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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滑坡的成因和预防

单修政 任俊英 田正逊 杨建文

(陕西省地震局 )

1 9 84年秋季以来
,

陕西省连续发生滑坡
,

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相当 严 重 的 损失
。

如

1 9 8 4年 10 月 2 日凌晨 4 时 45 分
,

在铜川市郊区城关二队发生黄土地段 的 滑坡
,

滑坡体积 6 , 0 00 立

方米
,

范围 2 , 0 00 多平方米
,

造成居住在滑坡体上的 5 户居民中除一人因外出幸 存 外
,

其余 50 人

全部遇难 , 19 8 5年 1月 4 日晚 21 时在榆林县桐条沟乡张硷村发生一个小滑坡
,

掩埋了 3 户人家
,

压死 21 人 , 在关中地区
,

滑坡更为广泛而密集
,

仅西安地区
,

从 1 9 8 4年 7 月到 11 月就 出现滑坡 30

余起
。

目前
,

在一部分乡民中
,

对滑坡是否会导致地震这个问题也产生了疑虑
。

本文着重从我们

重点考察过的两个滑坡探讨关中地区滑坡的成因
、

特点和预 防
。

一
、

两个滑坡简介

位于径阳县蒋刘乡东河滩径河南岸高边坡与径河 I级阶地交界处的滑坡 ( 以 下 简 称 径 阳 滑

坡 )
,

发生在 1 9 8 4年 12 月 2 日凌晨 7 时 40 分左右
。

这次滑坡前兆裂缝出现时间短
,

滑动速度快
,

一

滑动距离大
。

在这次滑坡前两天
,

即 n 月 30 日
,

才在滑坡体后缘 出现新的弧形张裂隙
,

宽度不超

过 2 厘米
。

据滑坡时现场 目击者介绍
,

仅在 10 余秒时间内
,

滑坡体便滑动 了30 。余米
。

在 这 次滑
.

坡的东侧
, 1 9 82年亦曾发生过规模较小的一次滑坡

,

压死 4 人
。

所以在 1 1月 3。日裂缝出现后
,

滑

坡体范围内居住 的 2 40 多人大都撤离危险区
,

但仍有 72 人在危险区内搬移财物
,

滑 坡 造成 20 人死

亡
, 9 人重伤

,

n 人 轻伤
,

房屋窑洞 15 9间全部被掩埋
。

滑坡后在现场只能 看 到 破 砖 碎瓦及醉

树
、

滑坡洼地
、

滑坡埂和前缘鼓张裂隙等滑坡

自然景观 (见照片 1 )
。

位于长安县魏寨乡刘家屹塔村
,

即汤峪河

与沪河交汇处北岸源坡上的滑坡 ( 以下简称长

安滑坡 )
,

发生在 1 9 84年 12 月 15 日晚 23 时许
。

这

是在一个古滑坡体上又产生的一次较大规模滑

坡
。

该地段是一个滑坡发育的地区
,

除古滑坡

外
,

还有一些现代滑坡
,

距今最近的是 1 9 6 4年发

生过一次规模较小的滑坡
,

压死 4 人
,

掩埋 了

部分民房
。

由于该地区有滑坡的先例
,

在这次

照片 1 径阳滑坡体上的醉树 滑坡前一年多
,

源坡上原有的裂缝又出现了扩

张
,

当地群众在请专业人员考察的同时加强了

监视
,

并在滑动前 4 小时及时作出了预报
,

群众全部撤离现场
,

因此
,

滑坡未造成伤亡
。

与径阳



滑坡相比
,

长安滑坡前兆裂缝出现时间长
,
滑

动速度慢
,

滑动距离短
,

在滑坡体上能清楚地

看到滑坡阶地
、

滑坡埂和次生滑动 面 等 现 象

(见照片 2 )
。

二
、

滑坡区地质地貌情况

(一 ) 径阳滑坡
。

径河南岸源面高程 4 5 2

米
,

径河 I级阶地后缘地面高程 3 83 米
,

源面与

阶地的相对高差 69 米 (见 图 1 )
。

全新世初期
,

由于径河对其南岸的强烈侵

蚀
,

地形上形成陡峻的高边坡
,

源坡的坡比是

1 : 1 一 1 : 0
.

