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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滩滑坡征兆及其成功的监测预报

湖北省西陵峡岩崩调查工作处

新滩滑坡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长江上游72 公里
、

姊归县兵书宝剑峡出口处的龙江区新滩镇山坡

(图 1 )
。

1 9 8 5年 6 月 12 日凌晨 3 点 45 分至 4 点 20 分
,

发生了总计3 , 。00 余万立方米的崩坡积层整

体滑移
。

高速飞出的土石将新滩镇全部摧毁
,

在江内激起巨浪54 米
。

滑坡前
,

湖北省西陵峡岩能

调查工作处及时准确地预报
,

省
、

地
、

县各级政府撤离措施果断
、

汀效
,

滑区内45 7户1 ,

37 1人
,

无

交人伤亡
。

(
气

这次滑坡
,

是不可抗拒的毁

户拌自然灾害
。

在滑坡史上
, “

这
《 一

大规模的滑坡及时准确预报成

功
,

不仅在国内
,

而且在国际上

来礴也是罕见的
。 ”

被人们誉为

、 扩坦的世界奇迹 !

、穿谈

补
二

子了娜卜
_

井拜 二

新滩滑坡概况 啥
圈1 新滩淆坡地理位皿图

新滩滑坡指广家崖坡脚一姜

家坡一新滩镇一线斜坡
,

原为长江西陵峡岩崩区六大隐患之一
,

但不是 以往调研工作的重点
;
重

-

点在新滩对岸链子崖八至十二号裂缝地段的2 50 万立方米 危 岩体是否整体滑移
。

新滩江段
,

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未截流前
,

是历史上有名的急流险滩
—

新滩
“鬼汀

关
” 。 “

蜀道青天不可上
,

横飞白练三千丈
” 、

“羁游如此其无策
,

独立凄然黯枪神
” ,

这些诗

句就是昔 日险滩的生动写照
。

县志记载说
:
楚蜀诸滩

, “
其中危险者莫若新滩

。

见新滩知瞿塘艳

颁非险关
” 。

这个急流险滩由上中下三滩组成
,

长 1公里
,

落差8米
。

南岸链子崖
,

北岸黄崖
,

遥

相对峙
,

悬崖峭壁
,

紧抱大江
。

江床狭窄
,

礁石林立
,

水流湍急
,

泡旋迭起
。

冬春水落
,

上水轮

船非绞滩牵引不能上
。

洪峰期间
,

常被迫封航停航
。

滩险的形成
,

由江岸岸坡失稳
,

大规模崩塌而产生
。

据株归县志 《归州志》
、

《水经注》记
:
新滩原名

“
豪三峡

” , “
始平坦

,

无求滩
” ,

是归州八大胜景之一
—

新 滩 寒 雪
,

奇景壮
’

溪水
,

压杀百余人
” ;晋太元

丈 ” ,宋天圣七年 (公元 10 3 0

。

后因山崩滑坡而得名
。

危 生过多次
。

汉永元十二年 (公元1 01 年)
, “
崩填

, “山又崩
。

当崩之 日
,

水逆流百余里
,

涌起数十

观载

州熨出 山崩
,

水石喷薄
” , “

害舟不可胜计
” ,

堵江二十余年
,



至皇佑三年 (公元 1 0 5 2年 ) 才疏凿通 , 明嘉靖二十一年 (公元 1 5 4 3年)
,

久雨 暴 雨
, “

新 滩 北

岸山崩五里
,

逆浪百余里
,

江塞
,

舟揖不通
,

压居民百余户
” ,

堵江82 年
,

到天启 四年 ( 公元

1 6 2 5年) 才疏凿通
。

其后
,

局部的崩滑不断
。

调查结果
,

19 2 3年
、

2 9 3 1年
、

1 9 3 6年
、

1 9 5 8年
、

1 9 6 4

等
,

都曾发生过数万立方米
、

数十万立方米到数百万立方米不等的
,

危害程度不同的崩滑
。

这次滑坡
,

自1 9 6 4年广家崖崩塌产生 裂 缝 以忍来
,

经过蠕变到剧变
,

1 9 8 2年呈 现 古 滑 坡复

活
, 1 9 8 3年出现整体滑移趋势

, 1 9 8 4年发展具备整体滑移的边界条件
,

主滑方向南南西
,

于1 9 8 5

年 6 月 12 日凌晨发生了大规模的推移式滑移
。

滑体先是从中部高程 3 80 一40 0米一带剪出
,

泻入江
,

直冲江南岸 ,

推前挤大规模朝江滑动

估计方量5的余万立方米
,

大部份沿西 侧 沟槽飞

另一部分因地形控制受阻快速跃出
,

掩埋摧毁了新滩镇
,

导致上下滑体后

初步调查结果
,

3 , 0 00余万立方米
。

新滩滑坡南北长1
.

