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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江西省崇义县铅厂镇西峰村黄泥排组滑坡灾害为研究对象,从造成研究区滑坡的内外因素入手,分析了
研究区滑坡的形成过程及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旨在消除滑坡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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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地质灾害基本情况
崇义县铅厂镇西峰村黄泥排组曾奕明等村民房屋后山

山体斜坡在暴雨作用下,发生显著变形,在山体表面覆盖层
中形成有宽１０~２０cm的拉张裂缝。山体表面出现裂缝,显
示山体处于临界状态,形成潜在滑坡危害隐患。２０１０年,在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地环处、省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中心的关心
与帮助下,在该山体斜坡上建立了三处永久性斜坡变形预警
预报自动监测点,据监测资料显示,该滑坡变形有加大的趋
势,滑坡一旦发生滑坡,将威胁坡体下方１６户９２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威胁坡脚砖混结构房屋６７００m２(其中８栋三层
半、３栋两层半,３栋一层住房)、威胁财产共约１６００万元,滑
坡隐患危害性大。
２　地质环境概况
２．１　水文概况。崇义１９５９~２０１６年平均降雨量１６０４．

１mm,年最大降雨量２４３６．３mm(１９６１年),年最小降雨量
１０４０．７mm(１９７１年)。降雨量时间上分配不均,每年的３~８
月为主要降水季节,尤其５~７月常连降暴雨。因此,区内降
雨以短时间、大强度及存在地域上差异为特征,是山坡体(人
工边坡)产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及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滑
坡所在区域水系不甚发育,主要为山间溪沟,流量均较小。
２．２　地形地貌。黄泥排滑坡隐患点及附近区域属低山

丘陵地貌区,地形标高２５５—５１４．２m左右,相对高差２５０．２m
左右,自然坡度一般２５—５０°,植被发育。黄泥排滑坡,坡面
大致倾向南,斜坡高度约８０m,斜坡坡麓部位地面坡度为
２５°,斜坡中部地面坡度较陡,为５０°,坡顶地面坡度也为２５°,
属凸型坡。
２．３　地层岩性。黄泥排滑坡范围及附近区域分布的地

质体主要有寒武系下统变质岩层与第四系松散堆积层。寒
武系下统变质岩层岩性以变质砂岩、板岩为主,上部夹硅质
岩。岩层产状:１３５°∠４７°,新鲜岩石较坚硬,但裂隙发育,近
地表浅部岩石风化强烈,表层残坡积覆盖层较厚,厚度一般
在６~１０m,残坡积层岩性结构松散。
２．４　地质构造。区域地质构造形迹以断裂为主,主要发

育有北东向断裂,位于滑坡区东南向约６５０米处,褶皱不发
育。岩体节理裂隙较为发育。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１８３０６－２０１５),区内地震裂度小于Ⅵ度,地震动力加速度
０．０５g。

３　地质灾害成因分析
根据滑坡的性状特征与变形特点分析,影响滑坡稳定性

的因素可分为内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类。内在因素与滑坡
区环境地质条件及自身特点有关,主要包括滑坡区地形地貌
条件与滑坡物质结构条件以及坡体植被覆盖程度等;外在因
素主要有水作用、地震及人类工程活动等。根据该地段的地
质环境条件和滑坡隐患体情况,其滑坡影响因素初步分析
如下:
３．１　地形地貌。区内属江南丘陵地貌区,形态类型为丘

陵,成因类型为剥蚀、侵蚀。地形标高２８５．３４~３６６．１８m,相
对高差约８０．８４m,山体坡面坡度２４~３５°,局部达３８°,植被覆
盖率５０~８０％。此种地貌特征,一般情况较易发生滑坡,在
形成较大临空面后,加上诱发因素(地表水的浸润,冲刷作

用),有利于形成山体滑坡现象。
３．２　岩性特征。黄泥排滑坡体上部主要为残坡积层粉

质粘土,夹有部分碎石及块石,物质成分较复杂,结构较松
散。力学强度相对较低,这些堆积物直接堆积在主要由变余
粉砂岩构成的斜坡上,变余粉砂岩虽有一定的力学强度,但
易风化和遇水软化,在长期风化作用下,在基岩面上形成了
一层力学强度较低的残坡积层。

大量的残坡积物质堆积在这一斜坡上,形成了厚度０．９
~１０．５m的松散堆积层,比较充足的物源是堆积体存在并产
生该土体滑坡的客观、先决条件。
３．３　强降雨。汛期突发的“７·３洪灾”是滑坡形成的直

接诱发因素。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日降雨量达３９９．００mm。降雨
对滑坡发育形成的激发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１)是雨
水漫流,浸入坡体后在某一局部形成较高的水头,从而在坡
体内造成较高的孔隙水压力,增强了坡体的下滑能力;(２)是
雨水浸入坡体所造成的地下水浮力,降低了滑体自重所产生
的岩土抗滑摩擦阻力;(３)是浸入坡体的雨水通过滑动面上
岩土的软化性能和水解性能,降低了滑动面岩土的抗剪强
度,有利于坡体的滑动。
３．４　人类工程活动。房后人工切坡,坡脚部人工切坡高

约１．２~２．５m,累计宽约８０m,坡度６５°。人工切坡形成了临
空面,破坏了原斜坡的自然平衡条件,对滑坡形成有一定的
影响。
４　地质灾害稳定性及危害性分析
黄泥排滑坡自２００９年７月形成至今,裂缝有加宽现象。

滑坡形成后斜坡出了三条拉张裂缝。LX１裂缝延伸约７０m,
呈断续分布,缝宽５－２０cm,可插深０．５－０．８m,裂缝走向２４６
~３１５°,滑动方向２２８°;LX２裂缝位于滑坡中部,裂缝延伸约
２５m,张开宽５－２０cm,深约０．８m,裂缝走向２７０°;坡体前缘
有一裂缝LX３呈弧形,滑向２３０°,张开宽８~３０cm,延伸长约
３０m,坎高０．４~０．６m。２０１２年雨季裂缝有加宽现象。至此
认为此滑坡体在天然状态下为稳定,在暴雨(饱和)状态为不
稳定。
５　应急防范对策与措施
５．１　支挡措施
现场变形迹象及稳定性计算均表明,该边坡在强降雨或

是工程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下,边坡可能产生失稳变形,对边
坡附近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失。因此应采取措施进
行治理。根据钻探结果,地基稳定性差,建议在边坡前缘采
用重力式挡土墙等工程支挡措施,对坡面采取框架锚杆进行
护坡。
５．２　截排水措施
降雨入渗是加剧该边坡活动的触发因素,大气降水对本

滑坡的影响较大,将大气降水及时排除,不使其进入滑体上
产生汇集入渗,有利于滑坡的稳定。因此在潜在滑坡外围修
建排水沟。在滑坡坡面上的排水,具体可根据地形和已有的
自然排水设置排水系统。

参考文献
[１]　张江伟,李小军,迟明杰,卢滔．滑坡灾害的成因机制及
其特征分析[J]．自然灾害学报,２０１５,２４(０６):４２－４９．

—０７２—

综合论坛 写真地理 ２０２０年９月　第３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