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洒勒山滑坡综合考察报告

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1 9 8 3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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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稳
,

相继下滑
。

洒勒山滑坡的特点可归结为
:

前兆明显
、

滑体大
、

覆盖宽
、

滑时短
、

滑速快
、

伤亡

大
、

损失重
。

1
、

滑坡前兆
。

据访间
,

滑坡壁位置早在 1 97 9年 g
、

10 月间即见 叮山头开裂
” ,

洒

勒山顶西北部出现宽约 10 厘米的拉张裂缝
,

走向北东东
,

长数十米
,

同时在苦顺村后缘

也有近东西向的裂缝
;
到 1 9 8 2年 5 月

,

裂缝加宽至20 厘米左右
,

同时 出现新的裂缝
,

直

至 7 一 8 月
,

裂缝加宽至 40 余厘米
,

明显延长达10 0余米
; 工9 8 3年 2 月裂缝继续 加 宽

,

向东伸延
,

苦顺村水窖受南北挤压变扁
; 3 月 2 日老人感到山 动

; 3 月 3 日 出 现 山鸣

(声如牛吼)
,

崖坎掉土
,

泉水变浑
,

东侧沟边出现南北向裂缝
; 3 月 5 日山顶北坡裂

缝加宽近 1 米
,

长达数百米
,

有的裂缝互相连通
,

夜间鸡犬异常 ; 3 月 7 日上午崖畔沟

旁多处出现坍塌
,

下午 2 时许裂缝宽达 1 米多
,

深不见底
,

落石无声
,

行人无法跳过 ;

下午 4 时许
,

东侧上山小路无法通行
,

直到 5 时46 分
,

整个南坡山体 (越过分水岭) 遂

急剧下滑
。

前兆虽如此明显
,

延续时间又长
,

但因偏僻山庄
,

对滑坡危害的知识缺乏宣

传
、

了解
,

对滑坡范围
、

滑动速度也估计不足
,

居民虽几次搬迁仍未迁出险区
。

公社虽

于 3 月 5 日下令搬离
,

也只搬走了部分老幼
,

致使损失惨重
。

2
、

关于滑体
。

若按出口 在 I 级阶地前缘
,

则滑动区南北长约9 00 米
,

相对 高 差约

30 0米
,

东西以两条冲沟为界
,

宽7 00 一80 0米
。

区内原地形包括 I 级阶地
,

相对 高 差20

米
,

台面约 2 00 米
; 互级阶地相对高差 60 一 70 米

,

台面约 1 00 米 ; 万 级 阶 地 相 对 高 差

1 40 一 1 50 米
,

台面不完整
,

已变成山咀
;
其后为相对高差达 18 0余米的山坡

。

滑坡后 出露

的后缘陡壁
,

其顶部与坡底高差 22 0一 2 40 米
,

则后部 山体的滑动深度应大于 2 40 米
,

l
、

W级阶地的滑动深度应大于 70 米
。

若滑动区面积 以0
.

7一 0
.

8平方公里
、

平均厚度 以60 一

70 米计
,

则滑体体积为 4 , 0 00 一5 ,

00 0万立方米
;
若出口在河漫滩中

,

则滑体更大
。

。 、

关于粗盖区
。

主要为原河漫滩
,

南至对岸坡脚
,

东至九二水库
,

西至洒勒村西

南约6 00 米
,

由于山前开阔无阻
,

滑体展开呈开扇形
,

面积约 0
.

7一 0
.

8平方 公 里
。

主滑

舌前缘在强大推力的推动下
,

冲向南岸 I 级阶地坎下
,

堵塞河道 2 40 米
,

造成西部 滩 地积

水 ; 东侧滑体将苦顺村民房推入九二水库
; 西侧滑体将洒勒村向西南推移 4 00 余米

。

覆

盖最大宽度达1
,

4 00 米
,

南北长约 8 00 米
,

覆盖平均厚度约 30 米
,

边沿厚 2 一 5 米
。

4
、

滑时与滑速
。

据幸存者及对岸山上劳动的农民回忆
, “
始末只有点燃一根火柴的

时间
” ,

或 “
快跑四 五十步的时间

” , 据邻近的地震台分析
,

剧滑历时55 秒
,

大家估算

约为 1 分多钟
。

其滑速之快
,

据 5 位幸存者回忆
,

无论从劳动 的 山 坡 上
,

或 从 自 家

的院子里滑到8 00 一 1
,

0 00 米外的河滩上
,

都有在土浪中腾 空 飞 越
,

如
“
坐 土飞机

” 之

感
。

按中间主滑体上新庄房屋被滑移 8 0 0米计
,

其滑速达每秒 13 一 14 米
;
东侧苦 顺 村被

推移 44 0米
,

其滑速为每秒 8 米
;
西侧洒勒村被推移 4 20 米

,

其滑速为每秒 7
.

