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山区重力侵蚀的成因
、

危害和防治

华 耀 荣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秦岭山脉东起河南
,

横穿陕西
,

西至甘肃
, 长约 30 0公里

,

宽约 1 00 一 12 0公 里
,

属

土石 山区
。

由于地质构造特殊
,

岩石破碎
,

土质疏松
,

大断层多
,

自古就 有
“ 山 崩 堵

江
” 、 “

地移掩村
” 的历史记载和

“
蛟龙出山

” 的离奇传说
。

这些记载与传说的事实
,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等重力侵蚀和泥石流灾害
。

古时的泥石流

我们没有体会
。

1 9 8 1年秋的泥石流
,

仅略阳
、

宁强
、

勉县
、

留坝
、

凤县
、

太白等六县统

计
,

发生 2
.

5万多处
,

大者流走土石几百万立方米
,

小者也有数万立方米
,

其危害之大
,

情景之惨
,

真是令人 目不忍睹
。

级政府统一安排
,

协调林业
、

商业
、

外贸部门的矛盾
,

及早纠正一些地方木耳
、

天麻
、

木炭等过量生产
,

耗费木材的现象 , 三要特别珍惜农地
,

保护土壤资源
。

陕南坡耕地占

农田 70 % 以上
,

土层很薄
,

数量有限
,

几百年形成的土壤因为水土流夫可以毁于一旦
,

而川道平坝农田 已基本挖掘殆尽
,

目前己出现耕地有减无增的趋向
,

况且随 着 人 口 增

长
,

粮食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
,

所以保护土壤资源是百年大计的当务之急
。

3
、

保持水土
,

减免洪水灾害
,

必须使山区水土保持
、

江河干支流水库和下游两岸堤

防工程三者紧密配合
,

缺一不可
。

江河滔滔洪水
,

是汇集山区广大坡面和千沟万壑的暴

雨径流而来
。

陕南山丘占95 %
,

所以加强坡面和沟壑治理
,

修梯田
、

打坝堰
、

植乔灌
、

种牧草等就地拦蓄雨水
,

减轻土壤侵蚀
,

是免除洪灾的根本
。

但是广大山区的治理
,

量大

面宽
,

全部消除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水土流失
,

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

加之面上拦蓄也

有一定的限度
。

对于拦蓄不了的径流
,

就要依赖江河干支流水库工程的拦蓄调节
,

对于

大的洪水尤其要依靠骨干水库
。

此外还要有坚固的堤防工程和畅通无阻的过水断面
,

才

可保障平原的安全
。

如 19 8 1年 8 月22 日汉江流经汉中的最大洪峰 8 ,

66 9秒立方 米
,

因 水

毁河堤 19
.

23 公里
,

而造成汉中地区和市郊农 田屋舍的淹没灾害
,

超过了 1 9 49年 12
, 8 0 0秒

立方米的危害
。

按流量来说
,

应在堤 防允许防卫范围以内
,

但因堤防质量不高和盲目与

河争地造田而失事
。

汉江勉县至洋县区间
,

河床宽度由建国初期的 8。。
、

12 0 0
、

1 6 0 0米
,

缩窄到现在的 4 0 0
、

6 00
、

8 0 0米
,

宣泄不畅
。

汉江干流按照规划应修堤防2 5 2公里
,

30

多年来只修 8 3
.