8 ,

坡面上仅有稀疏的草 皮 覆 照片 2 长安滑坡休上一组淆坡澳及反向 劝坡面

盖
。

源坡倾向径河
,

成为开阔的边坡临空面
,

坡

脚没有任何阻止滑坡的土体
,

只有群众开挖的窑洞和土坯房
。
1 9 8 2年滑坡后

,

使此次滑坡体在地貌

上呈现出向前突出的有利于再次滑动的地形
。

源边地层属于中上更新统黄土堆积
,

中下部见有 6 一
8 层古土壤层

,

上部黄土色浅
,

多孔隙
,

很疏松
,

下部中更新统黄褐色亚粘土亦比较松软
。

红褐色古

\ 、 尹些
一

二
、

泛火

照逻摹

1 1 还阳淆旅平 , .

土壤层粘性则较大
,

透水性差
,

遇水后摩

擦系数降低
,

这就容易形成软弱滑动层面
。

径河 I级阶地宽 4 00 米
,

表面平坦
,

表层为

亚粘土及亚砂土
,

厚 1
.

5一 2
.

0米
,

下部为

砂卵石及细砂层
,

埋深 4 一 7 米
,

属径河

河流堆积
。

径河 I 级阶地地下水位埋深 4

米
,

源区地下水位埋深肋米
,

高出径河 I

级 阶地近 20 米
。

地下水径流方 向为 北 北

东
,

由源区补给径河
,

因而源坡下和群众

窑洞中有水渗出及 I 级阶地前缘一径河岸
.

边有地下水溢出泉分布
。

(二 ) 长安滑坡
。

沪河北岸源面高程
为 6 80 米

,

河漫滩高程 5 20 米
,

相对高差 1 6。

米 (见图 2 )
。

从 以下现象说明了这是一

个挽近期地壳抬升幅度比较大
、

新构造运

动强烈的地区
:

1
、

沪河和汤峪河相对于渭河呈现出

由东而西的反向流向 ,

2
、

河流比降很大
,

沪河两岸的河漫

滩下切很深
,

是一种幼年期河谷地貌 ,

一口啼

3
、

沪河北岸源坡陡而高
,

古滑坡与现代滑坡互相迭加
,

连续分布
,

十分发育
。

滑坡体所在的源坡面在 5 70 一“ 。米的高程上
、

坡度为 20
。

一 30
。 , 6 50 米以上为陡坎

, 5 70 米以

下的坡度小于 1 0。 。

古滑坡的滑坡陡壁在“ 0米附近
,

这次滑坡的范围在 54 。一 6 60 米之间
,

两次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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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的陡壁似乎重合
。

源坡地区的地 层 为 第 四

系
,

滑坡体上 的地层 已为古滑坡所破坏
。

但从

这次滑坡后缘陡壁上仍可看到上部地层为灰黄

色
、

疏松
、

孔隙度大的亚粘土及亚砂土
,

并可

看到古土壤层
,

下部为紫红色粘土层
,

厚度较

大
。

在滑坡体前缘附近
,

还可见到浅灰色泥岩

及灰绿色砂砾石层及细砂层
,

其下部是红褐色

厚层粘土堆积
,

底部也有砂卵石层
。

这些都是

被古滑坡破坏扰乱了层序的第四系地层
。

三
、

滑坡特征

5 {e
.

车
.

玄乡
圈 2 长安淆坡平面日

前边已经提及
,

径阳滑坡与长安滑坡是两

个特征互异 的滑坡
:

一个裂 缝 出 现 时间短
,

一个长
; 一个滑动速度快

,

一个慢 , 一个滑动

距离大
,

一个小
; 一个滑动彻底

,

在滑坡体上

不可能再次发生滑坡
,

而另一个滑动不彻底
,

形成一系列滑坡阶地和滑坡埂
,

而且滑坡体的

表面坡度与原始坡面的坡度基本相同
,

以后如

遇有利条件
,

将会再次滑动
。

以下对两次滑坡

的特征分别叙述
:

(一 ) 径阳滑坡
。

滑坡体宽 3 70 余 米
,

滑

坡陡壁到源边距离为 25 米左右
,

由 南 西 15
。

向

北东 1 5
。

滑动
,

最大滑距 3 50 米
。

滑动后形成一

个纵向长约 3 70 米
,

横向宽约 3 50 米
,

平均厚度

将近 20 米的滑坡堆积体
,

体积约为 60 万立方米 (见图 3 )
。

滑坡堆积物的厚度在横向 (东西方向) 上变化不大
,

在纵向上有一定起伏 , 前缘厚约 5一 8

米
,

在平面上成舌形展布
, 围绕着前缘分布有大量的鼓张裂隙

。

滑坡体中部受到的挤压力最大
,

产生 了类似于地层褶皱
、

隆起
,

被拥起的土体再 向后倾倒而形成翻滚等现象
。

在滑坡体后缘形成

一条宽约 3 0一 40 米的滑坡洼地
。

滑动面深度间题
。

在滑坡体前缘有泥浆被挤 出 10 米以外
,

说明前缘土体的含水量都已饱和
。

堆积体西北角的水渠不但被挤压扭裂
,
而且被拥高达 2 米

,

这两个现象反映了滑动面深切到源下

地下水面以下
,

且穿过砂卵石层而达到亚粘土层
,

即在 7 米以下
。

由此可见
,

这次滑坡属于基底

滑动类型
。

滑动速度间题
。

滑坡前兆出现时间的长短及发展变化特征 与滑动速度
,

是影响人民生命财产

损失大小的主要因素
。

这次滑坡的前兆时间短
、

滑动速度快
,

是 由其特定的地形条件决定的
。

这

次滑坡发生在陡峭的高边坡上
,

其抗滑力矩仅有滑动体与滑动面上的摩擦力
,

一旦滑动力矩大于

抗滑力矩时
,

即出现加速向前滑动的趋势
。

实际上
,

这次滑坡就是一次没有明显蠕动
.

、

没有预滑
、

没有滑动台阶
,

仅有单一的一个滑动面的彻底滑动
。

据一位群众讲
,

他在几秒钟内随滑坡体被推

出 2 40 米 以外 , 据另一位群众讲
,

他在一瞬间— 约 10 多秒钟内
,

亲眼看到滑坡的全过程
。



根据上述两个现象分析
,

这次滑坡的滑动速度应大于 20 米 /秒
。

(二 ) 长安滑坡
。

这次滑坡的坡面长约 300 米
,

宽约 250 米
,

滑动体厚度平均按 25 米计算
,

滑

动体积约 1 8 。万立方米 (见图 4 )
。

其滑动特征如下
:

1
、

滑动面深度
。

滑动面深度也就是滑动层厚度
,

如上所述为 25 米
,

且与源坡面平行
;

2
、

裂缝出现时间
。

滑坡前一年多
,

原有的裂缝已开始扩张
。

据群众 反映
, 1 9 8 3年 秋 季 以

来
,

滑坡体前缘有泉水溢出现象
。 1 9 8 4年 n 月 15 日

,

考察人员在滑坡体上自上而下发现 9 条相互

平行
、

形态相似的新裂缝
,

同时源坡上 的梯田 已经变形
,

呈现出反向地面形态
,

特别是在滑坡的

后缘位置
,

已产生 1 米左右的落差
,

反映了开始缓慢地预 滑 ,

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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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滑动距离
。

根据民房
、

陡坎及树木等的移动距离分析
,

滑距仅有 10 米左右
;

4
、

滑动过程比较缓慢
,
并呈现出一阶一阶地分次向下滑动的形态

,

因此在滑坡堆积物上可

似清楚地看到滑坡阶地
、

多个滑动面
、

滑坡埂及醉树等现象 ,

5
、

滑坡前缘位置较高
,

高出古滑坡 15 一 18 米
,

主滑玻壁与古滑坡壁重合或略有高出
,

’