7公里
,

东西平均宽4 00 米
,

面积0
.

68 平方公里
,

总计方量

滑体后缘有40 一50 米高的座落壁
,

大滑动刚止时为10 0一 12 0米
,

后崩滑填起)
,

西缘有高50 一60 米的断落壁 (目击者反映
,

以下至江边数百米 长
,

东缘高程 6 00 米以上座落壁高10 一20 米
,

高程 6 00 米

出现了高 3 一 15 米的土石
“翻边埂

” 。

整个滑坡体各部滑距不一
。

中部高程

38 0一6 30 米地段滑移最远
,

下滑江中 ; 高程 6 30 米以上至广家崖坡脚
,

据滚落的监测点和 原 石灰

窑测算
,

滑距 16 。余米 ; 3 80 米以下
,

从现存房子残迹实测
,

下沉了18 米
,

向江滑移了 82
.

5米
。

新

的滑体形成比原地貌为陡的五级台阶 (图 2 )
,

陡坎高达 40 一60 米
,

部分原地貌还依稀可见
。

田 2 新滩淆坡淆体纵向阶状地貌紊描口

,

_

瞥缈
滑坡

,

入江土石约2””万立方米
,

造成的涌浪甚大
,

带来的灾害较为严重
。

直冲入江的

士势吧星竺
于
靛

9“米处的湖北省西陵峡岩崩调查工作处的两层楼浆砌块石仓库
、

发电房卷入

竺男立华婴搏考于今分析月能 出现瞬间断流现象
。

岸坡爬浪高”6米
,

波及上游’5
·

5公里的称归县

兰垦星杏赞开任竺得之感觉
,

波及下游经庙河至“7公里的三斗坪
,

船工有从高处跌下的感觉
。

伸出

江 1111 肋百洲术
,

堵基江面1邝
。

入江土石沿头滩冲到南岸
,

普遍垫高航道
,

成为洪峰期的急险滩
。



过江流量达Q = 3 万立方米 / 秒时
,

50 0匹马力以下的船只不能上
,

50 0匹以上的船只必须减载 助

拖才能过滩
。

6 月 12 日新滩滑坡带来的灾害是毁灭性的
。

尽管滑区内4 57 户 1 , 3 71 人无 一 伤亡
,

但家园
、

田园毁于一旦
,

损失仍很大
。

据统计
,

摧毁48 1户房屋 1 , 5 69 间
,

面积5
.

24 万平方 米 , 塌 毁 农 田

78 0亩
,

柑桔树 3
.

4 5万株
,

柑桔苗50 万株 , 以及大量的陈粮
、

农 (家) 具等
。

由于事 前 对涌浪造

成的灾害估计不足
,

涌浪给新滩上下游 8 公里内港 口停泊 的船只和船民带来较大的损失
: 冲翻

、

浪沉2 40 匹马力以下的机动船13 艘
,

其中沉没 7 艘
,

木船“只
,

吨位63 2吨
,

冲走木料 3 75 立方米
,

‘

煤炭40 吨
,

夜宿船内的船民死 10 人
,

失踪 2 人
,

伤 8 人
。

总计损失折款达8 32
.

42 万元
,

其中险区

内7 2 3
.

