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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是组成斜坡的岩层
,

上体在重力作用下
,

缓慢地
、

有时是急剧地沿着一定的软

弱面 (带 ) 向下滑移的一种变形现象和作用
。

它是山区和黄土地区最常见的不良地质现

象之一
。

它的存在和发展 厂 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近年来
,

在 甘肃 省 境

内
,

曾多次发生过巨型的滑坡成口
:
舟曲滑坡

,

迫使白龙江断流 ; 兰州市西固区的金沟猾

坡
,

摧毁了村庄
,

破坏 了耕地
;
铁路沿线

,

水库两岸也累累发生山坡变形和滑动
,

给工

程建设造成和难和损失
。 -

今年 3 月 7 日下午 5点妨分 46
.

5秒发生在东乡酒勒山的滑坡
,

其规模之大
、

方量之多
、

速度之快
,

是极为罕见的
。

一分多钟内
,

果园公社辖属的洒勒
、

新庄
、

苦顺
、

达浪 4 个

生产 队被掩埋
,

公路被摧毁
,

河道被堵塞
,

水库被淤填
,

3
,

00 0余亩耕地被破坏
, 2 00 余

人丧生
,

鸡犬牲畜也无幸存
。

滑坡引起的震动
,

相当于 1
.

4级地震
。

一
、

滑坡区的自然
、

·

地质概况

洒勒山滑坡
,

位于甘肃省东乡族 自治县果园公社洒勒山主峰南坡
,

面临那勒寺河
。

河

流流向由西向东 与洒勒山脊走向平行
,

两岸分布有四级基座阶地
。

河谷宽 6 00 一 9 00 米
,

早

季河水流量 0
·

22 立方米 /秒
,

雨季洪水流量达数百立方米 /秒
。

河床面高程为 1 , 9 50 米
,

洒勒

山主峰高程为 2
,

2 83 米
,

相对高差为 3 13 米
。

「

村庄大部分布于 I
、

1 级阶地 上
,

临 眺 至

东乡的简易公路在 亚级阶地后缘通过
。

那勒寺河主流原靠北岸弯曲
,

后因修建水库改移

河道
,

现 已紧靠南岸顺直通过
。

北岸河漫滩地势平坦
,

已辟为大片耕地
,

下游修建有九

二水库和王家水库
,

两库相连
。

九二水库坝高 7 米
,

总库容 40 万立方米
; 王家水库坝高

1 3米
,

总库容 6 0万立方米
。

I 级阶地高程 l , 9 75 米
,

I 级阶地高程 1 , 9 9 0米
,

l 级阶地 高

程 2, 叩o米气那级阶地高程 2, 09 p米
。

滑坡东西两侧有南北向冲沟
,

切割 深 度 5一 1 5米
,

原始地形坡度 40
。

一 45
“ 。

本区属强烈切割的黄土梁赤区
。

洒勒山山体上部普遍覆盖有上更新统的风成马 兰 黄 土 ( Q
: 一 ,

)
,

浅 黄 色
,

松

散
,

具有大孔隙及湿陷性
,

透水
,

分布在山脊及梁赤处
,

厚约 60 米
; 中部为 中 更 新 统

Q(
2 一 么 ) 石质黄乙 冲积相

,

球
色

,

垂直节理发育
,

干燥状态坚硬
,

不透水
,

估计

厚度 80 一 1 0 0米 ; 下为半胶结的砂
、

砾石层
,

透水性 良好 (该地区因靠近青藏高原
,

受到

影响
,

地层有缺失
,

特别是第三纪与第四纪间 ) ; 其下为第三系临夏统的橘红色泥岩
,

潮湿状态
,

颜色较深
,

致密而坚硬
,

层理明显
,

裂隙发育
,

岩体被切割成菱形块状
,

遇



水易软化
、

泥化 ;底部为紫红色泥岩夹灰绿色泥灰岩 (薄层 )
,

砂砾岩呈透镜体相夹其

中 ( N
:

L
3
)