8公里
,

沿河两岸缺乏屏障
,

造成灾害
,

教训深刻
。

所以只有利用 面上水

土保持措施就地蓄水保土
,

干支流水库拦洪滞洪和下游堤防防洪排洪结合起来
,

对坡
、

沟
、

川进行综合治理
,

对洪水进行蓄
、
拦

、

排的方略才能防患于未然
。

如朱单纯强调森

林或水利工程的效益
,

不作宏观治理的部署
,

顾此失彼
,

都是片面的
,

应该引以为戒
。



秦岭山区重力侵蚀的危害

( ) -盛钾人奋 , 致球房且
。

秦岭山高坡陡
,

人民据住大系粉山临岩
,

一旦山崩坡

垮
,

危害严重 ; 若发生在漆黑深夜
,

为害更大
。

历更记有明正德二年 (公元 15 0 7年 ) 五

( 6 ) 月
,

略阳天雨
,

高家山崩
,

压死 1 90 余人
。

1 9 8 1年 8 月 23 日晚 1即寸
,

宁强县 桑 树

湾公社星火大队的石家坡滑塌下来
,

塌方 31 万立方米
。

庞大的泥石流
,

吼声 震 天
,

势

如瀑布
,

冲下河沟
,

又射到对面山上
,

喷高 158 米
,

宽 1 70 米
,

泥浆流长 5 00 多米
,

在高

20 0米处住着范华银兄弟三家和来客等 14 人
,

全被崩山压死
,

深埋于土石之中
。

留 坝县

狮子坝公社官房子大队支书杨宗云
,

突然发现房后大山裂缝
,

呼隆一声巨响
,

四间瓦房

全被泥石流吞没了
。

勉县长沟河公社民主四队
,

9 月 4 日天还未亮
,

发生了大滑坡 70 万

立方米
,

全村 18 户就有 13 户受灾
。

仅秦岭西部 1 , 81 年重力侵蚀灾害
,

毁房 1
.

6 万多间
,

塌死一百多人
,

占这次因灾死亡人数的 46 %
。

由此可知
,

重力侵蚀是秦岭山区一大自然

灾害
。

(二 ) 理没农 田
,

摧皿工程
。

秦岭山区石厚土薄
,

大多农田都在山坡上
,

沟内土地

本来就很少
。

但每遇暴雨
,

泻溜
、

滑坡
、

泥石流一涌而来
,

山上的旱地被毁或山下的水

田被压
,

有时两地俱伤
。

清乾隆三年 ( 1 7 3 8年 ) 六 ( 7 ) 月
,

镇安楼子石一带出蛟
,

冲

毁 邑中田亩
。

商县黑山区太山大队 1 9 7 8年 9 月一次滑塌
,

压埋一沟两岸所 有 川 地
。

仅

1 9 8 1年 8 月
,

凤县河口公社发生泥石流多起
,

埋没川地 3, 2 92 亩
,

摧殷梯田 3 ,

74 1亩
。

宁

强茅坝河公社小河大队
,

同年垮山三处
,

毁田埋地 5 1 3亩
,

造成了无地可耕的悲惨情景
。

太白县共有梯田 1 1 , 9 00 亩
,

因滑坡
、

垮山毁掉 6 , 3 00 亩
,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

人 畜用 水

工程 34 处
,

被垮山摧毁的就有 29 处
。

如果象这样滑塌下去
,

整个秦岭山区农民将无地耕

种
,

生活将无来源
。

(三 ) 超礴空通
,

中断运翰
。

秦岭山区群峰林立
,

道路艰险
。

唐时就有
“
青泥河盘

盘
,

百步九折萦山峦
” 的诗文写照

。

现在虽修有公路
,

但大多盘山越岭
,

临岩靠水
,

本

来行牟就不方便
,
若遇到暴雨霖雨

,

困难更多 , 特别是崩塌
、

滑坡
、

走山
、

泥石流所造

成的交通阻塞
,

中断行车
,

或多或少年年都有
.

19 59 年元月宝成铁路发生一次滑坡
,

拥

有 30 万立方米的土体瞬间滑下
,

将铁路钢轨推到百米以外
,

使河水断流
,

火 车 停 运
。

1 9 8 1年 8 月汉中地区连降暴雨
,

造成宝成
、

宝天
、
阳安铁路

,

相继停车
。

最渗的是宝成

铁路的宝鸡至广元段
,

发生重大灾害 15 8处
,

因崩塌滑溜的就有 92 处
,

大量泥石流 压 在

路面上的就有 35 处
,

损失严重的就有 13 个站
,

有八辆列车被泥石流埋没
,

有 14 辆货车被

推进嘉陵江激流
,

中断行车达两月之久
。

铁路如此
,
公路亦不例外

。

汉中地区因崩塌
、

泻溜的影响
,

就有23 条公路干线受阻 (如联系四川的川汉公路
,

通往湖北的汉白公 路
,

接连关中的宝汉
、

周洋公路等 )
,

严重阻碍了省区的客运往来和物资交流
。

这不仅给当

地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
,

而且也给国家增加了额外负担
.

