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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重力侵蚀的地形与

岩性组合因子分析

张信宝 柴宗新 汪阳春

叫
, }习科学 院成都 山地 灾

二否与环境研究所 山地 水土保持研究室 )

提 要

黄 土高原地区严 重的重力侵蚀
,

是该区的主要侵蚀方式之一
。

本文 运用计量地貌学方法
,

对该区重力侵蚀的地形因子进行了分 析
,

提出 了重力侵蚀的地形因子值概念
,

编制了全 区区

域临空面高度以及地形 因子 等值线图
,

给 出了不 同岩性组合条件的重力浸蚀 强度地形 因子指

标
。

最后还探讨 了重力侵蚀强度 的 区域特 征
。

一
、

基本概念

滑坡
、

崩塌和泻溜等重力侵蚀现象
,

是一定白然条件下的产物
,

其发生和强烈程度主 安取决于

地形
、

地表物质组成
、

气候和植被 四个 自然因于 〔’〕
。

黄土高原地区的地表物质组成主要为黄土和

类黄土 ; 大部地区的气候为半干早气候 , 植被覆盖较差
,
多为农作物或稀疏草灌

。

就这三个 自然

因子基本相似的大部分黄土高原地区而言
,

重力侵蚀的发生与强烈程度主妥取决于地形困子
。

黄土地区的重力浸蚀主要发生在沟谷地的谷坡部分
。

谷坡的稳定性可用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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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K 一斜坡稳定性系数
; 。一谷坡坡度

; 小一黄土的内摩擦角
;

c 一黄土的内聚力
; r
一黄土的容重

; h一谷坡高度
。

由于黄土的内摩擦角
、

内聚力
、

容重及黄土谷坡的坡度 比较稳定
,
黄土谷坡的稳 定性 土 要取

决于谷坡高度h
。

谷坡高度越大
,

斜坡稳定性越差
,

谷坡重力侵蚀强度越大
。

可以近似 地 认为
,

谷坡重力侵蚀强度 (B ) 和谷坡高度成正相关
,

即

B 侧h ( 2 )

区域重力侵蚀强度 (A ) 则为
,

A 二 B
0

5
9

5
9 一 2

.

几:互
6 In a

( 3 )

( 4 )

式 中
:

5
9

一谷坡侵蚀面面积率 (平方公里 / 平方公里 ) ; L 一沟谷密度 (公里 / 平方公里 ) ;

h一谷坡高度 (公里 ) ; a 一谷坡坡度 (度)
。





1
、

汾渭河谷冲积平原和两岸台源的H值最低
,

一般小于0
.

2公里
。

2 、

吴堡一河津间的晋陕峡谷和陇西
、

青东黄河和惶水两岸山地的 H 值 最 高
,

一 般 为0
.

6

一。
。

8公里
,

最高可达1
。

0公里
。

3 、

六盘山以西的黄土梁赤区和高原区的H 值
,

一般为 0
.

4一 0
.

6公里
;
渭河

、

葫芦河
、

挑河
、

清水河的深切河段地 区及马衔山等一些山地周围地区的H 值较高
,

大于 0
.

6公里
。

4 、

六盘山以东黄土梁如区和高原 区的H值
,

一般为0
.

3一 0
.

5公里 ;
府谷一清水河一带的黄河

沿岸和 白于山一带的H值较高
, 0

.

5一 0
.

6公里
。

5
、

映北梁赤区和高原区与渭北台地接壤地带的彬县一铜川一韩城一线和秦岭北坡的一些孤

立山地 (骊山
、

蜻山
、

肯山的周围地区 ) 的H值较高
, 0

。

5一 0
。

7公里
。

6
、

汾中和汾东的台隆地区的H 值较高
,

为 0
.

5一 0
.

6公里
;
晋北高原左云

、

右玉一带的H 值

较低
, 0

。

2一0
.

4公里
。

三
、

地形因子值的区域特征

我们根据区域临空面高度和陈永宗
、

景可两同志编制的沟谷密度图
,

编制了 1 : 2 50 万的黄土

高原重力侵蚀地形因子等值线图
,

见图2
。

黄土高原重力侵蚀地形因子值的区域分布特征如下
:

1
、

汾渭河谷冲积平原及两岸台源的A 值一般小于。
。

1
。

2
、

吴堡一河津晋陕黄河峡谷和陇西
、

青东黄河和惶水沿岸山地的A 值最高
, 1

.

