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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西陵峡新滩滑坡分析

董 邦 平

(湖北省西陇映岩崩调查工作处 )

9 185年 6 月 2 1日凌晨 3 点 4 5分至 4点0 2分
,

湖北省株归县新滩镇北岸黄崖地区发生一起严重

的堆积层滑动
。

约 3 ,

00 0万立方米的土石在 35 分钟内向西南方向滑移
,

约 5 00 万立方米 的 土 石 从

38 。米高处剪出
,

直冲新滩镇
。

冲入江中约 2 00 万立方米
,

使东西平均 40 0米宽
,

南北 1 , 700 米长
,

约

0
.

68 平方公里内的新滩镇
,

计有房屋 4 5 7户
、

78 0多亩农田和公路等建筑物破坏罄尽
,

荡然无存
。

冲入江中的土石
,

使江面缩小 1/ 3 ,

激起涌浪高 5 4米
,

波及上至株归县城
,
} 至三斗坪共计 42 公 里

的江段
,

击毁
、

击沉 2 40 匹马力以丁的机动船 13 艘
,

木船64 只
,

船上人员死亡 10 人
,

失踪 2 人
。

滑

坡区内
,

有居民 4 81 户
,

各类人员共 1 , 3 71 人
,

由于预报及时
,

撤离措施果断
,

无一人伤亡
,

实属

罕见
。

我们长期在此工作
,

现谈谈自己对新滩滑坡的初浅看法
。

一
、

滑坡前新滩的自然概貌

滑坡区位于长江北岸
,

总的地势为北高南低
,

沿江地形则为西高东低
。

西部的黄崖山体为坚硬

的二迭系
、

石炭系灰岩及泥盆系石英砂岩构成的悬崖峭壁
,

其中在二迭系底部煤系及泥盆系顶部砂

页岩夹层处
,

形成条带状窄小的缓坡
。

黄崖山体的临江陡壁高达 3 00 一 45 0米
,

长约 2公里
,

由江

边起崖壁走向北北东
,

至姜家坡往北转为近南北向
,

到广家崖北侧及九盘山附近再转为北北东至

北东向
。

崖顶较为平缓
,

其高程由九盘山山顶的 1 ,

33 2米降至临江地段的 40 0米
,

形成向西倾斜的

单面山地形
。

黄崖 山体以东
,

姜家坡至新滩镇一带
,

为一平缓的堆积斜坡
,

呈近东西 向的梯形
,

上部较窄

( 3 0 0米 )
,

下部较宽 ( 5 0 0一 1 , 0 00 米 )
,

平均宽度 45 0米
。

坡面在纵向上为一平均坡度 约 23
。

倾

向长江的大斜坡
,

局部则陡缓不一
。

其中在临江部位
,

毛家院前缘 (高程 3 00 一 40 0米 ) 和 姜 家

坡前后 ( 5 1 0一 59 0米 )
,

九盘山岩堆 ( 7 5 0一 9 10 米 ) 等 4 处的坡度较陡
,

一般为 35
“

一 40
“ ,

局部

5 0
。

一 6 0
“ ,

而在新滩镇后缘 ( 2 0 0一 2 7 0米 ) 和毛家院 ( 5 30一 4 0 0米 ) 至窝塘坑 ( 6 2 0一 6 8 0米 )

