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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排土场滑坡型泥石流的教训

周 国 良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

一
、

概 况

大格排土场
,

系福建省潘洛铁矿潘田矿 区的一个高阶段排土场
。

它紧邻采矿场地
,

而且距矿

体中心很近
,

具有运距短 (距堑沟出口仅 2 40 米 )
、

容积大 `可全部容纳矿山的废 土
、

岩 量 )
、

占地少 (初期 10 亩左右
,

终了35 亩左右 )
、

经营费用低 (与所有可 比 方 案 比 较
,

每 年 可 节省

5 2
.

5 0万元 ) 等 优 点
。

排土场汇水面积 0
.

38 平方公里
,

是 目前潘田露天矿 区较有发展前途的一个高阶段排土场
,

但

其不理想的一面也相当突出
:

1
、

自然地形陡峻
,

大部份地形处在 30 一 40
“

之间 ;

2
、

废土石高度松散
,

并含有云母片岩成份
,

高岭石化普遍
,

f 系数 8以下居多 ;

3
、

大气降雨丰富
,

年降雨量达 2 , 0 00 毫米以上
,

又地处暴雨中心
。

据大格排土场泥石 流 防

治工程效益观测站 1 9 8 3一 1 9 8 4年雨量观测资料统计
,

日最大降雨量 14 6毫米 ( 1 9 8 4年 9 月 2 日)
,

一小时最大降雨量 7 9
.

0毫米 ( 19 8 4年 7 月 16 日 13 点 2 5分至 14 点 25 分 )
,

半小时 降 雨 量 7 0
.

。毫 米

( 1 9 8 4年 7 月 1 6 日1 3点 2 5分至 1 3点 5 5分 ) ;

4
、

泉水出露
,

断层发达
,

冲沟特别是雨淋沟发育等
。

二
、

滑坡型泥石流现场情况

1 9 8 3年 1 1月 13 日下午 5 时 20 分
,

在潘田大格排土场东平台标高9 58 米一带眉线 4 一 8 米 处
,

发生一起滑坡型泥石流
。

滑坡前平台表面有明显裂缝 (横向有大小裂缝 9 条 )
。

我们当时现场观

测
,

一小时内裂缝伸张由 0
.

6米到滑塌时达 0
.

96 米
。

事后测量得知
,

上部呈错落式下滑
,

中部及下部 形成一条长舌带状
,

滑塌量 达 7
.

5 6 万 立方

米
。

这些滑塌量均属排土场自然沉降 2 年的土石松散固体物质
。

滑塌体顶宽 8 。米
,

中间通过带最大 65 米
,

最小 30 米
,

纵长 2 1 3米
,

覆盖面积约 1
.

5 6万平方米
。

几种现象如下
:

1
、

该平 台土石堆置达 2 年以上
,

且一直未形成设计要求的反坡流水坡度
,

而形成了大面积

类似坟堆状 ;

2
、

滑坡型泥石流发生在暴雨期
,

发生前后处于阴雨相间天气
,

在堆置坡面上
、

中部有明显



鼓肚现象 ;

3
、

滑塌过程仅 1 分 3 0秒
,

滑体由上而下位移
,

受淤长度从源头到龙头达 2 84 米
;

4
、

滑体上部和原土岩体脱离的暴露面
,

明显地呈藤椅状
。

因受下滑体运动速度不同以及原

自然地形坡度及其植被的影响
,

距顶部标高下降 10 一 15 米左右
,

沿纵向形成阶梯状滑动错台 ;

5
、

在底部沟床上
,

下滑体形成舌状泥石流堆积体
,

其堆积龙头高度达 1
.

。一 2
.

0米
。

龙头前

沿转角处因冲击力作用出现土坎隆起和 0
.

5一 1
.

5米的裂缝
,

给坡面角外的茶地造成了危害
,

6
、

松散体下滑后
,

因受水的动力作用
,

大量泥沙石块呈泥石流状态携带到虎坪沉积区
,

切

断坡底水沟达 1 10 米
,

淤满虎坪拦挡坝
,

卡住坝肩溢流口
,

对虎坪拦挡坝构成威胁
,

但 尚 未造成

危害
。

三
、

滑坡型泥石流发生原因

1
、

排土场容纳的大 t 松散固体物质
。

在排废过程中
,

部分平台没按设计形成反坡排水
,

而

形成顺坡排水
,

使大量雨水顺坡面而下
,

造成废土石空隙饱和
。

饱和后其土体内部的内摩擦力和

内聚力大大降低
。

加之滑塌体下部 自然地形较陡
,

且属山沟
,

其坡度为 16 一 30
。 ,

上 部 个 别 达

4 3
。 ,

其山沟又属渗透水集流区
。

2
、

公天矿山高阶段排土
,

月于人工机械撤运并辅以推土机或电铲
、

前端式装救机等二次转

排作业
。

大格排土场是以推土机进行二次转排的
。

二次转排这道工序
,

对高阶段排土场的稳定性

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

其技术性和管理水平要求是相当严格的
。

发生滑塌前该平台处没有进

行转排
,

使得排土眉线附近处于超负荷状态
。

加之土体下部有裂缝出现
,

使土石内部结构恶化
,

几千吨至上万吨的松散物质堆压于坡顶之上
,

承载力大大降低
,

以致酿成下滑
。

3
、

天然含水 t 高
,

孔赚比大
。

根据大格排土场泥石流防治观测站土工试验室采用环刀法和

烘干法得知
,

潘田露天矿的废土石
,

含水量为 1 7
.