9 2万元
。

目前
,

新的滑坡体处于新的平衡状态调整过程中
,

尚不稳定
,

险情犹在
。

近期
,

新的滑坡体

后缘 j“家崖巨型崩塌体呈现新的活动迹象
,

岩体下座和老裂缝张开均有 8 一10 厘 米
,

南 岸T
。

一

T ,
号裂缝地段危岩变形较大

,

岩崩区调查范围外的猴子岭斜坡东侧高程 40 。米地区出现近20 万立

方米的崩坡积层下滑险象
。

许多专家认为
,

如遇久雨暴雨或地震
,

发生较大规模的崩塌下滑
,

则

会有历史上的截流断航重现
。

二
、

滑坡形成的条件和发展变化规律

新滩滑坡地处黄陵背斜西缘
,

仙女山和九湾溪断裂间 (图 3 )
,

前者走向北 西 3 4 0
。

由南 而

北
,

后者走向N 10
。

一25
O

E
。

两者皆以陡 倾 角

向西倾
,

受着未来仙女山断裂和九湾溪断裂发

生的 5 级地震的影响
。

新滩地区出露的基岩
,

在滑坡体西部广家

崖至黄崖一带为厚层块状坚硬的二迭纪灰岩及

泥盆纪石英砂岩构成的高山陡壁
。

滑坡体本身

座落在易风化
、

破碎而不透水 的志留纪砂岩和

砂页岩上
,

岩尸产状北 30
“

东
,

倾向北西
,

倾

角3 2
。

左右
。

砂岩和砂页岩厚度在 8 00 米以上
。

基岩断裂构造发育
,

岩石十分破碎
,

除纵横交
·

错的节理裂隙外
,

还在滑坡体两侧出现一条走

向北 1 0
“

一2 0
”

东
,

倾向南东
,

倾角7 8
“ ,

与九湾
一

溪断裂带平行的张扭性小断裂
。

据断裂泥中的

近期擦痕和其他派生构造判断
,

为一平移正断

层
,

即其东南盘下降并向南偏西移动
。

这一断

裂构造对滑坡体的形成和运动具有十分密切的

关系
。

滑坡区总的地势为北西高
,

南东低 (图)4
。

西部黄崖山体北起九盘山
、

广家崖
、

鲤鱼山至

扛边
,

呈北北东至近南北向延展
,

向北西西倾

斜的单面山体
,

西为平缓斜坡
,

东为临空陡壁
,

圈 3 断滩地区地质造圈构



圈 4 新滩滑坡前地貌紊猫图

相对高差达数百米
,

是遭长期侵蚀沿近于
几

直立裂缝不断崩塌后退的结果
。

黄崖山体

以东
,

姜家坡至新滩镇一带为平缓的堆积

斜坡
,

坡上普建居民点
,

多为耕地
、

桔林
,

堆积物质为崩坡积
、

洪冲积物
,

覆盖厚度

30 一40 米
,

最厚可达 86 米
。

姜家坡以上至
.

广家崖坡脚
,

主要为灰岩崩积区
,

大者达
上千立方米

,

小者数立方厘米至数立方米
,

据原钻孔资料
,

堆积 层 厚 度 近50 米
。

斜

坡成阶状地貌
,

总体坡度约23
。 ,

倾 向 长

江
。

局部地段坡度较陡
,

如沿江部位
、

毛

家院前缘 (高程 2 60 一 3 30 米 )
、

姜家 坡 前

缘 (高程 50 0一55 0米 )
、

广家崖坡脚岩堆

(高程76 0一91 0米 ) 等 4 处坡度
,

一般为

3 5
“

一 4 0 。 ,

局部 5 0
。

一6 0
。 。

陡 坡 之 上 则

为相对平缓的斜坡
,

一般 坡 度 以 10
。

一
1 5

。 。

下伏基岩在纵向剖面上陡缓不一
,

似

以毛家院为分界点
,

形成二次曲线
。

上述

基底组成和基岩表面地貌特征
,

有利于透

水性较好的崩坡积覆盖层在其他因素的触

发下产生表层或整体滑动
。

新滩古滑坡体的形成
,

是历史上多次

崩滑作用的结果
。

新滩古滑坡的复活
, 6 月

12 日大滑动的产生
,

我们认为除上述原因

外
,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为的作用
。

一是
_

广九煤矿和白花煤矿沿不稳定山体采煤
,

以及长时间的爆破效应作用
,

导致广家崖
.

自1 9 6 4年开始
,

经常发生数千立方米
、

数

万立方米
、

数十万立方米不同规模的崩塌

冲击
,

负荷加重
,

下座挤压
;
二是地表农垦乱挖乱种

,

地表水排泄不通转为地下水
。

新滩滑坡的发生经历了较长的渐进演变过程
,

归纳起来其发展变化规律如下
:

1
、

潜在形变和姗变阶段 (1 9 52 年以前)
。
19 3 5年 6 月久雨暴雨后

,

上段姜家坡曾产生过12 0一1 5伽

万立方米的滑坡
,

尔后于1 9 6 4年秋季降雨
,

九盘 山和广家崖发生岩崩
,

在姜家坡西侧堆积物内产生
一条长达4 5 0米

,

宽 0
.

1米
,

呈南北向展布的裂缝
。

在坡顶高程60 。米处也产生一条与前 缘 陡坡方
向基本平行的长大裂缝

,

缝宽0
.

