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条件是物质基础

地下水活动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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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洒勒山滑坡的初步分析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沉积研究室

1 98 3年 3月 7 日下午 5点4 6分左右
,

甘肃东乡 自治县果园公社宗罗大队境内的洒 勒 ha

突然倾滑
,

形成巨大的滑坡体
。

顷刻之间
,

居住在该山坡和山麓的苦顺
、

新庄
、

洒勒三个生

产队及河滩的洒家生产队部分群众受到了毁灭性的灾害
,

有 2 20 人丧生
;
被埋的过路行人

尚无法估计
。

我们于 9 日赶赴现场
,

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考察
,

得出了一些初步看法
,

现
.

汇报如下
。

一
、

概 况

滑坡体位于广通河一级支流那勒寺河中游之左岸
。

那勒寺河有三级较明 显 的 阶地

(图 1 )
一 。

苦顺生产队分住在滑坡体东侧的 I 级阶地和公路两侧 , 新庄生产队分住在公

路两旁
,

处在滑动体的中部 , 洒勒生产队住在滑坡西端 ; 洒家生产队大多数住房座落在

那勒寺河右岸 山坡
,

只有少数在靠那勒寺河右岸河滩的住户
,

被滑坡前锋所埋没
。

苦顺生产队 (滑坡体东侧公路以上 ) 35 岁的马寅福 同志介绍
: “ 3月 7 日下午 5 点

46 分左右
,

我正从公路上准备回家
,

突然发现山顶冒土
,

水库水体翻起很高
,

我立即沿公

路往东跑
,

跑了约 40 米
,

回头看时
,

山已垮完了
。

在公路上侧的房子被推 下 去 了 30 多

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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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家生产队 (滑坡体前缘 )

32 岁的洒五门同志介绍
: “

我家

4人正在河滩种地
,

看到山动后

即回头跑
,

跑了大概有 50 米再回

头看
,

滑坡已停止了
。

土方离我

们只有五六步远
。 ”

该生产队 (南山 ) 53 岁的洒

成福介绍
: “

我带着两头牛正在
\

河滩地里干活
,

发现水库的水体 气
溅起来后

,

山动开 了
,

赶快牵着

牛跑
,

跑了约有 30 步
,

山垮就停

l
咖 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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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了
。

垮下的土离我只有 4一 5步远
。

另一头跑在后面的牛被埋没了
。 ”

新庄生产队 (公路下侧
,

滑坡体中部 ) 30 岁的马义清 同志介绍
: “ 当时 我 正 在 屋

顶
,

一个大夫 叫喊
`

山用了
,

一

赫们还奸嘟
,

一

舞佩务摘
, 一

油 已动开 了
,

村子里的人

也乱跑开了
。

我跳到一个空院子里
,

院里已有十几人
。

我的一只腿被陷进去了半截
,

又

拉了出来
。

这时一个大土块被黔
,

挪社粼嫩有感恻
,
就被送到了河边 (大概

有 1公里距离 )
。

我没有受损伤
,

还救出了四五人
。

原来的房子是谁家的还 可 以 认 出
一

来
。 ”

公社干部牟成祥同志介绍
:

ttl g晓年 7 一 8 月山体就产生裂缝
,

后又停止了
。

今年

2 月 又变形
,

裂缝更加大
。

塌山的前三四天
,

水窖被挤扁
,

山沟翻出土来
,

即动员群众

搬迁
。

3 月 7 日上午
,

沟边崖上有土滑
。

一

”

