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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3年 3月 7 日下午 5时 4 6分
,

位于广通河 (挑河的支流 ) 支流那勒寺河左岸的洒勒

山骤然下滑
。

滑坡区长约 1
.

7公里
,

宽 1 公里左右
,

面积 1
。

7平方公里
。

滑下 土 体 大 约

4
,

()0 。一 5
,

。00 万立 方米
。

顷刻间
,

将洒勒
、

新庄和洒勒咀等三个村庄埋没
,

死亡 22 0多

人
,

伤数十人
。

灾害的严重
,

在甘肃省解放 以来发生的数百处滑坡 中居于首位
;
在全国

范围内也很少见
。

滑坡发生后的第三天
,

我们赶到现场
,

进行 了为期三天的考察
,

并拍

摄 了较为完整的实况电影
。

现将考察结果简述如下
。

一
、

洒勒滑坡的主要特征

(一 ) 前兆明显

据滑坡 区的幸存者及附近地区老乡介绍
,

洒勒山滑坡的后缘
,

于 1 9 8。年前后便 出现裂

缝
。

10 8 2年 7 一 8 月间
,

裂缝明显延长
,

最长者超过 1 00 米
,

宽达数十厘米
,

同 时 次现

儿条 五笋行裂缝
。

这些裂缝耕耘者填土埋没后
,

再次张开
。

1 9 8 3年 2 月
,

滑坡后缘裂缝再

次伸长变宽
,

最宽的达 1 米多
,

深浅未测
,

落石无声
。

与此同时
,

滑坡区后 部 山 坡 开

裂
,

两翼错开并下降
。

3 月 3 日前后
,

位于滑坡后部山庄的窑洞变形
,

水窖被挤扁
,

山

崖陡处发生坍塌
,

裂缝时开时合
,

活动频繁
,

从下部不断翻 出新土
。

晚上似 发 生 地 震

(据地震记录
,

滑坡外 围区并无震感 )
,

微动几次
,

并伴有
“
嗡嗡

” 山啸声
,

使之鸡鸣

犬吠
。

7 日上午崖畔
、

沟旁多处出现坍塌
。

前兆尽管如此明显
,

延续时间又是这样之长
,

但遗憾的是
,

地处偏僻的山庄
,

对滑坡危害缺乏认识
,

对滑坡波及范围之广估计不足
,

居民虽经几次搬迁
,

仍未迁 出险区
。

(二 ) 滑动速度极快

洒勒山滑坡滑动速度之快
,

确有
“ 迅雷不及掩耳

” 之势
,

在国内外并不常见
。

据滑坡

边缘的居民讲述
, “

始末只经点燃一根火柴的时间
。

听得洒勒山一声巨响
,

回头看时
,

前缘的土已到达对岸的山脚
” 。

据三名幸存者回忆
,

当时他们在滑坡体前缘种田
,

见山头

黄土飞起
,

拔腿便跑
,

快的跑 了50 步
,

慢的只跑 20 步
,

召呼逃难的人仅连叫 三 声 的 时

间
,

滑动的全部过程即告结束
。

据此估算
,

滑坡剧滑时间约 1 分多钟
,

速度每秒 25 一 30

米
,

与全省其它山区滑坡滑动速度相 比
,

大约快十数倍至数十倍
。

如 1 9 8 2年发生在宕 昌

县邓桥的一处崩塌性滑坡
,

约经历 了10 多分钟 , 天水吴家寺滑坡约半小时
,

闻声而逃 的

井
、 ,

大部撤离了险区 ; 我们 目睹的武都火烧沟滑坡
,

每小时以 10 米的速度移动
;
其它如

舟曲锁 比头滑坡
、

武都徐家湾滑坡等
,

每年约移动 1一 2 米
。

洒勒山滑坡之研以高速滑



动
,

是与它的特殊成因有关
。

(三 ) 土体波及范翻广

洒勒山滑坡的主滑部分
,
在海拔约 1, 9 80 米的 I级阶地前缘至洒勒山脊之间

,

宽约 50 小

米
, 长 90 0米 ,

厚约 1 00 步
。

它在沿 35
。

一 45
。

的斜面下滑中
,

不仅向两侧剧烈推挤
,

使两侧

山坡产生许多裂缝
, 、
而且向坦荡宽阔的那勒寺河谷中推进了 80 哆米

,

受到对岸山坡阻撕

后方才停止
。

滑坡土体冲出滑槽 口后便向两侧扩展
,

致使前部最大宽度达 1
,

00 0多米
。

所

以连座落在滑坡边缘的许多民房也同归于尽
,
造成了出乎预料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

