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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滩滑坡的变形发育和临阵预报

骆 培 云

(湖北省岩崩调查处 )

一
、

新滩滑坡的变形发育阶段

( 1 ) 潜伏孕育阶段 ( 19 6 4年秋以前时间 )
。

新滩滑坡的物质成
l

分为崩坡积 物
。

姜 家 坡 以

下 (包括姜家坡 ) 广为耕地和柑橘林
。

新滩滑坡的早期形变
,

要反映到地表是难以察觉的
。

直到

19 6 4年秋季
,

姜家坡地表出现明显 的形变之前
,

新滩滑坡上段 的变形
,

是堆积物深部碎屑物的缓

慢位移和调整 (也 即蠕变 )
,

是潜伏在地表下进行的
。

这并非说没有反映到地表
,

而是这个阶段

的形变量有限
,

加之是松散的堆积体
,

在地表不易被察觉
。

由于滑体深部物质的变化
,

已经孕育

着滑坡的产生
。

我们称这一阶段 为新滩滑坡的潜伏孕育阶段
。

( 2 ) 明显发育阶段 ( 1 9 “ 4一 1 9 8 0年 )
。

由于深部物质的调整和位移增大
,

同时不断地向地表

逼近
,

并加大形变量
。

由于地表上松散堆积体的间隙调整已达到最大量
,

就使得受深部物质位移和

调整的最大地段 (也即最薄弱地段 )
,

不断地形变的积累
,

地表就展现出形变特征
。

1 9 6 4年秋季

降雨后
,

九盘山
、

广家崖发生了 10 多万立方米的岩崩之后
,

在姜家坡西侧出现了一条长 4 50 米
、

宽

淤泥层的动水压力
,

进一步恶化了边坡稳定条件
。

3
、

基坑开挖切断坡脚的影响
。

基坑开挖面积约 50 0平方米
,

深度 3 一 8 米
,

在基坑开挖还没

有切断坡脚和砂质淤泥层时
,

边坡还处于临界稳定状态
;
到 23 日基坑全部挖完后

,

砂质淤泥层全

被切割临空
。

据基坑竣工图
,

坡脚开挖坡度为 27
。

一 72
“ ,

一般均大于 50
“ ,

使坡脚 阻抗力解除
。

这也是造成滑坡的外界因素之一
。

4
、

坡顶堆碴与动荷载的影响
。

在基坑开挖前边坡顶部堆了碴
,

使原来的坡顶增高了 5 米
,

坡度由原来的 30
“

改变为 40
。 ,

而坡脚的坡度又大于 50
。 ,

使整个滑坡体上部 荷 载 猛 增 (图 2

上 )
。

同时在滑坡前采用 15 吨 自卸汽车自坡顶向溜槽倾倒混凝土
,

对坡顶又增加了冲击动荷载
。

滑前刚倾倒了两车混凝土
,

受堆碴静荷载与汽车倒混凝土的动荷载的冲击影响
,

破坏了边坡的临

界稳定状态
,

触发了边坡的滑动
。

这是外界的主要触发因素
。

五
、

结 束 语

这次滑坡虽然规模不大
,

但却给人们造成了惨痛的教训
。

从其地形
、

地貌条件来看
,

是不具

备滑坡条件的
; 从地层岩性上看

,

在坡脚部位虽分布有一层砂质淤泥 (勘测单位定为砂质粘土 )

透镜体
,

但由于建筑物是一座高度不大 ( 20 一 30 米 ) 的护岸挡土墙
,

因而被人们所忽视
,

从而发生

了不应该发生的滑坡事故
。

所以我们认为
,

在边坡开挖过程 中
,

不论其规模大小
,

都应该重视其

边坡的地质结构和稳定条件
,

采取合理的施工对策
,

方能收到安全施工
,

保证工程质量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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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滩姗坡上段发育阶段与滑动裂缝演变图

幻
.