在主

滑坡壁与反向滑动面之间形成一个滑坡洼地 ,

6
、

在滑坡体中部
,

即在 5 8。一 61 。米高程之间
,

呈现有多条反向滑动面
,

其倾角达 55
。 ,

成为
、

反向滑动陡壁 ,

7
、

滑坡体呈圆弧形
,

至考察时止
,

在滑动体两侧及后缘
,

仍出露有多条同心圈状的地表襄



缝
,

从这种现象及滑坡现场看
,
滑坡中部落差大

,
滑距也大

,

周围相对小一些 ,

8
、

从滑坡体两侧滑坡壁上遗留的攘痕及擦痕倾角分析
,

这次滑坡既向前滑动又向下跌落
,

且跌落分量大于向前滑动分量
。

四 、
滑坡成因分析

滑坡发生在具有一定坡度 的源坎沟岸上
,

显然坡度越大
,

越容易发生滑坡
。

在以厚层黄土沉积

为主的关中地区
,

滑坡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

1
、

岩性
。

上部是比较疏松
、

多孔隙
、

透水性比较强的亚砂土及亚粘土或具有裂 缝 的 土壤

层
, 一

下部是粘性比较大
、

透水性能差的粘土层或古土壤层
,

在上下两层之间往往还夹有砂层或砂

砾石层
,

因而在地表水下渗过程中
,

易于在上下层之间形成软弱滑动层面
。

径阳和长安两个滑坡

都具有上述岩性特征
,

这也是关中各类滑坡产生的典型岩性特征
。

2
、

滑坡空间
。

滑坡之所 以发生在源坎沟岸边
,

就是因为在这些地段
,

具有滑坡临空面
,

尤

其是径阳滑坡
,

在 1 9 82年那次滑坡之后
, 1 9 8 4年的这次滑坡体几乎有三个面都处于临空状态

。

3
、

人为因素
。

由于人工开挖坡脚形成高陡的边坡
,

从而减小了抗滑力矩而增大 了 滑 动 力

矩
,

这样就破坏 了自然边坡的稳定状态
,

这是人为因素导致滑坡的主要原因
。

在关中地区
,

沿着

源边开挖窑洞
,

或在源坡上修建梯田
,

也是导致近年来滑坡增多的一个因素
。

长安滑坡就有在撩

坡上修建梯田而破坏了边坡稳定性
,

并增加了雨水下渗这两个因素 , 径阳滑坡则与在源上修渠灌

溉
,

从而使大量地表水沿源边裂缝渗漏有很大关系
,

这也是一种人为因素引起的滑坡现象
。

4
、

地下水
。

绝大多数滑坡的滑动面都是沿着饱含地下水的软弱层面产生的
,

所 以地下水位

升高是产生滑坡的一个主要因素
。

据了解
,

在关中的宝鸡峡灌区
,

由于灌溉
,

地下水位普遍大幅

度上升
,

在很多糠坎边缘都产生了新泉水
,

因而近年来屡次发生滑坡
。

在径阳和长安 两 个 滑 坡

区
,

源上地下水位也都是大幅度上升
。

5
、

降雨
。

据调查统计
,

90 % 以上的滑坡都与降雨有关
,

因而群众中流传着
“
大雨大滑

,

小

雨小滑
,

无雨不滑
” 的说法

。

根据气象统计资料
,

从 1 9 8 1年以来
,

关中地区连续 4 年降雨量明显

比正常年份偏高
,

尤其是 1 9 8 3年的降雨量高出正常年份的 1/ 3 ,

而 1 9 8 4年夏秋的降雨量又 特 别集

中
,

这就是滑坡增多的最根本原因
。

在径阳滑坡附近
,

1 9 8 2年的那次滑坡和在长安 滑 坡 附 近
,

1 9 6 4年的那次滑坡
,

都是发生在降雨量高的年份里
。

陕西省最大的一次滑坡—
1 9 5 5年 8 月 18 日

发生在陇海铁路宝鸡以东卧龙寺车站附近
、

体积达 2 ,

00 。万立方米的那次滑坡
,

同样发生在下着大

雨的一天
。

由于近年来西北东部地区降雨量明显偏高
,

在甘肃东部
、

宁夏和陕西等地
,

滑坡极为

频繁
, 1 9 8 4年仅甘肃省就发生大小滑坡 3 , 0 00 余次

,

在关中地区
,

亦达数百次之多
。

从 以上分析结果看
,

降雨量增大既是径阳和长安两个滑坡
,

也是关中绝大多数滑坡发生的主

导因素
,

但是
,

具体到每一个滑坡
,

则应具体分析
。

比如
,

长安滑坡可以说是降雨量增大
,

因而

源上水位上升和大量雨水沿振边裂缝渗入地下
,

从而形成一个饱水的软弱滑动层面的结果 , 而怪

阳滑坡则是降雨和源区修渠灌溉导致源上地下水位大幅度上升及源 下 水 位也相应上升
,

还有雨

水和灌溉水大量渗入源边裂缝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五
、

滑坡与地屁的关系

目前
,

地震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

人们动不动就把某些自然现象的变异和地震联系在一起
,