5厘米
,

长2 70 米
,

走向北 45
。

东
。

1 9 8 2年雨季
,

略有张 开
,

但幅

度很小
,

一直无明显变形特征
。

除广家崖时有崩塌外
,

该段斜坡 (高程60 。一 9 10 米)
,

宏观上未

发现变形活动迹象
。

2
、

古滑坡盆活阶段 (1 9 8 2年8月至 1 9 8 3年5月)
。

古滑坡复活前
, 1 9 8 1年1 2月和 1 9 5 2年 3 月

,

广

家崖发生两次较大的崩塌
,

方量约 2 万立方米
,

最大崩落块石近千立方米
,

滚落最大 距 离约5 0。



米
。

1 9韶年 3 一 5 月
,

发现姜家坡前缘监测点a 。和 b
:

向江移动了20 厘米
, 6 月份又向江 滑 移 16

厘米
,

伴有小崩小塌
。

实地踏勘
,

发现原裂缝向东延展
,

形成85 万立方米的后缘 边 界
,

裂 缝 明

显拉裂
,

斜体下座
,

均有 5 一20 厘米
,

陡坎坡顶上的桃树
、

柏树醉倾
。

到 10 月 份
,

A
3

点 自19 7 7年

11 月设点监测
,

向江移动了2
.

6米
,

崩落毁坏
。

11 月 重 设A 落点
。

19 8 3年 1 一 5 月观测结果
, A 襄点平均以2

.

7厘米的月变速向江滑动
,

以 1
.

83 厘米的月 变速

下沉
, B

3

点则以7
.

23 厘米的月变速向江滑动
, 1

.

75 厘米的月变速下沉
。

现场踏勘发现
,

姜家坡(高

程 60 0米) 一广家崖坡脚 (高程9 10 米 ) 斜坡
,

估计方量 I
, 3 00 万立方米呈现复活现象

,

断续地显现

了滑体的边界条件
。

基本特征是
:

( 1 ) 西缘原南北 向的45 0米长裂缝
,

覆盖层普遍出现松动
、

拉裂
、

崩塌现象
。

l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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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东缘
,

从姜 家坡 坡

脚以东出现一条近南 北 向
,

长

1 ,
0 0 0余米

,

宽0
.

1一 0
.

5 米的长

大拉张裂缝
,

呈侧列式
,

断断续

续地贯穿新老崩积物堆积区
,

并

在后缘折转为北西西向
,

形成弧

形拉裂圈
,

缝壁错距 1
.

5米
。

( 3 ) 地 表 复活 显现
。

裂

缝穿过的公路地段
,

西侧下座约

玄O厘米
,

通过的干砌挡土墙 已全

部向南错开推倒
。

新老崩塌的堆

积块石
,

大部分松动
,

有的卧起
,

有的翻滚
。

调查访间当地村民
,

他们说
: “山体动得很厉害

,

块

石比原来下沉了2
.

3米
。

我们运石

灰的板车路
,

刚垫平修好
,

过两

天就被拉裂开了
。 ”

这一阶段
,

由前缘 8 5万立方

米险情扩展到 l , 3 00 万立方米
。

裂缝扩展增宽
,

变形 与 位移 加

剧
,

表层松动
,

陡壁崩塌
,

古滑

坡上部1 , 3 00 万立方米复活
,

呈

现整体滑移迹象
。

3
、

变形急剧发展阶段 (19 8 3

年 6月一1 9 8 5年6月上旬 )
。

为判

明 1 ,
3 00 万立方米堆积体是 否 具

整 体 滑 移 趋势及其主滑方向
,

1 9 84年 5 月相继完善了监测系统

(图5 )
。

, 新滩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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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 7 月至1 9 8 5年 5 月共 n 个月的观测资料表明
,

位于高程79 0米的F
,

点 位 移 达 6
.

9米
,

下沉1
.

4米 , F
:

一F
。
5 个点水平位移 3 一 3

.

7米
.

,

下沉0
.

8一 1声米多 F , 、

F 。
两点

,

位移乙 7一 2
.

9

米
,

下沉0
。

36 一0
.

4米
,

总的方向为南偏西 5
。

一 1犷

19 8 4年 5 月2 8 日至19 85 年 5月14 日共 12 个月时间
,

姜家坡及其坡脚下的A 二点 和B
,

点
,

水平

位 移 分 别 为 2 7 4
.

