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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地特大崩塌
、

滑坡和

泥石流灾害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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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是我国山地最多
、

最陡
、

最高的地区之一
,

历史上 曾发生过许多破坏性的崩塌
、

滑

坡和泥石流灾害 �以下简称特大灾害�
。

这些特大灾害的共同特点是成灾时间短暂
,

规模巨大
,

多次重复出现
,

往往给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

它早已为生产
、

科研
、

教学

部门所关注
,

但是对这些区域性的特大灾害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深感贫乏
。

本文根据实地考察

和历史资料
,

试图探讨其分布特点及成 因
,

并对研究方法
、

�

防治对策提出肤浅的看法
,

为同行深

入研究提供基本素材
。

一
、

西南山地特大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实例

�
、

崩场和 � 崩
。

� � � �年
,

四川康定磨西地震
,

引起大渡河右岸木岗岭发生崩塌
。

崩塌体堵塞

大渡河
,

断流�� 天后复大震而溃堤
,

一泻千里
,

下游泛滥成灾
,

沿岸村镇一扫而光
。

在 距 下 游

巧�公里的汉源县娃娃营
、

相泅营一带
,

大渡河水位陡涨�� 米
。

两村被冲刷殆尽
。

距今� �� 年左右
,

西藏八宿县雅鲁藏布江大支流泊龙藏布江上游的然 乌 湖
,

湖面 海拔 �
, � ��

米
,

湖长�� 公里
,

平均宽度 � 一 � 公里
,

是崩塌堵江造成的
。

至今山岭上冰雪覆盖
,

有小型冰斗

和悬冰川分布
。

谷坡支沟上出现跌水急流下泻
,

湖盆坡麓形成扇形岩屑堆
。

右岸为多次古冰川作

用遗留下来的冰碳垄丘陵低山
。

现今然乌湖下游到出口
,

两岸出露粗粒花岗岩体
,

湖口是悬崖陡

壁
,

陡壁下方是宽约� �� 米的崩积平台
,

巨大的花岗岩块堵塞湖口
,

从现在淤口的地形和堆 积 物

分析
,

然乌湖的直接成 因是崩塌堵江成湖
,

左岸支沟巨大的冰川泥石流的作用对湖泊的成因是有

影响的
。

� � � �年 � 月�� 日
,

四川茂汉迭溪大地震
,

古城为地震
、

滑坡
、

崩塌所毁灭
,

眠江西岸的吉 白

沟
、

龙池
、

石咀等�� 个村寨因山崩倒塌
,

其中烧炭沟
、

白腊等村寨全部崩入江中
。

迭溪和点将台
,

之间的滑坡长� �� 米
,

宽 �
, � �� 米

,

土石方量约�
�

�亿立方米
。

眠江附近两岸山体崩塌
,

堆积成三座

高达 � �� 余米的堆石坝
,

堵氓江成湖
,

蓄水 � 一 � 亿立方米
。

当年�� 月 � 日最下游的堆石坝溃决
,

水头高达�� 余米
,

顺河奔腾而下
,

卷席两岸村镇
,

至下游约�� �公里的灌县为止
。

迭溪地 震
、

崩
,

塌
、

滑坡共死 �
, � �� 余人

,

受伤者 �
, � �� 余人

,

倒塌房屋�
, � �� 余间

。

西藏察隅河东支流桑曲河下游距八嘎村 � 公里的八嘎湖
,

湖面标高�
,

�� �米
,

湖长 � 公里
,

宽

�� �米
。

据访查
, � � � �年察隅地区大地震

,

八嘎湖右岸山岭形成大型地裂缝
。

�� � �年雨 季
,

在原

来地裂缝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的崩塌
,

整个半座山垮落谷底
,

堵塞桑曲河谷
,

形成相 对 高差 � ��

米左右的堆石坝
,

堵水断流 � 天
。

目前湖中尚有大片被掩枯的树木残迹
,

之后湖水沿左岸穿坝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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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成外流湖
,

