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洒勒山滑坡的特征及其预报

冯学才 田植甲

(甘肃省地雇局 )

1姑3年 3 月 7 日下午 5 时 46 分
,

甘肃省东乡县境内的洒勒山发生严重滑坡灾害
,

造成

果园公社宗乡大队2 20 多名东乡族社员死亡
。

灾情发生后
,

省地震局立即组织综合预报
、

工程地震和地质力学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奔赴灾区
。

考察组代表省地震局与全体职工向受

灾的东乡族人民慰间
,

同时考察这次滑坡的规模
、

类型及其成 因等
,

并着重调查滑坡前

兆现象及与地震的关系
。

、

洒勒山滑坡概况

1
.

滑被发生时的情况
3 月 7 日下午风和 四暖

,

那勒寺河两岸田野里
,

社员们有的在耕田
,

有的在春灌
,

有的在施肥
,

‘

一派春耕春播繁忙景象
。

突然洒勒山顶尘土飞扬
,

山体滑落下来
,
瞬时几

个村子即被滑坡体春噬
。

洒勒山5 ,

00 防立方米山体
,

突然下落 3 0 0余米
,

急速向南滑移 1
,
。00 米

,

直抵那勒

寺河南岸
,

将河道堵塞
,

积水成潭
。

新庄村被南推8 00 米
。

苦顺村滑入一座小型水库中
,

土方将水库填没
,

其水涌入下游王家水库
,

造成下游 6
,

70 0亩土地无法灌溉
。

东 乡 县至

广河县公路中断
,

一公里长的路基无踪无影
,

公路上数十名行人也葬 身 于
“
土 海

”
之

内
。 3 , o。。亩良亩被毁

,

附近 6 个生产队35 名在田间耕作的社员被滑坡吞 噬
。

洒 勒
、

苦

顺
、

新庄
、

达浪四个村庄17 。多人和帮助搬家的 2。名亲友被滑坡体压埋致死
,

74 户 中有

4 户全家遇难
,

韶人受伤
。

毁房 5 00 多间
,

压埋大牲畜1 50 多头
,

羊 2 80 多只
。

因故 不在

现场的艺的余名社员
,

全部财产葬于地下而一无所有
。

2 平方公里的地面建筑物 荡 然无

存
。

整个场面犹如一片凝固着的黄色波浪
。

2. 漪坡的性质与形态

洒勒山位于那勒寺河北岸
,

海拔。
,
2够米

,
自然坡度 4r 左右

,

高差为 加。多米
,

有

四级基座阮地
。

洒勒山清坡东西两侧有深沟切割
,

形成滑坡体的东西边界
。

滑坡体东西宽

800 米
,

南北长90 对米
,

其士方量达 5 , 000 万立方米
。

形成的滑坡壁陡直光滑
,

长加。米
,

高

坦幼余米
,
走向北西80

。 ,

坡度为 4护一,
。 ,

具有垂直方向的擦痕
。

高2。。米的滑坡壁全

为第四系黄土
,

朱见有第兰系红色岩层出露
。

整个滑坡体内与覆盖区均为第四系黄土
,

仅在滑坡体东西两侧散布着少量的第三系红色岩层
。

说明滑坡体边缘和滑床底部切穿部

分第三系地层
,

因之洒勒山滑坡主要为黄土滑坡
。

楷玻休
一

向南滑劫白00 米
,

在滑坡壁前形成深 60 米的滑坡 凹地和高70 余米的 山 丘