, : 型节理发育
,

致密
、

坚硬
,

产状平缓
,

一般在 5
。

一 8
。 ,

向南倾斜
。

透

镜体厚度 2 一 4米
,

砾石磨圆度较好
,

含水
。

此层厚度 98 一 4 44 米
。

橘红色泥岩出露于W 级阶地的老滑坡陡坎上及东西两沟的沟壁
。

紫红色泥岩出露于

东西两沟的沟底
,

九二水库岸边
,

l
,
兀级阶地下部

,

向东至果园公社
,

向西至东乡县

公路两侧和那勒寺河两岸
,

均能普遍见到
。

滑坡区岩性和产状均表现了较明显的混乱和

破碎现象
。

从地貌上看
,

本地区是一个古滑坡群
,

滑坡沿平行山脊呈带状分布
;
就规模而言

,

远比

本次滑坡为小
。

从果园公社至那勒寺河的数公里地段内
,

山坡上发现有多处三角面
,

尤

以滑坡西面更为明显
。

三角面几乎 同处一个高度
,

可用直线相连
。

滑坡东侧金鸡沟第三

系泥岩内发现有东西 向的断裂面
,
西侧胡朗沟也发现近东西向的断裂多条

。

裂隙面在橘红

色的泥岩中并充填有黄土
,

宽约 5 厘米
,

平行排列
。

东西两侧 山体上均发现有此方向的

裂缝
,

延伸较长
。

从航片上得知
,

滑坡区在高程 2 ,

02 0米和 2 , 0 90 米 附近存在有两条正断

层
,

其产状与山脊平行
,

为高角度
、

阶梯式断层
。

断层面北侧为下盘
,

相对上升
;
南侧

为上盘
,

相对下降
。

整个断层面倾向河谷
,

形成时代为第三纪末期
,

受青藏高原隆升运

动的影响所致
。

此两断层东西延伸达数公里
,

老滑坡群及多处三角面的形成 均 与其 有

关 ; 泥岩中的断裂方向及 山体裂缝的发展方向
,

都受此组断裂的控制
。

上游老庄水库即

因此断层影响而未能兴建
。

本地 区新构造运动也十分强烈
。

大面积的抬升运动
,

形成了那勒寺河两岸的四级阶

地
,

在果园公社附近及滑坡周界的河谷中发展砾石层有被错断和倾斜的迹象
。

从卫片解释图上看 出
,

那勒寺河 即沿着断裂带通过
。

果园公社附近的沟 口有南北向的

断层存在
,

洒勒山山体近南北 向的冲沟很发育
,

河西系
: }匕北西向的断裂在整个临夏构造

盆地中都是起控制作用的
。

本区基本属半干早地区
,

地下水集中分布于河漫滩及 I 级阶地的冲积
、

洪积层 内
。

含

水层为砂砾石
,

水质较好
,

能饮用
。

其补 给来源除上游河水及地下径流外
,

两岸支沟径

流也是补给来源之一
。

洒勒山上部马兰黄土具有透水性
。

石质黄土不透水
,

但垂直节理发育
,

破碎
,

在有

补给条件时
,

也可形成为含水层
。

半胶结的砂砾层因分布 高程较高
,

只能是透水层而不能

形成含水层
。

下部第三系泥岩及所夹透镜 体
,

因被两组以上断裂面切割
,

地下水在该层

产生渗流运动
。

裂隙密集带和砂砾岩透镜体均是主要含水层
。

大气降水通过新黄土
、

石

质黄上至砂砾层
,

并沿断裂面渗入第三系红色泥岩及砂砾岩透镜体
,

因而水量不大
,

且

矿化度较高
。

滑坡体东西两侧冲沟沟脑陡坎下
,

分别有被 切割出露的下降泉
,

出水地层为

薄层砂砾层
。

经实地观测
,

东泉高程 2 , 。60 米
,

流量Q = 2 50 毫升 /分
;
西泉 高程 2 , 0 70

米
,

流量Q 二 2
,

0 00 毫升 /分
。

据调查
。

滑坡体内原山坡上有两条冲沟 ( 已被滑落 )
,

在

沟脑黄土
一

与第三系泥岩接触面上有泉水出露
,

流量甚微
。

上述泉水矿化度 > 3克 /升
,

水

质苦咸
,

不 能 饮用
。

I 级 阶地后缘 有水井
,

但水量小
,

矿化度高
,

亦不能饮用
。

山坡表层黄土内
,

陷穴极为发育
,

到处可见
,

洒勒山南
、

北坡均有分布
,

尤以冲沟

沟脑更为集中
,

呈串珠状和蜂窝状
,

深度较大
。

底部多有暗洞相连
,

直径一 般 .0 3一 1
.

