式中：

R—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计算方法见A2；
�� —有效雨量致灾概率，计算方法见A2.1；
�ℎ —公路潜在危险等级，取值方法见附录B；
� —公路等级，取值方法见附录C。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通过有效雨量致灾概率 Pe、公路潜在危险等级 Ph、公路等级 C 三者的乘

积计算，数值 0.512～1、0.216～0.512、0.064～0.216、0.008～0.064、0～0.008分别代表公路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很高、风险高、风险较高、有一定风险、风险低共 5个等级。

A.2 公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度计算过程

A.2.1 有效雨量致灾概率

根据气象地理分区方法，将辽宁分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个地区，分区详情见附录D。

利用高斯分布概率密度函数拟合各分区内降水因子与公路地质灾害发生频次之间关系，得到有效雨量致

灾概率计算模型。有效降水致灾概率计算公式见式(A.2)：

�� =
1

� 2� 0
��(−

�−� 2

2�2
)� �� ···················································· (A.2)

式中：

�� —有效雨量致灾概率;
� —降水因子;
�，� 为系数，详见表A.1。

表 A.1 有效雨量致灾概率拟合模型系数

东部 南部 西部 北部 中部

u 3.159 3.194 3.082 3.067 3.076
� 0.367 0.465 0.366 0.272 0.316

式(A.2)中的降水因子�为经过正态化处理的有效雨量，计算公式见(A.3):

� = 4
�=0
14 0.8���� ································································ (A.3)

式中：

� — 降水因子

�� — 日雨量，单位mm。�0、�1、�2……�14代表公路地质灾害发生当天到前第i天逐日降水量。

A.3 公路潜在危险等级

根据《辽宁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结合省内公路分布，将公路潜在危险等级划分五个等级。公路潜

在危险等级、等级赋值、分区范围、公路路段信息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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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公路等级

按照公路行政等级将公路划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五个等级，公路等级越高发生地质

灾害时遭受的损失越严重。公路等级及等级值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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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公路潜在危险等级及分布

表 B.1 公路潜在危险等级及分布

等级 赋值 分布范围 地貌类型 主要公路线路

Ⅰ级 1.0 公路巡查确定的地质灾害隐患路段、隐患点

Ⅱ级 0.8

南票区和连山区西

北部
中低山区

省道 S220南票段；省道 S320南票段、

连山段；省道 S221连山段

建平县北部 低山区
丹锡高速(G16)建平段；省道 S222 建平

段；省道 S223建平段

北票市西部和朝阳

市北部
平原区

丹锡高速(G16)朝阳段； G25 (长深高速)
北票段、朝阳段； 国道 G101 北票段、

朝阳段；国道G305北票段；省道 S220 朝

阳段

阜新市中东部 丘陵区

G25(长深高速)阜新段；G4513 (奈营高

速)阜新段；国道 G101阜新段；省道 S213
阜新段；省道 S214 阜新段

义县南部 丘陵区

G2512阜锦高速 义县段；国道 G305义
县段；省道 S217义县段；省道 S218义
县段；省道 S325义县段

黑山县西北部 丘陵区
国道 G230黑山段；省道 S214黑山段；

省道 S319黑山段

西丰县东南部 低山丘陵区 省道 S201西丰段；省道 S302西丰段

调兵山市东部
丘陵区及平

原区
省道 S106调兵山段

抚顺市区 低山区

G1212(沈吉高速)抚顺段；G91(辽中环高

速) 抚顺段；国道 G202 抚顺段；国道

G230 抚顺段；省道 S104抚顺段；省道

S106抚顺段；省道 S205抚顺段

清原县沿浑河分布 中低山
G1212沈吉高速 清原段；国道 G202 清

原段

桓仁县东南部和宽

甸县东北部
中低山

G11(鹤大高速)桓仁段、宽甸段；国道

G201桓仁段、宽甸段；国道 G506桓仁

段；省道 S305 桓仁段；省道 S308宽甸

段；省道 S309宽甸段

本溪县、岫岩县、

海城市、盖州市，

普兰店北部

中低山

G15(沈海高速)海城段、盖州段；G16(丹
锡高速)岫岩段、海城段；G1113(丹阜高

速)本溪县段；S19(庄盖高速)盖州段；国

道 G202海城段、盖州段；国道 G228 盖

州段；国道 G229本溪县段、岫岩段、盖

州段；国道 G304本溪县段；；国道 G305
盖州段；国道 G506本溪县段；省道 S101
海城段；省道 S102海城段；省道 S106
本溪县段；省道 S205本溪县段；省道

S206本溪县段；省道 S209岫岩段；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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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赋值 分布范围 地貌类型 主要公路线路