秦岭山区重力侵蚀的原因分析

一切事物的变化
,

内因是决定的因素
,

外因是条件
,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

重力侵蚀也是这个道理
。

秦岭的地质多由花岗岩
、

片岩
、

千枚岩等不透水的基岩组成
。



主要在逆掩断层带上盘破碎岩石中易受风化
,

使上盘破碎的白垄系岩层逐渐剥落
,

露出

了侏罗系煤质地层
。

在这些风化残积层上
,

堆积了不同成因的各种类型的枯质土
。

由于

第四纪以来气候变暖
,

植物繁盛
,

因而在堆积层本身及其与煤系地层的接触带中
,

含有

较多的有机质
。

有机质本身吸水性强
,

加之山高水高
,

裂隙多
,

残积层的水分下渗
,

骤

集在不透水的粘土上部
; 当达到饱和时

,

就会使粘土表面发生软化
。

尤其丰 富 的 地 下

水
,

常沿着风化层带及断层循环
,

浸润滑动面
,

这是造成滑坡
、

崩塌
、

走山十分活跃的

内在因素
。

秦岭的地势
、

地质本来就孕育着 以滑坡为主的重力侵蚀的潜在危险
。

由 于 重 力 作

用
,

促使岩石土体位移
,

一旦在其它外营力作用 下
,

无疑地会加速它们的发生和发展
。

从

历史与现实分析
,

降雨强度大
,

持续时间长
,

雨水和地下水 通过裂缝
、

断层 带 进 入 滑

体
,

是促进滑坡的主要外因
。

最有说服力的是在
“
走蛟

”
前山吼谷鸣

,

宣泄大量的水沙

进入河道
,

说明在岩层中
,

由地表水的不断下渗
,

断层又阻塞了水流的出路
,

使水位奎

高 , 加之下部承压水的作用
,

又增加了滑坡的动水压力和静水压力 , 地上水与地下水的

交互作用
,

就使得土崩 山裂
。

这在唐永昌元年 (公元 6 98 年 )
,

陕西省华州南部山 坡 滑

动
,

位移数百步
,

截断水的出路
,

赤水镇变成了湖泊
,

就是一个例证
。

渭南 下 肖底 村
1 9 5 8年 9 月 10 日连续降雨 20 天

,

于 10 月 u 日晨
,

发生 了约 30 0亩面积的滑坡
,

滑动 约 12

小时
,

小滑动持续了 4 天之久
。

1 9 8 1年 7 一 8 月
,

汉 中连续降雨 40 多天
,

总雨 量 达 4 00

一50 0毫米
,

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垮坡
、

走山等重力侵蚀
。

仅勉县一县就发生滑塌 8 85 起
,

危及 2 , 1 91 户
。

滑坡
、

走山
,

多在霖雨季节
,

说明集 中的多雨是促成位移的主要外 来 因

素
。

秦岭
:

群峰高盗
,

岩势陡峻
,

一般海拔在 1 , 5 00 一 3 , 0 00 米之间
,

最高的太白山为 3 ,

76 7

米
。

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与秦岭相对高差约在 1 ,

00 0一 2
, 0 00 多米

,

自然坡度很陡
,

大多在

35
。

以上
,

悬崖峭壁到处可见
。

覆盖在基岩上面的土层
,

因经年累月的水蚀
、

风吹或撒落而

堆积在坡脚和河流一边
,

逼使流水不断冲刷掏蚀彼岸
。

特别是随着建设的发展
,

修路采

矿
、

开山劈石
,

人为的制造陡坡
,

使不少土体的边坡超过了休止角
,

甚至下部悬空
,

丧

失了支撑能力
,

因而引起崩塌
。

宝成铁路严重塌方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例
。

同时也由

于十年动乱
,

不按自然规律办事
,

在秦岭山区也强调
“ 以粮为纲

” ,

大量毁林开荒
。

据

不完全统计
,

仅汉中地区 30 年来垦荒扩种面积在 2 00 万亩以上
。

由于森林植被毁坏
,

大

片土地裸露
,

土壤失去固结能力
,

泻溜
、

浅层滑坡随之加剧
。

据宁强县大安区观察
,

小

块滑坡多发生在无林草被覆地带
。

1 9 8 1年 8 月暴雨中
,

该县农田滑坡在 1 00 亩以上 的 就

有 23 处
,

其它各地在农耕地中的泻溜
、

滑坡
、

崩塌也很严重
。

这些加剧重力侵蚀的人为

因素是外因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

地震虽未在这次秦岭大量滑坡起主导作用
,

但从历史记载和传说
,

它也是秦岭山区

重力侵蚀的一个外因
。

因为秦岭系新生代产物
,

断裂褶皱相当发育
,

挤压现 象 甚 为 明

显
,

目前还处于继续强烈上升阶段
,

活动比较频繁
。

根据记载
,

发生在秦岭里的大地震

有唐贞元四年 ( 7 8 8年 ) 三月八 日
,

安康 6
.