82 一 2 4
.

8 3 1克 /立方厘米
,

最高达 3 1
.

92 0克 /立

方厘米
,

容重 1
.

62 一 1
.

84 克 /立方厘米
。

孔隙比为 0
.

55 一 0
。

5 9
。

随着排土生产的推移
,

排土 平 台

眉线不断向前延伸
,

因此排土坡面上存在着多个不连续的软弱面
。

4
、

管理不善是这次造成滑坡型泥石流的孟要原因之一
。

排土场的间题
,

关键 在 于 3 分 技

术
, 7 分管理

。

综上所述
,

地处福建山区
,

多雾
、

多雨的大格排土场产生滑坡
,

甚至酿成泥石流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
。

虽然工程地质条件不好
,

岩性破碎
,

雨量充沛
,

土多石少且含云母成份
,

高岭石化普遍

等等
,

是它的客观因素
,

但更重要的是生产管理没有跟上
。

四
、

几点体会

从这次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实例来看
,

露天矿山 (不论 冶金
、

化工
、

煤炭等矿山 ) 设计和生产

管理的好坏
,

不仅会影响矿山建设与生产
,

而且还会牵涉到农业生产和它的经 济 效 益
、

生 态平

衡
、

环境保护等各方面
。

以往不被重视或重视不够的排土设计及排土生产管理
,

现在应该成为露

天矿山中带有全局性的重要一环了
。

通过这一实例
,

总结几条经验教训
:

1
、

为了防止和减少排土场边坡塌滑
,

甚至酿成泥石流的危害
,

露天矿山排土场 (不论高阶

段或低阶段 ) 设计和生产都要重视源头截水沟和山坡截洪沟的作用
,

并且要设计好
,

施工好
,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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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历史时期的泥石流及其成因分析

王 汉存 张林源

(江西工学院水利分院 ( )兰州大学地理系 )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
,

它北临长江
,

东濒都阳湖
,

系一座由其东侧 的赣江大断裂与其西侧的

沙河大断裂挟持而起的复 向斜褶皱断块山
。

它走向北东一南西
,

一般山岭的海拔高 度 为 1 ,

20 0一

1 ,

40 0米
,

与山麓丘陵地带相对高差达 1 , 0 00 米左右
。

山体峻峭挺拔
。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
,

我

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就开始了庐 山地质地貌及相关沉积物的调查研究工作
,

并提出了庐山

地区曾多次发育过第四纪古冰川的见解
。

半个世纪以来
,

中外地质地理工作者
,

对庐山第四纪冰川

间题进行了长期的
、

激烈的和反复的争论
。

解放以后
,

我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多次包括冰川及其地

质地貌作用在内的综合科学考察活动
。

通过对比
,

一些地学工作者逐渐发现
,

我 国 东部 (包琳

庐 山在内 ) 的 “
冰川地貌 , 和 “ 泥砾 ” ,

同西部现代冰川外围地区真正的 冰 川 地 质 地 貌 现 象

( 即古冰川遗迹 ) 是极不相同的
。

1 9 8 0年夏
,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和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办了一个冰川沉积学研究

班
,

邀请中外学者到庐 山现场进行考察
,

结合国际冰川沉积学的新进展
,

展开了庐 山第四纪冰川

间题的讨论
。

我国地学史上这一长期的科学争鸣活动进入了一个更深入
、

更健康的新阶段
。

经过近几年的研究
,

进一步发现了庐山地区从上新世以来
,

在长期湿热气候环境下发育的古气

候地貌和沉积
,

庐 山的泥砾存在着非冰川成因的多解性
,

对被认为是典型冰碳的部分山麓泥砾和

“ 表皮构造
”
现象提出了泥石流成因解

。

对于泥石流解释
,

有人认为庐山并未发生现代泥石流
,

亦无这方面的历史记载
,

不足为信
。

1 9 8 3年 6 月井岗山北麓海拔仅四五百米的低山丘陵区
,

发生了一场规模罕见的严重暴雨型泥石流

管理好
,

这样排土作业才能有保证
。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制定排土法规
;

2
、

生产一定要按设计规定进行排置废土石
,

设计一定要根据土石的物理力学性质
,

大气降

雨的精确资料
,

安排好雨季
、

早季的排土顺序
,

为增强稳定性尽量做到土石分排 ;

3
、

大格排土场泥石流防治效益观测站的观测证明
,

排土场主体构筑物和防排水工程需同时

设计
, 同时竣工

,

投入使用
。

绝不允许在同一排土场内部部分投产
。

坚决杜绝在排 土 场 内 的平

台
、

坡面
、

坡角
、

坝肩
、

坝基
、

排土道路等影响稳定性的范围内积水
;

4
、

严密和加强排土场管理系统
,

协调农业关系
,

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