水面宽仅 �� 米
。

� � � �一 � � � �年
,

西藏古乡沟发生大规模的雪崩
,

冰体从海拔�� �米左右的山峰以压顶之势崩落

而下
,

并以弹射的方式飞出山外
,

途经峡谷时将两岸森林击毁
。

参天大树被拦腰剪断 或 打 光 枝

叶
,

随雪崩飞出的

�
、

滑坡
。

� � � �黔嚣暮豁篡熟痴疮
成
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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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游的桑王湖
,

它

的南面山坡上有两个冰斗
,

悬冰�� �直孙办翻岸澡
�

当季丫且夕�合天气闷热
,

冰川强烈消融 滑 入 湖

内
,

湖水立即暴涨决堤下泻
,

估计有�
�

�亿立方米的水注入年楚河
,

江孜河
、

日喀则沿河两岸泛滥

成 灾
,

淹没农田 � 万余亩
,

使� �� 人丧氛
� � � �年�� 月 �� 一�� 日

,

云南禄劝县北部普渡河支沟发生了空前大滑坡
。

滑坡发生前
,

地面出

现长达 � �� 一�� �米的地裂缝
, � �月�� 日晚上 �

�

地裂缝急剧扩大加深
,

第一次开始滑 动
,

滑 体 达

�
�

�亿立方米
�
第二次

、

第三次滑动是在�� 日晚上
,

滑体分别为�
,

�� �万立方米和� �� 万立 方 米
。

一

涵于相对高差大
,

山体陡峻
,

滑坡和崩塌体顺沟谷高速滑动 � 一 � 公里之后
,

受鲁干大山的阻挡
,

突然停积下来
、 据记录

,

由碰撞形成 �
�

�级地震
。

滑坡堆积物在普渡河形成长�
,

�� 。米的堆石坝
,

坝

体面积屯
‘
�平方公里

,

坝体截流后形成蓄水� �� 万立方米的海子
。

� �   年 � 月大坝溃决形成强大的

泥石流 大量岩块冲入金沙江
,

使一丙等险滩恶化成乙等险滩
。

� � � �年 一月 牙日
,

四川省雅江县孜河区唐古栋一带
,

因重力滑坡造成雅江被堵
,

断流达 � 昼

夜
。

滑坡相对高差�
,

� �� 米
,

最大水平距离 �
,

�� �米
,

宽 � , � �� 米
,

总面积为�
�

�平方公里
。

滑 体 土

石方量达 �
, � �� 万立方米

,

形成天然堆石坝
,

左岸坝高� �� 米
,

右岸坝高�� �米
,

坝宽� �� 米
。

回水

区长�� 公里
,

在坝下游釜�� 一 �� 。公里范围内出现金年最低水位
,

几天后水流漫顶溃坝
,

在极短的

时间内
,

坝以下水位变幅�� 一 �� 米
,

最大流量 �
, � �� 立方米� 秒

。

