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加速侵蚀危及山体的稳定性

农水工程富集地下水诱发滑坡

刘海峰 杨万宏

(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

1 9 8 3年 3 月 7 日下午 5时 4 6分
,

甘肃省东乡族 自治县境内的洒勒山主体产生滑 坡
,

给当地少数民族兄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

党和政府对此十分关怀

和重视
,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同时
,

为了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
,

甘肃省科委 已重点组

织了专业考察和讨论
。

在考察和讨论中
,

我们亦初步形成 了几点看法
。

一
、

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在全国范围内
,

东乡族为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
,

集中居住在临夏回族 自治州的几个县

里
,

其中近百分之七十居住在东乡县境内
。

东乡族信奉伊斯兰教
,

有自己的语言
。

由于历代

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
,

他们生活在极端困难 的环境里
。

解放后
,

在 中国共产党正

确的民族政策指引下
,

在政治上获得 了民族区域自治权
,

同其它民族一样享 有完全平等

的各种权利
; 经济也有 了较大发展

,

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 特别是本民族人口从10 多万增

加到20 多万
,

欣欣向荣
。

东乡族 自治县 1 9 4 9一1 9 7 8年
,

粮食亩产 由92 斤提高到 22 3斤
,

粮

食总产 由2 , 3 18 万斤提高到7
,

8 56 万斤 ;
有效灌概水地由 4千亩增到7

.

2万亩
,

其中保灌面积

6
.

13 万亩 ;
水平梯 田和条 田 1 3

.

33 万亩
; 社社通了公路

,

机械化和电气 化装 备 从 无 到

有
,

逐步发展
。

其中果园公社及其宗罗大队
,

由于以水利为中心的农业基本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
,

是生产
、

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社队之一
。

然而
,

正当他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 以来的正确路线和十二大制定的宏伟 目标的指导下
,

满怀信心建设家乡
,

创造美好生

活的时候
,

洒勒山迅猛的滑坡使果园公社宗罗大队的新庄
、

苦顺
、

洒勒等生产队蒙受 了

异常沉痛的灾难
,

摧毁和掩埋 70 余户的全部房屋 (包括新庄的全部以及洒勒幸存的 4 户和

苦顺幸存的几户之外的部分 )
、

小 亚型水库 1 座
、

农田 3 ,

00 0多亩⋯⋯死亡 2 20 多人
,

约占

三个生产队总人 口 的40 %
。

但是
,

活下来的东乡族兄弟并没有被 自然征服
,

他们在国家

和人民的支援下
,

总结 了经验教训
,

又投入了重建家园的斗争
。

二
、

探讨滑坡的成因

省内外不少单位
,

着重从地质角度对 滑坡成因进行了考察分析
,

提供 了不少有价值的

成果
。

但是
,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
,

人类活动异常频繁
、

量大面广的当代
,

如此规模的地

质现象
,

其原因必然是综合性的多因子组合
,

只不过有主要的与次要的
、

直接的与间接

的等等不 同层次
、

不同程度上的差异罢 了
。

就以人类活动对这次滑坡的影响来看
,

我们



认为比较明显的也有两个方面
:

1
、

破坏植被
,

导致水土加速俊蚀
,

危及了山体的德定性
。

据 《汉书》地理志记载
:

“天水
、

陇西山务林木
,

触褥为室屋
‘ ,

拿正推物是现晦甘雍中部地崖
一

的 东 南部 一
,

包括挑河中卞游的东乡族自治县
。

明代中叶 (14 8 0年) 永泰城 (今景泰县红水堡 )

