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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年 3 月 7 日下午 5 时 46 分左右
,

东乡县洒勒山发生的大规模山体急剧滑动
,

是

一次罕见的自然地质灾害
。

它引起了中外各界的极大关注
。

高差达30 0多米的洒勒山体
,

势如排山倒海
,

以每秒25 一30 米的速度
,

数以4 , 0 00 一 5 , 0 00 万立方米的土岩体滑泻于出

脚下和那勒寺河谷内
。

顷刻之何
,

位在山坡和山脚下的苦顺
、

新庄
、

洒勒三个村落几乎

荡然无存
,

变成南北长 1
.

6公里
、

东西宽 1
.

3公里的一片土海
,

这场毁灭性的突然袭击
,

使

22 0名东乡族男女老幼丧生
, 1 , 。00 多头牲畜被活埋

,

70 多户房屋建筑和3 ,

00 0多亩 (包括

水地 1 , 0 00 亩 )耕地被摧毁
,

河道被堵
,

水库被填
,

公路
、

桥涵
、

水利设施等全遭破 坏
,

给东乡族人 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

一
、

滑坡的自然地质条件

(一 ) 有关自然概况

洒勒山滑坡位于东乡县果园公社西 3 公里
,

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之西南隅
,

属临

夏第三系盆地的东北部
,

为一沟梁相间的黄土丘陵区
。

洒勒山是海拔2
,

28 3米山 体 (现

已滑落无遗 )
,

那勒寺河的河床海拔高1
,

95 0米
,

其相对高差大于 30 0 米
。

山体坡度 45
。

以上
,

地形较为陡峻
。

山脊南侧在海拔约 2 ,

10 0米和 2 ,

03 0米的高度上
,

明显地反映出两

级高台地
,

低者为河流三级阶地
。

两级台地平行于山脊走向分布
,

长达 4 公里以上
,

宽

约 3 00 一 4 00 米
。

台面倾向河谷 (见 图 1
、

2 )
,

具有明显的滑动迹象
,

属老滑坡
,

在北

岸构成一老滑坡群带
。

该地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40 0一50 0毫米
,

且多集中于 7
、

8
、

9 三

个月
,

占年降水量的60 写以上
,

为半干旱气候区
。

自西而东的那勒寺河谷宽6 00 一9 00 米
,

果园以上流域面荻为35 0平方公里
。

旱 季 河

水流量为0
.

22 立方米 /秒
,

或因上游取用而干涸
,

但雨季时洪水流量最大可达几百 立 方

米/ 秒
。

河漫滩较宽
,

河道多蛇曲
。

一级阶地保存不全
,

二级阶地在两岸较发育
,

高 出

河床 1 5一20 米
。

由于河流的侧向侵蚀
,

使二级阶地宽度变化较大
。

位于二级阶地陡坎下

的九二水库
、

王家水库
,

即是利用河流蛇曲为库容修建的
。



(二) 有关地质条件

1
、

地层岩性
。

当地所见地层由老至新为
:

新第三系临夏组第兰岩性段
,

以泥岩为主央奋瓷
、

砂礴看
, 其上为第四岩性段

,

砂

岩
、

泥质砂岩夹砾岩
。

两者之间有一层厚约 5 米的砂砾岩
,

其岩性
、

岩相
、

厚度均较稳

定
,

可做为标志层
。

在第三系红层之上为中熏新统有质龚土 , 其结构致密
,

较坚硬
,

含

钙质结核及粘土条带
,

垂直节理发育
,
约 30 余米厚

。

在石质黄土与红层之间偶见薄层钙

质胶结砾石层
。

石质黄土之上覆盖一层厚

约 40 一60 米的上更新统马兰黄土
,

结构疏

松
,

具大孔隙和垂直节理
,

并 发 育 有陷

穴
、

落水洞
。

上述地层构成洒勒山主体
。

洒勒山南侧第一级高台 地 ( 自上 而

下 )
,

其岩性
、

结构
、

产状等均与主山体相

同
,

但顶面标高相差 15 0米左右
,

说 明 其

何存在断层关系
,

并在此古地形之上堆积 芍

了新黄土
、

老黄土及底砾
。

由老滑坡群带

组成的第二级高台地
,

其地层结构
、

岩性

同前者相比不完全相同
,

表现为岩
、

土体
」

破碎
,

层序紊乱
,

岩性和颜色混杂
。

构成刃愉寺河漫滩和一
、

二级阶地的 图

堆积物
,

均系全新统砂砾石层 租 黄 土 状

亚砂土构成 (属黄土及红层搬运再沉积产 例

物 )
。 ‘

珍

2
、

地质构造
,

洒勒山位在临夏第三纪
“

红层盆地内
,

自新生代以来
,

仍受邻近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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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高原隆升运动的影响
,