9 8厘 米 和2 8 7
.

69 厘米
,

平均月变速为2 2
.

习2厘米和2 3
.

97 厘米 ; 下沉量分 别为

9 5
。

6 2厘米
、 1 2 2

.

了。厘米
,

平均月变速为7
.

97 厘米
、

10
.

加厘米
,

方向二也 为南 偏 西
,

直 指 新 滩

镇
。

‘

从

1 ,

30 。万立方米滑体周围边界已形成
。

后缘拉张下座近15 米 ; 东西两侧裂缝羽状
、

阶梯状次

生缝产生
,

现出 5 一10 米宽的松动带
;
前缘85 万立方米危险体除不断崩塌 外

,

坡 体 下 沉 3 一 5

米
。

中部高程7郭米以上
,

自西至东出现 5 条基本等距
、

南北向展布的阶梯纵向裂缝
,

阶 梯 高差

0
.

5一3
.

5米
,

并有鼓包涌现
。

根据两侧裂缝 出现的羽状排列式判断和观测位移曲线分析表明
,

整体

滑移条件 已具备
,

主滑方向也明朗
。

4
、

整体滑移阶段
,

即破坏阶段的大滑前兆 (1 9 8 5年 6月9一 12 日)
。

观测资料表明
,

坡体急剧

变形
, 9 个简易测点中 1号

、

2号两点5月就无法监测了
,

剩下的 3 号一 9 号 7 个点
, 6 月 l 一 4 日

共 4 天时 间里
,

平均 日变速为0
.

53 一 1
.

29 米
,

尔后也无法再测了
。

用T
3

经纬仪交会观测的F :
一F 。

点变速也很快
。

现场踏勘发现
, 9 日下午至10 日上午

,

临时在后缘和前缘设的测点在不到一天时间
,

后缘下

座 1
.

5米
,

前缘下座。
.

6米
,

东缘下座。
.

3米
。

从这些数据反映出
,

日变速很快
。

n 日上午观测过程

中
,

因坡体滑动微震
,

仪器水准气泡无法调平
,

测回限差无法执行测量规范
。

地表新生裂缝密布
,

纵向裂缝 自西向东阶梯下座
,

梯间距 1
.

5一 3
.

5米
。

东西两侧裂缝拉裂下

座 3 米多
,

并发现松动沉降带
。

带间表层揉褶很厉害
,

羽状小裂缝甚多
,

并伴有小崩塌
、

滚石
、

塌坑等
,

公路路面被错断
,

水平位移和下沉均有 2 米多
。

前缘陡壁崩塌 日夜不断
,

频率 愈 来愈

高
,

规模亦渐大
。

6 月 10 日晨 4 时
,

前缘西侧A 二临空下
,

沿高家岭西侧沟槽 崩 滑 约70 万立方

米
,

滑舌前部至江边仅 1 50 多米
,

把一幢民房推移60 多米远
。

目击者介绍
,

崩滑前有异样 的沉河

声
,

崩滑时涌起一丈余高的土石水往
。

这是大滑动的前奏
。

6 月 9 日上午
,

滑坡体内冒热风
, 9 一12 日大滑前

,

常有异常响声产生
。

沿 毛 家院后3 80 一
4 00 米高程一带发现鼓张剪切口 ,

东西两侧出现潮湿带
。

6 月 1 2 日凌晨 3 点 45 分整体滑移
,

首 先就是从窝矿坑一姜家坡一毛家院后剪出飞跃
,

导致前

推后挤的整体性推移式崩坡积表层滑动
。

三
、

新滩滑坡预报成功

监测预报工作是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
,

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
,

经得起误解和检查
,

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对人民负责的工作
。

自1 9 7 4年起
,

西陵峡岩崩调查工作处的监测
“
哨兵

” ,

日复一 日
,

年复一年
,

生活在高山峡谷
、

急流险滩之中
,

顶烈 日
,

冒严寒
,

风餐露宿
,

以高山云

雾为伴
,

坚守岗位
,

精心观测
,

捕捉滑坡前兆
,

进行科学的预报
。

19 6 9年国务院指示
:
对新滩岩崩区要

“
加强调查研究

,

继续进一步摸清情况
,

积极采取防护

措施
。 ”