1米
、

近南北向展布的长大拉张裂缝
,

在姜家坡前缘坡顶面 6 00 米高程处也产生一条北 50
。

东
、

长

约 27 0米的拉张裂缝
。

这虽然与崩塌有关
,

但崩塌前已产生了明显的位移
。

直到 1 9 8 0年
,

这 些 裂

缝都无明显的特殊变化象征
,

除姜家坡前缘有少量松动现象外
,

滑坡区内也未发现其 它 异 常 现

象
。

( 3) 显著发展阶段 ( 1 9 81 一 19 8 2年 )
。

进入 1 9 8 1年以后
,

裂缝的变化幅度虽然不大
,

但在

姜家坡前缘坡坎在雨季有小规模的坍垮和崩滑发生
,

原姜家坡坡顶面出现的裂缝有增宽
、

下沉和扩

延现象
; 到 1 9 8 2年

,

这些现象又趋明显
。

同年 3 一 6 月
,

仪器监测时发现姜家 坡 前 缘 A
。 、

B
3

两

点 ( A 3点在姜家坡前缘坡顶上
,

B
3

点在坡脚下 ) 向江几乎同时移动了 36 厘米
,

产生同步变形 现

象
。

姜家坡坡顶裂缝出现下坐达 20 一30 厘米
,

坡顶上前部有少量树木呈现醉倾状
,

广家崖后缘出

现少许下坐
,

形变特征非常明显
,

从这些裂缝的变化分析
,

新滩滑坡上段 已从明显发育阶段过渡

到显著发展阶段
,

并 已对下段滑体的上部产生微弱的影响
。

通过仪器观测C视准线
,

个别点产 生

毫米量级的变化
,

但从地表上看不到形变痕迹
。

( 4 ) 加剧变化阶段 ( 1 9 8 3一 198 4年 )
。

这个阶段的主要变化特征是
,

原地表裂缝出现显著

的下沉
、

增宽
、

延 伸
。

姜家坡前缘出现坍坡
、

松垮和推挤现象
,

滑坡东侧边界的长大裂缝从 1 9 8 3

年的断续形成到 1 9 8 4年全面贯通
; 同时

,

东西两侧断续地产生阶梯式羽状拉张裂缝
。

1 9 8 4年底已

形成完整的整体滑坡边界条件
。

滑坡上段后缘
,

出现
“ 圈椅状 ”

整体下坐已达 1 0米余
,

前缘推挤

鼓出
。

上部东侧并出现串珠状塌陷坑
,

新崩堆积块石出现翻滚
; 中部较陡地段向前推出

,

新增北

西向裂缝数条
。

姜家坡前缘出现较频繁的崩滑
,

并且这种崩滑已看不出和雨季降雨的明显关系 ;

坎下 出 现数条北 6 0
“

一 70
。

东的拉张裂缝
。

原姜家坡裂缝产生很大的下沉
,

一些原较潮湿的地段

地表出现了明显 的积水现象 (主要在西侧 )
,

并且沿着西侧边界直到姜家坡坡脚
,

普遍出现这种

现象
。

1 9 8 4年雨季
,

姜家坡坡脚下西侧沟槽
,

还出现上千立方米的碎屑泥石流
,

向下 移 动 20 余

米
,

呈现着加剧变化的明显特征
。

( 5 ) 急剧变形阶段 ( 1 9 8 5年 1月一 6月 8 日 )
。

这是新滩滑坡的
“

病危期
” 。

新裂缝急 剧 增多
,

原裂缝急速增宽
、

加深
、

扩延
,

形成阶梯状降落坎 ( 降落坎高 1 一 4 米
,

滑坡后仍呈 现 这 种 现

象
,

但降落坎较高 ) ;
东侧裂缝边界发展成宽大的裂缝带

。

姜家坡坡脚下部地带
,

出 现 松 动 坍

滑
、

潮湿积水和挤出现象
。

突出的特征是
,

变形量显著增大
,

新裂缝不 断 增 多
。

1 9 8 4年 7 月 至

1 9 8 5年 5 月共 n 个月的时间内
,

上段标 高60 0一 75 0米斜坡地段
,

布设的 8 个 F
,

监测点水平 位 移 从

上至下为 6
.

