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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系列团体标准的发布实施!弥补了地质矿产行业在地质灾害防治调查"评价"勘查"

设计"施工"监理"监测预警等方面的标准缺失!促进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质量的提高# 本文分析了地质灾害防治

系列团体标准存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适用性问题!提出的措施有利于提升地质灾害防治领域团体标准的公信力

和影响力!确保团体标准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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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899, :*4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我国的标准

包括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行

业标准( 推荐性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

年
&

月国务院颁发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

!

*

#国家鼓励具有相应能力的

学会( 协会( 商会( 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

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要求和创

新需要的团体标准%

我国地质矿产行业的标准自
!/7!

年开始发布

至今已发布了
&/'

项# 目前尚在使用的标准约有

%!$

项#涉及地质矿产调查(实验测试(地质装备(

地质灾害调查(绿色矿山建设等% 近两年发布试行

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系列团体标准# 弥补了

地质矿产行业在地质灾害防治调查评价( 勘查设

计(施工(监理(监测预警等方面的标准不足% 这些

团体标准在行业内得到广泛采用# 对引领产业发

展# 促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质量提高和提升产品

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方面的作用逐步显现% 但由

于我国团体标准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领域团体标准的建设经验不足# 一些团

体标准的编制还存在着统一性和协调性( 适用性

等方面的问题%

本文以国家标准化改革工作方案的实施为背

景# 介绍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团体标准的

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并对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领域

团体标准编制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

团体标准发展现状

%"!&

年
(

月#为满足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对

标准规范的需求# 原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发布了

&国土资源部关于编制和修订地质灾害防治行业标

准工作的公告'

)

%

*

% 受原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的委

托#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与中国国土资

源经济研究院共同组成地质灾害防治标准规范编制

工作小组#修订了&地质灾害防治行业标准目录'和

&地质灾害防治行业标准体系框架'#组织编写了&地

质灾害防治行业标准规范编制组织实施方案'

)

&

*

#开

展了标准的编制(修订工作%

目前#我国已发布和实施!试行"的地质灾害防

治领域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有
77

项%

其中#国家标准有&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滑坡

防治设计规范'+行业标准有&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

规范'(&地质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地质灾害排查规

范'(&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 !比例尺
! ' '

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集镇滑坡崩塌

泥石流勘查规范'等
$

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调查

评价(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监测预警等方面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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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有!地质灾害分类分级标准"试行#$%!地质

灾害防治基本术语 "试行#&%'地质灾害生物治理工

程设计规范"试行#&等
!"

大类
#"

项(

$

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团体标准是由中国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自主制定发布的) 在没有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这些团体标

准在引领产业发展) 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这些团体标准都宣称*按照
%& # ' !( !)$""*

给

出的规则起草+即满足
%& # ' !( !)$""*

,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

即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

标准编写原则/

+

0

( 但在使用中发现了一些有悖于统

一性.协调性.适用性的问题)影响了标准的一致性

和规范性)希望通过解读探讨)提出一些合理的建

议)以进一步提高团体标准的质量)提升团体标准

的公信力(

!" #

术语定义的统一性问题

统一性是对标准编写及表达方式的最基本的要

求( 统一性强调的是标准内部的统一( 包括-标准结

构的统一)文体的统一.术语的统一.形式的统一(地

质灾害防治领域系列标准)在结构.文体.形式的统

一上没有问题)均按照
%& # ' !( !$$""*

!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编写(但地

质行业标准及地质灾害防治领域团体标准对于同一

术语的定义)存在着较大的出入)这不符合
%& # '

!( !$$""*

标准的*在每项标准或系列标准内)某一

给定概念应使用相同的术语( 对于以给定的概念应

避免使用同义词( 每个选用的术语可能只有唯一的

含义+ 的要求) 也给使用标准带来了一些歧义和不

便( 举例如下-

*地质灾害+ 的定义在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

%&,""$!$$""!