尔后
,

湖北省政府又下文指出
:
新滩岩崩区隐患很大

,

危害严重
,

将
“
关系到人民生命



财产
、

长江水利建设
、

交通航运事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

⋯⋯如果发生较强地 震
、

战 时轰炸
、

久雨暴雨
,

岩崩区可能 发 生 大规模的崩 塌或 滑移
。 ·

一旦发生大量崩滑
,

将堵塞航 道
,

阻二

江塞水
,

给人民生命财产
、

交通运 输
、

国民 经济 均带 来 极大危 害
,

在 政 治上也将造 成 不良

影响
” 。

可见
,

危害严重
,

1

事关重大
,

发现异常
,

及时 报警
,

是一项艰巨而 又光 荣的任务
。

预测
,

先是在滑坡体高程 6 00 米以下至扛边地段布设视 (水 ) 准线 5 条
,

监视点 15 个
,

用T
:

经

纬仪和N :
水准仪进行水平位移和垂直沉陷观测 , 后根据滑体变形发展

,

在高程 60 0米以 上 至 9 10

米地段增设 8 个交会监测点
,

并在滑体外缘基岩上建立 由 7 个固定点组成的边角监测 网
。

同时护

与当地政府商定
,

在上部1 , 300 万立方米滑体的周缘和中部裂缝布设 9 个简易监测 点
,

雇请两个

村民协助观测
。

至此
,

一个 由点线面组成的监测系统在新滩滑坡体上建 立 和 完善 (图 5 )
。

观

测人员高标准
、

严要求
,

定期 认真进行 监测
,

周期为每月 1 次
,

每次 7 一15 天
,

雨季增加监测
。

为研究滑坡产生的条件
.

发展演变规律
,

几

诱发因素
,

极终破坏前兆和带来的灾害等
,

先后考

察 了国内和邻区近几年来发生的较大规模的崩滑现场
,

如 1 9 8。年 6 月 3 日凌晨 4 时
,

宜昌地区殷

盐矿务局盐池矿区岩崩, 1 9 82年 了月 16 一18 日
,

在暴雨作用下
,

四川省云阳县宝塔河滑坡
; 1 9 8 3

·

年 3 月 7 日下午
,

甘肃省东乡族 自治县洒勒 山崩滑
,
⋯⋯

。

结合新滩滑坡的现场变化
,

进行工程地

质类比分析判断
,

预感到新滩滑坡有整体滑移
,

危害巨大之险
。

从滑移沉陷曲线和大滑动前的水平位移 曲线
,

在原报警的基础上
,

5 月 9 日以 “
新滩北岸姜

-

家坡至广家崖地段近期变形报告
”
发出险情预报

,

供省
、

地
、

县各级政府决策
。

随着 险 情 的 发
-

展
, 6 月 10

、

n 日又以加急电报发出
“
有整体滑移前兆

,

险情告急
” 。

从 6 月 11 日下午 5 点发出

的加急电报到12 日凌晨 3 点45 分大滑动开始
,

相隔约 11 个小时
,

终于准确地预报成功
。

四
、

新滩滑坡基本总结

山崩滑坡
,

是一种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物理地质现象
,

多在外因(如地震
、

久雨暴雨
、 ‘

人为工程等) 触发下发生
,

常具有瞬间暴发特征
,

因此常常带来极大的自然灾害
。

但从新滩滑坡
-

的预报成功
,

避免 了一次重大的伤亡事故
,

说明山崩滑坡的发展变化规律是可以借鉴
、

认识和预

报的
。

我们的体会是
:

第一
、

山崩滑坡的发生
,

和一切事物的运动一样
,

有其孕育的条件
,

从渐变到剧变
,

至极终

破坏的发展演变过程
。

根据这个过程
,

是可以进行滑坡的测报
,

及时避险和减轻灾害的
。

我们从外地考察的山崩滑坡现场资料分析中认识到
: 一般发生山崩滑坡的地方都存在着对山

‘

崩滑坡发生极为有利的地质地形条件
,

有诱发因素
,

存在着过去的崩滑史
,

存在着发生
、

发展到破

坏过程所需的时间 (一般 3 一 5 年)
。

尤其在大崩大滑之前存在明显的前兆等
。

悲惨的灾难
,

沉

痛的教训
,

主要是对滑坡认识不足
,

重视不够
,

思想麻痹
,

甚至存侥幸心理
,

以致避险措施不果
,

断
,

行动缓慢不力
。

新滩滑坡处于两个活动性断层间和三峡暴雨区中心
,

受着该区地震 (最大5
.