9一 2
.

7米
,

垂直下沉 。
.

4一 1
.

4米
。

在姜家坡及坡脚下布设的 A 二
、

B
:

点
,

水平位移达

2
.

7
、

2
.

9米
,

月变速 23
、

24 厘米
,

下沉量分别为 1 米
、

1
。

2米
,

月变速 8 厘米和 10 厘米 (其 主 要

变化在 19 8 5年 )
。

从 8 个测点的分布和测量结果
,

无论是水平或垂直位移
,

都出现上大下小的情



况
,

坡上和坡脚出现变形速率同步的现象
,

明显地反映出滑坡的整体滑动性质
。

这说明
,

滑坡已

从潜伏孕育阶段进入到急剧变形阶段
。

( 6 ) 破坏过程阶段 ( 1 985 年 6月自一 1 2 日凌展 )
。

对于岩崩
、

滑坡临阵预报来说
,

这是一个

极其关键的阶段
。

这个阶段表现出其它阶段所没有的特征
,

监测数据突变
,

地表强烈变形
,

表现

如下
:

( 1 ) 出现热风
。

6 月 9 日中午
,

现场考察在 6 50 米高程处横穿滑坡体时
,

突然有一阵 热 风

扑面吹来
,

顿感到脸上有火辣辣的不适感觉
。

( 2 ) 出现局部滑动
。

6 月 10 日凌晨 4 时 15 分
,

在西侧沟槽 5 00 米高程的下段
,

沿沟槽 方 向

产生了约 70 万立方米的局部滑动
,

使姜家坡坎下的支撑抗滑力猛然削弱
,

说明上段滑体下滑能量

的积蓄已达到临滑状态
,

拉开了大滑坡的序幕
。

( 3 ) 滑坡东西两侧主裂缝
,

急剧新增阶梯式羽状拉张裂缝
,

并发展成裂缝沉降带 ( 1 9 8 5年

6 月 1 1日凌晨东侧 65 0米高程处
,

主裂缝已发展成不少于 35 米宽的沉降带 )
。

在 3 天的时 间 内
,

西侧主裂缝下沉了 1
.

5米
,

东侧下沉了 2 一 3米
,

滑体的中上部产生近南北向的纵向拉张裂 缝 数

条
,

并出现密集的阶梯式羽状拉张裂缝
。

姜家坡坎下出现平行排列
、

间距相仿
、

北 60
。

一 70
。

东的新

裂缝 3条
。

( 4 ) 在滑体的剪出口位置及其影响地带
,

出现剪出
、

鼓胀和松动带
。

姜家坡坎下的毛家院

3 8 0一 40 0米高程地段
,

出现一个半圆弧形的剪出鼓胀带
,

产生强烈的 挤 出
。
1 9 8 6年 3 月

,

在 47 0一

几。米高程处的斜坎上探槽开挖
,

挖到了志留系的砂页岩层
,

因为仅是一个点
,

尚难说明这 就 是

上段滑体的滑床剪出口位置
,

但说明有基岩的存在应是无疑
,

而且在那里形成一个明显的台坎
,

更

有助于这种分析和判断
。

( 5 ) 滑体前缘的堆积体普遍潮湿
,

有的出现过饱和状态
,

在西侧沟槽有些粘性土体和碎块

石产生缓慢的塑性流动
。

我们曾在临滑前 ( 6 月 9 日) 踏勘时抓起过坡坎前缘下的土体
,

用手可

捏成团
,

掷在地上并不松散
。

西侧主裂缝一带 75 0米高程以下地段不但潮湿
,

有两处局部地 表 还

有少量积水现象
,

而且 日益增多
;
东侧主要在 7 00 一 9 10 米地带有潮湿现象 (没有西侧严重 )