道 S210岫岩段；省道 S211盖州段、普

兰店段；省道 S212盖州段、普兰店段；

省道 S305本溪县段；省道 S307海城段；

省道 S309岫岩段；省道 S310本溪县段；

省道 S311岫岩段；省道 S312岫岩段、

海城段；省道 S313海城段；省道 S315
盖州段

鞍山市南部 低山

G15(沈海高速)鞍山段；国道 G202鞍山

段；省道 S307鞍山段；省道 S316鞍山

段

Ⅲ级 0.6

建昌县西部及绥中

县西部
低山丘陵区

国道 G230 建昌段；省道 S323建昌段；

省道 S324 绥中段

喀左县东北部 中低山区
G25(长深高速)喀左段；国道 G101喀左

段；省道 S222喀左段、

北镇市西部 低山区 国道 G230 北镇段；省道 S216 北镇段

法库县北部 平原区

S2(沈康高速)法库段、G25(长深高速)法
库段；国道 G203法库段；国道 G505法
库段；S214法库段；S303法库段

沈阳市北部 平原区

G1(京沈高速)沈阳段；S2(沈康高速)沈阳

段；G91辽中环高速 沈阳段；国道 G101
沈阳段；国道 G102 沈阳段；国道 G203
沈阳段；省道 S103沈阳段；省道 S105
沈阳段；省道 S107沈阳段

铁岭市西北部 低山区
G91辽中环高速 铁岭段；省道 S103 铁

岭段；省道 S106铁岭段

本溪市北部、新宾

县、桓仁县和宽甸

县北部

中低山区

G1113(丹阜高速)本溪段；S10(抚通高速)
新宾段；S13(永桓高速)新宾段；国道

G304本溪段；国道 G229 新宾段；国道

G230新宾段；国道 G331宽甸段；国道

G506桓仁段；省道 S201 桓仁段；省道

S202桓仁段；省道 S204桓仁段、宽甸

段；省道 S306 本溪县段；

瓦房店市北部 中低山区

G15(沈海高速)瓦房店段、国道 G202瓦
房店段；国道 G228瓦房店段；省道 S212
瓦房店段

庄河市
平原及中低

山

S19(庄盖高速)庄河段；G11鹤大高速庄

河段；国道 G201庄河段；国道 G228庄
河段； 国道 G305庄河段；省道 S201
庄河段；省道 S210庄河段；省道 S314
庄河段；省道 S315庄河段；省道 S316
庄河段

大连市周边 低山区

G11(鹤大高速)大连段；G15(沈海高速)
大连段；S23(大窑湾疏港路)大连段；国

道G201大连段；国道 G202大连段；国

道 G228大连段；省道 S212大连段

灯塔市西北部及东

南部
平原区

G15(沈海高速)灯塔段；S20(灯辽高速)
灯塔段；国道 G202灯塔段；省道 S107
灯塔段；省道 S209灯塔段

Ⅳ 级 0.4

朝阳市东南部和锦

州市北部
低山区

G16(丹锡高速)朝阳段、锦州段；国道

G230 朝阳段、锦州段；省道 S218朝阳

段、锦州段

抚顺市西部和丹东

市南部

平原及中低

山区

G11(鹤大高速)丹东段；G91(辽中环高速)
抚顺段；G1212(沈吉高速)抚顺段；国道

G201丹东段；国道 G202抚顺段；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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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赋值 分布范围 地貌类型 主要公路线路

G230抚顺段；国道 G228丹东段；省道

S106抚顺段；省道 S205抚顺段；国道

G201东港段；

Ⅴ级 0.2 省内其他平原地区 平原区 辽宁省内其他公路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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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公路等级及等级值

表 C.1 公路等级及等级值

名称 等级 等级值

国道 Ⅰ级 1.0

省道 Ⅱ级 0.8

县道 Ⅲ级 0.6

乡道 Ⅳ级 0.4

村道 Ⅴ级 0.2



DB FORMTEXT XX/T FORMTEXT XXXX — FORMTEXT XXXX

7

D
D

附 录 D

（资料性）

辽宁省气象地理分区

综合考虑辽宁省地貌及气候常规分区方法，将辽宁分为西部、中部、北部、东部、南部共 5 个分

区，具体分区及所包含市（区县）见表 D.1。

表 D.1 辽宁省气象地理分区

分区 包含市（区县）

西部地区 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

中部地区
沈阳市东南部、沈阳市西部、鞍山市西部、鞍山市中部、辽

阳、盘锦、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北部地区 沈阳北部、铁岭

东部地区 鞍山市东南部、抚顺、本溪、丹东

南部地区 大连、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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