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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8 3年 3 月 7 日1 7点46 分
,

东乡族自洽县的洒勒山发生了严重的山体滑坡灾害
,

.

烦刻

祠
,

数千万立方米黄土
、

岩体掩埋了牺勒
、

新庄
、

苦顺
、

达浪四个村庄
,

毁坏了公路
,
、

堵塞了那勒寺河道
。

滑坡规模之大
,

来势之 凶猛
,

速度之快犷 破坏性之
一

强
「

烈
,

卖属
‘

罕

见护这一滑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

许多大急切想知道形成这次滑坡的原因
。

;伪此今甘肃省
科学技术委员会曾两次组织在竺州的有关专家

、
,

学者和科研人员对洒勒山滑坡进行实地

考察
。

愿月邓二幻日
, ·

我
J

随考察团也进行了为期商天的现场观测右现就洒勒山地区的地

质
、

地貌情况和滑坡的成因
、

类型等问题
,

略叙己见乡以供参考
。

一
’

-
,

一
、

,

_

洒勒山地区的地质情况和地貌特征

洒勒山分永岭海拔2 ,

加 3米
,

那勒寺河河床高程 1, 9 50 米奋地形高差可达加。
’

多米石

邀一地区属陇
!西黄土高原的西部边缘部分

,

在构造上属部尔多斯地台
、

一

祁连摺皱系与西

秦岭褶皱系的交接地段
,

中
、 ·

新生代陷落为内陆盆地
, 一

祝积了厚逾叭仓00 米的甘肃 系红

层 { 后经喜乌拉雅期陇山运动而隆起
,

第四纪中晚期
, ·

瑶积了
一

厚层老黄土及马兰黄土手

红层之上岁黄土厚度大都在10 米至数十米不等
,

局部地段可超过加。采
。

由于外营力的侵

蚀
,

大部分地面都是破陀起伏的黄土染饰和纵横探切的黄土构氢
~

有些地方黄土陷穴和

夫生桥发育也很萌显扩镜明该地水士流头现象是非常严董的
, 二 :

二
那勒寺河两岸

,

河漫滩以上 ; 可明显的见到询流冲积海四级阶地奋 I级阶地大约高

出河床 3 一 5 米
,

阶面高程为1
,

97 5米
,

在河谷两岸呈零星分布
; I 级阶地高出河 床约

20 米
, :
阶面高程为1 ,

99 勺米
,

二·

阶面一般宽3 。一 5。采
,

、

最宽处可达 2如米
,

广泛分布在河谷

北岸扩原薪连村和公路即在傲阶地上
; 互级阶地高由河床约50 来

,
阶面高程为2, 0 20 米

,

阶面宽50 一而米
, 原苦顺村就在这级阶地上 , 珍级阶地

.