1级 )影响
,

山高

坡陡
,

地层软硬相间
,

断裂构造发育 (图 6 )
。

滑坡南临长江
,

北靠九盘山
、

广家崖
,

常受其危

险岩块崩塌的影响
,

坡高坡陡
,

崩积覆盖层较厚
,

地表水渗透条件好
,

地下水受季节控制
。

自公

元10 0年始到滑坡前
,

有骇人的崩滑史和近代边坡变形
、

局部失稳史
。

自19 6 4年广家崖较大规 模

崩塌在姜家坡上产生裂缝后
,

经过 7 一 8 年的蠕变渐变
, 1 9 8 2年春发现古滑坡复活

。

1 9 8 3年 5 月

呈现1 , 300 万立方米整体滑移迹象
。

19 8 4年底具整体滑移边界条件
,

方向南偏西
。

1 9 8 5年元月至滑坡



圈 6 断滩及其邻近卫片解译钱性构造圈

发生前的 6 月10 一11 日大滑前兆的产生
,

证实

我们采取工程地质类比分析
、

监测结果
, 是符

合滑坡的发展变化规律的
。

第二
、

监洲预报成功的关健是捕捉住大崩

滑的前兆
。

我们从近几年发生的滑坡考察中
,

发现每一个较大规模的滑坡都存在大 滑 的 前

兆
,

新滩滑坡也不例外
。

1 、

出现热风和地声
。

大滑前的 9 日中午
,

我们现场考察
,

顿觉有一阵火辣辣的热风来自

1 ,

30 0万立方米滑坡内
,

有人说
: “

赤道 热 风

吹到这里来了
” 。

6 月 10 一n 日听到地表石块

滚动声和源层发出
“
咔嚓嚓

”
的异样声响

。

2
、

小崩塌不断发生
,

规模渐大
。

6 月 10

日凌晨4点15 分
,

发生一次近70 万立方米的局部

滑动
。

滑动后
,

现场踏勘
,

广家崖坡脚下后缘

一夜间下座 1
.

5米 , 前缘85 万立方米危险 体 拉

裂缝又下座0
.

6米
,

东缘松动沉陷带扩宽 5 米
,

下座0
.

3米 , 西缘裂缝大幅度下沉
,
大石 块翻

滚
,

老坟堆和陡坎崩塌 , 前缘陡壁崩塌 日夜不断
,
频率增加

,

规模渐大
。

3
、

6 月 9 一 1 1 日在38 0一 4 00 米高程一带
,

坡体前缘鼓张
、

剪出
,

潮湿现象 日甚一 日
。

4
、

地表在原变形基础上急剧变形
。

后缘广家崖坡脚 9 一11 日这 3天内下座近 5 米
,

坡体上突

增羽状裂缝
,

地表揉褶厉害
,

中部急速隆起
,

局部出现鼓包
。

1 ,

30 0万立方米坡体
,

自西至东 出现
‘

阶梯状沉陷纵向拉裂
。

5
、

观测数据反映
,

位移和沉降速度加快
。

根据捕捉到的恶劣险情前兆
,

采取急电方式
_

L报
,

伺时与地县领导现场决策
。

因此大崩滑发生时
,

险区内的居民安全转移
,

使损失减少 到 最 低程

度
。

第三
、

称盆科学
,

实事求是
。

新滩北岸的稳定性分析评价
,

已于1 9 82年底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

室 (简称
“长办

” )提出
“
长江西陵峡北岸新滩黄岩地区稳定性调查报告

” ,

作出结论
。

该报告指

明
: “一般情况下

,

可以排除姜家坡一新滩镇堆积斜坡整体下滑入江的可能性
” , “

姜家坡一新
t

滩堆积斜坡
,

除姜家坡危险区外
,

斜坡 目前大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 姜家坡

“主滑方向应为南

45
。

东 ” 。

九盘山至姜家坡岩堆
,

从最坏处考虑
“也只有2 60 一28 。万立方米 , 在这种情况下 (指

广家崖崩塌
、

暴雨
、

久雨一笔者注)
,

其下面的毛家院平缓斜坡和两侧冲沟和洼地可以容纳这些

滑坡物
,

不会危及新滩镇和长江航道的安全⋯⋯
” 。

在1 9 8 3年 5 月底
,

省政府召开的对上述报告评价的会议上
,

我们根据现场变化情况和有关资
「

料
,

郑重地提出与上述结论相反的意见
,

指出1 , 3 00 多万立方米坡体 已出现整体滑移迹象
,

而且危害

很大
,

直接威胁到新滩镇人民生命财产和长江航道的安全
,

事关重大
,

应予高度重视
。

与会的28

个单位共50 位专家
、

教授
、

科技人员察看 了现场后
,

绝大多 数 同志 都赞同 我们 的 观点
,

仅个

别单位 和个 别权威专家一 味 反对
,

坚持和维护该调研报告的结论
,

基本上以前述结论报送省政

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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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滩滑坡灾害及其发展趋势