。

滑



坡体冲出滑床后
,

呈现为扇形覆盖区
。

并将河漫滩的泥土推移翻卷
,

或将田地拱起
,

整

个覆盖区堆积厚达 20 米以上的黄土
。

另外滑坡体滑动时对两侧的挤压剪切
,

形成两条滑

坡影响带
,

西侧宽s q沐 , 东侧宽 2伽米
,

的山坡
一

匕布满裂缝
。

3
‘

洛坡庆的出 口位鹭

卜 一

大面犀布聋礴释妙
裂
铆鲜严

裂缝
,

受挤压

从洒勒山滑坡扇形覆盖区的分布形态和新庄南移 80 。米情况分析
,

滑床的出 口 位置

应在 贾级阶地陡坎下部
。

但滑床东西的出口部位还有所不 同
: 滑床西部出 口位置在新庄

以南 皿级阶地陡坎下
。

因此新庄被滑坡推向那勒寺河谷 以南
,

遇到南岸 l 级阶地突出的

尖咀子时被一分为二
,

一部分被推向尖咀子西侧
,

一部分被推 向尖咀子东侧 ; f厄滑床东

部出自位置在苦顺村以南的 I 级阶地面上
,

这是由于在此 瓦级阶地向南突出了 30 。米
,

形成一个宽 20 0米 的阻滑段
。

根据九二水库西面高30 米的 I 级阶地陡坎未遭受破坏情沉
,

以及 目睹滑坡发生时的社员

介绍
,

他们首先看见滑坡西

面开始下滑
,

紧接着东面才

开始下滑
。

说明东面应力还

未达到克服这一抗滑段的强

度昧 滑坡整体
一

已 进 行 滑

动
.

,

迫使滑床出口在此从 l

级阶地面上冲出
。

这也证明

九二水库蓄水对该滑坡没有

任何影响
。

另外这一抗滑段还对滑

坡体东部造成三种影响
:

其

一
、

由于滑坡体遇到这一抗

滑段的
L

阻力
,

使滑坡体的侧

向压力增大
,

造率滑坡体东
部的影响带 比西 部 宽 和 严

重 , 其二
、

滑坡体向南滑动

时
,

遇到这一抗滑段 的阻力
,

使揖坡扇形覆盖区在此 以

南向内凹进
,

呈现为不规则

的扇形
, 其三

、

滑坡体滑动

方向是向南
,

在东部遇到这

一抗滑段的阻力
,

迫使东侧

滑动方向改变
,

将苦顺村推

向东南方向的九二水库中

(图 1 )
。

4
.

滑坡的滑动速度



据滑坡发生时的 目睹社员讲
,

从看见洒勒山赞冒尘土
,

到山体滑下后停止、 前后约

一分多钟的时阿萝有的讲只有
a一嘴饭

”
或

‘

“一 口烟分 的功夫
。

据在河畔田间劳动的社员

介绍
,

.

呛们看见山体猾下时
,

、一

快者跑了勃米
,

慢者跑出30 来
,

猾坡体已到脚下
。

这祥估

算滑动速度大约每秒为20 米
。

当时一辆手抉拖拉机从西向东行驶
,

经过滑坡西部边界时
,

‘

发现公路上的桥染已裂
开缝

,

行驶至滑坡东部边界时
,

滑坡已下来将拖斗一部分压埋
。

’

手扶拖拉机每小时时速
15 公里

,

公路在滑坡体上为‘公里
,

从滑坡蠕动室滑动结束
,

整个过程不到 2 分钟
。

由子滑坡速度很快
,

造成地震波
,

临夏
、

刘家峡
、

兰州
、

眠县
、

‘

合作五个地震台记

到这次滑坡
。 一

经张玲同
一

志对地震记录波型分析
,

滑坡发生于北京时间 17 时 46 分46
.