路路芒大队 (洒勒山后 ) 的马有才同志介绍
: “ 据说在 10 年前

,

胡朗沟 放 炮 炸 水

后
,

山上就有一指多宽的裂缝 (这次滑坡体的西侧 )
。
分

据以上这些介绍
,

洒姗山滑坡滑动速度之快
,

大有迅窗不及掩耳之势
,

使 人 防不 胜

肪
。

幸存者回忆说
: “ 火柴划着烟没点燃的功夫

,

清坡就完了
。 ”
在河滩种地的人只跑了

加一50 步
,

滑坡的全部过程就结束了
。

因此
,

我们估计
,

滑坡的整个过程也只是一分多

钟
。

这样大规模的山体运动
,

而又如此之迅速
,

决非一年半载之故
,

而是长 期 能 量 积

累的必然结果
。

事实上也是如此
。

这次滑坡的前兆是十分明显 的
,

早在 1 9 8 1年
,

洒勒山

咀就出现明显的裂缝
。

据果 园公社穆书记讯
1 9 8 2年 7 一 8 月份 裂 缝 进 一 步 延 伸 扩

展
,

今年 2 月又有变形
,

裂缝宽达 1 米多
,

滑坡滑动的前 3 一 4 天
,

苦顺生产队附近院

内的水窖被挤扁
,

山沟翻出土来
,

并发出山啸
。

公社郎动员群众搬迁
,

遗憾的是未能实

现
。 7 日上午有人发现沟边崖上发生上溜

。

这些情况均说明
,

滑坡体己孕育了很 长 的时

风

二
、

_

滑坡的性质及特征

滑坡体东西延伸约 l 公里左右
,

南北沿主轴线直达那勒寺河右岸
,

长约 1
.

75 公里
,

面

积 1
.

25 平方公里
。

平均堆积厚度 30 一 40 米
,

堆积量达 4 ,

00 。一 5 ,

00 0万立方米
。

洒勒山东
`

西延伸
,

滑坡体轴线近南北方向
,

运动方向与山体走 向大致垂直
。

滑坡后壁
:

较陡
,

约为

6 5
。 。

垂直高差约 1 50 米
。

从滑坡体平面堆积来看
,

表现出一定的地段性差异
。 」

从滑坡体前缘到公路
,

滑坡体

整体性较好
,

土体扰动不大
。

这从现场被推下的房屋残迹
、

经长距离搬运而仍挺立的树
一

木及幸存者的陈述中
,

均可获证
。

新庄生产队的房屋从公路两侧推运到那勒寺河河床附

近
,

运移了近 1公里
,

但房屋的相对位置并未改变
,

各家的院落仍清晰可辫, 被推下的

树木虽有歪斜
,

但一般只倾斜十几度 , 社员马义清爬在土块上得生
。

苦顺生产队社员马

福荣抱树推运了 1公里多
,

仍安全无恙
。

推到滑坡前缘被埋没的房屋、 掩埋深度最大为两

米
,

一般挖掘 1 米多即可见屋顶
。

种种迹象表明
,

滑动的层面是很深的
。

公路以
_

匕 堆积土体突出隆起
,

实际上为原来二台子 ( ! 级阶地 ) 下错的土体
,

整

个二台子高出的形态是很明显的石
` 、

滑坡体后部土体松散
,

为二台子下错后
, 一

滑坡后壁失



重崩塌的土体 (附图 2 )
。

我们认为
,

该滑坡为推移型深层土质滑坡
,

并把整个滑坡体

划分为三个区
:

主动滑动区 (下部 )
,

错落滑动区 ( 中部 ) 和牵引坍塌区 ( 上部 )
。

三
、

滑坡成因分析

离捏ē米à

胭翻彻

1
、

地质地貌条件
。

那勒寺河

有三级较明显的阶地
:

I 级阶地

高出现代河床 20 一 30 米
,

发育较

好
。

公路基本沿此阶地通过 ; l

级阶地高出河床 80 一 10 0米
,

发

育不完整厂地貌形态不明显
, l

级阶地 (或称台地 )高出 河 床 1 30

米左右
,

平整宽阔
,

台地明显
,

当地人称之为
“
二台子

” 。

阶地

下部为第三系红色粘土岩
,

分布

广泛
,

岩层近于水平
,

上面被第

一二止
图 2 洒勒山滑坡纵剖面示意图

四系马兰黄土所覆盖
,

两者呈不整合接触
。

黄土层厚度一般为 3一 30 米
。

黄土土质疏松
,

在

山坡或山顶上常可见到黄土湿陷形成的落水洞
。

由于植被稀少
,

侵蚀强烈
,

沟谷切割较

探
。

在沟谷内
,

小型坍陷及滑坡屡见不鲜
。

2
、

地下水活动
。

第三系岩层中
,

在海拔约 2 , 0 50 米的高度有一层砂
、

砾石组成的
,

半胶结的含水层 (图 1 )
。

我们在滑坡体两侧沟内同一高度上都发现了地下水出露 (图

3 )
。

据当地老乡讲
,

在滑玻体上原来山沟中也有水流
,

这说明地下水出露是较多的
。

我

们在滑坡西侧山沟中发现的含水层
,

其流量大约为 0
.