。一2
.

0
。

3
、

六盘山以西的黄土梁赤区
、

高原 区的A 值一般为。
.

6一 0
.

8
,

渭河等河流的深切河段地区及

圈2 黄土离原贡力任蚀地形因子 (L
o

H
Z ) 等值线略圈





和泻溜发生
,

土质沟岸的滑坡
、

塌方较发育
。

3
、

强烈重力侵蚀
。

谷坡稳定性中等
,

部分黄土谷坡和少量基岩山坡的滑坡
、

崩塌和 泻 溜发

育
,

土质沟岸滑坡
、

塌方严重
。

4
、

非常强烈重力侵蚀
。

在地面割裂度中等的地区
,

谷坡稳定性差
,

大部分黄土谷坡 和 部分

基岩山坡的滑坡
、

崩 塌和泻溜现象发育 ; 在地面切割裂度高的地区
,

谷坡稳定性 中等
,

部分黄土

谷坡和少量基岩山坡的滑坡
、

崩塌和泻溜发育
; 在土质地区

,

沟岸的滑坡
、

塌方严重
。

5
、

剧烈重力侵蚀
。

地面切割裂度中等的地区
,

谷坡稳定性极差
,

大部分黄土谷坡和 部 分基

岩山坡的滑坡
、

崩塌和泻溜现象严重
。

地面切割裂度高的地区
,

谷坡稳定性差
,

大部分黄土谷坡

和部分基岩山坡的滑坡
、

崩塌和泻溜现象发育
。

在部分重力侵蚀剧烈和非常强烈的黄土和基岩的甘性组合地区
,

由于断层作用
,

岩层破碎
,

泥石流现象 比较发育
。

如陇西和青东的黄河
、

涅水沿岸 山地以及渭河上游的夭水一甘谷一带的山

地
。

以上分类指标分析见图 2
。

从图 2 中得出无茂密植被覆盖的黄土高原
, 重力侵蚀强度的分布

规律如下
:

1
、

汾渭河谷平原和两岸 台源的重力侵蚀轻微
,

黄土地区和梁卯区的重力侵蚀强烈到剧烈
。

2
、

佳县以南的晋陕黄河峡谷 以及陇西和青东的黄河
、

徨水的沿岸山地
,

由于区域临空面高

度大
,

重力侵蚀剧烈或非常强烈
。

3
、

佳县以北的晋陕蒙三角地带
,

由于沟谷密度大
,

重力侵蚀剧烈
。

4 、

六盘山以西的黄土源 区和梁筛区的重力侵蚀非常强烈
, 渭河

、

葫芦河
、
眺河和清水河的

探切河段地区和马衔山等山地周围地区的重力侵蚀剧烈
,

西吉一带黄土地区的重力侵蚀强烈
。

5
、

六盘 山以东的黄土地区和梁赤区的重力侵蚀非常强烈
,

白于山区 、 径河源头区
、

陕北黄

土地区
、

梁赤区和与渭北台源接壤的彬县一铜川一韩城一线的重力侵蚀剧烈
,
左云

、

右玉一带晋

北高原的重力侵蚀中等
,

渭北和渭南台源的重力侵蚀 中等到 强烈
。

以上这些分布规律和我们1 9 8 6年以来在黄土高原重力侵蚀考察 中所得结果基本相符
。

除陇西

和青东黄河
、

涅水 以及佳县以南晋陕黄河峡谷沿岸地区外
,

这也和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分布规律

基本吻合
。

这从侧面说明 了
,

重力侵蚀是黄土高原的主要产沙方式
,

用地形因子值也可以表征沟

蚀的强烈程度
。

陇西和青东的黄河
、

惶水沿岸 山地的泥石流比较发育
,

固体物质组成粗
,

榆移比

小
。

这可能是造成重力侵蚀强度和土壤侵蚀强度不相吻合的主要原 因
。

我们认为
,

佳县以南的晋

陕黄河段的土壤侵蚀模数应较高或很高
,

一些图件给出的值较低可能是由于分区粗糙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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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转第57 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