5秒
,

滑坡所产生的地震波
,

相当于“次1
。

4级地震石
-

洒勒山滑坡成因分析

洒勒 山滑坡为黄土重力推移式滑坡
,

其成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它与西北

黄土高原区
一

的许多滑坡成因相似
,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

东乡一带出露的地层
,

上部为 1 00 余米厚的上更新世乌兰黄 土和厚5 0多米 的中更

新世石质黄土
,

底部有数米厚砂砾石扩形成这一带的主要含水层
。

下部为第兰系红色泥
岩和砂岩

,

形成不透水层
。

地下水从这里渗出地表
,

形成由泉
。 泛 ·

洒勒山滑坡的形成即是第四系黄土与第三系红色泥岩的接触面
,

长期在地下水的浸

润作用下被泡软
,

造成摩擦力减小
, i

‘

耐剪性能降低
。

在5 , 0 00 万立方米 山体的 重 力作用

下使山体失稳
,

‘

使滑床后缘底部逐渐错开而发生伎移
,

上部黄土便产生张性地裂缝
,

形

成滑坡的初始形态
。 ‘

洒勒山滑坡体东西两侧均有深沟切割
,

沟中有泉永出露
,

这是滑坡

体两侧的边界条件
。

洒勒山山顶北侧从 1 9 7 9年 g 月出现地裂缝
,

至 1 9 8 3年初裂缝逐年增

长变宽
,

是滑坡进入失稳阶段
。

果园公社 以北的山顶也出现地裂缝
,

说明该滑坡已是失

稳阶段
,

应引起高度重视
。

当第四系黄土与第三系红色泥岩接触面完全塑化以后
,

滑床后缘基本错开
,

中部开

始蠕动位移
。

这使已有的地裂缝加宽的速度变快
,

滑坡体中部出现新的地裂缝
, 使地面

发生倾斜
,

’

造成屋架发响
,

窑洞和水窖变形
,

泉水由清变浑
;
同时出现山鸣

、

鸡犬不宁

和人感地动等
。

1 9 8 3年 2 月中至 3 月 6 日这是滑坡进入破坏阶段
。

在滑床中部完成蠕动位移后
,

应力高度集中于滑床前缘
,

使前缘发生形变
,

出现地

裂缝
,

建筑物变形开裂
。

当滑床前缘的应力超过其抗滑段强度时
,

滑坡体即冲出滑床
,

高速向下滑落
,

这是滑坡的滑动阶段
。

2
.

洒勒山南坡地形坡度大
,

而且第三系岩层略向南倾
,

它与山坡的 玻度 方 向相一

致
,

是发生滑玻的有利条件百因此那勒寺河北岸滑坡成群分布
,

’

规模也大
,

五家公社北

面的老滑玻
,

其规模与洒勒山滑坡相 当
。 ;

而南岸山坡坡度较小
,

又与第三索岩层倾斜方
-

向不一致
,

·

所以借坡也较少矿
-

、
一

:

“卜
一

3
.

洒勒山滑坡发生于 3 月份
,

这时正值春融季节
。

洒勒山北坡的积雪开始融化
,

田

地解冻
,

一

土质反潮
,
这是发生滑坡的外界因素

‘

外界因素促发洒勒山
一

滑玻
。



另外
,
洒勒山滑坡的地裂缝是1邻 ,年 9 月出现的

。

这 一 年
·

为 丰 水 年
,

降 雨 量达

“ g ,
尽毫米 , 比律年多32 %

,

而 7 一 , 月份的降雨量达5 09 毫米
,

_

占全年总降雨量 78 %
。

由于舜雨量大
,

使许多地方发生滑坡灾害
: 7 月邪日广柯县城关公社堡子山

,

因大雨发生

滑坡
,

毁坏房屋 19 3间
,

压死耕牛二头
,

驴一头
,

压埋耕地
’