6 米
。

又据

兰州大学艾南山等采用沙伊德格尔公式计算
,

其滑动面最低点的最大滑速达 每 秒 40 余

米
。

铁道科学院西北研究所推算
,

21 秒前按 1
.

33 米/ 秒
2

加速度下滑
,

最大速度为每秒28

米
;
其后按 一 0

.

53 米 /秒
“

减速至滑动停止
。

与宕昌县邓桥滑坡历时十多分钟
、

天水吴家

寺滑坡历时半小时
、

武都徐家湾滑坡时速 10 米
、

舟曲锁儿头滑坡年速 1 一 2 米相比
,

滑

时甚短
,

滑速快十倍至数千倍
。



5
、

伤亡与损失
。

据果园公社初步统计
,

滑坡涉及 9 个生产队
,

遭毁灭性损失的是

苦顺
、

新庄
、

洒勒屯达浪等 4 个生产队
,

共死亡2 20 人
,

伤加人, 摧致房屋 5 85 间
,

毁坏

农田 3 ,

34 3亩 , 压死大牲畜15 3头
,

羊 2 80 只 ; 埋没手扶拖拉机一台
,

架子车 81 辆
,

一

机房

两座
,

化肥功吨
,

煤32 吨
,

粮食 1 3万余斤
,

按最低估算损失折价几十万元
。

另使库容40

万立方来的九二水库被填
,

王家水库 1
.

8公里的进水渠遣被淤殷
,

毁坏公路 2 公里
,

农用

电线路 4 公里
,

提灌站 3 处
。

4 个生产队原有 8 4户
,

其中72 户房屋受损 (倒塌埋没的为

6 1户 )
,

70 户有拐亡 (全家死亡的 4 户)
。

现存80 户 3 4 4人中
,

有孤JL4 4人
,

仅 余 大牲

畜 4 头
,

未毁坏的农 田 12 1亩
,

急需重建家园 (省
、

州
、

县已有安排)
。

二
、

洒勒山滑坡的形成条件

洒勒山滑坡从山体开裂变形
,

经蠕动到剧滑破坏
,

经历了 3 年多的发展阶段
。

这次

滑动既非雨季
,

又无地震
,

其基础因素和诱导因素经考察
、

讨论
、

分析认为
:

(一 ) 特定的地姗构造和特殊的地层岩性
,

是粉坡产生的内在条件
,

是基础
,

但它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但定的
。

地质构造
。

洒勒山位于临夏红层盆地内
,

自新生代以来
,

受邻近上升运动影响
,

使

第三系红层保持水平产状
,

河谷多 次下切
,

形成基座阶地 ; 其后上覆第四系黄土
。

第三

纪末期
,

洒勒山脊南侧临夏组红层中产生平行于山脉走向的阶梯状断裂
,

断层走向近于

东西
,

延展达 4 公里以上 (省地质局资料 )
,

且南北向断裂亦甚发育
,

致使那勒寺河两

岸南北向冲沟平行密布
。

从航片上可见
,

洒勒山滑坡的东西两侧均有老滑坡群成带状分

布
,

这些滑坡的后壁经剥蚀后所呈的三角面多作直线状延伸
,

这就是特定的地质构造的

佐证
。

它对老滑坡的复活
、

新滑坡的发生
,

起控制
、

影响作用
。

这对追踪
、

监测
、

预防

新滑坡的危害是有现实意义的
。

洒勒山滑坡后
,

省地质局
、

兰州冰川冻土所
、

兰州大学

已对其西侧的八峰山
、

东侧的王家山
、

石拉泉山等产生的裂缝进行了专题考察
,

并布置

了监测网点
。

地层岩性
。

对地层厚度的具体划分尚有分歧
,

但对本区出露的只有第三 系 (N ) 红

层和上覆厚度不等的第四系 (Q )黄土是一致的
。

红层出露随原始基座价地地形由 河谷 向

北岸山坡逐步升高
。

黄土覆盖厚度也依次加厚
。

主要层次由上而下可分三层
:

1
.