0



米不等
。

它起着老截和聚集地表径流
,

并使之迅速排泄下渗的不良作用
。

二
、
滑坡的基本特征

滑坡体由北向南逐渐散开呈扇状
。

一

上窄下宽
,

上部 (北 ) 宽” 0米
,

下部 (南 ) 宽

1 ` 6公里
,

南北长1
.

7公里
:

(包括覆盎部如
。

表面高低起伏不平
。
后缘滑坡陡壁 (滑坡体

后部和母体脱开的分界暴露在外表的部分 ) , 呈圈椅状
,
高 2 2。米多 上陡下缓

,

坡 度
一

上

75
。 ,

中6 0 。 ,

下 45
。 , 顶宽60 0米

,

底宽7 00 一 8 00 米多 表面光滑
,

具有由北向南 的擦

痕
。

封闭洼地呈扁椭圆状 , 四周略高
,

中间较低
,

长约 10 c- 含0妙米
,

宽 40 一 50 米
,

深

20 一 3。米
。

东西两侧有槽形地带 (系原冲沟滑动后的遗痕
,

低于周围地段约 1。米 )
。

注

地南侧与第 I 滑坡平合相连
,

平台高约 60 米
,

呈东西向展布约 5 0 0米宽
。

南坡陡 而北 坡

缓
,

南北长 1 00 一 2 00 米
,

上部见有保留完整的东西向的拉张 裂 隙
。

地 面 有 许 多 醉 林

(大部向北倾斜 ), 具明显的崩塌滑落特征
。

滑落物中有被切割呈大块的第三系橘红色泥岩

和黄土两部分
。

向南
,

缓坡与第 夏滑坡平台相连
,

平台表面起伏不平
,

规模较大
。

缓坡
_

L

有许多树木东倒西歪
,
一直平缓伸向对岸

,

并向东西两侧散开
。

前缘滑舌 宽 1 00 一
, 1 50

米
。

第 I平台与 r 平台之间
,
在东西滑槽边缘见第三系红层被挤出

。

由子强大
·

的 推 动

力
,

使得位于第 l 级阶地后缘的公路向南推移 (错断) 达妞米
。

由于滑坡区的原始地形的高差
、

坡度不同
,

滑坡在滑动时
,

各部分向下滑动的速度

和受力情况也有所不同
。

因而
,

滑坡陡壁后缘山顶上发现有近东西 向的拉张裂隙多条
,

宽约 20 一 50 厘米
, 现仍在不断继续加宽加长

。

最外一条裂缝已出现错台
。

目前裂缝仍有

向北发展的趋势
。

东侧边缘原苦顺生产队附近及西侧边缘原清真寺附近
,

发现有数十条

剪切裂隙
,

其产状大致与滑动方向平行 , 两侧伴有羽毛状平行排列的次一级裂隙
。

苦顺村

东侧的裂 隙较为密集
,

部分呈斜交
。

在达浪台地的西北方滑坡边缘的河滩地 上 和 地 埂

上
,

发现有鼓胀裂隙
,

系因滑体受阻
,

土体隆起所致
,

其产状垂直于滑坡方向
,

深度较

浅
。

在伸向南岸 的滑体最前端
.

