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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

一、什么是地质灾害？

通俗地说，造成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者使人的生命、

财产受到威胁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降就是地质灾害。发生了的是灾害，将要发生的是灾害隐

患。

二、为什么会发生地质灾害？

发生地质灾害有两大因素，一种是自然因素，一种是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有：地形地貌、岩（石）土的坚固性、雨雪、

台风、山洪等。山体坡度大，岩（石）土松散或不完整，遇到雨

雪或台风天气就容易发生山体崩塌、滑坡。地下有溶洞，就可能

会发生地面裂缝或塌陷。在山区，周围是山，水只能从一个口子

外流，当山洪暴发，夹带土石，就会形成泥石流。

人为因素主要有：开山建房，房子后山开荒、蓄水等破坏山

体的活动，修路、开矿等工程建设开山挖沟、堆土（石）、地下

挖洞、抽水、放炮、建设等。这些人为活动，有的是开挖山脚，

或者是在斜坡上加重，破坏了山坡的稳定；有的是使水更容易进

入山体，增加了崩塌、滑坡的可能性。有的形成了地下空洞，排

空了地下溶洞的水等，容易引起塌陷。有的是在山谷形成了大量

的废土石，遇山洪会形成泥石流。

三、地质灾害有什么特点？

地质灾害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自然灾害。塌、滑坡、泥石流、

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短，很突然，可预见性差。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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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多次发生。山区丘陵地区容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尤

其是房屋后形成了高陡坡或者房屋建在沟口；地下水较多和地下

工程较多的地区容易发生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雨季尤

其在汛期、台风影响期间容易发生各种地质灾害；干旱季节容易

发生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

四、什么是滑坡？

滑坡是指山坡岩土体沿着一个面（带），顺坡下滑的现象，

俗称“走山”、“垮山”、“地滑”、“土溜”等。

五、滑坡是怎样形成的？

形成滑坡，要看地形地貌、岩土类型、地质构造和人为作用

等条件。有一定坡度（一般大于 10 度、小于 45 度）的斜坡；坡

体上的岩土松软，遇水容易变化，不完整、裂缝（痕）多、软硬

相间的岩层；振动和水的浸泡、冲刷；人为破坏坡体等是形成滑

坡的主要原因。

六、滑坡发生前有什么异常现象？

（一）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

（二）滑体后缘裂缝急剧加宽加长，新裂缝不断产生，滑坡

体后部快速下座，四周岩土体出现松动和小型塌滑现象；

（三）滑带岩土体因磨擦错动出现声响，并从裂缝中冒出气

或水；

（四）在滑坡前缘坡角处，有堵塞的泉水复活或泉水、井水

突然干枯；

（五）动物出现惊恐异常现象，如猪、狗、牛、羊惊恐不安，

不入睡，老鼠乱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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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滑坡体上的观测点明显位移，临滑前，无论是水平位

移量还是垂直位移量，均会出现加速变化的趋势；

（七）滑坡前缘出现鼓丘；

（八）房屋倾斜、开裂，出现树木东倒西歪等。

七、哪些人为活动容易引发滑坡？

违反自然规律，破坏斜坡稳定的人类活动都会引发滑坡。主

要有以下几种行为：

（一）开挖坡脚。最常见的是山区丘陵地区农村傍山切坡建

房，修建铁路、公路、水库、水渠，开矿等工程建设开挖坡脚，

使其失去稳定而下滑。

（二）蓄水、排水。水渠和水池溢水、漏水，农田灌溉以及

其它排放水，使水流渗入坡体，软化了土石，增加了重量，引起

滑坡。

（三）堆填加载。在斜坡上兴建楼房、修建工厂、大量堆填

土石、矿碴等，使斜坡支撑不了过大的重量而滑坡。

（四）破坏山坡。在山坡上松土、开荒种植，或者乱砍滥伐，

使水容易渗入坡体而引起滑坡；放炮使山坡上的土石振动、破碎

而引起滑坡。

八、如何避免滑坡造成灾害？

避免滑坡灾害，一方面要避开滑坡，另一方面要治理滑坡。

一是在不会产生滑坡的地方活动。比如在建房或活动时，选

择地势较平或山体较稳固的地方，避开陡坡和避免开挖坡脚。房

子不要靠山脚太近，房后要留出一定的防滑空地。在农村，建议

选择地势较平缓的地方集中连片进行规划建房。在工程选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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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避开已有或容易产生滑坡的地方。在工程建设中，不要形成