,

有

一处局部地段有地表积水
。

不 )

2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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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上段滑坡体的后缘壁产生剧烈

下坐
。

在 3天之内下坐近 5 米
,

整个滑坡

体内的局部较陡地段普遍出现坍垮
,

块石

产生移位
、

翻滚
。

原广家崖壁下的近 10 0

万立方米新崩块石
“

倒石锥
” 堆积体

,

从

原来的 3 0
。

一 4 0
“

的堆积坡度
,

而变化至临

滑前的 15
。

左右
。

姜家坡前缘崩滑在 时 间

间隔上缩短
,

规模加大
,

直到不断产生小

崩滑
。

6 月 n 日凌晨 5 时 30 分至 7 时达到

高潮
,

尔后逐渐有所减弱
,

但仍然断续地

发生
,

傍晚渐增规模
,

加大频率
,

以夜晚

9 一 12 时尤为严重
。

( 7 ) 在主拉张裂缝带 ( 6 月 n 日凌

晨 5 时 )
,

可听到地下块石强烈挤撞发出的

口 `
2 ,) 召I

产9占: l夕路 / 9必 z夕占。 (年j

圈 2
、

新滩滑坡广家崖后缘滑坡体下坐曲线图



“ 喀喀咔咔
”
的摩擦声

,

不时可看到裂缝两侧的小碎块石和土体掉进裂缝中
。

( 8 ) 测量数据出现突变
。

1 9 8 5年 6 月 n 日上午 8一 8时 45 分
,

在 45 分钟的时段内
,

布设的 8 个

F
:
监测点

,

从上至下变形速率依次为每分钟 5
。
3

、
4

。
7 、 4

.

4
、

4
。
o

、

2
。

8
、

1
.

9
、

1
.