— 河漫滩耕地有被翻卷及隆起现象
,

并大量 出现有鼓胀

裂隙及扇形张裂隙
,

其走向分别为 3 2 0
。 、

3 5 0
。 、

3 5 5
。 。

根据现场观察
,

结合原始地形的估算
,

滑动体南北平均长 1
,

6公里
,

东西平均宽。
·

8公

里
,

平均厚度近 30 米
,

滑动面积约为 .1 J平方公里
,

滑动体的总土石方量约 4, 20 0万立方

米左右
。

该滑坡具有速度快
、

距离长
、

方量多
、

能量大
、

破坏力强等特征
。

滑动体纵向可分

为东
、

中
、

西三部分
:

中部为主滑块体
,

主滑方向为 35 。 。 士犷
,

主滑线 (即滑坡体滑动

速度最快的纷向线 ) 在南岸 l 级阶地伸向河滩的达浪村尖咀以东 50 米
。

前舌有大量第三

系红色泥岩被翻卷露于地表
,

其西边界在达浪村尖咀阶地以西 5 0米
。

东边界在九二水库

尾的 亚级阶地突 出尖咀以西
。

上述东西边界的证据是
:

两个尖咀阶地中的窑洞均未受到

挤压变形
,

现仍保存完好
,

中部主滑体
,

将老公路以南 皿级阶地前缘的新村生产队的全

部房舍
、

果树推移至那勒寺河南岸
,

并阻塞了河道 (清理河道中已挖出新庄生产队的自行

车可证 )
。

推移土体在达浪村尖咀处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
,
东部直抵南岸

,

西部堆积北

岸岸边
。

以新庄生产队推移距离估算
,

主滑体滑移距离应为吕00 米左右
。

在主滑 块体脱
`



离山体冲向南岸时
,

必然对东西两侧产生巨大的排挤动力
,

其力的方 向在西侧为西南方

向
,

在东侧为东南方向
。

因而使东西两侧的山梁受到冲击影响
,

形成与推挤方向平行延

展的张开裂隙
,

往往十余条密集成带
,

裂隙宽达几厘米至十几厘米不等
,

向两侧方向逐

渐消失
。

东侧块体使苦顺生产队淹埋于九二水库之中
,

冲
一

出距离达 4 00 余米 , 西 侧 块体

使洒勒生产队大部掀埋于西南方向 50 余米处 (清真寺的砖瓦及寺后大树的移动可证 )
。

此滑坡在横向上也可分为北
、

中
、

南

三部分
:

北部从滑坡陡壁
、

封闭洼地至第

l 滑坡平台
,

此段从滑动体的物质 中可以
一

清楚看 出是分水岭一带的土体滑落物
,

其

中有大块的第三系泥岩堆积于西侧
,

反映

出此段系以崩塌滑落运动为主
,
中部从第

1 滑坡平台以南的缓坡至新庄生产队以南

的原 I 级阶地
,

此段从滑动体 上 可 以 看

出
,

经过滑动的土体虽然疏松
,

但仍能辩

认出原始地面朝北倾斜
,

树木仅是歪斜
,

反映出此段系以剪切滑动为主
, 下部从 I

级阶地至河漫滩
,

此段可见九二水库 中的

散落物是越过 卫级 阶 地 飞 落的
,

但仍保

持原地面特征
,

屋舍
、

房梁
、

树木以及埋在

土层中的人和牲畜均能在滑体表面看到
,

从 F 级 阶地滑落的一棵由幸存夫妇合抱的

大树仍直立于滑体 中
。

挖出的家具
、

物品
,

也能辩认出是谁家的
,

毫无混杂紊乱现象
, 圈 1 洒勒山姗坡平面示宜圈

反映出此段系以推动力为主造成的 (参看 滑坡平面示意图)