刘新民 王治华 王少东 乔建平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1 9 8 5年 6 月12 日凌晨 3 点45 分
,

长江三峡左岸的新滩镇发生一起灾害性滑坡
,

在仅1 5一35 分

钟的时间内
,

碎屑岩块从新滩镇后山的广家岩
、

姜家坡一带
,

迅速向下滑移
,

并在I级阶地 后 缘

剪出
。

滑舌伸入长江 1 00 米左右
,

激起水柱高80 余米
,

回浪高36 米
。

它波及到上游7
.

5公里的香溪

柯
,

浪高 7 米
,

距15 公里的秘归县附近浪高 1 米 ; 下游九湾溪 [J 浪高 2 米
,

距灾区27 公里的三斗

坪 (未来三峡坝址) 浪高约 1 米
。

这次滑坡分布在海拔高70 一9 00 米
,

相对高差80 0余米处
。

滑坡长2 ,
0 00 米

,

平均宽 45 0米 (沿江

宽70 0米
,

山体上部宽20 0米)
,

滑体平均厚度 40 一 5 0米
,

滑坡覆盖面积 0
.

68 平方公里
,

滑体总量

名
,

00 0多万立方米
,

其中约2 00 万立方米被推入长江
。

这次滑坡发生前
,

湖北省岩崩调查处在长期观测分析的基础上
,

提前10 多小时发出报警多 各

级党政领导措施果断
,

指挥得力
,

充分作好了疏散转移
,

滑坡区范围内无一人伤亡
,

实属当今世

界上滑坡预测预报和抢险救灾的奇迹
。

由于这次滑坡规模大
,

成灾时间短暂
,

所以给灾区人民造

成的经济损失仍然是不可低估
。

据株归县抢险救灾指挥部统计
,

这次滑坡将新滩镇全 部 推 入 长
·

江
,

使长江村一
、

二
、

三
、

四组
, 1 个居委会

,

13 个机关团
’

体 共4 57 户1
, 3 71 人受灾 ; 毁房 l , 5 69

伺 , 吞没农田 7 8。亩
,

其中1 47 户5 91 人的责任 田全部被毁
, 淹埋或冲走夏粮和库存粮 27 万余斤

;

击沉或涌浪颠覆滑坡区上下游40 公里范围内机动船 13 只
,

木船64 只
,

死亡10 人
,

伤 8 人
,

失踪 2

人
。

更为严重的是
,

滑体推入长江
,

占据江面宽度 10 0米左右
,

致使兵书宝剑峡出口过水断 面 缩

小 1 / 3 而成急流险滩
,

川江货客轮运输中断56 小时
。

据访问
,

上行船只在滑坡前能负载2 00 吨
,

滑坡后仅能负载 50 一80 吨
。

迄今滑坡堆积物的绝大部分
,

还堆聚在坡体中上部
,

重心位置还相当

高
,

长江航道仍然受滑坡隐患的威胁
。

事关重大
,

不能掉以轻心
。

随着险情的恶化
,

我们怀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
,

一方面布点

设网
,

加大工作量
,

坚持观测 , 另一方面建立月报制度
,

及时向领导反映现场变化发展情况
。

同

时于 1 9 8 4年底邀请20 多位专家
、

科技人员到观场
“

会诊
” ,

并把 《纪要》 上报
。

报警工作
,

按文件规定的任务是由
“
长办

”
负责的

。

因自1 9 8。年以后
, “长办

”
工作人员全

部撤离现场
,

结论又比较乐观
,

我们只好自觉地承担起来
。

从 1 9 82 年 3 月29 日开始至 1 9 8 5年 6 月

11 日止
,

先后发出 《简报》 3 期
,

险情报告 12 份
,

加急电报 2 份
。

总之
,

在新滩滑坡的监测预报

中
,

我们始终尊重科学
,

实事求是
,

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责任
,

起到了我们应起的作用
。

(本文在地质矿产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唐贵智副研究员
、

王承辉工程师的

指导和肉明同志的帮助下
,

由陆业海工程师编写
,

最后由骆培云 同志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