#"

$""*

版#中为*由不良地质作用

引发的)危及人身.财产.工程或环境安全的事件( +

在 !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

-. # '"$/!$

$"!+

# 和 !集镇滑坡崩塌泥石流勘查规范&"

-. #

'"$/$$$"!+

# 及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 #

'"$#/$$"!,

#中均为*不良地质作用引起人类生命

财产和生态环境的损失( +而!地质灾害排查规范&

"

-. # '"$#+$$"!,

#中定义为*由不良地质作用引起

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失的地质现

象+( 在
$"!*

年发布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基础标准

!地质灾害分类分级标准 "试行#&"

' #01%23""!$

$"!#

#中*地质灾害+的定义为*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

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 财产和地质环境安全

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地面塌陷

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在!地质灾害防治基本

术语"试行#&"

' #01%23""$$$"!#

#中地质灾害的定

义为 *由自然因素或者人为因素引发的危害或威胁

人民生命和财产及生存环境质量的的不良地质作用

和现象)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

降等+(

以上都有把地质灾害的定义和概念相混淆的情

形) 建议有关地质灾害的规范标准与已颁布施行的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相一致)明确地质灾害调整对

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界定)即*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

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

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

降等与地质作用相关的灾害( +

在!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滑坡是指斜坡上的

土体或者岩体)受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震及人

工切坡等因素影响)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

面或者软弱带) 整体地或者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的

自然现象 ( 而在 !滑坡防治工 程 勘 查 规 范 &

"

%& # '4$#/+$$"!/

#中)*滑坡是在重力作用下)沿地

质弱面向下向外滑动的地质体和堆积体( +!滑坡防

治设计规范&"

%& # '4#,"*$$"$"

#和!滑坡崩塌泥石

流灾害调查规范&"

-. # '"$/!$$"!+

# 的定义基本相

同)均为*地质体在重力作用下)沿地质弱面向下向

外滑动( +又以补注的形式说明*滑坡通常具有双重

含义)指重力滑动过程)或重力滑动的地质体和所形

成的堆积体( +

$"!#

年颁布的两部团体标准对 *滑

坡+ 定义的变化较大-!地质灾害分类分级标准 "试

行#&"

' #01%23""!$$"!#

#定义为*斜坡上的岩土体

在重力作用或有其他因素参与影响下)沿地质软

弱面发生向下向外滑动并以向外滑动为主的变形

破坏 ( +而 !地质灾害防治基本术语 "试行 #&

"

' #01%23""$$$"!#

#的定义是*斜坡上的岩土体在

重力等因素作用下)沿一定软弱面或者软弱带)产生

以水平方向为主的顺坡运动的过程或现象( + 可以

说)以上标准对*滑坡+的定义大同小异)但从标准

必需有*法律依据+来看)我们的地质灾害防治标准

规范的名词定义都要遵守!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

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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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有关#山体崩塌$的定义

是%指陡峭斜坡上的岩体或者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

然脱离母体&发生崩落'滚动的现象或者过程() 在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

+*

&%%)

版+的

条文说明中提到&%崩塌是危岩的塌落过程及其产

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崩塌不仅仅发生在危岩体&

还存在于陡峻斜坡岩土体)在!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

调查规范"*

*+ " ,-&.(!&-(/

+中&崩塌为%地质体在

重力作用下&从高陡坡突然加速崩落,滚落或跳跃&

具有明显的拉断或倾覆- (这其实是崩塌的概念&反

映了崩塌的本质特征-

&-(0

年同期颁布的
1

部团体

标准对#崩塌(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地质灾害分类分

级标准*试行+"*

, "23"45--'!&-'0

+的定义是%斜

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或其他外力参与下& 突然

脱离母体&发生的以竖向为主的运动&并堆积在坡脚

的动力地质现象- (而!地质灾害防治基本术语*试

行+"*

, "26"45%%&!&%(0

+,!崩塌监测规范*试行+"