(四 ) 推移与牵引并存

洒勒山东西走向
,

滑坡轴线方向约 N S
O

W
,

滑动方向与山体走向大致垂直
。

一

沿轴线;

方向的相对高差约 25 0米
,

「

纵剖面由三级阶地与后部陡壁组成
。

陡壁垂直高差约 15 0米
,

边坡陡达 .60
。

一 70
。 。

滑动过程虽无明显阶段
,

但有先后顺序
。

据 目睹者介绍
,

第 , 级阶
-

地和山梁之间的变坡点先发出巨响声
,

黄尘四起
,

随之后壁接踵而来
。

从滑坡土体平面

堆积形态来看
,
也表现出一定地段性差异

。

在前缘到原公路之间
,

土体扰动微弱
,

整体
性较好

,

从山脚下推移到前缘的村庄
,

虽被松土掩埋但残迹仍在
,

清晰可认
。

如 座 落 在
原公路两侧的新村被推移到 80 0米外的那勒寺河床

,

但其村落和各家房屋前的相对位置并

没有多大改变 , 从诬
、

互级阶地搬到前部的树木依然挺立
,
有几名农民从半山坡和山脚

乘 “ 土 飞 机
” 一跃而下

,

直至滑坡前部
,

仍安然无恙 ` 又如位于半坡的苦顺生产队
.

农民马文义临危之际
,

紧抱大树运移 1 , 0 00 多米
,

幸免于难 , 家居洒勒村的马 义 清站在
一大土块上

,
运移近 8 00 米也死里逃生

,

滑坡刚停
,

即奋起救出受伤垂危居民 4 人
。

这些

现象表明
,

从 互级阶地 以下的滑动部分具有下错推移性质
,

整体性较好
。

滑坡后壁受下方土体的滑动牵引
,

发生崩塌性的滑移
。

上沿边界向山脊 方 向 延体

50 一80 米
。

这部分土体塌滑后
,

对下部正滑动着的 I
、

I 级阶地施加强大的压力
,

增加

了滑动速度 ; 同时相互撞击
,

使后壁塌土发生强烈扰动 , 从山顶滑下的树木
,

除东部边砚

缘外
,

大都倒伏或埋没
。

二
、

「

滑坡成因分析
_

( 一 ) 形成滑坡的地质基础
.

调查期间
,
滑坡区全被松土覆盖或强度扰动

,

以及后壁尚不断坍塌
,

人迹难至
,

所
二

以区内地层和地质 构 造 一时难以查清
。

据滑坡两侧出露岩层并结合航片判读
,

滑坡基
底由第三系红色粘土构成扩大体倾向南

,

倾角 50
。

一 8 0
。 。

上部由低到高分别 为 冲 积 黄
-

土
、

砂砾石和黄土覆盖
。

黄土 分布 在 【级阶地以上
,

L

自下而上可分出石质黄土和新黄
-

土两层
,

最厚处可达 1 00 米
。

,

:山体中下部分布有两层地下水
:
下层出露在 l 级阶地前沿

,

海拔 1 ,

96 0米左 右 的红
.

粘土与上覆冲积黄土之间的砂卵层中 ; 上层出露在被切割了的 I 级 阶地之间的沟道中
,

海拔 2, 0 50 米 、 由于原地层曾经错动
,

泉水出露部位并不一致
,

在滑坡西侧 海 拔 2 ,
0 5沙

水鳅下 50 米处又有出露
,

流量约 0
.

1升 /秒
。

含水层厚 1` 5一 2
.

0米
,

由砂砾右 组 成犷外

壳是半胶结状
。

砾石粒径 i 一 8 厘米
,

多呈浑圆状
。

砂砾石层下伏第三系红粘土
,

上部

为第四系石质黄土鹭盖
。 一

据调查
,

在海拔 2 ,

05 咪高度上
, `

地下水出露 比较广泛
。

洒勒心



滑坡 区原先 也有两处泉水
,

水量夏大冬小
,

从未干涸
。

此外
,

在被推移到滑坡堆积体中

部的个别第 三纪粘土块 (一般体积 3一 5 立方米 ) 中
,

见有粗砂馨水层专 厚 30 一 70 厘

米
, 水分充足

。
.