10 亩 , 8 月 6
、

9 两 日
,

东

乡降雹雨
,

使汪集公社盘子和新庄发虫滑坡
, 一

压死 1 人
,

牛 2 头
,

羊钟多只
,

压埋房屋

96 间
,

压毁农田 2。。多亩 ,

伺时永靖县 5 个公社发生滑坡
,

造成24 个生产队的 1 30 户的房

屋埋于滑坡中
, 9韶何房屋遭到破坏而无法居住

,

压毁农田共3 ,

09 6亩
。

外界因素促发滑坡在东乡这一带很普遍
。

据历史记载
,

临夏回族白治州 自 明 朝 以

来
,

所发生 的滑坡在 7 一 9 月份占73 写
,

3 一 5 月份占1 5 %
,

其它 时 间 仅 占 4 %
,

地

震造成的滑坡占 8 %
。

例如
:
清康熙四年 (1 石弱年 ) 8月

,

雷雨暴起
,

东乡干头沟发生

滑坡
,

二山相合
,

压埋村民七十一 口 ; 清光绪二年 (1 8 7 6年 ) 秋
,

天大雷雨
,

东乡红崖

子南山发生大滑坡
,

压死男女八十二 口
。

这二次滑坡造成的灾害与洒勒山相当
。

这一带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4 84
.

1毫米
,
其中 7 一 9 月份的降雨量即占全年总降雨 量 的 70 %

,

是

滑坡发生的高峰季节
。

甘肃省其它地区的滑坡 , 一般也多发生于春季和秋季
,

因此 3
、

4 月份 与雨季的 7
、

名
、

。月份是发生滑坡的危俭季节
。

4. 洒勒山滑坡的速度异乎寻常之快
,

滑动距离沐二里之远
,

其原因有三点
: 一是 山

高坡度大
,

提高了滑动速度
.
由于速度增大时摩擦系数减小

,

造成了大型滑坡的异常速

度 ; 二是滑床后缘和中部发生蠕动位移后
,

应力高度集中于滑床前缘的抗滑段
,

当应力

超过前缘抗滑段的强度
、

抗滑力为零时
,

滑坡体就高速冲出滑床
,

形成异常速度
; 三是

滑床后缘和中部发生的蠕动位移
,

使滑床面产生很大的热能量
,

这些热能量使滑床面上

的含水层发生气化现象
,

形成一个气垫层
。

这种气垫层不但能支撑滑坡体
,

而且还起着

渔滑作用
。

一旦滑坡滑动
,

气垫效应将使滑坡获得很快的速度
。

洒勒山滑坡在滑动前
,

有 的社员看见地裂缝向外冒火
,

说明滑床面有很高的温度
,

可以使含水 层 发生 汽化现

象
,

而形成一个气垫层
。

另外
,

那勒寺河谷较开阔
,

也为滑坡体的滑动较
.

远距离提供了有利条件
。

5
.

由于洒勒山滑坡主要属于黄土滑坡
,

其岩性松软
,

耐剪性能很低
,

因此临夏
、

兰

州
、

刘家峡等地震台记录到这次滑坡波型震相 中
,

纵波和横波极为微肠
,

而长周期波较

显著
。

一般基岩滑坡由于岩性坚硬
,

耐剪性能高
,

横波有明显反映
。

三
、

洒勒山滑坡前兆现象及特征

1
,

滑坡前兆现象

19 7 9年东乡降雨量比往年多
,

仅 8 月 6
,

日捧雨达 8尽毫米
, 一

使许多地方发生滑坡
,

造

成灾害
;
也使洒勒山山顶北侧于 g 月出现长约1 00 米

、

宽 1 一 攀厘米的地裂 缝
,

以 后逐

年长度增加
,

宽度加大
。

1 9 8 2年春季
,

地裂缝发展到数百米长
,

宽达20 余厘米
,

这时当

地社员即担心滑坡发生
。

县
、

社派人察看后决定每户发搬迁费 5 00 元
,

将洒勒咀七户 社

员从山上搬到山下
。

由于群众不了解这次滑坡的规模
,

结果这七户仍被 滑 坡掩 埋了
。



廿 1舫 3年 2 月中旬
,

洒勒山顶北侧的裂缝宽度已到 4心屋米
,

滑坡体东西 两 侧 出 现裂

缝
,

苦顺二台子也出现新地裂兔 3 月初
,

山顶的裂缝加宽到80 厘米
,
村中的窑洞和水

窖发生变形
。 3 月 3 日晚屋架发响

,

有的老人感到山动
,

伺时听到山啸
,
许多崖边出现

裂缝
,

并向下掉土
。

这些现象引起县
、

社的重视
,

立即决定对四个生产队进行搬迁
。
首

先将老人
、 ;