*

, "26"45%%7!&%(0

+,!崩塌防治工程勘查规范*试

行+"*

, "26"45%%7!&%(0

+及!崩塌防治工程设计规

范*试行+"*

, "26"45%%7!&%(0

+等团体标准中%崩

塌(均定义为%陡坡或陡崖上的岩土体离开母体下落

的现象(&简明扼要的少了些确切-

对于泥石流的定义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定义&地

矿行业也有不同的定义-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

范"*

"81%%&(!&%%(

+*

&%%)

版+没有%泥石流(的定

义&只在%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中提出了泥石

流勘察的内容和方法-!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

范"*

*+ " ,%&.(!&%(/

+的定义是%山区沟谷或坡面在

降雨,融冰,决堤等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发生的一

种挟带大量泥,沙,石等固体物质的流体-(而地方标

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程"*

*#.& " ,!&%%)

+的定

义是%大量泥沙,石块和水混合体流动的现象-(缺少

了泥石流是%特殊洪流(的属性-!地质灾害分类分级

标准*试行+"*

, "26"45%%(!&%(0

+的定义是%由降

水*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等+诱发&在沟谷或山坡

上形成的一种挟带大量泥沙, 块石和巨石等固体物

质的特殊洪流- (其诱发因素中缺少了%人为因素(&

不甚全面- !地质灾害防治基本术语 *试行+"*

, "

26"45%%&!&%(0

+的定义%山区沟谷或坡面上的松

散土体&受降雨,冰雪融化等水源激发&形成的含有

大量泥沙石块的流体& 在重力作用下沿沟谷或坡面

流动的过程或现象- (又混淆了定义和概念&概念的

内容也不甚全面-只有!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

范*试行+"*

, "26"45%%.!&%(0

+中的%泥石流(定义

比较准确&为%山区沟谷或坡面在降雨,融冰,溃决等

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发生的一种挟带大量泥砂,

块石或巨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 (建议采用!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中泥石流的定义&即山区沟谷或者

山地坡面上&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水源激发的,含有

大量泥沙石块的介于挟沙水流和滑坡之间的土,水,

气混合流-

以上只是针对地质灾害防治领域标准几个常用

术语的定义差异性比较& 其实现行的地质矿产行业

标准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团体标准中还有一些

相同术语不同定义的情况&如地裂缝,地面塌陷等&

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斟酌定义用词的准确性&完善系

列团体标准与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在相

同术语定义的统一性-

!" !

标准引用的协调性问题

协调性是为了达到所有标准的整体协调- 即在

制定标准时应注意和已经发布的标准进行协调- 遵

守基础标准和采取引用的方法是保证标准协调的有

效途径-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团体标准的个别标

准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范性引用(及条

款协调性方面存在一些%欠缺(&有待在试行中予以

修订完善- 例如.

(

+ 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划分上的不一致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将地质灾害按照人员伤

亡,经济损失的大小&把灾情划分为四个等级-!地质

灾害灾情统计"*

*+ " ,%&.)9&-'/

+也是根据!地质灾

害防治条例"对%灾情(划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

型四级-而其后发布实施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

范"*

*+ " ,-&0.9&-'1

+ 又将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等

级划分为三级-其险情指标的%受威胁人数(和%可能

直接经济损失(也与团体标准!地质灾害分类分级标

准*试行+"*

, "26"45--'!&-'0

+,!县*市+地质灾害

调查与区划规范*试行+"*

, "26"45-'7!&-'0

+的指

标数值相差甚远-统一地质灾害灾情,险情评估标准

对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十分重要&也很迫切-建

议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分

别划分为四级- 地质灾害灾情等级按照灾害造成的

死亡人数或直接经济损失划分见表
'

/ 地质灾害险

情等级根据灾害受威胁人数或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划分见表
&

-

&

+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划分上的不一致

在国家推荐性标准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8 "

,:01-)9&-&-

+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包括!滑坡防治

张仲福.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团体标准发展现状及建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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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查规范!"

