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示规律
,

防患于未然

— 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刘 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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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

东乡县洒勒山南坡发生了甘肃省三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滑坡灾害 ` 滑

坡发生后
,

省内外科学工作者相继赶往现场
,

进行实地考察
,

就洒勒山滑坡的危害程度
、

成因类型 以及灾害前兆
、

特征等诸多 问题搜集资料
,

进行科学分析 ; 并对邻近地段再度

出现滑坡的可能性
、

监测预报方法
、

灾区善后措施等
,
开展了研究讨论

,

为指导该地区

的救灾和山地滑坡的防治
,

提供了科学依据
。

这次洒勒山灾难性滑坡已经过去
,

当地人民在各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正在进行生

产 自救
,

重建家园
。

但重大的灾害事实
,

却给予了我们科学工作者许多重要的启示
。

首先
,

任何突发的自然灾害都有其特定的形成条件和形成机制
,

有着孕育形成
、

发

展和暴发的过程
,

是客观规律的必然反映
。

因之
,

任何自然灾害
,

虽然有的暂时并未被

人们所认识
,

但伴随着人们对 自然界的深入研究
,

归根结蒂总是有可能加 以认识的
。

就

洒勒山滑坡而言
,

它不仅有着发生的地质地理原因
,

而且也曾多次表现 出很容易观测到的

前兆 (如
: 19 8 0年山地梁毋已出现裂缝 ; 1 9 82 年 7

、
8月间

,

裂缝明显延长
,

虽经填土

埋实
,

裂缝仍再度张开 , 崖畔沟沿出现坍塌
、

窑洞变形
,

有山啸声
,

等等 )
。

基于这些

前兆
,

当地政府曾动员群众搬迁
,

只是多数人出于侥幸心理
,

未能及早撤离
,

酿成了灾难

性后果
。

由此可见
,

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对自然灾害的研究
,

了解 其 发 生
、

发 展规

律
,

开展山地滑坡灾害分布范围的普查
,

区分成因类型 一 ~ 一
`
一

’

一 以及查明暴发

的诱因
,

预测危害程度
,

找 出前兆指示要素
,

制定预报 翅针对已有灾

害前兆出现的山区
,

更要适时组织监测
,

及时预报
,

并 笋常识
,

以便

果断地采取应变措施
,

方有可能提高群众抗御灾害的能

其次
,

由于人们对某些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和分布 盯在确定某一

地区开发战略或某种工程设施的布局上
,

例如
,

在 山地 全路
、

铁路
,

在泥石流沟的冲积扇上建立厂房等
,

有时会忽略 自然灾 ,
。 。 。 ,

, 。 、 , . 。

二成失误
,

带来

损失
。

1 9了8年就曾因发生伯阳附近的泥流使宝天铁路中断行车达 36 。多小时
,

给铁路正

常运营带来严重的威胁
。

同样
,

滑坡
、

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不仅是地质
、

地形
、

气候等自

然地理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且与人类经济开发活动是否得当密切相关
。

例如
,
在多年

平均降水 4 7 0毫米左右的东乡地区
,

经多年破坏植被
,

山地至今大都已呈童山 秃 岭
。

由

于山地缺少植被覆盖
,

降低了土壤表层截拦蓄存地表径流的能力
,

加剧了山地的侵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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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洒勒山大滑坡灾害发生后
,

省科委遵照 3 月 1 1

日省长办公会议的决定
,

组
.

织在兰州的有关科研
、

教学单位的科技人员组成联合考察组
,

分别于 3月玲 日和 3 月 28 日两次前往滑坡现场
,

进行了 5 天考察活动
。

先后参加的有兰州

大学
、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所
、

铁道部科学院西北研究所
、

国家地震局 兰州地震所
、

省地质局
、

省水利水电设计院等 17 个单位
,

61 名科技工作者
,

其中教授
、

副研究员
、

高级工

程师 4 人
,

工程师
、

助理研究员
、

讲师 36 人
。

已写出考察论文
、

报 告 18 篇
,

并 于 3 月

21 一 23 日和 3 月 31 日开 了两次学术性交流讨论会
。

发挥各专业特点
,

各有侧重
,

充分发

表意见
,

基本查明了这次滑坡的情况
。

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
,

在无充分依据肯定或否

定时
,

先保留各 自的观点
。

现将考察情况
,

摘要报告如下
:

一
、

洒勒山滑坡的基本概况

洒 勒山滑坡位 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果园公社西侧 3公里
,

那勒寺河北岸
,

洒勒 山

脊的南坡
。

其地理座标在东经 1 03
“

35
’ 1 01,

,

北纬 35
0

33
’ 4 0 “ 。

滑动及覆盖堆积范围约 1
.

4

一工
.

5平方公里
,

形如半握的拳头
,

上窄下宽
,

南北长 l
。

6公里
,

东西宽 。
,

8一 0
.

9公里
,

前缘最宽处达 1
.

4公里
。

据推算
,

滑动的总方量约 4
,

0 00 一 5
,

0 00 万立方米
。

山体急剧滑动发生于 3 月 7 日 17 时 46 分
。

据周 围地震台的记录分析
,

认为确切的发

生时 l可应是 4 6分 46
.

5秒
,

并记录到两次震动
,

间距 6 5
.

5秒
。

第一次振幅大
,

滑动造成的

地震波相当于一次工
.

4级地震
,

运动方向为南一北
;
第二次振幅小

,

方向为东一西
。

据此

推断
.

滑动时先是大规模的山体由北向南滑动
,

历时约 55 秒 ; 随后滑坡后缘 东 西 二 侧

一杆
~ 巨祝

.

月卜月十
`
刁吞

.

月
.

卜弓十峥卜门
.

卜月卜闷卜

用
。

侵蚀沟的发育和地表水的集中下渗
,

降低 了山地的稳定性
。

因此
,

需要针对山地的

自然灾害
,

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不 仅需要地质
、

地理等学科着重揭示灾害发生的规

律
,

更需要生态
、

农林
、

水利
、

水土保持以及经济
、

历史等学科的同力协作
,

从合理进

行经济活动方面来研讨
,

制定易发生山地灾害地区的经济开发战略和具体措施
,

使人类

的经济活动不仅能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

亦能达到保护环境
、

消除灾害的目的
。

把防治

灾害的措施寓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中
,

才能防患于未然
。

人类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

会带动学科的发展
。

目前
,

对洒勒 山的滑坡研究工作已

有了一个不同单位
、

不同学科密切配合的可喜开端
。

可 以预计
,

在今后共同攻关研究过

程中
,

不同学科相互渗透
、

相互交叉
,

一 门新的山地灾害防治学科将会应运而生
。

人们

将运用发展起来的山地灾害防治科学
,

揭示自然灾害的奥密
,

采取可行的防治措施
,

作

到防患于未然
。

这正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应 当承担的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