,

称这一带山i岭 “广

带铭

崇岗隐天
,

森林蔽日
,

里
,

东轶娜靖
, 一

西畴彝碑
,
能界沙迹

,

南滨临巩
。

其间
,

衣食自出
,

林麓之饶
,

何物不有
,

夷言米哈
,

田猎飞

走” ,

可见五百年前后一段时间里
·

一南至临挑
,

陇西这一带森林遮天蔽 日
,

没有什么

水土流失
。

东乡县是解放前后从临挑
、

广河等县划分出来而新建立 的
,

同临 挑 县 隔 河

相望
,

历史资料中有关挑河流域资源的记载
,

自然都
‘

包括东乡县在内
。

洒勒山一带的群

众也反映
,

几百年前这里都是森林
,

后来逐步变成 了今 日的光山秃岭
,

水土流失日益加

重
。

如今还常常挖掘出树木的残骸
,

我们亦曾目睹过群众用出土云杉木制造的桌子
。

可

见森林植被破坏之后
,

水土流失代替森林而成为当地生态环境的主导因子
。

严 重 的 水

土流失以溯源侵蚀
、
下切及侧蚀等方式切割地面

,

镂刻出陡坡悬崖
、

深沟大堑
、

陷穴溶

洞等多种形态的地貌
,

残梁孤丘林立
,

沟壑纵横
,

支离破碎
,

破坏 了原有的完整性和稳

定性
; 一旦遇到别的因素诱发

,

常常出现滑坡
、

崩塌
、

泻溜等侵蚀现象
。

洒勒山所在的

那勒寺河流域属挑河下游的二级支流
,

处于严重水土流失范围内
,

年冲刷模 数 4 , 0 00 一

10
,

00 。吨 / 平方公里
。

河水流量每年变化在每秒。
‘

22 一4 0 0立方米之间
,

冲淘河岸
,

形成蛇

曲河床
,

紧逼洒勒山脚
。

这次的主滑带正处在那勒寺河岸两条一级侵蚀沟之间
,

后部坡

度约在30 一5 0
。

以上
,

高差 30 0余米
, 2 ,

2 83 米高程的山头被削掉 了
。

上述过程可以简单归

纳为
:

毁坏植坡
一

水土流失
一

失去平衡地王丛增多, 滑坡
。

至于森林树木固持土壤的作用
,

也可以从滑坡现场找到证据
。

一

唯一残存的 I 级台地

咀子的东端
,

有一段约 30 米长的土坎
,

其上横向人工栽植着 7
、

8 棵高 5 一 6 米 的 柳

树
。

由于它们的保护作用
,

土坎虽已被推动并产生了裂缝
,

但仍基本维持着原状
,
坎内

的一段纵向土墙虽已断裂
,

但未坍塌
。

类似现象在 互级台地西缘
,

以及西部幸存房屋跟

前的沟边
、

土坎上都反映得十分突出
。

再则
,

有的树木虽然位移了几百米
,

可仍然直立

着
,

所固持的小片地面亦维持整体原状 , 反之则土层被搅动得很乱
。

据悉
,

四川从1 9 8 1

年大量滑坡的调查中
,

也发现森林对防治滑坡的显著作用
。

2
、

水利工程增加了地下水的补给纽
,

诱发了滑坡
。

19 7 0年以来
,

人工裁弯取直 了河道
(相应抬高了水位)

,

修建了两座水库
,

两座塘坝和引水渠 (未衬砌)横穿村庄而过
,

河滩变

成了水地
,

还提水灌溉 ! 级台地以上的条田梯田
。

上述这些工程设施从东南西三面呈弧形

包围
、

覆盖着滑坡体
,

它们对于地下水补给的程度和所处的地位虽不可能完全相同
,

但由

于黄土的湿陷性
、

垂直节理发育
、

渗透性强以及埋藏的部分砂砾层
,

加之超量灌溉等原

因
,

在渗透性差的第三系基岩之上
,

较多地增加
、

了地下水
,

降低了交界面的抗剪强度
,

形成一个滑动面
,

则是确定无疑
、

认识一致的
。

这种现象在黄土高原也是比较普遍存在

的
。

老乡们反映
,

19 70 年以后后山发现裂缝
,

这种偶合看来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
。

三
、

重建家园和区域整治间题

滑坡灾害造成了很大损失
,

同时又应该从痛苦中总结经验教训
,

提高同自然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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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客观上造成了一片比较平缓的土地
。

