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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来临的灾难
   2009年4月3日中午，当穿行如梭的

汽车行驶在湖北省宜昌市至兴山县312

省道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滑坡瞬间阻断

了人们的行程！312省道黄花段发生山

体滑坡，导致宜昌市通往兴山县、巴东

县和神农架等地的干线公路中断，导致

交通阻塞，上千辆汽车滞留达3个小时

之久，所幸无人员伤亡。

   当天下午4点50分左右，四川省巴中

南江县沙河镇场镇所在的包家山发生

山体滑坡，20多米高的山体垮塌，倾泻

而下的土石将一排房屋摧毁，并将省道

达川至广元、巴中至西安的过境公路堵

塞近3个小时，紧邻的数百居民由于被

紧急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月5日，位于三峡库区的重庆云阳

县境内出现一处重大地质滑坡险情。长

约300米、宽约600米、平均厚度20米、

总体积约360万立方米的滑坡体一旦滑

入长江，不仅严重威胁过往船只，而且

会阻塞部分长江航道！为了防止灾害发

生，当地数十位居民被紧急疏散转移，

应急防灾专项预案立即启动。

   像这样的灾害及险情报道，几乎

每天都有。我国幅员辽阔，山区面积广

大，地质条件复杂，各种类型的地质灾

害分布广、数量多，给我们国家造成了

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滑坡，是

其中发生数量最多、危害最为严重的地

住在滑坡上的那些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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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类型之一，越来越引起政府和人

民的重视。

      滑坡灾害知多少
   近年来，我国每年都会发生数千甚

至上万起滑坡灾害。据《中国地质环境

公报》的统计数据，2005年，全国共发

生滑坡9359起，占全国地质灾害发生总

数的52.8%；2006年，全国发生滑坡

88523起，远远超过上年数量，占全国

地质灾害发生总数的86.1%；2007年，发

生滑坡15478起，占全国地质灾害发生

总数的61.0%；2008年仅前9个月就发生

滑坡11567起，占全国地质灾害发生总数

的53.0%。

   比较典型的几个滑坡灾害有：2005

年的福建建瓯市七星街205国道滑坡，

造成8人死亡和15人失踪，直接经济损

失达500万元；2006年，湖南省永兴县

樟树乡界江村下张家组滑坡，酿成了15

人死亡、11人受伤的惨剧，直接经济损

失150万元；2007年云南省腾冲县猴桥

镇苏家河口电站施工工地发生滑坡，

造成29人死亡、5人受伤；2008年云南省

文山州马关县都龙花石头矿区的滑坡

导致9人死亡、2人失踪和1人受伤。

   在地域分布上，滑坡灾害主要集中

于四川、湖南、重庆、江西、云南、福

建、湖北、广东、江西、广西等省（区、

市）。其中以四川、湖南和福建等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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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房屋变形，墙壁外裂形成巨大缝隙 图2：窑洞扭曲变形，处在跨塌的边缘，已经无法居住 

图3：房屋围墙因开裂而成的缝隙 图4：房屋墙壁内侧出现裂缝 图5：屋内地面开裂 图6：居民用泥巴糊住房屋裂缝 

图7：滑坡造成的山顶上出现巨大裂缝 图8：滑坡造成的山顶上出现巨大裂缝，并伴随有明显沉降，左右两盘落差达3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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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严重。这些省份多是山地，沟壑纵

横，降雨丰富，易于滑坡形成和发育。

   滑坡数量之多，位居所有地质灾害

类型之首，其发生次数之频繁、分布范

围之广、危害程度之大真是触目惊心！

我们国家每年因滑坡灾害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且每年还要投

入大量资金用于灾害的监测和治理，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但对于滑坡灾害的防御仍然不能