这一洪峰以 � 一 � 米 �秒的 速 度

向下游涌进
,

使距滑坡 �
,

�� 。公里的金沙江与雅碧江的汇合处
—

三堆子附近水位上 涨 ��
�

�米
。

污�� 年 � 月 � 日
,

四川省汉源县富林公社麦地坡发生崩塌滑坡
,

使长� �� 米
、

宽 � �� 米的昔格

达湖相地层 ��
� �

,

在 � 一 � 分钟的时间内迅速滑动
。

滑体达�� 万立方米
,

前缘滑体越沟而 过
,

冲上原来高出地面�� 米的平台
,

形成高约�� 米
、

宽 � �� 米的土坝
,

上游积水成湖
,

保存 至 今 �水

源不大�
。

� � � �年成昆铁路铁西车站昆端瓦底沟附近的牛日河左岸
,

因路基下开采了石料而触发滑坡
,

滑体约�� 万立方米
,

其中有 � 万立方米的滑体挤压在铁路路基上
,

使铁路停车运行 �� 天
,

造成了

我国铁路更上罕见的灾难
。

� �  �年 � 一 � 三个月
,

·

四川省普降暴雨
,

因暴雨触发产生滑坡达 � 万余处
,

成 昆
、

宝成铁路

多次中断
。

大中型农田灌溉渠道被滑体堵塞
,

仅人民渠就出现滑坡�
,

�� �余处
。

� � � �年 � 月 �� 日
,

四川省 云阳县城东�
�

�公里的长江左岸
,

暴雨触发老滑坡复活
,

滑体总方量

近 �
,

�� �万立方米
,

堕入长江的滑体达� �� 万立方米
,

使云阳一段航道变浅变窄
,

形成 长 达 � �� 米

的险滩
,

曾一度威胁着航运
,

后经爆破泄水方能正常营运
。

�
、

泥石流
。

� � � �年左右
,

西藏波密县境内的泊龙藏布江右岸的易贡布江下游
,

发生特大泥石

流堵江
,

形成易贡湖
,

湖面海拔�
,

�� �米
,

长 �� 公里
,

宽 � 公里
,

最大水深�� 米
,

积水 �
�

�亿立方

米
。

� � � �年 � 月�� 日
,

西藏古乡沟沟口突然暴发泥石流
,

到午夜 � 时左右停止
。

泥石流暴发时 �

公里以外可以听到吼声
,

峡谷内烟雾弥漫
,

火花飞溅
,

整个大地都在颤动
。

泥石流所到之处
,

原

始森林被击毁
,

农田房舍被淹没
,

冲积物在山外形成一扇形石海
,

并堵断波斗藏布江
,

之后冲到对岸

高几十米的协地上
,

江水受塞成湖
,

上游水位猛涨勃一�� 米
,

淹没大片农 田和森林
。

这次特大泥



石流总径流量达 � ,

�� 万立方米
,

其中固体物质达 �
,

��� 万立方米
。 ‘

� � � �年 � 月 � �日一 � 月 � � 日
,

古乡沟上游区冰破物沟谷发生崩塌 � �� 次
,

泥石流 ��� 次
。

同年

� 月�� 日一天就发生崩塌�� 次
,

估算崩塌量��� 万立方米以上
。

�
’