三
、

滑坡机制分析

滑坡的发生和发展
,

是极其错综复杂 的
,

影响的因素也很多
,

其中内在因素是先决条

件
,

外在因素只有通过内在因素方能起破坏作用或促进作用
。

本区北北西向的断裂发育
,

洒勒山南北向的冲沟数十条都是受着此组断裂的控制沿

软弱破碎的构造部位而形成的
。

滑坡东西两侧的周界即两条较大的冲沟
,

沟底均有红层出

露
。

西侧冲沟的红层 中发现有南北向的垂直裂隙
,

构成了滑坡体的侧 向切割面与北北西 向

断裂
、

垂直的近东西向的张性断裂
,

在本区也是极为发育的
。

洒勒山南坡的古滑坡群就是

受此组断裂的控制并沿其带状出现的
。

附近地段岩层破碎
、

产状紊乱
,

即可证 明这一点
。

滑

坡陡壁后缘山顶的拉张裂缝也是因此形成
。

它构成了这次滑坡的横向切割面
。

就地层而

言
,

山体上部覆盖着 巨厚的新老黄土
,

下部为第三系红色粘土岩夹砂砾岩透镜体及浅绿色

的泥灰岩
。

粘土岩中含有较多的粘土矿物
,

且具有层理和软弱结构面
,

因而具有明显 的

亲水性和各向异性的力学性质
。

特别是基底
,

由粘土岩组成的斜坡是极易滑动的
,

它与



泥灰岩的接触面
,

橘红色粘土岩与紫红色粘土岩的接触面
,

粘土岩中的层间挤压面
,

都是

易滑面
。

在上述构造
、

岩性的特定条件下
,

地下水的作用是加速和
`

促进山体变形失稳
,

沿不

良结构面徽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

大气降水通过马兰黄土
,

沿石质黄土中的垂 直 节 理

下渗至第三系红层被阻
,

储存聚集在红层顶部的薄层砂砾石层中
,

并对红层产生了浸润
、

溶解
、

软化
、

泥化等作用
。

由于静水压力的作用
,

使地下水产生了渗流运动
。

地下水 的

渗流往往在沟脑陡坎下的地层接触面上便以泉水形式排泄出露
,

同时还沿着裂隙面
、

层

间挤压面
、

断层面
、

老滑坡面运动
,

使原有的岩土和岩体结构受到破坏
,

甚 至使基岩化学

成分发生显著变化
,

降低岩土的抗剪强度
,

促使滑坡发生
。

然而
,

本区属半干早地区
,

年降雨量在 4 00 毫 米左右
,

大气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量是不多的
,

加上 巨厚的黄土覆盖
,

渗入基岩时已为数甚微
。

何况
,

滑坡发生时间并非雨季
。

因此
,

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予以

充分考虑
。

那勒寺河流经本区
,

主流原冲刷北岸
,

使河流阶地的基座泥岩受浸润潮湿
、

软

化 ;
加之与河争地河流改道

,

修建水库蓄水
,

地表
、

地下水位发生变化
,

破坏了自然平

衡
。

去冬今春连 降几次大雪
,

融化下渗
,

增加了地下水补给量
。

滑坡两侧的支沟口
,

群

众修筑了淤地坝
,

拦截洪流和泉水
,

就水淤地
,

植树造林
,

因此水流不能排入河内而渗

入地下
,

又抬高了地下水位
。

I 级阶地上又发展了提灌工程
,

有的提到了老 滑坡 台地

上
,

灌溉回归水也抬高了地下水位
。

由于地下水位的抬高
,

影响了山体斜坡的稳定性
,

对滑坡 起到了牵动作用
。

综上所述
,

造成洒勒山山体滑动的原因
,

是多种因素的综合
,

特定的构造条件和岩

土性质是主要的
,

地下水的运动起到 了加速和促进滑坡滑动的积极作用
。

四
,

结 语

从现场考察获得的资料分析
,

滑坡东西边缘的冲沟内有第三系红色泥岩分布
,

W级

阶地上的老滑坡陡坎上第三系红层裸露
,

滑坡堆积物中见到大量第三系红色 泥 岩 滑 碎

体
,

滑坡前缘有被翻卷的第 三系红色泥岩
,

这些都说明滑动面已切入第三系红层
。

滑坡

体是沿着一个圆弧形的滑动面下滑的
,

而滑动面又是沿着第三系红色泥岩中的不 良结构

面发展的
。

由于第三系红色泥岩的
一

滑动
,

带动了上覆的深厚黄土层崩落滑移
。

因此
,

该

滑坡应属于基岩滑坡