儿童疏散
,

暂宿亲友家中
,

群众已将大型农具和粮食转移
。

同时派人监视山

体动向
,

要求群众一律不准晚上住宿家中
,

并制定出紧急疏散路线
。

3 月 5 日沟中的泉水由清变浑
,

村中鸡犬不宁
,

崖边掉土现象加剧
。

3 月 6 日山顶

地裂缝加宽至 1 米
,

东西两侧的裂缝也达 70 一80 厘米
。

丑月 7 日滑坡前缘一些地方出现裂缝和形变
,

公路上的桥梁已变形开裂
,

山体上大

的逾裂缝发生崩塌现象
,

有的地裂缝向外喷溢热气与尘埃
,

紧接着滑坡体快速向南滑动
。

由于群众对滑坡前兆现象认识不够
,

也没估计到滑坡规模如此巨大
,

滑动速度这样

迅速
,

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
,

故未能免除这次滑坡灾难
。

因此向广大农村宣传和普及滑

坡知识是很重要的
。

’

2. 滑坡前兆现象的时
、

空分布特征

从洒勒山滑坡前兆现象的出现时间
、

发展程度和空间分布变化
,

可将前兆异常划分

为三个阶段
:

早期前兆异常
。

从 1 9 7 , 年 9 月份开始至 1 9 8 3年 2 月中旬
, 一

主要是地裂缝出现
,

其特

征表现为地裂缝出现初期
,

发展速度较缓慢
,

后期裂缝发展速度逐渐加快
。

地裂缝主要

分布于滑坡体的后缘及两侧 , 其原因是滑坡体进入失稳阶段
,

使滑坡体后缘顶部产生张

性裂缝
,

形成滑坡壁的初始形态
,

显示出滑坡的规模大小
。

短期前兆异常
。

从 1 9 83 年 2 月中旬至 3 月 6 日
,

前兆异常现象有地裂缝
、

窑洞和水

窖变形
,

房屋倾斜
,

崖边掉土等
,

另外有地声
,
地下水

,

动物异常和人感地动等
。

其特

征是前兆现象从滑坡体的后缘
,

发展到滑坡体的中部
。

这是由子滑坡进入破坏阶段
,

山

体在重力作用下使滑床的后部和中部发生蠕动位移
,

造成滑坡体后缘裂缝加宽的速度变

快
,

中部山体产生倾斜
,

而引起屋架发响
、

窑洞和水窖变形
,

并产生新的地裂缝和崖边

掉土等
。

蠕动位移时岩石摩擦所产生的超声波与热能等
,

引起山鸣现象和鸡犬不宁
。

蠕

动位移又造成含水层径流紊乱
,

使泉水变浑等
。

临滑前兆异常
。

前兆现象出现于滑坡发生前一 日和当天
,

主要为形变异常
。

其特征

表现为形变现象由滑坡体的中后部发展到滑坡体的前缘
,

使前缘产生新的地裂缝
,

建筑

物变形开裂 , 后缘地裂缝继续加宽
,

并出现坍塌现象
。

这是由于滑坡体进入滑动阶段
,

使滑坡体前缘出现形变现象
,

蠕动位移所产生的摩擦热能
,

使含水层发生汽化
,

造成较

热的气流与尘埃沿地裂缝向外溢出
。

一位社员在滑坡发生前看到地裂缝向外冒火
,

即是

这种现象
。

_

四
、

滑坡预报问题
1
。

滑坡预报的必要性及意义

滑坡在我国极为普遍
,

是我国主要山地灾害之一
。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
,
新构造运

动十分强烈
,

滑坡不但多
,

而且规模大
,

历来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

东乡县



洒勒山滑坡以血的教训说明
,

必须开展滑坡预报的科学研究卜只有作好滑坡预报
,

才能

保障滑坡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同时对现代化的铁路
、

水库兮
_ 一

电站
、

厂矿等重要工

程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