新的不稳定斜坡。

二是在可能会产生滑坡的地方，要经常对周围的情况进行检

查（比如看是否出现裂缝，裂缝有没有变化等预兆），尤其在雨

季要更加注意。要避免引起滑坡的破坏活动。

三是对已经有滑坡预兆的地方，要时刻注意异常现象，并对

滑坡进行监测，选好撤离路线、撤离信号。同时要向当地乡镇或

国土资源部门报告。在雨季要有人值班监视，出现异常及时发出

信号，组织人员和财产转移。一些容易治理的滑坡，要在雨季前

进行治理。难以治理的滑坡，人员和财产趁早搬迁是理智的选择。

在出现小崩小塌现象时，可能大的滑坡就将发生。这时，千万不

能进入滑坡影响区，去清理塌下来的土石、清水沟和抢救财物。

九、防治滑坡的工程措施有哪些？

防治滑坡的工程措施有很多，归纳起来分为三类：一是消除

或减轻水的危害；二是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设物；三是

改善滑动带土石性质。

（一）消除或减轻水的危害的主要工程措施

在滑坡体外围筑截水沟，在滑坡体上筑排水沟，尽快尽量排

出地表水，避免地表水流入滑坡区。特别注意水沟不能有渗漏，

否则反而有害，可以用水泥沙浆摸底摸面或压盖塑料薄膜。对坡

体上的裂缝、空洞，要及时填补。

用肓沟或埋带孔眼的塑料管疏干滑坡体内的地下水。

（二）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设物的主要工程措施

削坡减重，可以分成几个台阶；筑挡墙（要预留缝和泄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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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抗滑桩（有木桩、钢管桩、混凝土桩等）；在坡脚填方压脚，

注意使地下水能通畅排出。

（三）改善滑动带土石性质的措施有焙烧法和爆破灌浆法。

由于滑坡的成因复杂、影响因素多，具体采用哪种措施，要根

据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常常需要几种方法同时使用、综合治理。

十、当遇到正在滑坡时怎么办？

当发生滑坡时，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当处在滑坡体上时，首先应保持冷静，不能慌乱。要

迅速环顾四周，向较安全的地段撤离。最佳方向是向两侧跑离，

向上和向下跑都很危险。当遇到无法跑离的高速滑坡时，更不能

慌乱，在一定条件下，如滑坡呈整体滑动时，原地不动，或抱住

大树等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救方法。

（二）当处于非滑坡区，而发现可疑的滑坡活动时，应立即

通知受威胁的人赶紧撤离，并向当地乡镇或国土资源部门报告。

当地政府迅速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及可能的影响区和进行抢险

救灾，组织专家实地调查滑坡的活动情况和影响范围。

十一、什么是崩塌？

崩塌是指陡峭斜坡的岩土体突然崩落的现象或者过程。发生

在土体中的叫土崩，发生在岩体中的叫岩崩；规模大，涉及到山

体的叫山崩；发生在河流、湖泊等的叫岸崩。

十二、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崩塌？

崩塌发生的时间大致有以下规律：

（一）降雨过程中或稍微滞后。特大暴雨、大暴雨、较长时

间连续降雨，是出现崩塌最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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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烈地震过程中。

（三）开挖坡脚过程中或滞后一段时间。

（四）水库蓄水初期及河流洪峰期。

（五）强烈的机械震动及大爆破之后。

十三、怎样识别可能的崩塌体？

主要根据坡体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结构的特征进行识别。可能

发生崩塌的坡体通常有以下特征：

（一）坡度大于 45 度，且高差较大，或坡体成孤立山嘴，

或为凹形陡坡；

（二）坡体内裂隙较多，尤其垂直和平行斜坡延伸方向的陡

裂缝较多、顺坡裂隙或软弱带较多，坡体上部已有裂缝，并且切

割坡体的裂缝已经或可能即将贯通，形成了分离之势；

（三）坡体前部有一定临空空间，有松散物。

当上部裂缝不断加长、加宽、加深，速度突增，小型坠落不

断发生时，预示着崩塌很快就要发生，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十四、崩塌发生的前兆特征？

（一）前缘时有掉块、坠落现象，小崩小塌不断发生；

（二）山坡脚部出现新的破裂形迹，嗅到异常气味；

（三）偶尔听见岩石的撕裂摩擦错碎的声音；

（四）出现热、氡气，地下水质、水量等异常；

（五）动植物出现异常现象。

十五、怎样避免和防止人为因素导致滑坡和崩塌？

（一）主动学习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知识，增

强防灾减灾的自我意识，自觉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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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引发地质灾害的人为活动。