。

从滑落物体的静象分析
,

土体
、

房舍
、

树木
、

草皮等大部保持原地面形态
,

尤其是

万级阶地上滑移至河漫滩的扫棵大树
,

目前尚挺拔直立于那里
,

有夫妇俩合抱此 树随土

流而下
,

滑移近 1 ,

00 0米未受 损伤
。

因此说明该滑坡是基底式的整体滑动
夕又由于滑动面

呈圆弧形
,

滑动体沿圆弧转动
,

故又可称为转动式滑坡
。

上述类型的滑坡
,

其特征是滑动面的最低点应低于滑坡出口的地面
,

因此
,

该滑坡

的出口不应在 I
、

l
,

级阶地上而应在河漫滩中 (参看滑坡纵剖面示意图 )
。

该滑坡经历 了从蠕滑一后缘受拉一潜在剪切面剪切扰 动 三 个 过 程
。

当 I
、

! 级

阶地 向坡下蠕滑时
,

后缘产生拉应力
,

而后缘 山体早已发育有陡倾坡内的软弱结构面
,

因而拉裂更易发生
。

后缘被拉裂后
,

造成潜在剪切面上的剪应力集中
,

促进了最大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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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的剪切变形
。

随着剪切变形的进

一步发履
,

中部剪应力集中部位可被

扰动扩展
,

最后 当剪应力大于抗剪强

度
,

锁 固段一旦被剪断
,

使得原来就

不稳的陡峻山体
,

在重力作用下失去

平衡骤然下滑
。

这种以 巨大的能量并

以很陡的角度下滑的土体
,

给予下接

的已在滑动的阶地又一 巨大推力
,

使

阶地的推进力大得能迅速达到河边
,

图 2 洒勒山滑坡纵剖面示意图

并将河漫滩土层翻卷推至对岸
。

这样看来
,

几个步骤都是清楚的
。

这就是该滑坡高速滑

动的主要原因所在
。

以新庄生产 队及那级阶地大树的滑移距离估算
:

主滑体 的 滑 动距

离为 80 0一 1 ,

00 。米
。

据调查访问目睹者
,

山体滑动短暂骤然
,

时约两分钟
,

与地震记录

(为 1 分多钟 ) 对比基本吻合
。

粗略估算
,

山体滑速为每秒 25 一 30 米
。

再者
,

九二水库中有大量散落物
,

尚保持地面特征
。

这些散落物是越过 l 级阶地飞

落的
。

据调查访问
,

当时水库边有两个村民被气浪冲到水库中的冰窖里丧生
。

这种现象
-

表明
,

除了滑动体的滑速剧增是一个条件外
, “

气垫
”
效应是主要作用

。

这种
“
气垫

”

效应在滑体出口部位有一定临空高度
,

且下滑速度迅速
,

使下伏空气来不及排除
,

并有

大量冲击波裹挟
。

这样
,

大量的滑体有可能在气垫上漂浮而行 ; 或者
,

被滑 动错 碎 的

碎屑物与气流相混合
,

形成腾空飞泻的土流抛置于现在的堆积处
,

使得部分理应滑经的

地段没有任何土体覆盖
。

这种效应的能量很大
,

可导致滑体和碎屑流迅速运动达数公里

以上
。

据有关资料
,

只要陡坎高度达 15 一20 米
,

滑坡借助气垫的力量竟可向前跃出 2 一

3 公里
。

这也是该滑坡高速滑动的另一原因所在
。

五
、

滑坡的预测和处理建议

洒勒山滑坡
,

在剧滑阶段表现有速度快
、

能量大
、

破坏力强的特征
,

一瞬间造成 了

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

但深入研究
,

它的发生
、

发展是有着一个长期过程的
。

据调

查
, 19 7 9年 9一切月

,

滑坡后缘山顶 已发生裂缝
,

宽 10 厘米
,

长 10 0余米
,

苦顺 2 台 ( 即

万级阶地 ) 也出现 了裂缝
。

1 9 8 2年 5 月
,

山顶裂缝加宽
,

W级 阶地出现新裂缝
。

1 9 8 3年

2 月 l 级阶地水窖变形
; 3 月 2 日感觉山体有走动 ; 3 月 3 日听到了

“ 山叫
” ,

发现泉

水发浑
、

动物异常
,

泉水边缘 出现了裂缝
、

掉土
,

山顶裂缝宽达 0
.

