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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扛沐饵滑坡的客邓规律

杜 志 更

(甘肃省地质局之

1 9 8 3年 3 月 7 日
,

洒勒山滑坡发生之后
,

一

在省科委统 ` 领辱下
,

数十位专家
、

学者

几次去现场调查研究
,

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
写了不少专论

。

我抓紧时间
几

,

查阅了

一些史籍
,

从 叨汉书
.

本纪水公元前飞肺年起
,

摘录了一百余条有关甘肃省境内滑坡的记

叙
,

认识到千百年来甘肃省境内滑坡的规律和危害情况
。

温故而知新
。

这次洒勒由舜滑

坡造成严重的灾难
,

有它的自然条件的特殊性
,

更有它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

妥们只

有了解了甘肃省滑坡的过去
,

.

才能认识洒勒山滑坡的现在; 只有了解了越去利认识了现

在
,

才能预见甘肃省滑坡的未来
。

古籍上有句名言
: “

事在人为
,

人定胜天
。 ”

尽管滑

坡还在继续危害人民
,

但人民控制滑坡的愿望
,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新历更时期
,

·

是

不难实现的
。

鉴于我国史官文化的关系
,

古人对宣然现象记述简单
,

其
“
据事直书

” ,

是可贵之

处
。

有时有封建迷信色彩和糟粕
,

应予剔除
。

古人记述中有山摧
、

山崩
、

崖陨
、

移山
、

地

陷等说法
,

在摘录时
,

凡认为是重力地质现象者
,

均以滑坡论之
。

西 方 人 把 滑坡
、

崩

塌
、

泥石流也统称为 ,’1 a n d s il de s,, , 我们祖先的多种写法
,

也可以认为是探索过
’

程 中

必然出现的现象
。

-

在查阅
、

摘录和汇集过程中
,

发现甘肃省滑坡的分布及诱发原因有一定规律
。

经分

析研究
,

我试作如下分区
:

一
、

陇中黄土高原滑坡区
。

陇中黄土高原含甘肃省中部和东部
。

东部起陕甘边界
,

西至乌鞘岭
、

秦岭以北
,

甘宁交界以南的广大地区
,

应和专门地质学中所提的陇中盆地

在概念和地域上予以区别
。

按水系分布可分四个亚区
:

1
、

挑河及大夏河流域滑坡区
,

包括甘南
、

临夏
、

临挑等地 ;

2
、

渭河流域滑坡区
,

苞括陇西
、

武山
、

甘谷
、

秦安
、

天水等地
;

3
、

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及祖历河流域滑坡区
,

包括兰州
、

榆中
、

定西
、

会宁
、

皋

兰
、

靖边
、

靖宁等地 ;

4
、

径河流域滑坡区
,

包括平 凉及庆阳各地
。

二
、

河西走启滑坡区
。

主要是祁连山北麓地区
。

三
、

白龙江流域滑坡区
。

包括武都
、

文县各地
。

现代地貌是地球内外营方相宜作用的结果
,

滑坡是其作用绪果害的害一种灾地质现

象
。

据历史上甘肃滑坡发生的机理分析
:

1
、

气候的影晌
,

是造成甘素省滑坡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

雨水 和融雪水



于

的潜蚀属外动力地质作用
,

降雨量受气候的控制
,

又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

据 日本山田

刚二
、

渡正亮二先生说
: 滑坡最多发生于雨量约 10 毫米

、

连续五天左右的雨季期间
。

分析
甘肃省历史上发生的滑坡 、

禅麟。 娜傲
一

甘淆者蟀亩翰
,

且有从东向西递减的现

象
,

中东部地区降雨量为 3 00 一 5 00 毫米
,

并且大都集中于 6
、

7
、

8 三个月
,

占全年降

雨量的 50 一 70 %
。

甘肃省历史上 1卯多次滑坡中
,

有物次发生在雨季
,

和降雨量曲线表对

比
,

滑坡发生最多月份恰和降雨量最多月份相一致
。

由于滑坡发生季节上明显的特点
,

在陇东代带有 “ 大雨大滑
,

小雨 小 滑
,

无 雨 不

滑
” 的民谚

。

如
“
明神宗万历八年 (公元 1 5 8 0年 ) 厦六月

,

秦州 (今天水 ) 清水县雨至

J 又月
, ;