第三系红层 (N
Z

L
:
)

,

以紫红色 (或棕红色) 泥岩为主
,

夹有砂砾及灰绿色薄层

泥灰岩
,

产状近水平
,

裂隙尚发育
,

干时坚硬
,

遇水后软化
,

可呈粘泥状
,

是河漫滩及

各级阶地的基座
。

2
。

N
:
L

。

之上的橘红色 (或微红色 ) 泥质半胶结一 胶结层是有分歧的一层
。

有的认为

应划为第三系
,

属N
Z
L

‘ ,

为临夏组橘红色粘土岩 , 有的认为应划入第四系
,

属 Q
, 一 : ,

为

石质黄土
。

这层厚达80 一1 00 米
,

垂直节理发育
,

结构紧密
,

硬度比马兰黄土大
,

干 时

难于捏碎
,

断面光滑
。

3
。

再上为第四系马兰黄土 (Q
3
)

,

浅灰黄色
,

粉砂质
,

结构疏松
,

较均一
,

无层理
,

具孔隙
。

柱状节理及陷穴发育
,

地表溶蚀现象较为严重
。

主要分布于山顶及谷坡表面
。

主要地层岩性的现实意义是
,

渗水性
、

透水性较好的岩层为地表水转化为地下水提

供了可能条件 ; 易于泥化的紫红色泥岩及其上的砂砾石薄层为地下水的活动提供了隔水



层和含水层的条件
。

(二 ) 地下水在不 良地层的软弱面上的长期作用
,

是使接触面杭剪强度逐渐减弱
、

山体失德
、

裂缝及滑动面连通而产 生滑坡的诱导因素
。

即特定的地质构造和岩层特性控

制了本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

水文地质作用又反过来使产生滑坡的基础条件变成滑坡发生

的现实
。

1
.

水文地质 条件
。

大气降水通过疏松的马兰黄土地表上的孔隙
、

陷穴
、

裂缝
、

溶孔

进入第二地层
,

而该层垂直节理发育
,

具透水性
,

故继续下渗
,

直达第三系红色泥岩顶

部受阻而在其上的薄层砂砾岩内形成含水层
。

地下水在此层汇集
,

在冲沟陡壁或沟脑出

露而成山泉
,

在滑坡体东西两侧沟脑可见
,

标高分别为 2 , 。5 0
、

2
,

07 。米
,

流量较小
,

每

秒 0
.

02 一 0
.

1升
。

据访 间
,

I级阶地后缘有水井
,

但矿化度较高
,

不能 饮 用
。

地下水还

沿红层中的裂隙
、

断裂
、

滑动破碎面继续下渗到红层中砂砾岩透镜体或夹层内
,

形成较

深部的含水层
。

由于地层近水平
,

地下水排泄条件不畅通
,

它对滑坡的形成和发展提供

了条件
。

那勒寺河谷的地下水 (第四纪潜水) 含水层薄 ( 2 一 5 米)
,

水质较好
。

水来源于

上游河川地表和地下径流
,

次为两岸支沟地表和地下径流补给
, :

与滑坡形成无关
。

2
.

大气降水
。

据广河县气象台资料
,

本区年平均降水量4 8 4
.

1毫 米
, 7 一 g 月 降水

量约 占全年降水量的70 %
。

1 9 7 8一 1 9 7 9年为丰水年
,

特别是 1 9 7 9年总降水量达6 4 9
.

5 毫米
,

比历年平均降水量高3 4
.

1%
,

其中 7 一 9 月降水量达 50 9毫米
,

比历年同期 高 6 2
.

1 %
。

这与1 9 7 9年 9 一10 月洒勒山顶出现裂缝有密切关系
,
而 1 9 8 2年的冬季降水增多

,

10 一12

月达 6 6
.

3毫米
,

为 1 9 8 0年 同期 9
.

2毫米的 9 倍以上
,

这对 已具裂缝的山体提供 了 地下水

的补给来源
,

对今春解冻
、

溶雪下渗
,

导致滑动有直接关系
。

3
.