“四化

”
建设和人民的需要

,

已将滑坡预报阿题提封

议事 日程
,

这也是历史赋于我们的光荣责任
。

由于滑坡对铁路
、

水库
、

电站
、

厂矿等建筑物危害很大
,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早已

重视对滑坡的治理研究
,

一

许多设计和建设部门已研究出一些治理滑坡的有 效方 法 与措

施
。

但滑坡治理一般工程规模大
,

工艺复杂
,

投资也大
,

这些在广大农村 是 无 法 实现

的
。

况且
,

目前对一些大型滑坡还无法治理
。

所以只有准确地做好滑坡预报
,

提前搬迁

猾坡体上的村庄
,

在滑坡发生后再重建家园和平整土地
,

这种投资比滑坡治理的投资不

但少的多
,

而且工艺也简单
。

因此从经济效益考虑
,

在滑坡发育区的广大农村
,

滑坡预

报比之滑坡治理效果更好
。

2
。

实现滑坡预报的可能性

地学界对各种类型滑坡的成因
、

发展过程与有关影响因素等
,

已有成熟的理论和较

一致的认识
,

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实地考察
,

即可对发生滑坡的地点和规模作出判断
。

滑

坡预报中的地点
、

规模
、

时间三要素中
.

,

目前最困难的是发生时何预报
。

滑坡的发生有

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

洒勒山滑坡前兆现象的时
、

空分布特征
,

为滑坡预 报 发 生 时

间提供了很好的事例
。

另外
,

我国历史上也有用山鸣现象预报滑坡的实例
,

” 3 8年 8 月 30

日湖北省恩施县下塘坝
,

地忽作裂帛声
,

居民尽移他处
,

一

越三 日夜山崩
。

这次滑坡不但

作了预报
,

而且避免了人畜伤亡
。

洒勒山滑坡在 5 日前出现山鸣现象
,

说明地声现象可

作为预报滑坡发生时间的警界指标
。

实现滑坡预报
,

需认真调查和总结各种类型滑坡在不 同的地质条件和地 理 环 境 中

出现的前兆种类
,

研究前兆现象的时
、

空分布特征和规律
,

可以攻克时间预报的难关
。

3
.

滑坡预报应开展的监测方法

洒勒山滑坡出现前兆异常的种类及其时
、

空分布特征
,

为开展滑坡预报 提 供 了 研

究方法和监测手段
。

在滑坡体上安置倾斜仪
、

伸缩仪
,

布设水准和三角测量
,

观测各种

形变现象的数值变化
,

了解滑坡孕育发展过程中各阶段形变的时
、

空分布特征
;
架设长

周期地震仪
、

地声仪与超声探测仪等
,

接收滑坡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波形变化
,

研

究滑坡蠕动位移时的各种波形变化特征 ; 另外还应开展地电流
、

地下水
、

地应力
、

深层

地温及动物等观测项 目
,
全面了解滑坡孕育发展过程中的物理化学变化

。

这些都可为滑坡

预报提供连续可靠的各种前兆数据
,

以便获得滑坡发展过程中各种前兆异常的时
、

空分

布特征与变化规律
,

以获得具体预报指标
,

最终实现准确的滑坡预报
。

五
、

滑坡与地震的关系

滑坡主要有重力滑坡与地震滑坡二种成因
,

重力滑坡实质上是一种慢地震
。

因此
,

滑坡前兆现象与地震前兆异常有许多相似之处
,

滑坡预报与地震预报
,

二者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系
。

1
,

地展造成的滑坡灾容

一次大地震造成的滑坡
,

在数量和规模上远比重力滑坡要大得多
,

其灾害也特别严



重
。 1 9 2 。年海原 8

.