高出河床约卿米
,

阶面高程为
2 ,

09 0米
,

保留不甚完整
,

阶地后缘全被深厚黄土覆盖
。

价 乡

洒勒山滑坡区东西两侧各有一条深切的大冲沟
,

、

其间原为梁赤地形
。

梁命后缘为高

达20 0米的陡峻山坡
,

前缘为斜坡地形
,

其下 即为 1级阶地
。

飞
‘

二二洒勒山滑坡的成因和美型
‘

- 一
_

在实地观测中发现厂滑坡区西侧冲沟中
,

高粗抓02 七米附近子有第兰系砖红色泥岩

层出露
,

其间有砂砾右透镜体存在
; 砖红色泥岩中间同时夹有 吞一2

岖米厚的灰色泥灰
岩舒这里的红色地层微向能酋方向缓倾

,

倾角为广杯3 ‘ 。
·

砖红色泥岩之上约有 2 米厚角



橘红色泥岩层
,

再上便是土黄色冲积相老黄土
,

深厚的新黄土覆盖于老黄土之上 , 高程

2
,

肠O米处
,

在第三系红层之上发现有堆积较厚的砂砾石层
,

这便是含水层
,

地下水在这

里溢出地表形成油泉 , 西侧山
,

坡锈红色泥岩脚摇的最高高释可娜 ,1 ”米
。

滑坡区东侧冲

沟中
,

高程2
,

07 0来处亦发现有橘红色泥岩出露
,

其上也是土苗色冲积相老黄土 覆 盖
。

而在滑坡壁下缘高程 2 , 0 90 米一 线从东到西查看
,

均未发现第三系红色地层在滑坡壁 出

露
,

也没有发现地下水出露的痕迹
。

洒勒山北坡的几条冲沟中也未发现第三系红色地层

的露头
。

同时从滑坡主体滑下的堆积物来看
,

除东西两侧边缘地带有橘红色泥岩的碎块

(系东西两侧山体在滑坡过程中受牵动而错下切割的第三系橘红色泥岩) 外
,

所有中间

下滑的土体中也没有发现第三系红色地层滑下的迹象
。

据此可以推测
,

洒勒山滑坡区在

黄土沉积之前
,

第三系红色地层曾经由于地壳的升降运动以及各种外营力的侵蚀和缨
结果

,

形成了一个低注地形 , 尔后
,

砂砾层和新老黄土沉积其上
,

厚度在 3 00 米以上
。

这

便是栖勒山滑坡的地质基础
。

第四系黄土沉积之后
,

地表长时期的冲刷和侵蚀
,

形成了滑坡之前的黄土梁如地形

和东西两侧深切的大冲沟
。

本来
,
那勒寺河北岸古

、

滑坡成群
,

洒勒山滑坡区以前就错动

过 3 0米左右
,

这次滑坡就是在老滑坡的基础上发展的
,

地表水的长期下渗和地下水的不

断活动
,

是孕育这次滑坡的主要动力条件
。

当地表水沿黄土的垂直节理和裂隙以及老滑

坡的裂缝下渗后
,

不断补给砂砾层 中地下水的含量
,

同时后山砂砾层中的地下水和东西

两侧山体中的地下水顺红层侵蚀面向这里集中
,

使滑坡区砂砾层中的地下水逐渐饱和
,

长期浸润着第三系红色泥岩使其逐渐软化 ; 而被泡软的泥岩又起着润滑剂的作用
,

30 。米

厚的黄土沉压在倾斜的被抱软了的红泥岩层上
, 强大的重力作 用

,

使 山体开始发 生 蠕

动 ; 黄土层
、

砂砾层与红泥岩层之间的摩擦系数逐渐减小
,

红泥岩层的抗剪强度逐渐减

弱
,

从而促使 山体开始发生位移
。

这便是滑坡产生的酝酿阶段
。

由于山体位移的结果
,

形成了山体向前的牵引力和作用在山体后部的拉张力
,

使整个山体沿东西方向发生深层

裂缝 ; 地表水沿深层裂缝继续灌入
,
地下水活动继而加剧

,

山体裂缝不断扩大 ; 最后整

今山体断开
,

重力作用终于切开红泥岩层
,

_

滑床即被剪通
,

山体位能转变为 巨 大 的 动

能
,

这便进入了滑坡的破坏阶段
。

于是整个山体沿滑床面高速滑下
,

形成了这次大规模

的黄土滑坡
。

这次滑坡的主滑部分为当地丁级阶地的黄土山包
,

滑床为第三系红泥岩 层 的 浸 润

面
。

主滑山体滑动过程中
,

同时也牵动了东西两侧山体的错下
,