则为平缓斜坡
,

一般坡度仅 10
。

一 1 5
。 。

堆积在斜坡下面的基岩为志留系砂岩
、

页岩
。

岩石在纵向部

面上陡缓不一
,

由江边至毛家院以上为中间低
、

两侧高的槽形
,

毛家院以下则为东高西低的平缓斜

坡
。

其上厂
`

布着由于黄崖山体不断后退崩塌下来的崩坡积物
, 堆积物厚度为 30 一 40 米

,

个别地段

达 8 6米
。

由于长期的物理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
,

各阶地均已遭到破坏
,

在斜坡下部仅见一 些 阶地 残

迹
,

大致可分出一
、

二
、

三级
。

一级阶地
。

在新滩镇一带分布较连续
,

阶面高程80 一 90 米
,

高出枯 期 江 水 面 3。余米
。

堆机



物上部为崩积块石类冲积砂卵石
,

丁部为砂岩
、

页岩
、

灰岩碎块石和土
,

结构较紧密
,

厚 10 一 3 0

米
。

二级阶地
。

零星分布 于岩崩调查处住房的西侧
,

阶面高程了20 米左右
,

堆积物为钙泥质半胶结

至胶结的砾石层
。

砾石成分有灰岩
、

砂岩
、

玄武岩
、

流纹岩
、

石英岩等
,

磨圆度好
,

可见厚度大

于 2 米
。

三级阶地
。

分布于高家岭及测区东侧
,

阶面高程 1 60 一 165 米
。

堆积物上部为黄色泥土类和灰

岩块石
,

下部为黄褐色泥土和棕红色粘土
,

总厚度大于 10 米 (见本刊第 5 期第 4 页图 4 )
。

二
、

滑坡形成的条件及滑动的情况

称归新滩长江两岸
,

由于山高谷深
,

地层软硬相间
,

断裂构造比较发育
,

加之崖 下 采 矿 活

动
,

岸边稳定性较差
,

历来就是滑坡
、

岩崩频发区
。

据史料记载
, 1 0 3 0年和 15 4 2年 曾分别造成堵

江断航 21 年和 8 2年
。

新滩滑坡区地形呈一西陡东缓的凹槽
。

西侧由鲤鱼山至广家崖一线的陡壁上
,

建国以来分别

于 1 9 5 8
、

1 9 6 4
、

1 9 7 7
、

1 9 8 2和 1 9 3 2年
,

发生过方量 由 1
,

0 0 0一 2 0 0
,

0 0 0立方米的岩崩
。

滑坡区由于

长期接受陡壁崩塌
、

剥落的碎石泥土的堆积
,

形成 了厚度一般为 30 一 60 米的覆盖层
。

堆积物结沟

疏松
,

小坍
、

小崩时有发生
,

覆盖层底部的基岩为不透水的砂页岩
,

在覆盖层不断增厚和地下水

的活动作用丁
,

滑坡区上段由广家崖至姜家坡一带
,

从七十年代 以来
,

即陆续出现开裂
、

滑移迹

象
。

据长期监测结果
,

自 1 9 8 2年 以来
,

姜家坡 以上
,

斜坡变形逐渐加剧
。

19 8 5年 5月 17 日降小至

中雨期间
,

在标高 5 50 米以下的西侧沟槽中
,

曾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泥石流
。

6 月 9 日在姜 家 坡

斜坡后缘
,

呈北东洲
“

一 60
。

的拉裂缝
,

数量明显增加
,

并出现下沉现象
,

其前缘 (高程 5 50 米 )

小坍
、

小滑不 断出现
,

同时滑体内发出
“
喀喀

” 的响声
。

在毛家院 C
3
监 测点以上 于高程 3 80 一

40 0米一带
,

出现膨胀
,

并于当天中午 i1 点 40 分左右
,

在 60 0米高程的公路上
,

有人感觉到有一股

热气从后缘方 向吹来
。

同时
,

滑体东侧亦出现开裂和丁 沉
。

6 月 10 日凌晨 4 点 15分
,

姜 家 坡 前

缘
,

沿高家岭西侧发生了60 万立方米的崩塌下滑
,

其舌部距新滩镇北面约 15 。米
,

崩前约 5 分钟

( 4 点 10 分 ) 并有喷水
、

涌砂现象 (喷水高约 8 一 9 米 )
。

此次滑坡
,

使其下一栋民房向下推移

石O余米
。

6 月 10 日夜间
,

姜家坡滑体后缘
,

下沉量达 2 米
,

东西两侧裂缝亦出现明显加宽和下沉
,

有

两处公路被错断
,

同时在 6 20 米高程的 公 路 面
`

隆起多处
,

用 T
3

经纬仪测得坡
_

L
、

坡下两个重要

测点一天向江中滑移量分别是 3 米和 4 米
。

前缘崩塌现象更加频繁
,

由窝塘坑至广家崖下 (高程

6 50 一 9功米 ) 可听到异常响声
,

前缘毛家院一带进一步膨胀
。

6 月 12 日凌晨 3 点至 3 点 3 5分
,

首

先在两侧产生震动
,

然后出现巨大响声
,

约 10 分钟后
,

随着东侧的一声震响
,

即 3 点45 分左右
,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整体性大滑动
,

约 5 分钟内
,

从姜家坡 以
.