砂层下部为灰绿色粘土层
,

经长期浸润
,

绿粘主表层 己经泥化
。

由航片判断
,

那勒寺河谷属东西向断裂构造带
,

洒勒山郎为此断裂带的北翼
。

这个

断裂构造带为面临那勒寺河的洒勒山南坡提供了滑坡发育的良好条件
。

如考察中所 见
,

在该 山南坡长达10 多公里的范围内
,

滑坡成群分布
,

新老迭置
。
洒勒山滑坡即为其中之

一
。

它在很早以前就 已滑动乡虽然规模较这次为小
,

但是地层 已被错动
,

在地形上也显

得坎坷参差
,

高出 I 级阶地面以上的独立阶地平台
,

正是滑塌拽合的明显证据
。

(二 ) 滑动机制的讨论

关于滑坡性质
、

成因
,

特别是这次滑坡所具有的强大动力而带来的高速滑动原因
,

在现场调查和讨论中
,

众说纷纭
。

深入的勘测工作正准备进行
,

现仅根据有限的资料作

以下粗略分析
。

1
、

关 于滑坡的主导因素问题
。

如前所述 ; 地质构造为洒勒山滑坡的形成提供 了肴利

条件
,

然而使其骤然下滑
,

很可能是受地下水长期作用的结果 `地下水的来源有止
:

一是

沿第三系倾斜面 自更远处流来的层间水
,

这仅属分析 ; 另一种是当地的地表径流转为地

下水
。

山顶黄土洞穴密布
,

加之新老黄土垂直节理高度发育
,

对地表径流渗透有利
; 黄

土下部以粘土为隔水底板的砂砾石层
,

又具备了良好的蓄水条件
。

这一层间水的长期活

动
,

使
一

F伏粘土泥质化
,

抗剪强度减小
,

.

土体发生相对位移
,

地表 出 现 条 条裂缝
。

裂

缝的发育又为地表水渗浸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

在这长达三四年时间里
,

汇集于裂缝直接

流入滑动面的水量不少
。

经过长期微动
,

终于 由量变到质变
,

发生骤然下滑
。

像这种红

粘上与黄土接触层中
,

由于地下水作用而形成的滑坡
,

在甘肃省境内由东乡向东
,

经天

水到陇东北部
,

到处可见
,

它无须特殊的储水构造和大量水体
。

例如
,

均 73 年 4 月 2 4 日

历时 5 小时的82 毫米降水
,

就促使庄浪和静宁两县内发生 18 0多处滑坡
。

2
、

关 于滑坡床 的位置和 出 口 问题
。

这个问题
,

目前仅属于理论性分析与估计
。

据

推移到滑坡体甲下部
、

翻出表层呈弧形状态和具有显著泥质塑性的土体判断
,

洒勒山滑

坡应属滑动而微切第三系地层的黄土滑坡
。

因为所见的泥质塑性体多为石质黄土
,

停积

后尚有小型泥流发生
。

从前述部分红粘土泥质块体出现的情况看
,

在第三系地层间普遍或

局部地段存在着薄层含水构造
。

在上覆黄土层滑动过程中
,

带动第兰系地层上部同时滑

动 ,
、

或局部地被铲削裹进黄土体中
。

至于猾动面 (或带 ) 的出口
,

根据洒勒山滑坡区的地形和地下水出露情况看
,

应在

1 级阶地前缘
。

这里 I 级阶地被河流切割消失
,

成为宽近80 0米的河湾滩地
.

宽 敞 而平

缓
。

唯 夏级阶地处
,

地下水出露
,

且临空条件好
。

3
、

关于快速滑动的动能问题
,
大约有 4 ,

00 0一 5 , 0 00 万立方米土体
,

从高度 2 00 和 2 60

多米的山坡上
,

以大于每秒 10 米的速度急剧下滑
,

至少需要 2万吨以上的推力
。

如此 巨大

的能量由何而来? 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阿题
。

仅从滑坡特征及成因方面分析
,

大致有以下

原因
:

主滑部分为一便于上体滑动的理想的弧形槽
。

槽中的土体在承压水和土体 自重作用

下
,

突然剪断获得强大动能而快速下滑
。

在 , 级阶地下滑的刹那间
,

后壁的大量土体该

坍塌形式
,

居高临下撞击和迭加在滑动体上
,

增加了重量和动能
,

从而使滑动速度加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