这就是灾害的两重性
,

也就是人们在改造自

然过程中得与失的辩证法
。

改造 自然的得和失的关键是正确的理解
、

认识和利用 自然规

律
,

讲 的和生态的效果
。

按务观规律办事的原则
、亦应贯衡到救灾和生产津设中去

。

翅摘好丸质生居
、 生矜设施的恢复

在某种范围和程度上说
,

自然灾害是可怕的
,

但同时又是可认识的
,

因此也是有办法

对付的
。

一

我们不同意灾后消极的退让
、

车幼廖
,

也不主张硬性对抗滑坡的盲动
,

而应采取

对自然资源积极利用的适应性战略
,

重要建筑物绕避险区险段和其它可行的预防手段
。

例如
,

由于疏松黄土的湿陷性和有一个稳定过程
,

房屋以选择二三个地基较稳固 (如现
‘

存的 I 级台地) 的地点分散建设
,

比目前在主滑体上集中进行是否妥当些? 便道以能通
行汽车即可

,

不宜像目前那样费很大力量急于恢复公路 , 对滑坡体和覆盖体
,

近一二年

宜根据土质和陡缓程度选择块片进行平整
,

采用喷灌
,

先行利用
。

同时制定一个总体规

划
,

以指导长远建设
。

关于水利工程是个比较复杂的间题
,

怎么办呢 ? 由于洒勒山下两座水库的修建
,

发

展了儿千亩水地
,

一

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
,

改变了全社的贫困面貌
。

同时也促成了这次

滑坡
,

造成 了损失
。

两相权衡之下
,

经济上 (人的伤亡本来是可减免的) “
得

”
是大的

(待有条件时可以将得失算细帐) , “
失

”
也不是绝对的

,

只要科学地进行建设
、

管理

和使用
,

加上对灾害的预测预报
,

就可以做到趋利避害 (或减害 ) ,
保障得大于失

。

因

此
,

水利的恢复和建设要在总结经验教训
、

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
,

积极慎重地进

行
。

当前
,

·

加高王家水库增加蓄水量
,

衬砌渠道减少损耗
,

以弥补因九二水库沐效后用

水量之不足
,

并有加强沿途山体稳定性 的作用
,

应该尽快开始施工
。

但是
,

渠道衬砌似

宜在九二水库的老渠道上进行
。

这样虽比在王家水库新开自流渠道 (原来无渠道 )要提高

水位 7 一 8 米 , 每亩约增支电费 2 元左右
,

但工程投资省
,

见效快
,

控制面积大
,

特别

是质量有保证
,

综合效果还是合算的
。

此外
,

为 了保证安全
:
避免新的灾害

,

河道
、

山上的危方应作处理
,

并疏通洪水道路
。

一

2
、

整治那勒寺河流域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比过去有了较大发展
,

但一般情况下 经济
、

文化仍较落后
,

自然条件也有其特殊性
,

需要根据国土整治的要求
,

注重研究发挥地区优 势
。

从 整体

看
,
东乡全县较为高寒

, 山大沟深
,

水土流失严重
,

特别是滑坡活跃
。

生态环境除与当地
‘

的经济社会活动有矛盾之外
,

还直接威胁着国家重要水电工程一刘家峡水库 的运行与寿

命
。

另一方面
,

这个县降水量不少
,

一般在50 。毫米左右 , 每人平均土地 10 多亩 厂 结合

历史沿革和民族传统
,

大量种草造林
,

重点发展牧业
、

林业和多种经营
,

在河川区发展

农业和经济果木
,

既符合这里的自然
、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
,

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

·

洒勒山所在的那勒寺河流域
,

·

集中居住着东乡民族
,

面积约4 00 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

面积的四分之一
,

且自然条件具有代表性
。

尤其是以洒勒山为中心
,

那勒寺以 下 (左
-

岸 ) 长约21 公里的范围内
,
老滑坡体遍布

,

新滑坡处于活跃期
,

对生产
、

生活威胁很大
,

亚待采取对策
。

全流域是一个有机整体
,

如若作为甘肃省国土整治的一个 单 元
,

是 必

票而有意客的
。

为此
,

建议省
、

州
、

县创造条件
,

L

结合
“
两西

”
建设

,

在该流域进行国

土资源的考察
,
开发

、

利用
、

治理和保护 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

进行国 (下转第33 页)



关于滑坡壁地层出璐问题
。

现滑壁表面全为黄土
,

但从堆积体中发现 有新 第 三系

( N 全)粘土岩和中更新统 (Q
:
) 石质黄土碎块

。

后者分布位置较高 (平台南缘坡 角处)