主要表现为正向

上升运动
,

使该地第三系红层基本保持了

水平的产状
。

第三纪末
,

在洒勒山南侧临

夏组红层中产生平行于山脉走向的阶梯状

断裂
,

其性质属高角度正断层 (图 2
、

3 )
,

断层走向近于东西
,

倾向于河谷
,

倾角大于

60
“ ,

东西延伸4公里以上
。

在西部那勒寺

一老庄一带
,

呈断续分布的断裂及其老滑

坡
,

可能属于该断裂的西延部分
。

洒勒山

南侧的断裂
,

是产生老滑坡群带所特有的

地质构造条件
,

而新滑坡的产生和发展亦
图 8 滑坡后缘地质剖面图

·

与断裂息息相关
。

同时在那勒寺河南岸 山坡上
,

也分布有众多的老滑坡
。

这些滑坡区别于

那勒寺河北岸老滑坡的主要特征是
: 滑坡发育规模一般较小

,

无明显带群分布规律
,

且多

分布于南北向冲沟两岸
,

呈对称状
。

据历史记载
: “

康熙三年 (公元 1 6 6 5年 ) 八月河州

(即临夏 ) 东乡干头沟 (那勒寺河上游南岸
,

距洒勒 10 余公里) 二山相合
,

压埋哈喇禅家

和里民71 口
,

牲畜无数
,

独一妇人抱幼子
,

手把马莲草扑于傍山之顶
,

视之居处莫辨
,

人

以为异
” 。

所谓
“
二山相合

”
是指一侧山体滑向另一侧山坡上

。

(三) 水文地质条件

由黄土和红层构成的洒勒山体
,

由于受构造断裂和老滑坡 的破坏作用
,

给大气降水

的入渗
、

地下水的形成及其水文地质作用
,

创造了基本条件和环境
。

大气降水 通 过 孔

隙
、

裂隙
、

裂缝等透过上部新老黄土层
,

到达红色泥岩顶部风化带时受阻形成含水层
。

以这种入渗方式形成的地下水
,

除在冲沟陡坎下以泉的形式排泄外
,
还沿着红层中的裂

隙
、

断裂
、

老滑动面继续入渗到红层 中的砂砾岩和红层裂隙中
,

形成深部含水层
。

据区

域水文地质资料表明
,

上述含水层厚度薄
,

水量小 (钻孔单位涌水量小于0
.

02 升/ 秒米)
,

水质较差
,

矿化度多大于 3 克/ 升
。

同时
,

洒勒山虽然地势高
,

地形坡度大
,

但由于地

层结构和岩性特点
,

致使地下径流和排泄条件不通畅
,

给山体滑动的形成
、

发展创造有

利的条件
。

那勒寺河谷的地下水
,

主要集中分布在漫滩一
、

二级阶地的砾石层 中
,

一般水质较

好
,

但含水层较薄 (一般小于 4 米 )
。

这些水主要来源于上游河川地表和地下径流的补

给
。

地下水埋藏较浅
,

河水
、

地下水之间经常互相转化
。

二
、

滑坡的形态特征

洒勒山滑坡以其规模大
、

速度快
、

能量大为特征
,

实属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
。

我们

在现场访问了两名幸存者
。

据一妇女讲
:

她在山坡上拾柴时
,

感到地动
,

听到山鸣后就

见后 山尘土 飞扬
,

急忙抱住一顺大树
,

顷刻 之间就被抛到 8 00 余米的 河 滩 上
,

平 稳 落

地
,

无一伤处多 另一青年
,

骑车接其父
,

两人在苦顺村西相遇
,

将车交于 父
,

牵 牛 先

回
。

其父在原地休息
,

青年刚走出滑动带
,

只 听 “
轰隆

” 一声 巨响
,

回头看时
,

其父 与



车均不见了
。

可见洒勒山滑坡是以急剧闪电式暴发的
。

据 目睹者估计
,

整个滑动时间不

足 2 分钟
。

滑坡体是沿着二个呈弧形破裂壁塌落下滑的
。

滑坡后缘滑裂壁倾向河谷
,

倾 角 65
。

一70
“ ,

宽约 70 。米
,

可见高度2 20 米
。

滑裂壁已跨越分水岭3 0余公尺
,

使洒勒山 2 ,

28 3米

制高点从此消失
,

瞬伺变成马被形分水岭
。

其顶部尚残存滑动引起的兰条宽10 余厘米的

裂缝
。

受软弱结构面控制 (指节理面
、

断裂面等)
,

滑坡体呈上窄下宽的较规则 的几何

图形
。

以后缘两个弧形滑裂壁交点至九二水库西尖咀阶地一线为界 (方向1 60
。

)
,

分为

东西两个滑体 (见图 1 )
。

东滑体规模小
,

滑床短而浅, 西 滑体 规 模大
,

滑床长而深

(见 图 3
、

4 )
。

两个滑床均呈大 曲率的圆弧形
。

按其特征
,

滑坡体从上至下分为三部
·

分
:

(一) 上部姗姗汾落带 ( I )
。

此带紧接滑裂壁分布 (图 1 )
,

其特点是具有较大

的后缘洼地和鼓丘
。

洼地是呈东西展布的槽形地
,

长约 5 00 余米
,

低于分水岭2 20 米
,

呈

封闭型
。

鼓丘亦呈东西向展布
,

南坡陡而北坡缓
,

表部可见东西向的横裂隙呈张开状
,

同时在南坡可见许多 ‘醉林
” ,

具有明显的塌落特征
。

鼓丘土体与醉林均系分水岭塌落

之产物
,

东西长约 7 00 米
。

,

由于滑裂面切穿部分红层
,

故滑落物中包括第三系红层和黄

土两部分
,

此带宽约200 余米 (见图 3 )
。

(二) 中部滑动带 ( I )
。

紧接上部崩塌滑落带
,

以滑床前缘出露部 位 为 界
,

分

东
、

西两个滑体
,

宽度和特征均不相同
:
西滑坡体带宽达一公里以上

,

它包括原来的老

滑坡分布带和河谷一
、

二级阶地及部分河漫滩
。

它的南界 以第三系厚层砾岩标志层滑 出部

位为其特点
,

是滑床深切基岩的典型证据
。

它在滑坡前缘呈弧形展布
,

为西侧滑床出露

部位 (见 图 2 ) , 东部滑体带宽为 5 00 一6 00 米
,

它仅包括老滑坡分布带及部 分 二 级 阶

地
。

它的南界仅抵二级阶地后缘 (即滑床出露带 )
。

上述两个滑体组成的中部滑动带
,

主要特征是鼓丘地形发育
,

也呈波峰亏 波谷状弧形展布
。

此带堆积体以水平运动为主
,

是沿着被地下水浸湿软化的第三系红层或层理面
,

在上带土体推动下 向南运动的
。

滑动

土体疏松
,

仍可辨认出北倾的原始地面
,

并见其上纵横交错的裂缝 (宽约 10 一15 厘米)
。

在东西滑槽两侧边缘见第三系红层被挤出
,

饱水湿润呈泥状
,

并显示翻卷之特征
。

滑坡边

缘未动土体
,

因受力偶作用
,

形成一系列雁行排列
、

方向为 14 0
。

的张扭裂缝
,

一

裂缝宽达
1 米

,

延伸约百余米
。

由于强大的推动力
,

使东滑体上的公路向南平移41 米
,
西滑体上

的公路推入河床中
,

而无法辨认
。

此带为推移滑动
。

(三) 滑动土体散落带 (l )
。

这是指滑床前缘出露带以南部分 (见图 1 )
,

呈扇形

展开
,

最宽处达 1
.