、

云南省小江流域
,

从响水河 口至金沙江边
,

广泛发育着泥石流
,

在小江与金沙江的汇 口处形

成一宽大的堆积扇楔入金沙江
,

使金沙江水面减少 � � �
,

其中蒋家沟泥石流 ��  �年就暴 发 了��

次
。

据观察
,

一条较大的泥石流一年搬运泥沙
、

石块总量达�� 卜
� �� 万立方米

。

� � �� 年云南省易门狮山分矿菜园河一侧
,

发生大规模崩塌
,

崩塌体总量达 �的万立方米 以上
,

成

为泥石流的主要固体物质
。

崩塌体堕落后形成一座堆石坝
,

坝高�� 米
,

底宽� �� 米
。

自� �  !年 以

来
,

年年发生泥石流 , � � �  年一次泥石流将 �。。万立方米的松散固体杨质带到了下游
。

� �  !年 � 月
,

四川省南江县白梅娅
,

暴雨和地下水触发山体滑动
,

滑体后缘高程 �
,

�� �米
,

滑

体纵长 �
,

�� �米
,

总计下滑物质 �� �万立方米
。

滑体滑动之后
,

以每秒 �� 米的速度向下运动
。

由于

撞击和搅拌的过程中转化为稠度很大的泥石流
,

在 � 分钟内流动�
�

�公里堆积于齐平寺以下 的 宽

谷中
。

堆积物堵断板桥沟
,

形成一小水库
,

蓄水 �� 万立方米
。

云南个旧市老熊洞
, � � � �年 � 月 � � 日发生了滑坡型泥石流

,

滑体后缘高程 �
,

�� �米
,

剪出口高

程�
,

� �� 米
,

滑坡以每秒 �� 米的速度直泻沟底后受对面山坡阻挡
,

爬高�� 米
,

又几乎成直角 折 向

下游
,

堆积面积达 � 万平方米
。

堆积物体积达 � �
�

�� 万立方米
。

� � � �年 � 月 � 日
,

成 昆铁路北段 因暴雨触发利子依达沟特大泥石流
。

泥 石 流 龙 头高达�� 多

米
,

卷席着� �� 一 �� �万立方米的巨大石块奔腾而下
,

将横跨在这条沟上的铁路桥拦腰冲断
,

正在

桥上通过的客车前部分
,

连同两孔桥一起推入大渡河
,

造成� �� 次旅客列车遇难
,

两个内燃机车头
、

一节行李邮政车厢和一节客车堕入大渡河无踪无影
。

另外两节客车翻倒在离桥 �� 多米 的 大 渡 河

边
,

造成了我国铁路史上又一罕见的灾难
。

二
、

西南山地特大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的分布特点及成因分析

西南山地特大灾害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产物
,

它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

具体

说来
,

它与该区地质构造
、

特别是晚近活动构造
、

地貌
、

第四纪冰川流水的作用密切相关
,

其 中

地质构造作用与灾害之间还存在着前 因后果的关系
。 �

目前西南地区 已查明的构造体系
,

有青
、

藏
、

川
、

滇
“

歹
”

字型构造体系
,

帕米尔一喜马拉雅
“

歹 ,

字型构造体系
� 川滇

,

三江径向构造体系
� 云南山字型

、

盐源山字型
、

镇江山字型构造体系 �金汤

弧型
、

木里弧型构造体系等
。

这些构造体系至少在中生代晚期开始 出现
,

燕山运动及喜马拉雅山运

动得到进一步加深改造
,

形成了一系列的
、

错综复杂的高山峡谷及断陷盆地
。

特别是第四纪以来
,

新

构造活动加剧
,

青藏高原强烈抬升
,

使第三系
、

第四系地层遭受破坏
,

形成我国自然地理上第一

阶梯和第二阶梯
。

时至今日
,

在阶梯之间的交接地带
,

地震活动频繁
,

有不少高温气泉和地热蒸

气喷出地表
。

云南腾冲一带还有现代火山喷发
。

由于各构造体系之间发展演化时间不同
,

构造特点

不同
,

特别是新构造活动的差异性
,

它反映出灾害发生的部位
、

规模
、

强度
,

频率也不尽相同
。

特大灾害集中分布于以四川康定为中心
,

包括甘孜
、

炉霍
、

康定
、

石棉
、

马边在内的青
、

藏
、

川
、

滇
“

歹
”