!" # #$%&'()%*+'

#$并称%其最新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但二者对防治工程等级的划分是

有区别的& 现行的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 #

#$%&'(,%-+'

#的%滑坡防治工程等级'是%根据滑坡

灾害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和威胁对象等因素 "准确

的说$ 应该根据滑坡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威胁人

数及设施等因素#'划分为三级& 其防治工程等级的

划分是为防治工程详细勘查阶段监测工作部署提供

依据的"从规范的内容来看#$也应该是防治工程设

计计算的依据$ 应该与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 #

#$&.-/,%-%-

#的%滑坡防治工程重要性等级'相协

调$是一致的&但(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 # #$&.-/,

%-%-

#的%滑坡防治工程重要性等级'根据%滑坡灾害

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威胁对象等因素' 划分为了

四级$即特级)

!

级)

"

级)

#

级"根据规范中的防治

工程重要性等级划分表$ 实际是根据威胁人数和威

胁设施因素划分的#& 以威胁人数小于
+--

人为
#

级$ 大于等于
+--

人小于
.--

人为
"

级$ 大于等于

.--

人小于
.---

人为
!

级$ 大于等于
.---

人为特

级& 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中常按照防治工程等级来确

定防治工程的降雨荷载强度和滑坡设计安全系数$

但作为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专项团体标准的 (抗滑桩

治理工程设计规范"试行#!"

# #01!23**$$%*+&

#又

%以危害对象)危害人数及经济损失程度为依据将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分为三级'$其危害人数小于
.**

人

为
#

级$大于等于
.**

人小于
+ ***

人为
"

级$大于

+ ***

人为
!

级& 该团体标准与国家标准的防治工

程等级划分中的%威胁人数'相差甚远$建议该团体

标准修订其%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及防治工程等级

划分的相关内容&

崩塌灾害防治工程目前尚无相关国家标准$调

查工作主要依据行业标准 (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

查规范!"

45 # #*%'+,%*+(

#&崩塌灾害防治工程勘查

设计主要依据团体标准(崩塌防治工程勘查规范"试

行#!"

# #01!23*++$%*+&

#和(崩塌防治工程设计规

范!"

# #01!23*$%$%*+&

#& 这两个标准的%崩塌防治

工程等级划分'是基本一致的& (崩塌防治工程施工

技术规范!"

# #01!23*(+$%*+&

#也将崩塌防治工程

勘查)设计团体标准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做到了

标准的协调性& 而(崩塌防治工程设计规范"试用#!

"

# #01!23*$%$%*+&

#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缺少了

前期已发布的 (崩塌监测规范 "试用 #! "

# #

01!23**6$%-+&

#& 因为崩塌防治工程的重要内容

之一就是监测设计& (崩塌监测规范 "试用#!"

# #

01!23--6$%-+&

#是崩塌防治工程设计的专项监测

设计标准$这两个团体标准间缺少%标准引用'及其

内容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

$

#地质灾害规模等级上的不一致

泥石流灾害防治方面目前尚无国家标准$ 调查

工作主要依据行业标准 (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

规范!"

45 # #-%'+)%-+(

#$泥石流灾害勘查依据的行

业标准是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45 #

#-%%-)%--'

#& 行业团体标准(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

勘查规范"试行#!"

# #01!23--'$%-+&

#的%规范性

引用文件'也有以上两个调查)勘查标准& 但这两个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在%泥石流规模分级'

的%泥石流一次冲出固体物质量或峰值流量'指标上

的差异较大"表
$

#$致使团体标准的推行%多被搁

浅'&

(

#地质灾害监测等级的不一致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一项重要工作$其执行的地质行业标准为(崩塌)滑

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45 # #-%%+)%--'

#和(滑坡)崩

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

+ % .- ---

#!& 近几年我国

险情等级 特别重大 重大 较大 一般

直接威胁人数
#

人
! + --- ! .-- ! +-- & +--

潜在经济损失
#

万元
! +- --- ! . --- ! .-- & .--

表
!