3公里 (整个九二水库被埋 )
,

多为一套黄土散落物 (来源于高台地)
。

在东滑体上
,
此带南北宽4 00 余米

。

位处老滑坡前缘的二级阶地在苦顺段保存完 好
,

其

下引水洞也未变形 (见图 4 )
,

可见九二水库中的散落物是越过二级阶地飞落在水库中

的
。

这一事实表明
,

东滑坡体滑床前缘可能只抵达二级阶地后缘
,

飞落土体仍保持原始

地面特征
,

其上可见草皮等
,

倾向与滑动方向相反
,
地形呈 波浪 型 ;

西滑 体带 仅 宽

20 0余米
,

散落物
~

除黄土外
,

尚有河漫滩之砂砾石
。

它属于滑床错起的第四系堆积物
,

厚约 10 余米
.



从上述特征可见
,

洒勒 山滑坡不同于

一般黄土滑坡
,

其滑裂面和滑床己深切第

三系红层
,

其运动方式
:
上部 以崩塌滑落运

动为主 ;
中部以剪切滑动为主

;
前缘滑舌

部分为推动力造成的土体散落运动
。

三
、

滑坡机制的分析

前已叙及
,

洒勒山新老滑坡的发生和

发展
,

虽然具有特定的自然地质条件与背

景
,

诸如陡峻的地形
,

不稳 定 的 断裂构 图 4 洒勒山滑坡寮描图

造
,

松散的黄土及遇水易于软化的红层
,

不通畅的地下水径流
、

排泄条件等
,

但在短 时

间内促使山体急剧失稳
、

变形到滑动
,

还应具备一定的动力条件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
。

所谓动力条件
,

就洒勒山滑坡而言
,

主要是指山体在 高陡坡的重力条件下
,

地下水的作

用过程和结果
。

据现场观察分析认为
:

1
、

滑坡体后缘滑裂壁的形成条件
。

洒勒山此次发生滑动所造成的后缘滑裂壁
,

位

在第三系断裂以北约 10 0米 (已跨越分水岭 )
,

滑裂壁长约7 00 米
,

可见高度达 2 20 米
,

其

中下部第三系红层临空高度达1 00 米
。

这一新的滑裂壁与南侧红层断裂面的走向相平行
,

倾向相同
,

倾角也相近
。

从地层新老顺序和接触关系看
,

洒勒山新老黄土
,

均属在第三

系红层断裂 (断距 1 00 余米) 形成的阶梯式古地形之上堆积的
。

受断层影响
,

第三系红层

中产生两组裂隙
:

近东西 向和 N W 3 4 5
“

方向的两组裂隙
,

在地表见红色泥岩被两组裂隙

切成柱状
。

上述裂隙经历长期风化过程
,

使裂隙扩大和加深
。

黄土堆积后
,

大气降水透

过上覆的黄土和底砾石层
,

继续渗入到红层裂隙内
,

从而地下水的作用在裂隙内不断加

强
,

促使裂隙进一步发展
,

随之孕育了新的滑裂面
。

2
、

地下水的作用
。

普遍覆盖在洒勒山的新老黄土层
,

除本身具有孔隙
、

裂隙透水

的特性外
,

还由于陡坡重力的影响产生的大量裂隙
,

增加 了大气降水入渗量
,

导致了大

气降水入渗作用的加强
。

由降水入渗形成的地下水
,

除沿上述红层裂隙渗透外
,

还沿红

层顶部接触面 (或风化带 )
、

断裂面
、

老滑床
、

层理面等渗透
。

经长期浸泡
、

软化及渗

透作用
,

形成 了各种含水体
,

如风化带潜水
、

裂隙脉状水
、

断裂面和滑裂面脉状水等
。

随着含水体的形成和静水压力的作用
,

进而产生地下水的渗流运动
,

沟通了各含水体间

的水力联系
,

最后除部分以泉的形式为沟谷所排泄外
,

余者均潜溢于河谷内
。

含水体接

受补给量虽然有限
,

但对滑坡的形成与发展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润滑和推移作用
。

地下

水的这一作用过程
,

主要反映在滑坡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

其中包括了老滑坡的复活和

蠕动
、

缓慢移动
,

到剧烈滑动等一系列变化过程
。

此次在洒勒山发生的滑坡
,

所具有的

规模大
、

能量大
、

速度快
、

滑床长而深及整体滑动的特点
,

均与上述水文地质条件密切

相关
。

3
、

季节性降水变化的影晌
。

据该地气象资料分析
,

洒勒山滑坡的急剧变形和滑动

与1 9 8 2年季节性降水的变化有关
。

该地降雨主要集中于 7
、

8 、 9 三个月内
,

如 1 9 7 9年



年降水量右4 9
.