切割了这里的一部分第

三系红色地层
。

但就滑坡的成因和性质来看
,
不应属基岩滑坡

,
而应属重力性黄土深层

滑坡
。

·

三
、

洒勒山滑坡的特征和规模

洒勒山滑坡按其所处地形的位置
,

可分为主滑区
、

牵动区
、

前沿推动区和覆盖区四

大部分
。

主滑区位于原苦顺村东侧冲沟和洒勒村西侧冲沟之间的山体 (包括山前黄土梁赤在

内)
,

东西宽约7 。。一 8 00 米
,
南北长约1 00 一1 5 0米

。

滑坡陡壁上下高差达 2 2。米
,

陡壁坡

度达 6 。
“

一70
。 ,

陡壁顶部高程为 2 ,

23 0一2, 2 50 米
, 说明滑坡壁越过洒勒山原 分 水 岭 已



经达到了北坡地带
。

主滑 区的前缘在原丁级阶地的前沿地带
,

滑动面为第三系红层浸润

面
,

主滑轴线方向为S S O

E
。

主滑物质为新老黄土
,

下滑土方约为 4 , 5 00 万立方米左
·

右
,

南北滑距约为 1 50 米
。

牵动区位于主滑区东西两侧冲沟外围山坡
,

由于主滑山体下滑
,

带动了邻近的山体

随着错下
,

同时也切割了一部分冲沟内侧的第三系红色地层 (从滑坡发生后堆积在两侧

冲沟中的红色泥岩碎块可以证实 )
。

东西两侧牵动区宽度各约加一5 0米
,

牵动下滑土石

方约 5 00 万立方米左右
。

一

前沿推动区位于原 I 级阶地和 I 级阶地的范围内
,

东西宽度 约 9 00 一蚝 1 00 米
,

南

北长约 6 00 , 8 00 米
。

主滑山体滑下后所产生的强大动力推动了 I 级阶地和 ! 级阶地向前

滑移
,

同时在滑动过程中也切卷了 1
、

I 级阶地下的一部分第三系红色地层形成滑舌
。

在此推动这被推动的土石方估计在 2 , 0 00 方立方米左右
。

主滑区和前沿推动区构成 的 滑

床微呈圆弧形
,
南北直线距离约7 00 一95 。米左右

。

根据九二水库西侧原 I 级阶地的伸出

部分经受这次滑坡后仍保存了长 80 米阶坎的事实推测
,

滑坡出 口应在 l 级阶地坎下与 I

级阶地 的交接处
,

滑坡中段出口较低
,

两侧出 口略为升高
。

出
一

口高程约在 1 , 9 75 一 1 ,

驶。

米附近
。

‘
-

祖 盖区位于滑坡出 口处以南
,

包括整个 I级阶地 和河漫滩地带
。

猾坡前缘土体从出

口处脱离滑床后
,

呈放射状态一泻而下
,

冲向那勒寺河谷
,

覆盖在 I
一

级阶地 和河 漫 滩

上
。

同时滑舌也推卷起了一部分 I级阶地 的土层和河漫滩的砂卵石层
。

主滑舌前缘直冲

到那勒寺河南岸的 I级阶地坎下
,

堵塞河道达 20 0多米
。 ‘

东侧滑体大部分被推入九 二 水

库
,

西侧滑体向西南方向推移
,

覆盖在 I级阶地和河漫滩上
。

整个覆盖 区东西宽度可达

1 ,

70 0米
,

南北长约 6 00 一 8 00 米
。

,

滑坡结束后
,
在滑坡陡壁下形成了一个底部高程为 2

,

01 0米
、

东西宽约40 0米
、

南北

长约1 00 米的封闭洼地
。

此系山体下滑
、

离开滑坡陡壁 后发生了位移所造成的
。

从 封 闭

洼地向南依次形成高度逐渐减低的三个反坡鼓丘带
:

第一反坡鼓丘带在原公路以北附近
,

表面尚保持着原山 脊
一

的形 态
,

顶 部 高 程 为

2 ,

07 0米
,

反坡坡度约 1 5
“

一25
。 ,

此系山体下滑过程中由于推动 l
、

, 级阶地时受阻而隆

起
。

第二反坡鼓丘带位于原 1 级阶地以南
,
高出附近滑体 i5 一20 米

,

此系滑体脱离滑床

冲出地表后发生散射
,

由于前后滑体速度产生差异而形成矛
卜

;
;