2公升 /秒
。

由于第三系红色粘土岩

透水性很差
,

是理想的隔水层
,

因而地下水下渗到底部后
,

受到阻隔
,

溢出后沿黄土和

红色粘土岩层接触面下渗
。

3
、

人为因素
。

九二水库的修建
,

对滑坡的形成也有作用
。

一方面
,

当水库水位较

高时
,

对地下水 向河水的排泄起顶托作用
,

不利于地下水顺利排泄
; 另一方面

,

由于利

心
.

3 米
口松散

口 0
.

7 米

a 一半胶结砾岩含水层 (海拔高 2
,

。55 米 ) b一粗砂含水层 (海拔高2
,
050 米 )

图 3 漪坡体西端沟内出尽的含水层



用库水引灌
,
且耕地多在较平坦的阶地上

,

引灌水滞留时间长
,

利于下渗
。

下渗的水到达

红色粘土岩界面时
,
受到阻隔

,

又转变成地下水下渗
。

4
、

洛坡机制
。

综上所述
,

地质条件是这次滑坡的物质基础
,

地下水对滑坡形成则起

着主要作用
。

由于黄土和红色岩层间岩性的差异
,

含水层中的地下水
,

水库引灌下渗的

水 以及黄土溶洞及湿陷洼地汇集的雪水
、

降水等
,

下渗后都在黄土和红色粘土岩层接触

面上渗润
、

潜蚀
,

逐渐地使接触面上下的土体含水量增大
,

土体软化
,

土粒伺粘结力和摩

擦力减小
,

抗剪强度降低
。

在上覆黄土重力的作用下形成沿岩层不整合接触面向下推动

的剪应力
,

当剪应力超过抗剪强度时
,

即产生了滑坡
。

由于 I 级阶地黄土堆积厚度最大
,

且其下伏不整合面坡度也大
,

沿接触面产生的向

下的分力也较大
,

因而它对滑坡的形成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

在
.

它 的推 动 及 I
、

I 级

阶地黄土 自身重力作用下
,

I
、

1 级阶地被快速推向前方 , 随着前面的滑动
,
二台子即

下错前移 ; 由于二台子的错动
,

后面山体失去支撑牵引塌落
。

整个过程是十分迅速的
,

如果按整个过程用了一分多钟算
,

则其速度为 1 4一 17 米 /秒
。

四
、

几点建议

滑坡同泥石流及其它灾害一样
,
被人们统称为山地灾害

。

近年来
,

山地灾害已引起

科学界的注视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还没引起其它各方面广泛的重视
。

洒勒山滑坡前兆明

显
,

且三年前就已发现
,

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灾害
,
一方面是人们认识上的不足

,

缺乏

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滑坡将会带来危害的科学知识 , 另一方面是县社没有专门的情报

机构
,

层层上报
,

让专业人员查勘
。

实际上这里的滑坡现象是很多的
。

就我们调查时所

目及的范围内
,

就有王哆处与该滑坡可以比拟的老滑坡
。

据社员反映
,

现果园公社所在地

后山土日发现有裂缝
,

应引起足够重视 ! 可目前既无专门的组织
,

各有关单位又无这方

面的任务
,

是否能保证不出事呢 ? 因此
,

我们建议
:

1
、

省上应尽快成立研究山地灾害的组织机构
,

在各县
、

社设立联络员
,

发现征兆
,

层层上报
,

并组织人力
、

物力进行调查
,
做出决策

。

2
、

甘肃省黄土分布广泛
,

山多构深
,

山地灾害现象十分频繁
,

因此有必要对全省山

地灾害逐步进行全面考察
。

根据地质
、

地貌
、

水文
、

气象等条件分门别类
,

划分出轻重

次序
,

以便发现间题
,

对症下药
,

采取相应措施
。

在目前缺少人力
、

物力的条件下
,

可

与有关单位联系
,

省上给于适当资金
,

采取承包负责的办法
,

对人 口较稠密的地区进行

普查
,

划分出等级及相应的目录和编制图幅
。

3
、

编写滑坡科普书籍
,

普及科学知识
,

引起广大群众的警觉
,

及早防治或提防滑

坡灾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