5毫米
,

而这三个月雨量竟达50 9毫米
。 19夕9年以后出现连续干早

,

降雨量

偏小 (1 98 2年年降水量 3 7 0
.

6毫米
,

三个月雨季降水量减少到1 60 毫米
,

占年降水量43 % )
,

但 1 9 8 2年10 一12 月降水量达6 6
.

3毫米
,

较历来同期降水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1 9 8 0年同期降

水量仅 9
.

2毫米)
。

洒勒山顶部两年前就发现裂缝
,

并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大
,

加 之

两级高台地地面平坦
,

因此给秋末冬初的降水沿老滑裂壁或第三系裂隙的渗入创造有利

条件
。

水的渗透改变了滑体的力学状态
,

从而降低了滑裂面的抗滑强度
。

同时
,

在滑体

自重应力作用下
,

使滑体变形 (表现为下沉
、

裂缝扩大勿
,

随之出现近水平方向的拉

应力
,

结果对滑体起了推动作用洁 另外
,

入渗到滑裂面
、

断裂面及红层裂隙 中 的 地 下

水
,

因静水压力而产生 的水楔作用
,

也增加了滑体下滑的推动力
。

在干旱
、

半干早的黄

土高原
,

这种季节性的地下水作用
,

一般都有一个滞后期
。

尤其是大型滑坡
,

在地下水

补给
、

径流和排泄条件较差的情况
一

F
,

其滞后期更长
。

4
、

人为因素分析
。

据现场观察
,

山坡上的人工水平梯田
、

条田虽多
,

但 均 为 旱

地
,

故对滑坡无影响 , 九二水库和王家水库
,

虽位在山脚下的河道蛇曲处
,

但构成基座

阶地的红层顶面均高于水库水位 3 一 4 米
,

估计侧向浸润
、

泡湿作用不大 (部分二级阶

地未被滑坡摧毁而保持完好) , 但源于洒勒山的大小支沟
,

曾是排泄山区地表和地下径

流的天然通道
,

而近年来在沟口 (老滑坡带前缘 ) 多筑有淤地坝
,

截洪流和平时利用泉

水就水淤地与植树
。

因其水流不能直接泄入河床
,

而多渗入地下抬高了地下水位 , 加之
,

在洒勒二级阶地及老滑坡合面上发展提水灌溉
,

灌溉回归水也起到抬高地下 水 位 的 作

用
。

由于地下水位的抬高
,

对岸边的浸润软化
,

而影响了坡角的稳定性
。

综上所述
,

地层结构和地质构造条件是滑坡产生的内在因素
,

而地下水的作用则是

促使山体滑动钓主要动力条件
。

但为什么偏偏在早季发生滑动呢 ? 经初步分析认为
,

去

秋雨季形成的山区地下水
,

首先要通过较厚的黄土层
,

而后通过各种地质结构面等一系

列渗流运动
,

才能反映其作用的结果
,

因此必然滞后一段时间
。

加之 3 月初正值解冻及

春灌 〔滑体温度
、

含水量的变化改变了力学状态)
,

这些作用可能在时间上是个巧合
。

四
、

几点建议

又
、

洒勒山滑坡
,

虽然具有急剧性滑动和毁灭性突然袭击的特点
,

但其发生
、

发展

和破坏是一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过程
。

在山体猾动的两年前
,

已经发现山顶裂缝
,

并随

时间推移在不断扩大
,

特别是在滑动的前三天
,

又发现地面变形 (隆起高。
.