5级地震 , 唐贞 元九 年 ( 79 3年 ) 五 月 二十

七 日
,

渭南华州 6级地震 , 明成化二十三年 ( 1 4 8 9年 ) 八月十日临渡 6
.

25 级 地 震 , 民

国九年甘肃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
。

这些地震都加速了秦岭山区的崩塌
、

滑坡
、

走山的大



量发生
。

渭庵县南坡村大王镇黄土梁顶部原有个大庙
,

由于地震引起滑坡
,

庙里的房屋

和大钟一块滑到坡脚
。

因此遭地震时
,

要特别提防泻馏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给人们带来

的灾害
。

重力侵蚀的防治

通过调查
,

分析出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等重力侵蚀
,

发生的原因是错 纵 复 杂

的
,

有的是相互促进
, 彼此关联

,

因此必须根据不同因素
,

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措施予

以防治
, 把灾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

(一 ) 现讨盆力任位发生蔺的班象
。

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在即将发生前
,

都会

产生某种征兆
。

如山坡之间出现 了低洼缓坡地段
,

其上部显露出环谷
、

弧形陡坎
,

或环

形裂缝
,

坡面地形起伏
,

有错台
、

鼓丘及水泉湿地等现象
。

沿河两岸的堆积物使河水拐

弯改道
,

或两岸地形不对称
,

主流流向反常等
。

在岸坡陡壁斜坡露头处
,

发现土石层位

出现重叠倒置
,

或因滑动关系将某一地层推走而使延伸方向上层位缺失
、

不连续或高程

突变
。

只要观察到某一迹象
,

就须综合分析
,

如 确系某种重力侵蚀
,

就要固定专人
,

昼

夜值班
,
观测发展情况

。

一遇险情
,

若有人畜房屋财产的立即动员搬迁
,

保证安全
。

(二 ) 回璐在工力恨位游在区进行甚趁
。

重力侵蚀这一自然灾害
,

在现有科学技术

的条件下
,

有些是人力难以抗御的
。

巨大的滑坡
,

可以将几搂粗的大树推走数里
,

几十

吨的岩石推上山坡
。

如果在地形地质复杂的地区开挖不当
,

都会引起古老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的复活
,

或产生新的重力侵蚀
。

因而必须在有重力侵蚀潜在危险的地区严禁

动土以建设厂矿
、

新修水 利
、

安排军事设施
、

兴修公路和铁路
。

社员的居 民 点 和 小 型

建设
,

都应布置在安全地带
,

回避危险
,

以防止国家的和个人的财产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

( 三 ) 积扭对贡力俊蚀予以趁治
。

根据秦岭地质的特点和重力侵蚀的性质
,

是地下

水起主导作用的滑坡
,

整治时采取
:

l
、

在可能发生的边界以外
,

不少于 5 米处
,

兴修撤水槽或环形截水沟
,

截断地表

补给水 ,

2
、

一面在危险区设置树枝状的排水系统
,

以免本区径流下渗
,

加多滑体的水分
,

3
、

在地下水露头和在土壤中形成坍塌之处
,

顺滑体移动方向开挖支撑盲沟
,

或借

助勘探钻孔群穿透猾床一隔水层转移到下伏另一较强的透水层
,

以便将滑体 内 的 水 疏

干
,

减免滑动
。

对于重力起主导作用 的滑体
,

具有上陡下缓的滑动面
,

通过滑坡推力计算出各个滑

动面的滑坡推力
,

可分别采取逐级修台
,

减缓坡度
,

或借用植树造林
,

浆砌石块
,

护坡

固根
,

使滑体上部减重和下部反压
,

达到滑体的力学平衡
,

即可保持稳定
,

减免滑坡
。

总之
,

不论那种重力侵蚀
,

都必须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
,

根据性质
,

采用排
、

植
、

护等

单项治理
,

也可排
、

植
、

护同时并举
,

使其稳定
,

防止泥石流的产生
。

(上接第27 页 ) 许许多多的大石头
。

现有

堤防已经破坏
,

河床普遍抬高
,

对来年防

洪威胁极大
,

因此
,

必须抓紧整治
。

我们

建议利用沟谷里的大 石 头 修 谷坊
、

筑坝

淤地
。

同时
,

还要加固水库
、

修复梯田和

整治河道
,

确保防洪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