字型构造体系
,

由西向东
、

再向南作弧形急剧转湾的外弧边缘地带
,

北与龙 门山北东向华

夏系
、

新华夏系
,

南与川滇经向系交汇
、

穿插
。

晚近构造活动强烈
,

相对高差特大
,

岩体显得十分

破碎
。

据地震 目录统计
,

这一带历史上曾发生 � 级以上的地震 � 次
,

一次发生在距今�叻年左右
,

一次发生在二十年代
,

其余三次发生在解放以后
。

康定城南拱猪桥古滑坡发生在距 今�
,

��� 年 左



右 ��
’‘

测定 �
。

据地质地貌推测
,

该古滑坡曾堵断折多河
,

尔后奎水成湖
,

迄今湖 岸 尚可 辨

认
。

� �  �年康定人民医院在整治泥石流开挖基坑过程中
,

地面 以下 � 米见到被泥石流 埋 没 的 房

屋
。

著名的成昆铁路铁西滑坡和利子依达沟泥石流
,

都发生在这一带的中南段
。

特大灾害多集中地分布于以松潘
、

平武
、

茂汉为中心
,

挟持在川滇南北构造带北段以东
、

秦

岭纬向构造带以南
、

北东向龙 门山构造带以北的地带
。

� �   年 曾发生 �
�

�级迭溪大地震
,

由地 震 引

起的山崩
、

滑坡堵断眠江溃坝
,

�

波及到下游灌县为止
。

��  !年松平地区发生了�
�

�级强震两 次
,

由地震弓�起的山崩
、

滑坡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

�� ��年 � 月 � � 日
,

四川省南坪县发生的一场

暴雨泥石流
,

仅 � 一 � 分钟的时间
,

造成 �� 人丧命
,

毁房 � �� 余间 , 城镇受灾�� �户
,

计 �
,

�� �人
,

其 中无家可归达 �
,

� �� 人 , 三座水电站不能正常使用
,

电提灌站 � 处受损 , 冲毁土地 �� �亩
,

淹没

土地 �� �亩 , 邮电通讯倒杆断线�� 处
。

因泥石流造成的经济总损失 �
,

�� �万元
。

据统计
,

眠江杂谷

脑至三脚坝两岸
,

现有滑坡泥石流�� �处
,

平均每公里 �
�

�处
。

� � � �年
,

眠江上游山洪暴发
,

引起

公路塌方� �� 处
,

土石方量达 �� 万立方米
,

冲毁桥函�� 座
、

路基 � �� 处
,

损失折合人民币 �� �万元
。

� �  !年 � 月成都一 阿坝公路在坟川境内因滑坡受阻
,

造成阿坝州境内工厂
、

矿 山原材料运不进
,

产品运不出的被动局面达 � 月之久
。

特大灾害集中分布于以西昌
、

渡口
、

巧家和东川呈带状分布的川滇经 向系与龙门山华夏系
、

新华夏系
,

云南山字型构造体系相互穿插交汇的地带
。

这一带地史上一直处于差异性 抬 升 强 烈

的地段
。

据地震 目录统计
,

该带 曾发生过 � 级以上的地震 � 次
,

都集中分布于 用北向构造带的两

侧 � 西昌黑沙河泥石流
、

二滩金洞山滑坡
、

云南录劝滑坡等
,

都发生在强烈上升区中的相对稳定

地块 , 东川小江流域泥石流
,

则发生在强烈上升的地段
。

特大灾害还集中的分布于丽江
、

大理
、

龙陵
、

腾冲
、

普洱的三江经向构造体系中南段与
“歹”

字型构造体系中部分支向东南撒开相互穿插部位
。

据地震 目录统计
,

历史上曾发 生 � 级 地 震一

次 �公元 � � � �年� , � 级以上地震 � 次
,

其中有兰次发生在解放以后
。

� � !年龙陵 发 生 的 两次

强震伴随大规模的滑坡
、

泥石流产生
,

仅广下河泥石流沟
,

一次就将 �� �万立方米的固体物 质 带

到了�� 公里以外的芒市坪坝
,

冲毁和淹没农田 �
, � �� 余亩

。

著名的大盈江流域泥石流
,

多年 来 一

直在破坏两岸的土地和村舍
。

需要指出的是
,

该段芒康
、

巴塘以南沿沪水
、

碧江
、

维西一带的三江经向构造带
,

在地质历

史上虽遭受强烈褶皱挤压
,

只因构造单 一
,

缺少其它构造干扰
,

所 以未出现 � 级以上的强震
,

特大

型的山崩
、

滑坡和泥石流也少见
。

特大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还分布在以藏东南
,

以南加 巴瓦为中心的波密
、

墨脱
、

察隅一

带
。

该带构造上属青藏
“

歹
”