5米的地垄 )

和山鸣等现象
。

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山体滑动前是有明显前兆的
。

只要掌握住这些前兆

现象
,

及时进行认真的观测和分析
,
是能够作出及时预报的

,

伤亡灾害是可以避免的
。

2
、

滑坡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所造成的损失
,

在诸多的自然灾害中
,

仅次于

地震和洪水灾害
。

洒勒山滑坡只是该区老滑坡群带的一部分
,
在整个那勒寺河流域老滑坡

遍布
,

特别是在甘肃省大面积黄土区
,

滑坡的分布也是屡见不鲜的
。

因此
,

加强对滑坡的
调查研究

,

组织建立各地滑坡监测和预报
,

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教育工作
,

实为必要
。

3
、

据历史记载
,

甘肃省黄土及红层分布区
,

所发生的各种
「

自然灾害相当严 重 和 频

繁
。

其中除早灾外
,

多数是滑坡
、

崩塌
、

泥石流之类造成的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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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规模较大的
、

性质类似的滑坡
。

历史上
,

甘肃省境内发生的赵家窑滑坡 (由1 7 18 年通

渭地震诱发产生)
,

据乾隆三十五年 《伏羌县志》记载
: “

永宁天崖环村居民数千户
,

是时北山飞
,

尽掩压泥土中
,

⋯⋯ ” 、 “
北山一带

,

山崩土飞
,

塞渭而奔
,

直扑于南山

腰
· 。 ·

⋯ ” 。

另据乾隆甲午 《西和县志》记载
,

对工6 54 年天水八级地震造成的罗家堡大滑

坡记有
“
蛟龙飞出之状

” 。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
,

在由黄土组成的高陡边坡
,

:

其急剧下

滑时确实具有
“飞越

” 、 “飞奔
”

之征状
。

(三 ) 滑坡类型

根据滑坡体主要组成物质
,

、

洒勒山滑坡应属子包括马兰黄土和石质黄土在内的黄土

滑坡
。

根据滑动带成因
,

它属于沿第四系松散土与下伏第三系红色泥岩之间的接触面滑动

的接触面滑坡
。

按照滑体厚度及规模应属巨厚层滑坡
。

遵照我国铁路部门对滑坡命名的统一原则
,

我们将洒勒山滑坡的类型定名为
“
巨厚

层接触面黄土滑坡
” 。

洒勒山滑坡是一个第四系黄土沿下伏第三系红色泥岩之间的接触面滑动的接触面黄

土滑坡
。

洒勒山滑坡的产生有其周有的地质地貌和水文地质条件
‘

地层岩性和构造条件通过

控制滑坡的水文地质条件而对滑坡产生作用
。

外部因素 (降水量
、

人工灌概
、

水库蓄水)

的存在及其作用程度的变化是该滑坡产生的直接原因
。

洒勒山滑坡的滑动具有一般黄土滑坡的许多特点
。

虽然如此快的速度和如此宽大的

覆盖面积不属常见
,

但也不是罕见的
。

这是由黄上高原地区的地质地貌的普遍规律和一般

特征所决定的
。

类似洒勒山那样的滑动现象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
,

今后仍将继续发生
。

由

于滑坡在急剧下滑前有许多明显的征兆
,
因此

,

加强滑坡监测
,

及时预报滑坡动态
,

不

仅是可能的
,

而且对于避免或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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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统计
,

自公元前 1 86 年至公元 1 9 82 年间
,

造成严重灾害的滑坡就多达 1 10 余次
。

随

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对山区的开发建设也将加快
,

势必要遇到这些具有潜在性 的自

然灾害和生态环境间题
。

由于人们对它认识不足
,

或不科学地开发建设
,

会出现新的地

质灾害
。

为此
,

按大小 自然单元或流域
,

开展综合性的调查研究
·

与规划更为必要
。

4 、

灾后重建问题
。

这次滑动对原来山体坡度有很大削弱
,

并趋于稳定
,

呈现一片山

前开阔地
。

地形虽有起伏和滑土疏松
,

但经过稍加平整后
,

可以全面规划和建设
。

村落

的布局可考虑在原来未滑动的二级阶地台面上 (清掉虚土 ) , 农田基本建设
,

除后缘滑

落壁上有些土体 (估计25 0万立方米) 还会塌落 (可让其自然塌落
,

而影响不大)
,

可以改

造为环山排水沟道和发展防护林带
。

在滑坡前缘堵截河流部位应疏浚河道
、

加固河堤
,

并应考虑最大洪水泄流断面
。

鉴于该地水源不足
、

滑坡堆积物较厚
、

土质疏松 等 实 际 情

况
,

均不利于发展大面积水浇地
,

适宜发展喷灌
,

以利节约用水
,

扩大农灌面积
,

防止

抬高地下水位
,

造成湿陷
、

塌陷
、

盘碱化和产生新的滑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