约 2, 01 0米
。

说明滑壁是由黄土
、

石质黄土和粘土岩组成
。

根据堆积物不
·

同物质 分 布高

度和范围
,

以及波谱曲线初步分析
,

这次滑动主要在松散介质 (黄土) 中运动
。

因此
,

初步推测滑壁主要是由黄土组成
,

其底面高程 2 ,

16 0米
,

石质黄土高程 2 ,

07 5米以下为粘

土岩
,

属切层一顺层滑坡
。

关于滑床出口东
、

西边界问题
。

据现场调查
,

西界在原洒勒清真寺附近
,

原因是清

真寺向南西位移仅20 米左右
,
地形抬高约 9 米

,

原始地面保留完整
。

它受滑体下滑时侧

向压力推
、

挤而造成
,

因此说明清真寺处于滑床西侧边缘
。

在东侧九二水库西 I 级阶地

咀未动
。

原苦顺与九二水库之间 (原公路附近 ) 经开挖
,

发现未动 的 原 始 地面 (标高

为 1 , 9 93 米 )
,

充分说明东侧滑坡界线在该点以西
。

关于前缘第三系地层翻卷的问题
。

由于滑体下滑能量大
、

速度快
,

在原河滩中由于

地形向南缓缓升高
,

滑体受阻而将河滩的淤泥质亚粘土等 (约 4 米厚) 及下部粘土岩卷

出
。

综上所述
,

洒勒山滑坡属大型
、

高速切层一顺层
、

推移式
,
超稳定型的余渝坡

。

它是在

古
、

老滑坡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

构造是控制因素
,

水
、

土体重量是这次滑坡形成

的决定因素
。

从滑坡坡形来看
,

推测滑坡床最深处约 1 25 米
,

出口在 I 级阶地第四 系 和

第三系地层接触面上
,

其外形具有滑坡特定的形态外
,

也含有原始地形的特征
。

滑坡堆积物质地松散
,

厚度大
,

故不宜在此进行居民点的建设
,

以免 日久 造 成 破

坏
。

黄土地区滑坡发育
,

对高陡边坡和居民点密集的地段
,

应加强科普宣传与山体稳定
的监测

、

预报工作
,

以 防滑坡的突然袭击
。

(上接 第49 页 ) 土整治的试点
,

并为国土整治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积累经验
。

其中
,

当 务 之 急 是搞好滑坡灾 害的研究和预报工作
。

据调查了解
,

不仅洒勒山滑坡的残余部

分尚不稳定
,

而且下游果园公社和水管所等住地的后山
,

也产生了裂缝和错动
,

距离达几

十厘米
。

甘肃省庄浪县大庄公社的滑坡灾害是有名的
,

当地叫
“

走山
” ,

他们在防治方面取

得了一些经验
。

例如该社的杨湾五队 1 9 7 5年 9 月发现山体产生裂缝后
,

便积极采取造林

种草
、

修水平梯田
、

建设连环涝池等防止地表水汇集并流入裂缝
,

几年来山体一直没有

再活动 , 还有的采取垫填并夯实的办现对付裂缝
,

效果也很好
。

洒勒山的裂缝已产生多

年
,

近二年发展较快
,

今年以来还发现窑洞
、

水窖变形
,

畜禽不安宁
,

夜深人静听到山

啸
。

情况的恶化
,

已引起县社领导机关的重视
。

3月 4 日开了动员会
,

疏散工 作 也 在 进

行
,

但是由于对时间和规模仍然估计 不足以及部分群众的侥幸心理和迷信思想
,

扩大了灾

情
。

这同时又表明
,

滑坡是可以预测预报甚至是可以防治的
,

经验教训也是深刻而沉痛

的
。

只是需要专业人员
、

专门机构同群众结合
,

对滑坡的发生
、

发展和分布规律
,

防治

或缓解措施
,

观测
、

预报技术及组织办法等等
,

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提高
,

并 普 及 到 群

众中去
,

使之成为群众 自觉地向 自然斗争的有力武器
,

从必然王国里获得更多的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