3毫 米
,

因滑体临

滑前变形突增
、

仪器水准气泡调整不平
,

测量结果无法按规范进行
。

新滩滑坡的大规模滑动
,

是从 6 月 12 日凌晨 3 点 30 分开始
,

首先在西侧产生强大的闷雷般的

巨响
, 15 分钟之后

,

在东侧产生同样的响声
,

随即暴发了大规模的整体滑动 ; 至 4 时 20 分基 本 给

束
,

但东西两侧的小崩滑持续了 3 天时间
。

大规模滑动时
,

还产生了强大的电磁感应
,

使电灯泡瞬

间突然暗淡无光
,

过后才恢复正常
。

破坏过程 阶段这些明显的变形现象
,

都是新滩滑坡的异常前兆
。

我们认为
, 工9 6 4年秋产生的

北 50
“

东的拉张裂缝
,

是新滩滑坡的一个早期前兆现象
。

因为在松散的堆积体内
,

要产生那 样 大

规模的裂缝
,

决非滑坡体地表细小局部的形变所致
,

而代表着深部活动的实质特征
。

二
、

新滩滑坡的临阵预报

我们对岩崩
、

滑坡的发展演变规律的探讨和研究
,

最终 目的是要准确地对岩崩
、

滑坡的规模

和时间及其危害作 出预报
,

以利采取防护措施
,

便于生产设施和人民生命
、

财产的转移
,

把损失

和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

如果用理论计算分析或者采用模拟滑坡的方式来计算现今滑坡的稳定性
,

一般是很难计算出

来的
。

因为计算参数的选取
、

模拟边界条件的确定等滑体内部物质的非均一性
,

人们是很难做到与

实际情况完全一致的
。

尽管可以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和计算非常准确
,

只要选取的参数和模拟的

条件不准
,

其结果就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
。

但是如果根据现今滑坡滑动的速度和速度变化率

的情况
,

结合一些 已有的同类型的滑坡实例分析
,

就可能作出很有说服力的推断
。

新滩滑坡的临阵预报
,

就是从工程地质的角度
,

从裂缝变形速率和变化发展情况的分析
,

结

合斜坡滑动点上布设的仪器观测结果的研究
,

根据外地的大型岩崩
、

滑坡实地考察所掌握的临滑

前的前兆异常特征与新滩滑坡滑前的前兆现象对比分析
、

研究判断而准确地作出的
。

我们认为
,

在滑坡滑动机理的研究中
,

注意裂缝的分布位置和变化发展速率
,

进行布点监测
,

是一种非常简

单而很有价值的工作
。

再结合一些已发生岩崩
、

滑坡的实际经验教训和前兆现象进行分析总结
,

是搞好岩崩
、

滑坡临阵预报的很好方法
。

我们就是在详细分析了现场考察甘肃省东乡县洒勒山滑坡
、

四川省云阳县鸡扒子 滑 坡 和 盐

池河山崩
、

湖北竹溪县滑坡在滑动前裂缝突变情况和一些显著的前兆异常
,

采用工程地质类比的方

法
,

结合新滩滑坡出现的裂缝突变和前兆异常
,

认真分析观测数据
、

图形的变化和急剧增大的原

因
,

从两侧阶梯式羽状拉张裂缝展布的方向
,

判断滑坡体的主滑方向和进行临阵预报的
。

在地县救

灾指挥部规定的 6 月 10 日的限期内
,

我们在险区现场认真判断分析
,

为新滩人民在 6 月 11 日继续搬

迁争取 了最关键的一天时间
。

这一天至少抢搬 了10 多万元的财产
。

就在我们下午 5 时发出
: “

有整

体滑移前兆
,

险情告急
”
的加急电文 1 1小时之后

,

新滩这座繁华的古镇被摧毁了
。

这说明我们的

认识和分析判断
,

作出的临阵预报是符合客观情况的
。

敢于作这样的临阵预报
,

是在对以下几个条件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的结果
:

1
、

新滩滑坡上段
,

水平距离近 8 00 米
,

滑距较长
,

整个滑出需要一定的时间
;

2
、

充分借鉴 已发生的山崩
、

滑坡的经验教训
,

采用工程地质类 比法
,

区别松散堆积体与汲

勒山黄土
、

盐池河岩体和鸡扒子土体滑坡的差别 ;



3
、

上段滑体的地表坡度不大
,

滑坡的滑床受志留系页岩层面的控制
,

它倾向北西
,

`

而滑坡

体的运动方向与岩层面和倾向有关
,

主滑物质的运动方向应倾向长江上游 ;

4
、

滑坡体物质成份主要为大块石
、

碎块石和粘土
,

自身有一定的稳定程度
。

特别是临近滑

床面的大块石在滑动的过程中
,

将碾刻滑床
,

产生较大的阻抗力
。

要克服这个阻抗力需要有一定的

调整时间 ;

5
、

根据滑坡的变形 (特别是前缘的崩滑 )
,

有早晚增强的现象
。

11 日凌晨 5 时 30 分至 7 时
,

猾体变形相当剧烈
,

但 7 时之后逐渐有所减弱
,

说明变形没有急剧增强
,

有一定的间歇调整
,

6
、

考虑到抢搬的时间是白天
,

而且新滩人民已从认为不会滑坡到认为滑坡将要发生
,

提高

了防灾的警惕
;

7
、

从 6 月 10 日下午开始的紧急搬迁过程 中
,

居民财物已集中到沿江东侧一带
,

一旦险情恶

化
,

也可设法脱离险区 ,

8
、

考虑 了一定的安全裕度
,

我们在山上 向指挥部报告 n 日再抢一天的同时
,

规定 了 4 条
:

一是老弱病残不能进入险区
,

二是搞好上下监测通讯联络和报警
,

三是只抢生活物资
,

不抢笨重

财产
,

四是提前到 5 点 30 分戒严
。

实践证明
,

我们的分析判断和认识是正确的
。

我们从工程地质的角度 出发
,

始终把握滑坡体

上裂缝的变化情况
,

密切注视新的变形特征
,

高度警惕在一些 已发生过的大型岩崩
、

滑坡破坏前

的前兆异常在新滩滑坡中的出现和观测数据的研究分析
,

终于捕捉到了大滑坡发生的前兆
,

适时

地作出了24 小时之内的临阵预报
,

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交通航运做了一个地质科技工作

者应做的工作
。

我们认为
,

搞好临阵预报除了捕捉大滑坡前兆外
,

还必须很好地分析滑坡的几何

形态
、

规模大小
、

矢量方向
、

运动的 自由空间
、

坡高
、

坡度和滑坡的本身岩土性质是整体的还是

破碎的
,

要特别注意滑动方向
,

还要做好群众的宣传
、

解释和教育工作
。

三
、

新滩滑坡的成因浅析

新滩滑坡是在岩层下软上硬
、

谷坡与峭壁更迭的缓坡地质地貌条件下形成发生的
,

受着区域

性地壳抬升和河谷深切的影响
,

在构造上夹持于仙女山与九湾溪两条活动断层的地块之间
,

岩体

受节理
、

裂隙的切割
,

完整性差
,

崩塌活动严重
,

崩塌物来源充分
。

由于黄崖山体的高陡峭壁
,

形成了近 2 公里的不稳定崖坡
。

从历史上的崩塌记载和现今的频繁崩塌
,

都说明新滩滑坡的堆积

体
,

与黄崖山体的不断崩塌后退
、

向西迁移有着密切的联系
。

历史上新滩两岸岩崩
、

滑坡曾多次

发生
,

造成灾难
。

史料记载的有公 元 10 0年
、

3 7 7年
、

1 0 3 0年
、

1 5 4 2 年
、

1 5 6 1年 和 1 9 3 5 年

等
,

其中尤 以 10 3 0年
、

1 5 4 2年最为严重
,

曾分

别堵江 (可能是碍航 ) 21 年和 82 年
。

据 《归州

志 》 记载
: “ 明嘉靖二十一年 ( 1 54 2年 ) 久下

暴雨
,

新滩北岸山崩五里
,

逆浪百余里
,

舟揖

不通
,

压居民百余户 ” 。

说明新滩岩崩
、

滑坡

有其继承性
。

这次新滩发生的大滑坡
,

是古滑 图 3
、

新滩滑坡上段新老滑坡的挤出情况示意图

坡的一次重现
。

我们从 1 9 8 5年 6 月 12 日新滩滑坡推挤超负形成的鼓包和古滑坡残留的鼓包分析
,

规模超 过 3 ,

00 0万立方米 以上的滑坡
,

在新滩至少有过 3 次
。

但滑坡的规模逐渐减小
,

而其西侧深度不断增加
,

导致西壁崖坡不稳定
,

产生崩塌和堆积
,

形



成新的滑坡
。

以滑坡— 崩塌

—
堆积

—
滑坡的循环过程

,

向西迁移
。

西壁岩层之所以能 够不

断加深
,

与西侧存在的断层是有密切关系的
。

从 6 月 12 日滑坡形成的鼓包和古滑坡残留的鼓包遗迹

对比分析
,

每次滑坡的性质是相同的
,

滑坡的规模和形态受地貌和基岩形状的严格控制
,

而且形

变的产生首先发生在西侧
。

从东西两侧羽状裂缝的排列角度分析
,

西侧大于东侧
,

说明产生滑动

的主滑方向应该临近西侧
。

这个分析与滑后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

新滩滑坡是一个崩塌加载
、

冲击失稳
,

使古老多期的滑坡复活
,

属推挤型堆积层的滑坡
。

真正

产生滑坡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 我们认为
,

是上部不断增加崩坡积荷重的积累
,

产生强大块石崩塌

冲击力和地下水
、

地表水的综合作用
,