汤浴山崩
” 、 “

公元 1 6 6 2年夏五月至十月
,

天水地区大雨
,

两当县发生滑坡
” 、

“
清咸丰元年 (公元 18 肚年 ) 春

,

通渭
、

秦安大雾
,

日无光
,

礼县霍雨四十余日
,

地泄
:山崩

,

大伤禾稼
”
等等

。

各地滑坡发生时间和当地降雨量的峰值是吻合的
。

甘肃省毗邻青藏高原
,

新构造运动活跃
。

甘肃省滑坡主要分布在黄河以东的黄土高原

地区
。

陇中盆地是 30 0万年前第三纪时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
。

中第三纪时盆地下沉灰

沉积了 3 ,

00 0米以上的红色岩层 , 进入第四纪
,

盆地 以剥蚀为主, 第四纪中期
,

在单斜的

第三系红层上沉积了厚 20 一30 米乃至更厚的黄土
。

现代地壳 又 抬升
,

使盆 地 海 拔 达
l ,

20 0一1 ,

80 0米
。

黄河
、

渭河
、

挑河
、

径河切割黄土
,

形成源
、

梁
、 。

毋等奇特的地貌形

态
,

其沿岸边坡地带为滑坡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

由于各水系流域的分割情况不同
,

溯源

侵蚀程度有差异
,

使陇东黄土高原天然形成 以水系划分的滑坡亚区
。

2
、

地租是新构造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

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根据李四光

伺志的地质力学原理
,

将甘肃省分五个地震带
:

A
、

天水— 兰州— 河西走廊带 ;

B
、

武都—
天水带 ;

C
、

山丹—
民勤带 ,

D
、

海原— 景泰带,

E
、

野马河— 党河带
。

前两个地震带是甘肃省最主要的两个地震带 《甘肃构造体系与地震分布规律图说明

书》 评议稿 )
。

甘肃省滑坡分布和全省两个主要地震带的展布也是吻合的
。

一般认为
, 5 一 6 级以

上的地震 即能诱发岩崩和滑坡
。

如 1 9 2 0年 10 月 10 日大地震
,

引起天水
、

会宁
、

榆中
、

西

吉
、

华亭等一带发生大量滑坡
,

破坏十分严重
。

会宁县山崩
、

地裂
、

涌水 比 比 皆 是
,

5 ,

00 。一 6 ,

00 0人死亡
,

损失牲畜一万多头 , 靖远县一村竟陷为河
,

可行 筏
。

破 坏 之 严

重
,

使人听之不寒而栗
。

甘肃省地
、

理分区明显
。

北山地区
,

比高小
,

海拔低
,

多为戈壁沙漠
,

历史上没有滑

坡灾害的记载
。

祁连山呈北西一南东向绵亘甘青两省交界
,

山势挺拔
,

群峰起伏 , 西秦

岭山峦重叠
,

密林遍布 , 陇东黄土高原沟壑纵横
,

梁弗星罗棋布
。

纵观甘肃 省历史 滑

坡
,

在祁连山
、

西秦岭地区主要由地震诱发岩崩及滑坡
,

陇东黄土高原地区是滑坡的发

育地带
,

构成了滑坡在甘肃省地理分布上的特点
。

(下转 第53 页 )
,



在早期滑坡的基础上继续扩大
,

形成规模更大的滑坡
。

此次滑坡的滑动面甚至切过黄土

梁顶
, :

臀卿誉尸哗哗妙黔
.

:

四
、

关于本区临夏组红土与老黄土问题

在现场考察中
,

有人把黄土层之下下伏的橘红色红土划归第四系
,

并认为是本区的老

黄土
。

我们根据区域地层对 比和室内初步分析资料
,

认为它的层位应属于临夏组顶部
,

, 。第 四 段 (
N :

!