懈怠。

    住在滑坡上的人家
   山体滑坡是因山体形变长期的积

累，达到临界点后突然崩溃而形成的。 

由于滑坡多是瞬间发生，地质学上常常

将其划分为突然性地质灾害。由于具有

难以预测的突发性，滑坡一旦发生，将

会对岩土体下方的道路、河道、居民点

等造成重大损害。因此，那些处在滑坡

易发区大山脚下的居民和建筑物是最

危险的。

   然而，还有一种滑坡并非突然发

生，而正处于酝酿之中的蠕滑变形阶

段，就像潜伏在地下的怪兽一样，随时

都会有突然垮塌的可能。那些居住在滑

坡体之上的居民，又该如何应对这潜在

的威胁呢？

   2009年4月，笔者在对山西省太原市

郊区某村一处滑坡隐患点调查时发现，

该村位于一个半圆形环绕的半山腰上，

整个山体就是一个大的滑坡，长约500

米、宽约300米的滑坡体正带着居住在

它上面的村民慢慢向下滑动！但是，这

种缓慢的变化根本不易察觉，而且，从

远处看这个村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经过仔细调查就会发现，居民家中到处

可见房屋裂缝和地面开裂现象。当地居

民的房屋多是石砌或砖砌的窑洞，但由

于受到滑坡体的蠕动影响，地表不均

匀沉降，而出现扭曲变形，轻则墙皮剥

落，重则墙体开裂，甚至贯通墙体内外

（图1～4）。屋内地面大多是水泥砌成，

也出现类似墙体上的裂缝（图5）。为了

保暖挡风，同时也为了防止夏季有蛇进

入屋内，很多居民使用报纸或者泥巴将

墙上的裂缝糊起来，但对于逐渐增大

的缝隙仍然无济于事（图6）。

   山顶上，因整个山体的向下推移而

张裂，形成两条巨

大的地裂缝，总长

度超过300米，而

且伴随有非常明

显的沉降，最大落

差超过30厘米（图

7～8）。据当地村

民介绍，该村地下

以前是煤矿的采

区，虽然现在已经

停止生产，但前些

年的采掘活动已

经将该山体下面掏

空，村民就像是居

住在“鸡蛋壳”上

面一样，时刻面临

着威胁。该村原有

住户70多家300余人，而如今只剩下不

足20户，大部分已经搬迁到太原市区找

份工作养家糊口，村里仅剩下一些老人

留守家中。

      滑坡监测和预警
   滑坡的产生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除了地形地貌的因素之外，最重

要的原因是雨水的渗入促使岩土体自重

增大、滑体软化和抗剪强度降低，或是

由于坡脚开挖而引起牵引式土体滑坡。

长期的煤矿开采破坏了地下岩体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时常出现的塌陷和沉降

牵引山体向下慢慢滑动，这时雨水如果

到来，将大大增加滑坡发生的概率。

   在滑坡易发区，如果有居民点，就

必须开展长期的监测工作，保证人民的

安全。专业的监测队伍常使用经纬仪、

水准仪、测距仪、全站仪、GPS等相关测

绘仪器通过监测地表裂缝发生、扩展、

变形与时间的关系来获得滑坡发生的

前兆信息。现在遥感技术的发展越来

越多地应用到滑坡灾害的监测和治理

当中，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普通居民而言，如果缺乏灾害

防御的相关知识，一旦灾害发生，往往

不知道该如何逃避危险，这不仅需要政

府相关部门针对当地的灾害情况开展

灾害防御的教育和指导工作，而且需要

通过地质调查，掌握灾害隐患点分布情

况。为了识别滑坡是否会发生，村民们

自己总结了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他们

使用报纸将房屋墙壁上的裂缝粘住，如

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报纸就被撕裂，说

明房屋裂缝正在逐渐扩大，这就需要及

时采取相关措施开展自救。国土资源部

在要求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时印发有《地

质灾害防灾明白卡》、《地质灾害防灾

避险明白卡》，用以统计灾害位置、威

胁的对象和应急避险撤离安排等，包括

预定避灾地点、疏散命令发布人、抢险

单位和负责人、医疗救护单位和负责人

等姓名及电话，帮助村民了解灾害发生

时该如何求救并及时转移。

   长久以来，能够吸引我们视线的，

往往是那些已经发生的灾难，巨大的

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令我们感到伤心

和难过，可还有很多很多的灾害隐患

未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对于这些还没

有发生的滑坡等灾害，如果我们能够

长期监测，防患于未然，其功劳远在于

治理之上。倘若我们疏忽，一旦灾难发

生，再想办法去治理，损失可就难以弥

补了。这便是未雨绸缪、防胜于治的道

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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