而且水的作用是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
。

从 1 9 8 4年地表出现

潮湿
、

局部地表少量积水到临滑前滑体西侧地段 (特别是姜家坡坡脚地带 ) 普遍出现潮湿现象
,

从而降低了滑体的抗剪强度
,

增大 了荷载量
,

对加速滑坡的破坏过程起了促进的作用
。

另外
,

黄

崖山体下的采煤活动和滑坡体上的耕种也是一种不利因素
。

在新滩滑坡发生期间
,

尚未发现地震

的报道资料
,

因此与地震活动没有什么联系
。

构造活动对新滩滑坡的产生是否有大的主导作用
,

还需要认真细致地做调查研究工作
。

四
、

问题研究与探讨

新滩滑坡是长江岸坡发育过程中的一种 自然现象
。

从新滩滑坡碍航的情况分析
,

岩崩
、

滑坡

形成急流险滩而碍航
,

是峡谷型河道存在的必然事实
。

但是
,

发生在长江岸坡的岩崩
、

滑坡不光

是碍航
,

而且还产生强烈的涌浪
,

其危害十分严重
。

这就产生 了岩崩
、

滑坡与涌浪这 个 问 题
。

1 9 8 5年招月
,

地质矿产部水文司和国家科委联合召开了新滩滑坡讨论会
,

与会者认为
,

新滩滑坡隐

患未除
,

仍应高度警惕
。

怎样分析研究新滩滑坡再次活动的规模
、

形式以及是否碍航和造成涌浪

危害
,

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

近年来
,

新滩滑坡的活动
,

并非是孤立 的
,

南岸链子崖 1一 6号裂缝地段变形也有加剧趋势
,

并且

在链子崖坎下以南出现了一个小型的崩坡和滑坡体
,

毗邻的香溪河岸坡 (仙女山断层通过地带 )
,

也 出现不少滑坡地段
,

并正在加剧
。

早在 1 9 8 3年 10 月 26 日凌晨发生的盐关滑坡
,

曾危及香溪河矿务

局一个矿井和生活设施的安全
。

从邻近地段的情况分析
,

滑坡发生并非是单一的偶发现象
。

这种现

象的产生
,

是区域性的影响
,

还是本区 的降雨气候或与其它条件等因素有关
,

要进行探讨
。

新滩滑坡后
,

广家崖后壁约有 60 万立方米危岩体产生 了变形迹象
。

从 19 8 5年 6 月滑坡后设点

至今
,

点的最大下沉量 已达 15 厘米
,

水平位移也不断增大
。

它是否会产生整体崩塌 ? 如果崩塌
,

是否会导致新滩滑坡的再次大规模活动 ? 这需要进行认真的物理力学计算
,

并高度注视其发展变

化
。

新滩滑坡的变形迹象表明
,

一般的崩塌和小崩滑在凌晨或傍晚发生较为突出
。

一些已发生过

的山崩
、

滑坡的局部地区
,

也存在这种现象
。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与潮汐有关
,

抑或是地壳内

部本身的影响? 这对于岩崩
、

滑坡的分析研究和预报很有意义
,

应当进行深入的探讨
。

目前
,

人们都普遍关心着三峡工程的建设
,

库岸稳定间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新滩滑坡

的发生
,

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试验场所
,

提出了碍航和涌浪的间题
,

这是应该认真对待和

研究的
。

即使三峡大坝建成以后
,

水库加大
,

江面加宽
,

对航道而言总的趋势是改善的
。

但在蓄

水初期和水库运行期间
,

特别是遇到洪水年
,

库水位的迅速抬升和消落
,

将导致一些目前处于基

本稳定状态或次稳定的岩崩
、

滑坡再次活动
,

并加速不稳定岩崩
、

滑坡的发生 (特别是近坝址地

段 )
,

对这种可能造成的危害是需要认真研究
、

审慎对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