提灌工程的 灌溉回归水
。

近几年
,

l 级阶地
、

I 级阶地上发展了提水灌溉
,

灌溉

回归水起到了抬高地下水位的作用
。

且滑动期正值春灌
,

应与此有关
。

三
、

洒勒山滑坡的机理分析

洒勒山主峰海拔2 ,

28 3米
,

那勒寺河水面 l
,

9 50 米
,

相对高差 3 00 余米
。

山前为一套以

第三系红层为基座的阶地
,

上覆第四系黄土
。

特定的地质构造和老滑坡的活动
,

使山体

内裂缝
、

裂隙发育
,

为地下水活动提供了条件
。

第三系红层的不透水性使地下水在此层

顶面长期浸润
、

软化而形成易滑面
。

1 9 7 9年降水增多
,

土体发生相对位移
,

而使山顶地

表及 W 级阶地后缘产生裂缝
,

裂缝的发育又为其后的地表水渗入提供了条件
。

加之灌溉

回归水对地下水的补给
,

恶性循环
,

使滑动面水量增加
,

粘土层进一步软化
,

抗剪强度

减小
,

应力加大到使 山体失去平衡而发生骤然下滑
。

故地质构造
、

地层岩性是内因
,

是

基础
; 而地下水的长期作用使滑体形成由量变到质变

,

起到了诱导作用
。

关于滑体的运动方式
,

无论从纵向或横向分析
,

均有分块运动的特点
。

从纵向上可分解为中
、

东
、

西三块
,

中滑体为主滑体
,

东滑体和西滑体为分支滑体

或次生滑体
。

剧滑时主滑块体先动
,

由北向南 (1 70
”

士 5
“

) 以平均每秒 1 4米的滑速向前

滑动
,

在达浪台地尖咀受阻又分为东西两部分
,

将新庄队的房屋一部分推到尖咀以西50

米
,

一部分推到尖咀以东
,

并将河漫滩挤到对岸 I 级阶地坎下
,

阻塞河道 2 4 Q米
,

其主滑



线在尖咀 以东50 米
,

滑动距离80 0一1 ,

00 。米
;
东滑体受主滑体排挤力较大

,

向东南方何
滑动

,

以i级阶地后缘务出百
,

使坛级阶地上的苦展村越过犷级阶地淹埋 于 九 二 水库

中
,

滑距 4叨米
,

平均滑速每秒 8 米
,

九全水库西北部 r级阶地徒坎仍保持原 地形楚其

佐证 , 西块体受主滑体排挤力略小
,

向西南方向滑移
,

洒勒村靠西侧边沿的房屋 (包括

清真寺) 滑动距离仅4 。一50 米
,

接近东侧主滑体的房屋推移约 4 20 米
,

其强大的 推 拚力

使东西两侧山梁受到扰动
,

形成剪裂缝与扭张裂缝
。

从横向上由北向南可分解为上部崩塌清落带 (受牵引带)
、

中部滑动带 (主滑段 )

和前部滑动土体散落带主段
。

中部滑动带包括 I
、

盆
、

万级阶地
,

沿阶地后缘老滑壁或

断层面 (6 0
。

一70
。

坡度 ) 与横向滑移面剪通首先滑动
,
发出“声巨响

,

黄尘四起
,

紧接

着后部陡壁受到牵引发生崩塌性滑落
。

而 I 级阶地前缘又为开阔的河漫滩
,

畅滑无阻
,

故滑动土体呈开扇形散落覆盖
。

关子淆坡发生后的地衰微地貌特征
。

总的景象是土浪起伏
、

高低不平
、

洼地与土丘相间
,

地形 高度 由北向南逐渐减低
。

在滑动区依次有
: 1

.

后缘陡壁
,

已越过分水岭
,

相对高差 2加一24 0 米 , 2
.

东 西 侧 壁
;

3
.

主洼地 (第一封闭洼地 ) ; 4
.

主平台 (第一反坡平合或鼓丘 ) ; 5
.

次洼地
; 6

.

次平 合

(第二反坡平台) ; 7
.

局部洼地
。

在覆盖区有
“
小树

,,
平台

、

土林地形等
,

前缘受扰动

耕地有挤压隆起及裂缝
。

四
、

有争议的问题
(一 ) 关干淞

:

坡类型
,

有两种不同粉法

一为基岩滑坡
,

依据是滑坡堆积物中发现大量第三系红层碎块
,

且滑壁东西两侧红

层出露较高
,

推测后缘徒壁 1/ 3一1/ 2处应有红层
,

故滑床已深切基岩
,

滑动面应在第三

系红色泥岩中的不 良结构面上
。

另一种看法为黄土滑坡
,

依据是后缘陡壁22 0米高度 内未见红层出露
,

也无 地 下水

显露迹象
,

滑坡体主要为马兰黄土和石质黄土所组成
,

滑动面在第四系黄土与第三系红

层接触面上
,

滑动中微切 t
、

I 级阶地基座红层
,

应属巨厚层接触面黄土滑坡或大型重

力式黄土滑坡
。

持此种观点的单位较多
。

由于未经钻探
,

对滑床位置及滑动面岩层均无

确切资料
,

两种观点均系推测分析
。

(二 ) 关子滑坡出口
,

也有两种分歧意见
。

多数单位认为主滑体出自应在 I 级阶地俞缘
,

因滑坡区 1 级阶地几乎被剥蚀殆尽
,

i级阶地前缘是与河漫滩交界的陡坎
,

具临空面
。

且 1 级阶地上的新庄队民房平推至河

边
,

虽被松土掩埋
,

但相对位置未变
,

其前部再无别的景物
。

另一种观点认为出口在河漫滩中
,

具体位置在达浪台地尖咀以北 10 0米 处
,

这 是与

基岩滑坡的观点相联系的
,

认为滑床已深切基岩
,

滑体沿圆弧形的滑床转动式滑移
,

滑

床应低于出口
,

故出口在河漫滩中
。

并将基岩滑坡全称定为基底整体转动式基岩滑坡
。

(三 ) 对禽速滑动中气睡效应的解释也有两种粉法
。

其一认为气垫效应产生子滑床之内
,

即滑体在滑动过程中压缩滑层之间的空气
,

同时

高速猾动中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大热量便滑层 中的水分汽化、形成封闭的气垫层
,

对滑体起



到减少摩擦的作用
,

故滑速甚快
。

另一种解释是产生于滑体脱离滑床出口之后
。

巨大的滑体从相对 高差 30 0多米的位置

上滑下
,

具有很大的势能
。

滑动到最低点之前
,

势能转化为动能所产生的加速度
,

必然使

滑动体在脱离滑床之后产生强大的惯性
,

而 I 级阶地前缘与河漫滩之间尚有数米高差
,

其间的空气受到挤压而产生气垫效应
,

对滑体起到抬托作用而 飞滑一段距离
,

故有高速
飘浮之感

。

五
、

几点建议

1
.

洒勒山滑坡的基础条件是与地质构造和地层岩性密切相关的
,

而甘肃省有类似情

况的地区甚广
,

大体沿兰州
、

定西
、

静宁
、

庄浪一线以北
,

均有第三系红层出露
,

上覆

第四系黄土
,

黄土滑坡灾害也屡见不鲜
。

如 19 73 年 4 月 2 4 日
,

历时 5 小时的 82 毫米降水
,

就促使静宁
、

庄浪两县发生 1 80 多次滑坡
。

据兰州冰川冻土所
、

省交通科研所统计
,

甘肃

省近 30 年之内
,

在白龙江
、

渭河
、

径河流域及黄河谷地
,

已发生过的大小滑坡就有5 93 次

(详见 《甘肃泥石流必
,

人民交通出版社 1 9 8 2年版 )
。

因此
,

滑坡灾害对甘肃省山区人

民的生命
、

财产危害甚大
。

加上伴 随滑坡之后产生的泥石流灾害
,

构成山区主要地质灾

害
。

建议成立专业研究机构
,

开展灾害性地质问题的研究工作
。

2
.

在专业研究机构未成立之前
,

组织各有关业务技术单位组成协作调查组
,

开展对

全省的滑坡灾害普查
,

对已发生
、

可能发生的滑坡进行分类编目
,

编绘滑坡分布图
、

边

坡稳定图为防治区划及开展预测预报提供依据
。

3
.

洒勒山滑坡对黄土地区既有代表性
,

又有其特殊性
,

已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

日本

已提出要派代表团来甘肃省进行技术交流
。

因此应尽快组织科研力量
,

尽可能采用先进

测试手段
,

把洒勒山滑坡的机理研究清楚
,

同时对相邻 7 个主峰的老滑坡带进行对 比研

究
,

从解剖典型中探索普遍性的规律是完全必要的
。

4
。

开展滑坡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
。

运用已掌握的资料
,

编写通俗科普小册子
、

拍摄科教电影
、

编制幻灯片等
,

在可能滑坡的地区广泛进行宣传教育
,

以防止再发生类

似洒勒山滑坡的严重伤亡事件
。

本文是根据各单位考察报告写的综合稿
,

由张继文同志执笔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