上冲出土石约 5 00 万立方米
,

其集 中

的一股沿西侧沟槽直冲入江
,

形成了约 90 米长的前舌
,

体积约 20 0万立方米
。

其余堆积在西 侧 沟

中和覆盖于姜家坡下毛家院一带 ; 少部分冲向东南坡下
。

其滑坡前冲距离 200 一 40 0米不等
,

后缘

有 40 一 5 0米高的座落壁
。

在上部滑体的猛烈冲击和推压下
,

使姜家坡 以下约 1 , 7 00 万立方米 的 土

石绝大部分产生滑移
、

解体
,

并明显地分为东西中三部作不同规模和不同情况的滑动变形
。

西部在

原高家岭以西
,

滑动变形最为强烈
。

除上述形成滑舌冲入江中外
,

还形成 了高差 10 一20 米 的 沟

岭
,

西缘普遍出现有 I c一 30 米高的座落壁 , 东部变形亦较强烈
,

整体推移
,

造成滑体东缘长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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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高 3 一 8 米的
“ 翻边埂

” ,

然后下沉
,

形成深度达 10 米的凹槽和伸入江中的另一滑舌— 入

江宽度70 米
,

方量 50 余万立方米 , 中部破坏相对较轻
,

滑移速度亦较慢
,

形成众多裂缝
、

台阶
,

原

地面外观依稀可见
。

在被摧毁的废墟中
,

尚有两处残屋不倒
。

以原岩崩调查处的房屋为标志
,

用

仪器 测得在 20 多小时后
,

向长江滑移水平距离为 82
.

5米
,

铅直距离为 18 米
,

概算中部入江的土石

约 30 万立方米
。

总之
,

此次新滩滑坡
,

是一个堆积层滑坡
,

属整体滑移性质
。

滑坡范围
,

北起广家崖脚下
,

南至新滩镇
,

上下缘高程 由9 10 一 70 米 , 南北方向长约 1 , 7 00 米
,

东西宽平均 4 00 米
,

面积 约 0
.

68

平方公里
,

堆积层平均厚度 45 米
。

根据滑动表现特征推测
,

这次大规模滑动的主要滑 床是 基 岩

面
,

滑体总方量约 3 , 0 00 万立方米
。

滑坡体在空间上可分上
、

下两段
,

滑坡作用过程在时间 上亦

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前一阶段主要是姜家坡以上的
_

L段滑体 1 30 万立方米作突发性的高速滑动
;

后一阶段主要是毛家院至新滩镇的下段滑体
,

分东西中三部分作不等速滑移
。

总计入江土石量约

20 0万立方米
。

其滑动方向上段为南东
,

至下段则转为南西
,

形成 5 个明显的平台
。

三
、

滑坡的发展趋势

(一 ) 大滑动后几天内的变化情况
。

由于大规模的强烈活动
,

毁掉了滑体内所有的监测点
,

嗣后 临时设的监测点
,

所测的情况为
:

1
、

以原岩崩调查处的残房为标志
,

从 6 月 13 一 14 日外移 6 米
,

14 一15 日外移约 2 米
。

以后

变化逐渐缓慢
。

2
、

为了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变化
,

确保安全通航
,

于 7 月 22 日
,

在滑坡体上重新布置了 13

个监测点
。

上部测点为 T
:
一 T

, ,

下部测点为X ;
一X 。 ,

使用 T
:

经纬仪
,

以前方交会 ( 万等 ) 的

办法
,

每天测一次
,

以监视滑坡体的变化情况
。

从重新布点的 7月 22 日至 10 月 14 日止
,

这一个多月

没有明显的变化
。

(二 ) 今后发展的趋势

1 、

姜家坡以上的上段滑体
,

在 6 月 12 日大暴发过程中
,

滑出量约占滑体土石量 1 , 3 00 万 立

方米的 4 0%左右
,

其自重荷载 已大大减小
,

地形坡度也有明显减缓
。

据观测结果分析
,

自 6 月 12

日以来
,

后缘未出现明显而持续的变化
,

是处于新的
,

相对平衡的内部调整过程 中 , 7月 22 日

后
,

基本稳定下来
。

在无特异的情况下 (如特大的暴雨
、

地震等 )
,

再次发生上 1 00 万立方米 鲍

大规模崩滑的可能性不大
,

但其前缘由于地面坡度较陡
,

加以地面结构疏松
,

故在大暴雨期间
,

再次发生数万立方米乃至数十万立方米崩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

2
、

毛家院以下至原新滩镇的下段滑体
,

堆积物一般厚度在 30 米以上
。

经过这次大滑动后
,

结构更加松散
,

且其上部又增加了几百万立方米的荷载
,

使平衡状态受到破坏
。

同时由于其滑面

低于长江水面
,

前缘舌部在江水的不断冲刷下
,

当会出现牵引式下滑
。

目前下段滑体的总方量约

2 ,

00 0万立方米
,

雨季仍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滑动
,

其入江最大方量有可能会超过本次规 模
。

其活动方式
,

在一般情况下预计主要 以沿东西两侧凹槽出现塑性滑坡或泥石流为主 , 遇特大暴甫

或地震
,

中部滑体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整体下滑
。

两者都可能给航运造成危害
,

甚至堵江断航的可

能性也不能排除
。

3
、

值得注意的 间题是
:

( 1 ) 南岸链子岩 0 一 7 号裂缝
,

近几年来变化速率加快
。

一旦失稳
,

崩塌体堆积于猴子岭斜



坡
,
导致斜坡下滑

,

入江土石的涌浪
,

拍打到新滩滑坡体
,

引起新滩滑坡体的再次飞滑
,

.

受两边
夹击

,

造成堵江截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 2 ) 在广家崖 1 , 。50 米高处
,

有一条长 2 2 3
.

5米的裂缝
,

被该裂缝切割的危岩体约 80 万立方
-

米
。

6月 12 日大滑坡后
,

我们再次踏勘
,

裂缝有张开
、

下沉的迹象
。

6 月 26 日布设 了观测点 7个
,

到 7 月 n 日裂缝向东延伸了 0
.

5米
,

最大下沉为 9 厘米
,

水平位移 8厘米 , 到 8月 21 日变化减慢
。

但 80 万立方米危岩体是贴在陡壁 (坡度近 90
.

) 上的
。

一旦遇到大雨
、

暴雨
、

地震
,

80 万立方米

危岩体就会从 200 多米高的陡壁上凌空而下
,
直扑新滩滑坡后缘或东侧的新龙四组的民房

,

造 成
,

滑坡体的再次滑动或东侧的堆积体的滑移
,

影响到新龙四组农民的生命财产及长江航运的安全
。

新滩南北两岸危险区都受到两个活动的仙女山断层和九湾溪断层的控制
,

受着未来 V级 以上
地震的影响

,

应 引起高度重视
。

四
、

今后工作的建议

1
、

鉴于新滩滑坡目前尚未完全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

仍存在危险
。

为此
,

应尽快配备新的仪
器装备 采取先进观测手段来监测滑坡体

,

同时要加强对广家崖和南岸链子崖的监测
。

2
、

对滑坡区进行全面的地形测量和地区勘察
,

以便详细掌握研究滑坡的变形情况和滑落介

质的边界条件
,

借以进一步判断其不 同部位的稳定情况和发展趋势
,

并为下一步提出合理的防范

措施提供依据
。

3
、

建议在滑坡逐渐稳定
、

土石稍为密实 (经过今年雨季 )后
,

采取以排水为主的整治措施
,

.

以增加其稳定性
。

鉴于滑坡体西侧沟槽切割较深
,

西面陡崖 (壁 ) 在雨季跌水
、

渗水 现 象 较 严
重

,

建议尽早首先在西壁下部由北而南设置纵向拦水沟
,

以削减外围地表水和地下水渗入滑体
。

4
、

建议禁止所有在广家崖至鲤鱼山底下的采煤活动
,

以减少由于地下采掘
,

破坏崖坡稳定

性
,

引起岩崩的人为因素
。

5
、

在新滩南北两岸险情未解除前
,

要加强监测
,

及时掌握滑坡动态
,

做到及时报警
,

并采
取有效的 防范措施

,

以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及航运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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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各级党政领导要象重视发展早作农业
、

环境保护
、

国土整治那样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组

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

把水土保持作为一项长远的基本国策
,

并适当增加劝

此项事业的投资
。

2
、

划定各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委员会职权范围
,

按照干部
“ 四化

” 的要求从农林水牧等部

门抽调精干的专业人员
,

充实各级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使其真正成为有效的办事机构
。

3
、

具体地考察国外水土保持立法工作
,

结合我国国情
,

使水土保持立法逐步趋于完善
。

4 、

布局合理地
、

分期分批地建立和完善高等和中等水土保持专业院校和科研机构
,

培养专

业人材
。

对现有人员进行技术考核和轮训
,

搞好在职提高
。

对确实不能胜任现职工作的人员
,

宜

安排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工作
,

应允许人才的合理流动
。

5
、

建议各级行政
、

业务部门从现在起层层抓好各类改革试点
,

搞好调查研究
,

不断总结改

革工作的新鲜经验
,

因地制宜地推广实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