7米 ; 3 月 5 日达 1

米 ; 3 月 7 日下午两点裂缝加宽 1 米多
,

用石头试探很深
,

已引起注意
, 5 时多发生 了

剧滑
。

从这些资料分析
, 1 9 8 3年 2 月 以前出现裂缝

, 2 一 5 月为蠕滑
,

以后则为破坏阶

段
; 同时也说明

,

滑坡发生以前是有着明显的先兆的
。

对这些先兆进行认真观测分析
,

是可作出可靠预报
,

并能采取有效的防止措施
,

避免遭受灾害的
。

1
.

甘肃省的陇东
、

陇南和中部地区
,

滑坡分布较广
,

有关部门应重视对滑坡灾害的

调查研究工作
。

除了加强科普宣传
,

提高群众的灾害性地质问题的科学知识外
,

还应组

织各有关专业人员对全省滑坡进行综合考察
,

摸清滑坡分布范围及其活动规律
。

对危害



性较大的地区应设点专人定期进行观测
、

记录
,

及时预报
,

对先进的一些监测手段要引

进推广
,

不断提高预测质量 ,

2
.

从果园公社至那勒寺地段内
,

新老滑坡成群 分布
,

范围大小不等
,
建议立即组织

专业人员进行勘查
,

建立预测网 ; 不安全地带的村
、

户要规划搬在
。

果园公社后山和胡朗

沟山顶
,

目前均己发现裂缝多条
,

并正在发展延伸中
,

有关部门要严加监视
,

并有计划

地组织社员搬迁
。

3
.

洒勒山滑坡
,

现虽处于稳定阶段
,

但滑坡现场必须进行
:

彻底根治
。

滑坡后缘陡壁

山顶 2 0一30 米地接内
,

存在有东西向的拉张裂缝多条
,

其宽约 2 0一 5 0厘米
,

并 处 于 加

宽
、

加深的扩展 中
; 最外缘 已有错台出现

。

在高度 21 0米的陡壁上
,

不时发生土 体崩落

砚象
。

在雨季前
,
如不及时采取措施

、

,

还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土体滑裙
。

建议在陡壁后缘

不稳定地段妇削缓坡度
,

清理危险体
,

如工程量较大
,

一时无法组织力量清理
,

必须专

人定点进行观测
,

及时报告裂缝发展情况
,

采取果断的必要的措施
。

据初步估算
,

,

滑坡

徒壁高21 0米
x
长60 0米

、
厚30 米

,

最大坍滑量可达近 40 0万立方米
。

.4 滑坡陡壁前的封闭洼地
,
长约加。一 30 0米

,

宽约 40 一50 米
,

深 10 一20 米
,

雨季有

滚水可能
。

一则聚水下渗
,

可引起滑动体的局部滑动
,

特别对南临的反坡平台
,

有直接

影响
;
二则聚水冲开

,

两侧槽地疏松土层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
,

影响卞面的公路
,

危及

农田基本建设
。

滑坡东西两侧的两大冲构
,

土层松散
,
在地表径流的作用下

,

也可能造

成严重的泥石流灾害
。

建议将陡壁削坡土料填平封闭洼地
,

整治地表径流
,

防止泥石流
`

危害
。

5
、

东西两侧泉水
,

特别是西泉
,

其流量达 100 一20 d立方米 /昼夜
,

长期聚积下渗
,

对滑体也有严重影响
。

建议对泉水进行整治
,

疏通引流
,
排出滑体以外

,

或在泉水出露

处进行清理
,

浆砌片石围圈
,

投放砂砾石
,

防止漫流
。

6
、

新村建筑区必须选择在稳定地段为宜
。

滑坡体内土质松软
,

地基均需工程处理
一

才能修建
。

为避免滑坡后缘陡靡的威胁
,
位置越向…南越安全

,

在现
“ 指挥部

” 以南 1 00 米

为好
。

但经济投资较大
,

工期较长
,

需斟酌考虑
。

那勒寺河南岸平台及达浪台地尖咀可

作为建筑区选择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