现在又怀疑如此大量的滑坡会不会与灾难性的大地震有关
。

以下对这个问题予 以讨论
。



如前所述
,

影响滑坡的因素很多
,

应该指出的是
,

地震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

据统计
,

发生在

沟岸山崖地区的几乎所有 了级以上的大地震都将引起滑坡
, 6一 了级的地震也普遍产生滑坡

,

甚

至 4 一 5 级的地震也有滑坡出现
,

可见滑坡是大地震必不可免的伴生现象
。

其原因是大地震时地

壳的强烈高频振动
,

破坏了自然边坡的稳定性
,

或是 由于振动在边坡的含水层上形成软弱滑动层

面 (或称砂土液化所致 )
。

所以
,

在发生大地震时
,

要注意滑坡所造成的灾害
,

这一点在黄土地

区尤为重要
。

1 5 5 6年发生在陕西省华县的 8级大地震
,

在整个关中地区到处都产生了滑坡
、

崩塌

等次生灾害
,

居住在沟坡源岸边的群众大都是因这个原因丧生的
。

然而
,

绝大多数滑坡并不是地壳构造运动的表现形式
,

它和地震没有成生联系
。

陕西省近年

来出现的大量滑坡
,

其原因前边已经陈述
,

它不会引起强烈地震
。

但是
,

在某些大地震之前
,

如

果有地面脉动或断层蠕动等前兆现象
,

有可能在邻近的极不稳定的边坡地段引起个别滑坡
,

可是

目前在陕西省还未发现具有这种迹象的滑坡
。

六
、

滑坡的预测预防

有些滑坡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
,

有些在采取某些防范措施后则可以避免发生
;
对所有滑坡来

说
,

只要严密监视
,

都可以免除人畜伤亡和最大限度地减轻损失
。

下边提一些讨论意见
,

亦可供

居住在容易发生滑坡地区的人们参考
。

预防滑坡的措施
,

这里亦包含黄土地区滑坡的整治
:

1
、

疏通源坡上的排水渠道
,

防止降雨季节雨水大量下渗 ,

2
、

源上灌溉一定要远离源边
,

严防把水灌入源边的裂缝洞穴之中
,

3
、

当糠区地下水位高出源下地面时
,

如有条件
,

可以在源上抽水排水
,

以降低源上水位
;

4
、

在容易发生滑坡的源坡上
,

不应修造梯田和开挖窑洞
,

也不应进行大爆破 ;

5
、

目前
,

工程抗滑措施主要是在滑动体下缘修建水泥柱体等建筑物以阻挡土体下滑
,

也有

在滑坡体内打抗滑桩或烘烧滑动面土体
,

使之胶结
,

增大抗滑强度
。

总之
,

在考虑滑坡的预防和治理时
,

应首先弄清楚引起滑坡的原因和类型
,

再设计出主要沁

治理方案
,

进行综合治理
。

在必不可免地要发生滑坡的地区
,

预测安全措施如下
:

1
、

在无法治理时
,

彻底 的安全措施是尽早搬离危险区
。

比如在径阳滑坡的两侧
,

将必不可

免地还要发生滑坡
,

治理的费用太大
,

不合算
,

而且滑距特别大—
3 00 多米

,

显然该地段的整个

径河滩 (径河南岸 I级阶地 )
,

都将是未来滑坡的受灾区
,

不宜再住人
,

群众应搬到源上远离源边

的安全地带 ,

2
、

几乎所有滑坡之前都有裂缝出现
,

有些滑坡的裂缝在儿个月甚至一二年前就已产生
,

因
.

此应派专人监测裂缝的扩张变化和发展趋势
。

长安滑坡等一些滑坡
,

事前及时根据裂缝的活动变

化作出预报
,

使全村数百人幸免于难
;

3
、

居住在滑坡发育地区的群众都知道下雨与滑坡的关系
,

因此在陕西省夏秋雨季
,

应特别

警惕滑坡事件的发生
,

4
、

滑坡还与冻融作用有关
。

冰冻层融解后岩石的抗滑强度降低
,

抗滑摩擦力减小
,

再加上

解冻的融溶水下渗形成软弱层
,

容易发生滑坡
。

所 以
,

在陕西省北部地 区
,

由于近年 来 雨 量 充

沛
,

并 已多次发生滑坡
,

应更加注意开春以后冻融季节滑坡 的出现
,

(下 转第 n 页 )



越频繁
,

地方病越多
,

科学技术文化越落后
,

生产水平越低
,

生活越贫困
,

人 口素质越差
,

劳办

越弱
,

破坏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越严重
,

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恶性循环
。

可见在黄土高原地

区加强控制人口 数量
,

提高人口 素质的重要性
,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

因此
,

提出如下建

议
.