第三反坡鼓丘带在原河漫摊中部
,

高出附近滑体 1 0一15 米
,

此系滑体在腾 空下降时

受到地面阻力的作用而形成
。

此外
,

位于滑坡区西侧原 l级阶地上的洒勒村向西南方向推移了50 一70 米
;
位于原

N 级阶地主滑区梁赤上的树木被滑动在河漫滩地区
,

滑动距离竟达80 0一 1 ,

00 。米
;
位于

原 l级阶地上的房屋被推移到覆盖区南部边缘
,

滑动距离约达 8 00 米
。

这些地面静 物 的

移动
,

足以说明这次滑坡规模之大
,

来势之猛
,

速度之快
,

破坏性之强烈 了
。

此次滑坡从始到终
,

估计在不到 2 分钟的时间里
,

约有5 , 。00 万立方米的山体 和 阶

地土体被滑动
。

主滑床长达90 0米
,

主滑速度达 10 一15 米/ 秒
,

总破坏面积 (主滑区
、

牵

动区
、

推动区和覆盖区的总面积 ) 约 2个多平方公里
,

掩埋耕地 3
,

0 00 余 亩
,

洒 勒
、

新



庄
、

苦顺
、

达淮四个村庄的房屋全被摧毁* 门

遭成了很大盼滑坡爽害
。 一

同时
,

‘

该滑坡发生

时
,

使 附近地震台站接收到了相当于 上
.

荟级地震震动的记录
。

.

一

四
,

茉于在滑坡区重建家园的建议
_

万

东乡洒勒山滑坡区
,

现在是村舍 f田园荡然无存
。

那勒寺河北岸 2个多平方公里 的 范

围 内
, 一片高低起伏的黄土覆盖景象

,

群众急需要在这里重建家园 , 各级政府部门也十

分重视这一问题
。

根据此次观测情况的分析
,

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_

(一 ) 洒勒山滑坡后犷大规模的滑坡虽然再不会发生了
,
僵滑坡璧前缘随时仍有崩

塌 的危险
。

因为滑坡璧顶部山坡已经产生了数条牵引性的东西 向裂缝
,

长度从一二十米

至一二百米不等
,

有些裂缝宽达2 0厘米
,

错距已有 1万一即厘米
。

、

这些前缘山体己处于不

稳定状态
,

将逐蜘崩塌
,

估计土体抛撒范锢不会超过封闭洼地 , 主滑区东西两侧山体的

影响带也产生了许多张扭性裂缝扒也处于不稳定状态 , 而整个滑坡区和覆盖 区 土 层 疏

松
,

将发生不均匀下沉
,

同时需要一个较长的固结下沉时间
。 「

考虑以上因素
,

在整个滑

坡区内
,

均不适宜于马上新建永久性的房屋和村庄 ; 如非要在这里建村
,

应 选 择在 第

一反坡鼓丘带和第二反坡鼓丘带之间的平缓地带为宜
。

但需事先探明上覆松土的厚度
,

进行地基工程处理后
,

方可施工建房
。
这祥做投资太大

, 需要时间较长
,

故考虑可打破

原来生产队的界限
,

将村庄建立在那勒寺河南岸的 l 级阶地上为好
。

(二) 滑坡区需要立即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
宜根据滑坡后的地形状况

,

因地制宜地

平整 土地
。

先采取地面灌水的办法
,

使疏松的土体自重下沉
,

再逐年进行整修
,

使其逐

渐稳固
,

形成可耕田地
。

在耕作上要注意水肥并重
,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

改变土壤的贫

瘩状况
,

增加上壤腐殖质成分
,

以形成土壤的团粒结构
。

(三 ) 滑坡壁周圃
,

包括封附洼地地带
,

仍属滑坡危险区
,
暂时不宜开垦农田

,

更

不能在此地带安置村舍
; 必须等山体食然崩塌达到稳定后

,

再考虑其上地利用何题
。

(四 ) 该滑坡 区由于滑下的土石松软
,

.

遇暴雨容易形成泥石流
。

为避免造成二次危
‘

险
,

除应疏通被滑坡堵塞的那勒寺河道外
,

·

还应在滑坡覆盖区的西部 边缘修筑南北向的

防护堤坝
。

同时应考虑将下游可能受到泥石流危害的村庄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

(五 ) 洒勒山地区山体裸露
,

荒坡被覆甚少
,

应在荒山
、

荒坡
、

沟谷以及河谷地带

大力植树种草
,

加速绿化
, 泊

次复自然生态平衡
,

以便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

(六 ) 洒勒山地区老滑坡成群
,

·

当地青关部限应向群众宣传普及滑坡的科学知识
,

使群众 自觉地成为监视滑坡的监测员
。

一发现滑坡征兆
,

应及时组织群众搬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