地质灾害险情等级划分

#78'( % 479:;<=>? :<7@; =A :;=B=:CD7B @C?7?E;<

灾情等级 特别重大 重大 较大 一般

死亡人数
#

人
! $- ! +- ! $ & $

直接经济损失
#

万元
! + --- ! .-- ! +-- & +--

表
"

地质灾害灾情等级划分

#78'( + 47F7:; :<7@; =A :;=B=:CD7B @C?7?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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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光学遥感!

"#$%&

!激光雷达!无人机摄影

测量等先进遥感技术初步实现了地质灾害 "空天地

一体化#监测$提高了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水平% 已编

制的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标准$ 补充了该领域的标准

空白% 如&地质灾害应力应变监测技术规程'试行()

'

' !(%)*+,,-./,01

(!&地质灾害
"#$%&

监测技术

指南'试行()'

' !(%)*+,0!./,01

(!&地质灾害地表

变形监测技术规程 '试行()'

' !(%)*+,02"/,01

(!

&地质灾害地基三维激光扫描监测技术规程'试行()

'

' ! (%)*+,01"/,01

(!&地质灾害地声监测技术指

南'试行()'

' ! (%)*+,/-"/,013

等
04

项%但是这些

标准的 "地质灾害监测等级# 划分依据各有不同%

&地质灾害应力应变监测技术规程 '试行 ()'

' !

(%)*+,,-"/,01

( 将地质灾害监测等级根据地质

灾害险情等级和地质灾害规模等级划分为四级*

&地质灾害地表变形监测技术规程 '试行 ()'

' !

(%)*+,02"/,01

(!&地质灾害地下变形监测技术

规程 '试行()'

' ! (%)*+,25./,01

(!&地质灾害深

部位移监测技术规程 '试行 () '

' ! (%)*+,6/.

/,01

(!&地质灾害地声监测技术指南 '试行()'

' !

(%)*+,/-"/,01

( 等根据地质灾害体的稳定状态

'或发育程度(及危害对象'灾情或险情(等级等因

素划分为三级%还存在同一灾种的不同监测手段和

监测位置不同其监测等级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有

的标准的"危害对象#选用灾情$有的选用险情$还

有的综合灾情和险情%这些团体标准间缺少了相互

的协调性%

6

(部分标准存在的缺乏条文说明

条文说明是规范标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对

条文的进一步解释说明和出处标明$ 便于和其他的

标准进行区分%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发布的

团体标准中大多数是没有条文说明的%在&抗滑桩施

工技术规程)'

' !(%)*+,,2./,01

(的条文说明指出

了"本标准主要用于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抗滑桩施工$

也可用于边坡工程中的抗滑桩施工% #并指出$抗滑

桩工程作为隐蔽工程是一项非标准化工程$ 该规程

旨在指导抗滑桩的工程施工$ 鼓励其施工工艺的改

进和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 条文说明也体现了现阶

段抗滑桩施工的技术创新方面+抗滑桩应进行无损

检测$检测方法采用声波透射法及低应变法*挖孔

桩及钻孔桩宜逐桩检测$微型桩按比例抽检*明确

了微型桩后压浆工艺流程$ 对后压浆工艺做了规

定*对挖孔桩竖筋安装中规定了直螺纹连接的工艺

要求和质量要求等% 这些条文说明$对于行业专家

和从业人员把握规范条文是有所益处的$有利于技

术进步的%

近几年$ 我国在地质灾害监测技术虽然逐步实

现了"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也发布了&地质灾害

地表变形监测技术规程 '试行()'

' !(%)*+,02"

/,01

(!&地质灾害地下变形监测技术规程 '试行()

'

' !(%)*+,25./,01

(!&地质灾害深部位移监测技

术规程'试行()'

' !(%)*+,6/./,01

(等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方面的团体标准$这些标准缺少条文说明$限

制了从业人员准确掌握规范条文要义和推广其监测

技术以及仪器设备的推陈出新%

!" #

标准实施的适用性问题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为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防治