字型构造体系首尾相联
、

急剧作弧形转弯的内环地带
,

也是迄今世界上

地壳上升最强烈的地方
。

工� �  年
、 �� � �年分别发生了�

�

�级
、

� 级强震
。

历史上曾发生过特大 规

模的山崩
、

滑坡和泥石流
,

堵江奎水成湖
,

如八宿县然乌湖
、

察隅县八嘎湖
、

波密县易贡湖等
。

西南山地这类特大灾害从地貌上看
,

还多分布在山间断陷盆地沿山体强烈抬升的一侧
,

多级

古夷平面之间的折坡地带
,

宽缓河流古阶地两侧以及古冰川堆积物广布
、

现代冰川作用强烈的高

山和极高山地区
�

】
、

特大决容多发生在断陷盆地沿山体强烈上升一侧
。

西南地区
,

地史上受印支一燕山运动的

影响
,

形成 了一系列的山间大型断陷盆地
,

如川西安宁河
,

元谋
、

剑川
、

丽江
、

鹤庆
、

洱 海 等 盆

地
。

这些山间盆地其构造活动特点是一升一降
,

地表形成巨大高差
,

水动力条件良好
,

山区河流

把大量固体物质搬运出山 口
。

这时水动力条件减缓
,

大量固体物质堆积于 山前
,

形成 巨大 的泥石

流堆积物
,

地史上的泥石流堆积物已成为洪积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类作用现今规模上虽比地



质历史时期为小
, 但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是相当大的

,

如川西断陷盆地沿龙门山山前一侧的渝江
、

绵远河出山口的泥石流 , 安宁河断陷盆地东侧沿落吉山西麓一带的滑坡
、

泥石流都比较典型
。

�
、

这类特大灾容多出现在夷平面之间的析坡地带
, 宽级河流古阶地的两侧及现代 河 流 阶 地

前缘
。

自第四纪 以来
,

受新构造掀升运动的影响
,

造成川西
、

沙江
、

雅碧江
、

大渡河等以嵌入曲流的方式追踪早期流路南下
。

滇北古夷平面南仰北倾
,

也迫使金

之后受地壳间歇性差异抬 升 的 影

现 � 一 � 级宽缓的河流古阶地和 �

灿级
河流阶地

。

与此同时
,

河流追踪互相切割的构造线发育
,

造成水系流路

佩
,

在金
些

、

雅碧江
、

大渡河出现 急剧大转弯的地段
。

河谷深切达 � , ”。
咪以上

。

在夷平面之间的折坡华段 �
�

宽缓河流古阶地两侧
,

现代河流阶地的前缘是特大 山崩
、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广泛分布 的 地万立
�

翌
� � � �年康定南磨西大地震

,

引起大渡河右岸高台地发生崩塌
,

曾堵断大渡河 � 天 � 夜 , � � � �年推岩

江唐古拉大滑坡造成的堵江溃坝
, 曾波及到 �

, � �� 公里以下的渡 口市三堆子
。

�
、

特大灾害多分布在高山和极高山地区

。

第四纪地质历史时期
,

一般学者认为西南山地 曾遭

� � �一�
, � � �米的高山和极高山地

反玉另冰雪覆�,’茹责嘎
山

、
一

雀�。山
、

玉龙雪山
、

哈帕雪山及南加巴瓦峰
、

希夏邦马峥
�

净竺望
玛峰四�� ! 每当夏秋之际

,

冰雪消融
,

汇成强大的冰川泥石流
。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页曝巴杏吧巴
海螺沟

、

磨子沟
、

燕子沟
、

南门关沟冰川泥石流
,

堆积物厚度可达 �眯以上
。

贡嘎山甲侧翌严士
沟冰川泥石流

,

曾堵断田湾河成湖
,

现今还可见到湖中枯树林立
,

树干直径达“一 �“厘米
。、

臀万甲
的南加巴瓦峰四周

,

雪崩
、

滑坡
、

冰川泥石流堵江
,

毁坏森林
、

农田
、

村舍更为严重 �见买例的朋

塌和雪崩 �
。

综合上述
,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

�
、

西南山地特大灾害
,

多发生在
“歹

”