（二）坚持预防为主。避免或禁止在斜坡上修建路坝、厂矿、

建筑物，设堆积场等使斜坡“加载”的工程；避免或禁止在斜坡下

部修路障、挖沟切坡、挖洞采矿等削弱坡脚稳定的工程；避免或

禁止大量爆破等引发滑坡、崩塌的活动。对于工程建设，要在可

行性研究阶段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农村建

房先要对周围的地形仔细察看，尤其要弄清斜坡的稳定情况，最

好选择地势平缓、岩土坚固稳定、较开阔的地方建房。

（三）合理选择施工方法和施工时间，避免破坏斜坡的稳定

性。要选择科学合理的最小程度地破坏斜坡稳定性的施工程序和

方法。如开挖时，边开挖要边砌筑加固。尽量避开雨季施工。

（四）及时发现，及时治理。在工程建设期间或建好后，要

加强对周边地形的检查，及时发现不稳定迹象。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治理，控制其发展。

（五）避免或禁止无规划、不合理地向斜坡引流、排泄地表

水及地下水和生产、生活废水，也要防止坡体上的蓄水池、渠道

等输水、蓄水设施向坡体渗漏，并严禁在稳定性差、裂隙多的斜

坡体上进行农业灌溉。

（六）严禁在山坡上不合理地开荒造田、乱砍滥伐，破坏山

坡保护层。

十六、当发现了滑坡、崩塌的一些可疑的异常现象后，该怎

么办？

发现了滑坡、崩塌的一些可疑的临滑、临崩的异常现象（即

前兆）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根据这些现象的发生程度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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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一）立即向所在地村委会、乡（镇）政府或国土资源部门

报告。同时，告诉周围的人注意不要靠近滑坡、崩塌区域。有关

国土资源部门会及时派技术人员前来调查，发放“避险明白卡”，

提出防治建议。

（二）以乡（镇）为单位，落实防治和监测责任，做到责任

到人，落实防治建议，建立群测群防体系。汛期要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班，公布值班电话，保证电话畅通。要选派责任心强、有

一定素质的人进行巡查和监测。巡查和监测人员按要求做好巡查

和监测，并做好记录，雨季或雨后要加密监测，发现变异及时报

告当地政府。对要避让的，要主动避让或配合乡（镇）做好搬迁

安置工作。

（三）编制好应急避险救灾方案。方案要明确撤离路线、信

号和避险场所，组建抢险救灾队伍。方案要向群众公告，并进行

演练。

（四）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周围情况，增强防灾自救能力。

十七、如何监测滑坡、崩塌？

对滑坡、崩塌的监测，包括斜坡开裂变形、整体变形、地下

水和应力等方面的监测。最简便易行的方法是在最容易发生变形

的地方监测其变化情况。

（一）监测方式

1、设桩观测地表裂缝：在斜坡变形开裂大的裂缝两侧布置

几对观测桩，定期用尺子量每对桩的距离、高差。

2、设标尺观测地表裂缝：与设桩观测相似，是把做好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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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固定在桩上，定期观测标尺上的水平和垂直数据。

3、刻槽（或划线）观测：在已经产生裂缝的地方（如墙壁、

地面）刻槽（或划线），定期量槽（或线）的距离。

注意每次要在同一个点上测量，最好是同一把尺子。

（二）观测时间

一般情况下，设立观测点的最初 1 个月内每 5 天观测一次，

如果发现开裂是在缓慢变形阶段，以后观测间隔时间可以为半个

月或 1 个月一次；如果发现变形在加快，观测应加密为 3 天或每

天一次。

在雨季或连续阴雨季节，要加密观测。在连续 2 天中雨以上

或遇暴雨，并发现变形在加快，要加密到每天一次至每小时一次，

加密观测至少要持续到雨停后 10 天以上，如未出现变形加速才

能逐渐加长时间间隔。

（三）观测记录

要用专门的记录本，每次观测都要详细记录测量数据、天气

情况及相关迹象（如渗水、垮塌、出现新裂缝等），并计算和对

比变化量，分析斜坡活动状态。

十八、什么是泥石流？

泥石流是指山区沟谷或者山地坡面上，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水

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介于挟沙水流和滑坡之间的土、水、

气混合流。泥石流大多伴随山区洪水而发生。它与一般洪水的区别

是含有足够数量的泥沙石等固体碎屑物，比洪水更具有破坏力。要

形成泥石流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陡峻的便于汇集水、物的

地形地貌；大量的松散堆积物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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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一般发生在雨季，尤其是连续降雨、暴雨、特大暴雨