5级地震
,

造成6 5 7处大滑坡 (极震区的海原
、

固原
、

西吉县未统计 )。

地震时滑坡犹如瀑布飞泻
,

滑坡体移动数里之外
,

有的被推向对面半山腰
,

滑坡体到处

堵塞河道
,

形成星笋棋布 的堰塞湖
。

仅隆德县西积滩滑坡
,

即压埋伊斯兰教首领马元章

一家 60 余 口及教徒 600 人
。
这次地震造成24 万人死亡

,

其中很大一部份人是死于 滑坡灾

氰
-

1 7 8 6年
,

四川康定一沪定发生 7
.

5级地震
,

沪定磨面山滑坡阻塞大渡河
,

造 成 河水

断流 , 10 日后阻塞之处突然决 口
,

高数十丈的水头汹涌而下
,

将沿河两岸居民和财产一

扫而光
,

洪水一直冲至湖北宜昌后才逐渐减退
。

这次地震仅造成四
、

五百人死亡
,

而滑

坡造成的次生灾害
,

使数十万人丧生
。

2
.

滑坡 区的大震对策问题

地震发生在滑坡发育区与滑坡不发育区
,

虽然震级一样
,

但震害轻重差别却很大
。

1 6 5 4年天水南发生 8 级地震
,

震中区出露古生代砂
、

板岩与第三系红色岩层和第四系黄

土
,

属滑坡不发育区
,

因此地震造成的滑坡不多
,

仅造成 3 万余人死亡
。

而 1 7 1 8年通清

发生 7
.

5级地震
,

震中区广泛出露第三系红色泥岩和第四系黄土
,

属滑坡发 育 区
,

·

造成
,

数量众多
、

规模巨大的滑坡群
,

使 7 万余人死亡
。

1 9 7 6年四川松播发生 7
.

2级 地 震
,

震

中区广泛出露古生代石灰岩
,

属非滑坡区
,

没有造成滑坡
,

仅使数十人受伤
。

‘

以上事实说 明
,

在地震预报中需考虑滑坡问题
,

首先应 了解地震预报地区是否滑坡

发育区
,

并掌握滑坡发育区内的滑坡危险程度
,

有多少滑坡处于失稳状态
,

预报的震级

能使多少滑坡发生
。

这与地震预报中需 了解和掌握各地民房抗震性能与地震影响场一样

重要
。

同时还应研究不同震级会触发处于什么状态下的滑坡发生
,

以便考虑预报震级时

多大的震级
,

需对外公开发布预报
,

提前使滑坡体上的居民撤离
。

像洒勒山滑坡从 1 9 7 ,

年便处于失稳状态
,

这期间附近如果发生 3 一 4 级地震
,

即可能触发它提前发生
。

另外应研究滑坡发育区的大震对策间题
。

地震预报的目的是将震害减 轻 到 最低限

度
,

因此地
、

震预报中需研究处于滑坡体上与滑坡滑动范围内的居民
,

在什么时候撤离
,

疏散到那些地方最安全
。

并研究地震滑坡的滑动速度 以及对铁路
、

水库
、

电站和厂矿等

建筑设施的危害程度
,

提出防震对策
。

否则即是有准确的地震预报
,

也达不到减轻震害

的 目的
。

3
.

滑坡预报与地震预报 的关系

洒勒山滑坡规模大
,

速度快
,

所出现的前兆种类和时
、

空分布特征
,

与地震前兆异
【

常相似
。

目前开展滑坡预报
,

可采用和借鉴地震预报的一些监测手段和方法
。

虽然地震

发生于地壳内
,

滑坡发生于地壳表层
,

但都是在力作用下的结果
,

二者在地面造成的破

坏现象也很相似
。

因此二者所观测的前兆现象与特征
,

可以相互验证
,

监测手段和方法

可以相互补充
。

由于滑坡发生的地点和规模易于判断
,

而且滑坡又经常发生
,

所获得的

经验和规律
,

又可促进地震预报工作
,

加深对地震前兆异常本质的认识
,

并可弥补地震

活动周期长
,

实践次数少的不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