字型构造体系急剧作弧形转弯的地带
,

构造体系之间互

相穿插交汇的地段和晚近构造活动强烈的地段 , 多发生在断陷盆地沿 山体强烈抬升一侧
,

多级夷

平面的折坡地段
,

有宽缓河流古阶地及现代河流阶地的两侧 , 多发生在古冰琐物分布广泛
,

现代

冰川作用强烈的高山和极高山地区
。

,

是地质历史的重演
,

从这类灾害与地质构造背景在分布的 一 致 性 上

看
,

患
,

,

绝非单一外动力作用的产物
。 似乎可 以认为

,

早期构造作用留下的隐

段

在后期外动力作用下得到反映
,

前者为后者创造条件
,

后者加速了灾害的发育过程
。

�
、

这个地区特大 山崩
、

滑坡和泥石流
,

在空间展布上多集中在地壳强烈上升区的相对稳定地

可能与特大灾害有长时间的发育过程有关
。

这一点必须引起水电站建设选坝时注意
,

如二滩

电站坝址在强烈上升区的相对稳定地段
,

因而附近出现了金洞山巨型滑坡
。

�
、

特允灾害出现之前
,

绝大多数有一系列的信息和前兆
,

诸如地震
、

特大暴雨
、

山体出现

地裂缝
、

山坡上小块崩塌
、

建筑变形

三
、

西南特大崩塌
、

、

地声等
。

人们可 以根据这些信息和前兆进行预测和设防
。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的研究方法及防治对策

西南山地特大灾害活动频繁
,

波及范围广
,

造成灾害严重
,

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普遍重视
。

解

放以来
,

先后有铁道部西北铁科所
、

兰州冰川所
、

西南地震大队
、

成都地理所等成立了专门的研究

机构
,

其它矿山
、

交通
、

地质
、

水利等部门对这类灾害作了大量点上的考察工作
,

但远不能满足

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
。

当前迫切需要开展以下工作
�

�
、

加强区域环境地质的研究
,

特别是要加强新生代以来地质发展史的研究
,

�下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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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衬令肠

日 3 酒勒山汾坡, 缘土体的耳始硕位与形成碎桩结构大小

动学与动力学分带性的某些特征
。

归纳起来
,

在上带失稳后的土体
,

沿70
。

陡峭的滑面 下 滑
,

垂

直运动的分量占相当大的比例
,

土体内部主要受到自重的作用
。

由于这一段土体是处于势能向动

能转换的阶段
,

运动速度比较小
,

土体形成块状破坏
,

破碎的大块土体内还保持着原有的结构
。

这是滑坡的动力来源段 , 中带滑面的高程已经降低
,

土体的重心下移
,

滑床部分的滑面倾角变得

平缓
,

滑动主要是水平运动
,

运动速度增大
。

这段土体受到上带土体的强大阻力
,

前方又受到下

带土体的阻碍
,

所以土体形成若千条带状的土垄地形
。

内部挤压破碎成棱块状结构
;
下带的特点

则是受到中带土体的快速推动
,

由于滑舌前缘存在着自由空间
,

因此
,

土体运动速度快
,

并向四

周撒开
。

但由于洒勒山的滑坡前舌局部受到那勒寺河南岸二级阶地坎壁的阻挡
,

增大了滑坡体前

进的阻力
,

而使这部分土体比较彻底地破碎
,

形成碎粒结构
。

通过用松散土膜状大标本对洒勒山滑坡的研究
,

我们感到这种膜状标本有许多优点
,

并且可

以向更广的研究领域中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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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7 页) 这是因为灾害的产生和区域地质条件密切相关
。

往往区域地质作用的规律
,

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作用的规律
,

它是预测预报这类灾害的基础
,

2
、

为满足国家能源开发的需要
,

建议对金沙江
、

雅奢江
、

大渡河等进行地质灾害的综合考

察
,

同时编制西南山地灾害分布图 ,

3
、

建立全区山地灾害长期观测网点 (象现在 已建的地震台站
、

东川泥石流观测站
、

二滩金
一

洞山滑坡观测站)
,

对一些即将发生的重大地质灾害更要进行监测
,

一旦灾害发生要做到有防有

备
。

如 19 81年嘉陵江大支流
—

白龙江舟曲滑坡堵江
,

因事前有所准备
,

及时炸坝泄水
,

避免了

一场重大事故的产生 ,

4
、

建立全区特大地质灾害的管理机构和研究中心
,

结合函待开发的西南水电优势
,

拟定部

署工作计划
,

协调各单位业务 ,

5
、

建议创办
“山地 灾害

”
杂志

,

建立全区情报网点
,

作为联系分散在各地的专业队伍学术

交流的园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