)
。

理 由如下
:

.

其一 在兰州 以至整个六盘山以西的陇西黄土 高原
,

风成的新老黄土都是黄色
,

无

论是早更新世的午城黄土或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均无例外
。

本区俘于兰州西南直线距赛
约印公里

,

两者第四纪古气候亦无多大差别
,

不至于与山西和侠西黄土 高原一样产生红

色的老黄土
。

.

其二
、

兰州地区新老风成黄土均以粉砂为主
。

为 了对比
,

我们将滑坡区的者黄土和

橘红色土样品请陈怀录同志做 了粒度分析
,

结果是
:

黄土粉砂含量为 55
.

9写和 56
.

6沁
,

粘土 4 4
。

1% 和 4 3
。

4% ; 而红土的粘土成分超过一半 ( 5 1
。

4一 5 9
。
0% )

,

粉砂为 4 1
.

0% 和

4 8
.

6%
。

因此
,

不仅从颜色上
,

而且从粒度上
,

。

都不能把橘红色土层归为老黄土
。

可 以看 出
,

本区地貌和第四纪地层发育历史与整个陇西黄土高原基本长致
。

因此
,

本区的地貌和第四纪地层的基本特点与整个眺河流域和兰州附近的情况是一致的
。

必加必加` 卜心扣吸知心扣 ` 如心扣心扣
. 生加昭扣心扣峪知吸加` 安, 心知

. 白 ,
心扣心加

.心扣 ` 生、
谧扣 ` 洁, 心扣叫沈、 . 盆扣心扣心 3喃心扣

` 欲扣心知 ` }扣目泊、心知心扣必扣心加心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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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人类活动的破坏
,

也是甘肃省滑坡不可忽视的诱发因素之一
。

主要表现是植被

的
.

破坏
夕

的地方
。

自然生态失去平衡` 在上古时代
,

甘肃省曾是绿草茵茵
、

森林茂密
、

牛羊遍野

周时
,

伯夷的五世孙非子 曾为周孝王在天水一带牧马
,

成效卓著
。

.

天水一
娜

封

为秦
,

是后来秦王朝崛起的策源地
。
历代

,

甘肃省又是各民族内战必争之地
。

西汉宜帝时

(公元前了4一49 年 ) ,
赵充国西征匈奴后

,

提出
“
留屯以为武备

,

因田致谷
” 的计策

,

按现代的话说
,

就是支边垦荒
,

在那时是不注意生态保护的
。

在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的十

六国时
,

为修建麦积山石窟
,

采用
“
自平地积薪

,

至于岩颠
,

从上镌凿 完 室 神 像
,

功

毕
,

旋拆薪而下… … ” (见 《玉堂闲话 }))
。

尔后的隋
、

唐
、

宋等各王朝都这 样 积 薪 造

完
。

麦积山扁“ 眯
,

,

在大面山崖上凿完造像
,

要砍多少森林 J 至今在这里还流传着
“

砍

尽南山 (指秦岭小陇山 ) 柴
,

修起麦积崖 ! ” 的说法
。

公元 75 9年
,

唐朝大诗人杜甫 落 魄

到天水
,

.

在
r

《石完 》 , 诗中
,

一方面描述了当时天水特异的景象, 一方面是对唐王朝为

平定安史之乱将天水一带箭竿竹砍伐殆尽的控诉
。

《宋史》 高防传还 记 载
,

在公元9 61

年时
,

北宋王朝和西夏曾在天水夕阳镇~ 带专以砍伐渭河两岸森林为 目的的 战役
。

几

千年来
,
甘肃省一带战火不断

,

植被的破坏
,

引起水土强度流失
,

危害十分严重
,

从而

导致滑坡灾害发生 , 可谓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

这次洒勒山滑坡
,

就是这种 惩 罚 的 一

例
。

(附史籍甘肃省滑坡记录 100 多条
,

限于篇幅从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