1
、

全面规划
,

节育保土
。

治理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
是我国和世界人民非常 关 切 的大

事
。

美国的 《公元 2 0 0 0年的地球 》 杂志主编 巴尔尼博士来我国考察后指出
: “

黄河流里的 不 是泥

沙
,

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

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
,

更没有权利再失去 自己的农
田 了 ” 。

不治好黄土高原
,

黄河水难变清
,

中国贫穷面貌难 以改变
。

国家正在进行黄土高原水土

保持专项治理规划
,

但不限制人 口增长
,

治理规划搞的再好也是无法实施
,

战略目标根本无法实

现
。

因本区人 口正值生育高峰
,

假若黄土高原按 40 输的年 出生率继续高速增长
,

到 2 0 0 0年人 口将

达到 4
.

38 亿人
,

而耕地受水土流失蚕食和基建占地
,

净减少农耕地 6 , 9 00 万亩
,

剩下的耕 地 每人

平均 2 分多
,

农 民就无地可耕了
,
口粮也无法保证

,

毁林草垦荒就不会停止
。

所以建议把人 口规

划与水土保持规划结合起来同时搞
,

抓好计划生育
,

治理水土流失的规划才能实现
。

到本世纪末
,

将人口 自然增长率严格控制在 1 0%
。
以下

,

节制生育
,

保持水土
。

2
、

加强宣传
,

提离认识
。

建设黄土高原
,

认识人类保持人 口增长速度与农业资源
、

生产发

展水平相适应
,

是建立生态平衡
、

发挥 自然资源潜力
、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前

提
。

这个地区文化落后
,

农民对计划生育认识差
,

因此要采取一切方法宣传教育
,

要提高认识
,

主宰 自己
,

计划生育
,

提高人口素质
,

建立 良性循环
,

为 自己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
。

3
、

健全法制
,

加强借理
。

偏远地区
,

目前人 口增长和土地利用管理混乱
,

存在放任 自流的

状态
。

建议尽快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
、

行之有效的人口生产和土地利用的两个管理法
,

使得有

法可循
,

有法可依
。

加强人 口管理和土地利用管理的研究和教学
,

在一些大专院校开设这两门学

科的专业和课程
,

培养这方面的急需人才
。

4
、

提高紊质
,

开发智力
。

黄土高原除平原
、

城市外
,

绝大部分地区人 口的健康
、

思想
、

文

化素质都较全国差
。

所以建议国家给本区多投资些教育经费
,

放宽政策
,

提倡多渠道投资办学
,

鼓励科技人员支援西北黄土高原
,

开发智力
。

5
、

实现目标
,

前程似锦
。

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

是实现人 口规划和土地治理规划战略目标的

前提
。

目标实现
,

锦秀山河
,

前途无限好
,

不仅
“ 沃野千里

” 、 “ 天苍苍
,

夜茫茫
,

风吹草低见

牛羊
” ,

山青水秀的景观再现
,

而且会治穷致富
,

更上一层楼
,

成为我国林茂
、

草密
、

粮丰
、

畜

旺
、

煤多
、

民富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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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某些滑坡还具有类似于大地震前的动物不宁
、

地面形变
、

井水浑浊
、

断层蠕动等异常变
化

。

比如径阳滑坡前几分钟
,

有一乡民赶着一辆马车要经过即将发生滑坡的源下时
,

架车的马怎么

也不向前走了
,

当抽了一鞭之后
,

马突然掉头向后惊逃
,

滑坡也随即发生
,

赶车人幸免于难
。

因

此
,

应注意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

鉴于关中地区具有发生滑坡地貌条件的区域比较大
,

建议位于源坎
、

岸边
、

坡腰
、

山脚的厂

矿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群众
,

请有关专业人员对所在地区进行一些考察
,

对会不会发生滑坡和如何

预防滑坡提出依据和措施
,

避免和减轻滑坡灾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