等集中降雨时期，有明显的季节性。泥石流的暴发多在一次降雨

的高峰期或在连续降雨稍后。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开矿和修

路等工程建设的大量弃渣，也为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物

质来源。

十九、泥石流发生有什么异常迹象？

泥石流发生的前兆特征有：动植物异常，如猪、狗、牛、羊、

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植物形态发生变化，树林枯萎

或歪斜等现象；山谷中传出轰鸣声，主河流水上涨和正常流水突

然中断。意识到泥石流就要到来，并立即采取逃生措施。

地有微微的颤动，很清的水浑了，有时能闻到一股火药的味

道，听到山沟内有轰鸣声，或看到主河洪水上涨、正常流水突然

断流，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木，

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的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

变得昏暗，还有轻微震动感，这些迹象都能确认沟谷上游已发生

泥石流。

二十、泥石流发生时该怎么办？

在逃避时，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向：不要顺沟方向朝上游或

朝下游跑，应该朝着沟岸的两侧山坡跑，但注意不要停留在凹坡

处泥石流发生之后应立即逃逸，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

侧山坡或高地跑，切忌顺着泥石流前进方向奔跑；不要停留在坡

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

障碍；避开河（沟）道弯曲的凹岸或地方狭小高度又低的凸岸；

不要躲在陡峻山体下，防止坡面泥石流或崩塌的发生；长时间降



－ 11 －

雨或暴雨渐小之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泥石流常滞后

于降雨暴发；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或夜间密切注意雨情，最好

提前转移、撤离；人们在山区沟谷中游玩时，切忌在沟道处或沟

内的低平处搭建宿营棚。游客切忌在危岩附近停留，不能在凹形

陡坡危岩突出的地方避雨、休息和穿行，不能攀登危岩。

二十一、什么是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是指地表突然向下陷落，在地面形成塌陷坑洞的

现象或者过程，也常有地面下沉、地面开裂现象。地震、降雨以

及地下开挖采空，大量抽水等容易引起地面塌陷。地面塌陷又分

为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及黄土湿陷。

岩溶塌陷是指覆盖在溶蚀洞穴之上的松散土体，在外动力或

人为因素作用下产生的突发性地面变形破坏，其结果多形成圆锥

形塌陷坑。岩溶塌陷是地面塌陷的主要类型，也是一种岩溶发育

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多发生于碳酸盐岩、钙质碎屑岩和盐岩等可

溶性岩石分布地区，以碳酸盐岩塌陷最为常见。岩溶塌陷具有隐

蔽性和突发性的特点。

采空塌陷是指地下开采矿产资源形成的采空区顶板冒落塌陷。

二十二、为什么会发生地面塌陷？

发生地面塌陷要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地下有一定的空洞，如岩溶洞隙、土洞和采空区。

（二）一定厚度的松散覆盖层。

（三）破坏地下洞室稳定的动力因素，如地下水变化、振动、

地表加重和地表水渗入等。

二十三、地面塌陷有什么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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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塌陷发生的前兆特征：

（一）井、泉的异常变化。井、泉水位的突然升、降，水色

突然浑浊或翻砂、冒气。

（二）地面变形。地面出现环状裂缝并不断扩展，产生局部

的地鼓或下沉现象。微微可听到地下土层的垮落声。

（三）附近建筑物作响，出现开裂或倾斜现象。

（四）地面积水引起地面冒气泡、水泡、旋流等，地表水位

下降或干枯。

（五）植物变态、动物惊恐。

二十四、如何监测地面塌陷？

一般选择有异常变化现象的点（如井、泉水位，地面和建筑

物裂缝等）进行监测，在变形的不同部位布点，形成监测点网，

以全面掌握变化情况。

监测的方法和工具可根据具体条件确定，以能取得观测数据

为原则。对水位的观测，可设立最小刻度为 1 毫米的标尺；对地

面裂缝的观测可在裂缝两侧钉小木桩，木桩上划出十字作为观测

基准点；对墙上的裂缝可在墙上直接划线测量，可以观测裂缝的

宽度，也可以观测裂缝的延伸。测量数据精确到 1 毫米。

从发现异常时起开始观测，一般每天 1 次，如变化加剧，要

加密观测，每天可增至 2 到 3 次。出现险情及时报告，并果断采

取应急措施。

要用专门的记录本记录每次的数据、天气情况、降雨起止时

间、地表水的变化等情况，最后以时间为横坐标、观测数据为纵

坐标画出曲线图，分析变化情况。