四大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旨在全面提升我

国的地灾防御能力% 因此$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标准

的内容应便于实施$并且易于被其他的标准或文件

所引用%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

域团体标准的编制单位由于缺乏同时具有技术业

务与标准化知识的人员$没能很好地将技术内容转

变成标准化的语言$致使编制的标准专业性和适用

性受到了影响%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为

了进一步提高标准的质量和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在

标准发布前组织相关专家!科研单位及标准化专业

人士对标准进行了评审% 在标准试行过程中还在不

表
#

泥石流暴发一次冲出固体物或峰值流量分级表

'78#$ ! 9:;;<=:>;?@ >ABC@ D7;?=C7B 7#@ E?7F GBAH AG 7 >C#IB? A:;8=?7F AG @?8=C> GBAH

标准

代号

分级

指标

规模等级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JK !',//,./,,5

一次堆积总量
!

'

0,

2

D

!

( ﹥
0,, 0, L 0,, 0 L 0,

﹤
0

峰值流量
!

'

D

/

! >

( ﹥
/,, 0,, L /,, 6, L 0,,

﹤
6,

' !(%)*+,,5./,01

一次堆积总量
!

'

0,

2

D

!

( ≧
6, /, L

﹤
6, / L

﹤
/,

﹤
/

峰值流量
!

'

D

/

! >

(

! /,, 0,, L % /,, /, L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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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征求专家!从业人员的意见"继续完善规范的适

用性#

对于大多数使用标准的专家和从业人员提出的

建议多是工程技术业务方面的" 而对于标准建设本

身的一致性!规范性等方面的建议甚少$ 因此"建议

在征求使用标准者的意见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建立

和完善团体标准的第三方评价机制$ 因为实施团体

标准的第三方评价机制" 获得的标准规范性信息会

更多% 更全" 更有利于提高团体标准的供给质量提

高"增强团体标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适时申报上升

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

其他领域团体标准建设可借鉴的方面

&方案' 的(团体标准不设行政许可" 由社会组

织和产业技术联盟自主制定发布" 通过市场竞争优

胜劣汰)

*

"

+

"使得大量的社会团体进入团体标准化建

设领域$目前"我国已注册的标准化编制社会团体近

#$$

家$ 我国的团体标准主要分布于电气工程"信息

技术!办公机械"环保!保健和安全!社会学和服务"

食品技术"家电和商用设备!文娱! 体育!建筑材料

和建筑物!机械制造!化工技术!能源和热传导工程

等领域*

#

+

$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的团体标准建设较电气

工程!环保产业!水利工程等领域起步晚"但发展快"

现已编制实施
%$

项团体标准$ 借鉴电气工程!环保

产业等团体标准的实践经验" 加强行业团体标准编

制单位培优遴选工作和推行团体标准的监督评价工

作显得至关重要$ 对标准编制单位的培优遴选主要

从标准编制单位的组织构架!管理运行机制!资源保

障能力!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管理和相关标准编制业

绩等方面开展$ 对团体标准的监督评价主要包括合

法性! 合规性! 编制的规范性! 技术内容的先进性!

实施状况与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价*

#

+

$ 只有这样"才能

促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团体标准编制单位和团

体标准有序健康地发展" 真正发挥团体标准应有的

作用$

&

结语

在自然资源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行业协会先后发布
%$

项地质灾害防治领域

的团体标准"响应了创新市场的需求"弥补了地质

矿产行业地质灾害防治领域的标准不足" 促进了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 推动了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质量的提高$ 地质灾害防治领域团

体标准主要存在的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等问题

的解决"建议标准编制单位积极征求专家!从业人

员意见的同时" 建议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建立和完善团体标准的第三方评价机制" 以提升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领域团体标准的公信力和影响

力$ 为了确保团体标准的更大范围的推广使用"建

议经试行修改完善后"适时申报上升为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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